
有机溶剂中毒卫生应急

现场处置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一、项目的目的和意义

（一）项目目的

规范有机溶剂中毒卫生应急现场调查、采样、检测、防

护、洗消、救治等处置规程，不但能明确有机溶剂中毒卫生

应急现场处置的作业流程，还能够为及时、全面、系统、有

效的处置有机溶剂中毒提供技术指导依据，特别是对原因不

明的有机溶剂中毒，能够及早查明中毒原因，为中毒的救治

提供参考。从而提高我市有机溶剂中毒卫生应急处置规范化

水平，降低有机溶剂中毒造成的人员健康损害，维护公众生

命安全与健康，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一）项目意义

1.对推进“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具有积极作用。

《“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明确提出：支持各地

因地制宜开展应急管理地方性法规规章制修订工作，完善应

急管理规章、规范性文件制定制度和监督管理制度。加快制

修订一批支撑法律有效实施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鼓励社

会团体制定应急产品及服务类团体标准。该规范的制定与实

施，将对工厂企业发生有机溶剂中毒后的应急处置提出具体

的规范性要求，指导各级卫生应急队伍现场处置化学中毒，

本该技术规范的制定符合国家应急体系建设方向，对推进国



家应急体系规划具有积极作用。

2.符合广东省、广州市卫生应急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广东省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高层

次巩固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加强公立医院公共卫生科室标准

化建设。实施重大疾病防治行动，加强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

系和应急能力建设。制定“有机溶剂中毒卫生应急现场处置

技术规范”，可以助力广州市、区各级化学中毒应急处置机

构和队伍的标准化建设，在有机溶剂中毒防治行动中，具有

重要的支撑作用。

3.有助于提升我市中毒处置规范化建设和能力提升。

有机溶剂中毒为广州市工厂企业发生频率高、中毒人数

多的一类化学中毒，而市、区各级化学中毒卫生应急处置机

构和队伍能力参差不齐，现场处置往往凭借着以往的经验，

容易导致不能全面发现具体的中毒因素、不能有效控制中毒

的扩散、不能及时的救治中毒患者的情况。该技术规范的制

定，能够助于提升我市中毒处置程序化、规范化、标准化和

能力。

二、工作情况介绍

（一）标准的编制主要工作

本标准的编制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过程：

1.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2023.08）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承担标准制订任务后，组织相关

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标准编制工作组（以下简称为标准编制

组）。标准编制组召开了工作组内部启动会，对标准编制工



作进行了部署和安排。

2.查阅相关技术资料 （2023.08-2023.09）

开展广泛的文献调研及资料收集，查阅了国内外有关有

机溶剂中毒卫生应急处置的各类文献和书籍等，并广泛征求

制定意见。

3.资料整理（2023.10-2023.11）

整理分析调研资料及各方面的反馈意见，初步确定标准

篇章设计，制定标准编制的实施方案。

4.召开内部研讨会并完善工作组讨论稿

（2023.12-2024.02）

根据实施方案分配的具体工作，整理各章节具体内容，

形成初稿，对初稿内部讨论后进一步完善。

5.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2024.03-2024.04）

标准编制组向 3名国内卫生应急领域著名专家征求意见，

并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专家共提出修改意见 22 条，

其中采纳修改 19 条，未采纳 3 条，修改后形成标准征求意

见稿。

6.标准公开征求意见（2024.03-2024.04）

2024 年 3 月-2024 年 4 月，标准编制组向市内 11 家单

位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征求意见工作，征求意见单位涵盖广

州市区级所有化学中毒卫生应急处置责任单位及其技术专

家。发函单位中，回函单位有 11 家，回函并提出意见的有 4

家。征求意见单位共提出修改意见 13 条，其中采纳修改 4

条，部分采纳 3 条，未采纳 6 条。标准编制组根据意见修改



后形成送审稿。

（二）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第一负责人为唐侍豪，具有 10 年卫生应急工作

和管理经验，能综合考虑标准的科学性和实际的可操作性。

主要参与人员均具有中高级职称，具有多年工作经验。主要

起草人及承担工作如下表：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承担的工作

序

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职务
工作单位 所承担工作

1 唐侍豪 男
副主任医师

/科主任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全面负责

2 王致 男
主任医师/

副院长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技术指导

3 麦秋苑 女 主管医师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技术规范范围、规范

性引用文件、术语与

定义编写

4 赵远 男 副主任医师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技术规范基本要求及

流行病学调查编写

5 苏艺伟 男 副主任医师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病因判断、现场处置

人员个体防护编写

6 范小猛 男 工程师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有机溶剂样品的选

择、采集、保存和运

输编写

7 徐绍雄 男 助理工程师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有机溶剂的检测鉴定

编写

8 陈育全 男 副主任医师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现场应急洗消及现场

医学救援编写

三、项目涉及技术在广州市的基本情况

（一）加强应急管理现代化能力建设，完善应急处置相

关标准刻不容缓。

广州作为华南地区制造业中心城市，同时也是广东省重

要的石化工业基地、能源和原材料基地。随着工业化水平和

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每年数以千计的新型化学品被合成以

及用于工业生产，新原料、新工艺的出现，特别市各类新型



有机溶剂的使用，也给我市带来严峻的化学中毒危害的防治

形势。

从我国应急体系发展现状看，我国存在法规标准体系仍

不健全，应急队伍救援装备和核心能力不足，卫生应急处置

仍不规范等问题。但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加强卫生应急现代化能

力建设是我国当前一项长期且紧迫的任务。着眼有机溶剂中

毒卫生应急处置，从而逐步完善各类应急处置规范，对健全

应急管理现代化、规范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有机溶剂中毒高发且危害大，规范有机溶剂中毒

卫生应急处置对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广州市发生多起有机溶剂中毒事件，如 1,2-

二氯乙烷事件、正己烷中毒、甲醇中毒、氯乙烯中毒事件等。

特别是 2020-2022 年广州市连续发生的 7起职业性乙酸甲酯

中毒事件，造成了人民群众健康损伤，也引起了市政府的高

度重视并召开专项工作会议。若能规范有机溶剂中毒卫生应

急处置技术，及时发现并控制中毒范围，降低扩大的风险，

对有效降低事故的危害性、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减少社会不

良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三）目前广州市区各级化学中毒应急处置机构能力参

差不齐，且无暂未出台针对常见的有机溶剂中毒技术规范，

建立相关卫生应急处置技术规范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我院近年来参加了多起机溶剂中毒事件的卫生应急处

置工作，每起事件均能查明原因、妥当处置、阻断风险，并

从发病可能性、危害性以及防控建议等方面对该类中毒进行

综合风险评估和同行警示等综合措施防范类似中毒事件再

发生，积累了实战工作经验。在此基础上，凝练形成有机溶

剂中毒卫生应急处置技术规范，对市区各级中毒处置机构的

卫生应急现场处置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四、广州市地方标准起草过程中的编制原则和主要内

容的确定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

（一）按标准要求编写标准的原则

遵循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编写本标准。

（二）符合卫生应急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本规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号，2018 年 11 月 29 日第四次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六十九号，2007 年 8 月 30 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76 号，2011 年 1

月 8 日修订）、《广东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2003

年 11 月 27 日施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

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卫生部突发中毒事件卫生

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

规范(试行)》（卫生部 2006 年 1 月 1 日发布）、《广州市突发

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穗卫应急[2020]1 号）等进行

制定。

本标准依据《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技术规范总则》

（WST 679-2020 ）《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人员防护导

则》（WS/T 680-2020）等标准进行编写。

（三）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开展有机溶剂中毒卫生应急现场处置工

作。

（四）可操作性原则

本标准对有机溶剂中毒卫生应急现场处置技术的术语

和定义、基本要求、病因判定、卫生应急人员个体防护、现



场调查、检测及样品采集、洗消、现场医疗救援、人员转运

等内容和要求进行了规定，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五）广泛参与的原则

在调研过程中，广泛征询了有机溶剂中毒卫生应急处置

责任单位及中毒处置方面的权威专家的意见，确保本标准具

有实用性。

（六）与其他相关标准协调的原则

本标准制定时规范性引用了多个已经颁布的卫生应急

相关标准。同时，本标准中使用的定义、术语、符号和概念，

力求与相关标准相协调。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广东省地方标准及广州市地方标准的关系

目前我国尚未发布有《有机溶剂中毒卫生应急现场处置

技术规范》。关于中毒应急处置相关标准，如《突发中毒事

件卫生应急处置技术规范总则》（WST 679-2020 ）主要适用

于指导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大规模

的突发中毒事件的卫生应急处置工作，无针对工厂企业小规

模有机溶剂中毒应急处置的内容。《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

处置人员防护导则》（WS/T 680-2020）主要适用于指导医疗

卫生应急人员在应对和处置突发中毒事件中正确地选用个

体防护装备，合理储备个体防护装备。《有限空间中毒和窒

息事故勘查作业规范》（DB11/T 1584-2018）该标准适用于

有限空间中毒和窒息事故原因认定的技术勘查溯源工作。

《卫生应急最小工作单元装备技术要求 第 3 部分：化学中



毒处置类》（DB11/T 1293.3-2015）本部分适用于化学中毒

事件的卫生应急现场处置装备配备指引。以上相关标准仅仅

对中毒事件处置作出了提纲性要求，对应用于有机溶剂中毒

现场卫生应急处置工作仍缺乏针对性、具体性、实践性的指

导意义。

本标准规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广东省地方标准及广州市地方标准无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结果和依据

本标准无重大意见分歧。

七、贯彻广州市地方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建议通过标准的宣贯促进标准

的有效实施。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

卫生与中毒控制所、天津大学应急医学研究院、湖南省职业

病防治院相关卫生应急领域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谨此表

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