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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进一步落实《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09-2015）》，加强职业病诊断和职业健康检查工作，提
高各级职业病诊断机构能力建设，近期卫生部根据财社［2009］241号《财政部、卫生部关于下达公共
卫生专项资金的通知》精神，并以卫办监督发［2009］231号文下发了《2009年职业病防治项目管理方
案》。
根据方案的要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承担职业病技术指导和质量控制工作
，并负责组织师资的培训。
为更好地为广大职业病临床医师服务，我们针对2002年来新发布和实施的职业病诊断标准，组织有关
专家编写了《全国职业病医师培训考核指定教材：职业中毒》。
　　本书将为全国培训和考核从事职业中毒诊断及处理的医师提供统一的教材，也为广大内科、急诊
科、神经科和其他临床医师奉献一本学习和掌握中毒性疾病的诊断及处理的专业书籍。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更加怀念为本书作出杰出贡献的何凤生院士。
　　感谢中华预防医学会化工分会主任委员孙维生主任医师为本书审稿。
　　由于修订时间较短，书中难免存在疏漏或不足，殷切期望各位专家和同行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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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职业中毒》是全国职业病医师培训考核指定教材。
《职业中毒》系统地阐述各器官系统中毒性损害的临床规律和其诊断与治疗的理论基础，全面地述及
各种职业中毒性疾病的病因、致病化学物质的接触机会，扼要地介绍其相关的毒理和中毒机制，详细
叙述各诊断标准所依据的中毒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讨论其鉴别诊断、治疗与处理原则，以及正确
应用诊断标准的要点。
书中充分汇集了职业医学、临床医学、急诊医学等专业在诊断和治疗职业中毒性疾病的临床经验。
　　《职业中毒》可作为全国培训和考核从事职业中毒诊断与处理的职业医学执业医师的培训教材，
也为我国广大的内科、急诊科、神经科和其他临床医师以及职业卫生、毒理学基础研究者、法医等提
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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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毒物对人体危害的类型　　毒物对人体危害的性质及程度取决于接触毒物的品种、剂量、
体内转化及排泄等，也与机体的健康状态密切相关，全面了解这些情况能对毒物的危害有较完整的认
识。
　　（1）局部作用具有刺激、腐蚀性的毒物，如强酸、强碱或某些药物等，可对接触部位如皮肤、
黏膜等引起不同程度的灼伤；有些毒物可引起接触性皮炎、痤疮、毛囊炎、光感性皮炎或色素变化等
。
牙酸蚀病也是毒物局部作用的后果。
　　（2）中毒 由于外源性毒物进人体内，产生毒性作用，导致机体的功能障碍或器质性改变、引起
疾病或死亡，称中毒。
　　（3）过敏反应 某些毒物可引起变态反应，这是一种免疫损伤反应，发生机制主要与机体敏感性
有关。
　　（4）非特异性危害 劳动过程中，接触毒物使机体免疫力下降或通过其他机制，诱发某种疾病或
致使原有疾病加重，或导致发生工作有关疾病等，称毒物对人体的非特异性危害。
由于对非特异性危害作用的影响因素很多，认识并不一致，且目前尚缺少足够的根据以及临床实践资
料，故有关这方面问题，尚待今后深人研究。
　　（5）致癌、致畸、致突变毒物的这些作用引起医学界的密切关注，是研究的重要项目之一。
传统上将这些作用不包括在中毒概念中，而随着科学研究技术和理论的不断深入和提高，很多学者主
张将这些生物效应纳入毒作用范畴。
　　（四）毒物侵入途径　　不同侵入途径可影响毒物吸收剂量、时间、体内转化等，致使中毒的临
床表现、诊治方法等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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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更好地为广大职业病临床医师服务，我们针对2002年来新发布和实施的职业病诊断标准，组织
有关专家编写了本书。
本书将为全国培训和考核从事职业中毒诊断及处理的医师提供统一的教材，也为广大内科、急诊科、
神经科和其他临床医师奉献一本学习和掌握中毒性疾病的诊断及处理的专业书籍。
　　全书共分六章，内容包括：职业中毒总论，职业中毒引起的靶器官系统损害，金属中毒，非金属
元素及其化合物中毒，有机化合物中毒，农药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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