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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业防毒实用技术》是为企业从事职业卫生管理工作的人员而编写的，本书力求满足当前企业
职业卫生管理的需要，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工业毒物及其危害、综合防毒措施、有害气体的燃烧净化
、有害气体的吸收净化、有害气体的吸附净化、有害蒸气的冷凝回收、有害气体的生物净化、工业防
毒技术的发展，体现了本领域最新的工业防毒实用技术。
　　本书作为“现代企业职业卫生技术丛书”之一，是企业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工作
用书，可以作为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人员、政府各级监管人员的辅助用书，也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
业师生的教学参考用书，同时可以作为各级各类职业卫生的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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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神经系统许多毒物可选择性损害神经系统，尤其是中枢神经系统对毒物较为敏感，
以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为主要毒作用靶器官或靶器官之一的化学物统称为神经毒物。
生产环境中常见的神经I生毒物有金属、类金属及其化合物、窒息性气体、有机溶剂和农药等。
慢性轻度中毒早期多有类神经症，甚至精神障碍表现，脱离接触后可逐渐恢复。
有些毒物如铅、正己烷、有机磷等还可引起神经髓鞘、轴索变性，损害运动神经的神经肌肉接点，从
而产生感觉和运动神经损害的周围神经病变。
一氧化碳、锰等中毒可损伤椎体外系，出现肌张力增高、震颤麻痹等症状。
铅、汞、窒息性气体、有机磷农药等严重中毒时，可引起中毒性脑病和脑水肿。
2.呼吸系统呼吸系统是毒物进入机体的主要途径，最容易遭受气态毒物的损害。
引起呼吸系统损害的生产性毒物主要是刺激性气体。
如氯气、光气、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硫酸二甲酯等可引起气管炎、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病变；严重时
，可产生化学性肺炎、化学性肺水肿及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吸入液态有机溶剂如汽油等
可引起吸人性肺炎；有些毒物如二异氰酸甲苯酯（TDI）可诱发过敏性哮喘；砷、氯甲醚类、铬等可
致呼吸道肿瘤。
3.血液系统许多毒物对血液系统有毒作用，容易引起造血功能抑制、血细胞损害、血红蛋白变性、出
血凝血机制障碍等。
如铅干扰卟啉代谢，影响血红素合成，可引起低色素性贫血；砷化氢是剧烈的溶血性物质，可产生急
性溶血反应；苯的氨基、硝基化合物及亚硝酸盐等可导致高铁血红蛋白血症；苯和三硝基甲苯抑制骨
髓造血功能，可引起白细胞、血小板减少，引发再生障碍性贫血，甚至引起白血病；2-（二苯基乙酰
基）-1，3-茚满二酮（商品名为敌鼠）抑制凝血因子Ⅱ、Ⅶ、Ⅸ、Ⅹ在肝脏合成，损害毛细血管，可
引起严重出血；一氧化碳与血红蛋白结合，形成碳氧血红蛋白血症，可引起组织细胞缺氧窒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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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业防毒实用技术》：现代企业职业卫生技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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