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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贸易的

不断扩大，危险化学品贸易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

尽管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在许多产业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但其贸易与之伴随的安全和职业健康风险也

越来越引起广泛关注。危险化学品贸易主要涉及到包

括生产、储存、运输和使用在内的全过程，在不当的

管理和控制下，可能导致严重的事故和灾害。这不仅

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威胁，还给工人和社会带来一

系列的安全和职业健康问题。因此，深入研究危险化

学品贸易对安全和职业健康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防

控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危险化学品贸易对安全的影响分析

危险化学品贸易涉及多个环节，包括生产、储存、

运输、使用以及废弃等，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安全隐

患。以下是从技术角度对危险化学品贸易对安全的影

响进行的分析，主要分为以下三点：

1.1 危险化学品的固有危险性

危险化学品，因其固有的易燃、易爆、有毒、腐

蚀等特性，始终伴随着一定的安全风险，如图 1 所示。

这些风险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有具体实例和数据支撑

的现实威胁。以易燃易爆性为例，某些化学品如甲醇、

乙醇等，在受到摩擦、撞击或高温时，其燃点低、爆

炸极限范围宽的特点使得它们极易发生自燃或爆炸。

据统计，过去十年中，因化学品自燃或爆炸造成的事

故占所有化学品事故的 30% 以上，其中不乏导致严重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案例 [1]。再来看有毒化学品，

如苯、甲醛等，一旦泄漏，它们会通过空气、水或土

壤迅速传播，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长期且难以逆转

的危害。据环境监测数据显示，在有毒化学品泄漏事

故发生后，周边地区的空气和水质污染指数往往会在

短时间内飙升数倍。

1.2 运输和储存过程中的安全风险

危险化学品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由于其固有的

危险性和外部条件的不确定性，面临着多种安全风险。

这些风险不仅可能导致化学品泄漏、火灾、爆炸等严

重事故，还可能对人员安全、环境质量和公共安全造

成长期影响。在运输过程中，交通事故是最主要的安

全风险之一。据统计，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事故发生

率是普通货物运输车辆的数倍。这些事故往往由于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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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危险化学品



-11-中国化工贸易          2023 年 11 月

Trade Economy  | 贸易经济

驶员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违规操作或道路状况不良

等因素引起 [2]。一旦发生事故，化学品的泄漏和扩散

可能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人员伤亡。此外，车辆故

障也是运输过程中的常见风险。由于危险化学品运输

车辆长期在高温、低温、潮湿等恶劣环境下运行，车

辆设备容易出现老化、腐蚀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

及时发现和处理，很可能引发化学品泄漏等安全事故。

在储存过程中，设施老化、管理不善和操作失误是主

要的安全隐患。一些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长期使用后，

可能出现设备老化、管道腐蚀等问题，导致化学品泄

漏。同时，如果储存管理不善，如未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未按规定存放化学品等，也可能引发安全事故。操作

失误则可能由于人员培训不足、操作不规范等原因造

成，同样可能导致化学品泄漏、火灾等严重后果。

1.3 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风险

危险化学品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其化学性质和使

用条件的复杂性，存在着多种安全风险。这些风险不

仅源于化学品本身，也与使用环境和操作人员的行为

密切相关。不正确的使用或误用是引发安全事故的主

要原因之一。在实际操作中，酸性化学品与碱性化学

品的混放、过期或变质化学品的使用等常见错误，都

可能导致剧烈反应、泄漏、中毒、火灾或爆炸等严重

后果 [3]。据统计，近年来因误用或不当使用危险化学

品导致的事故占所有化学品事故的近 40%，其中不乏

重大伤亡和财产损失案例。此外，操作人员的技能水

平和安全意识对使用安全有着直接影响，操作人员如

果缺乏必要的培训，或者对化学品的性质、危害和应

急处理措施了解不足，很可能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做出

正确判断和处理，从而引发或加剧安全事故。
表 1 危险化学品使用过程中安全风险

风险类型 影响 相关数据

不正确使用 /
误用

化学品泄漏、中毒、
火灾、爆炸

近年来因误用导致的事
故占近 40%

酸性 / 碱性化
学品混放

剧烈反应、爆炸
混放导致的事故在总事

故中占一定比例

使用过期 / 变
质化学品

性能不稳定、引发安
全事故

过期化学品使用事故时
有发生

操作人员技能
不足

误操作、无法应对紧
急情况

技能不足是事故的一个
重要诱因

2 危险化学品贸易对职业健康的影响分析

危险化学品贸易不仅关乎公共安全，更直接关系

到从业人员的职业健康。以下是从技术角度对危险化

学品贸易对职业健康的影响进行的分析，主要分为以

下三个点：

2.1 急性健康损害风险

危险化学品，由于其高度的毒性、腐蚀性或刺激

性，对从业人员的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在直接接触

这些化学品的过程中，若缺乏适当的防护措施或遭遇

意外泄漏、溅泼等事故，从业人员可能遭受急性的健

康损害。这种急性损害的表现形式多样且严重，皮肤

灼伤便是其中之一 [4]。某些强酸、强碱类化学品在接

触皮肤后，会迅速造成皮肤组织的破坏，导致红肿、

水疱甚至组织坏死。据相关统计，在化学品泄漏事故

中，皮肤灼伤的发生率高达 30% 以上，且往往伴随着

剧烈的疼痛和长期的疤痕后遗症。眼睛刺激也是常见

的急性健康损害之一。化学品的挥发气体或微小颗粒

在接触眼睛后，可能引发眼结膜炎、角膜炎等眼部疾

病，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视力下降或失明。在一些案

例中，从业人员因未佩戴防护眼镜或面罩，而在瞬间

遭受了不可逆的眼部损伤。更为严重的是，吸入有毒

气体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一些危险化学品在挥发或分

解时，会释放出有毒气体，如硫化氢、氯气等。这些

气体在被吸入人体后，会迅速与血红蛋白结合，导致

机体缺氧，引发头晕、恶心、呕吐、昏迷等症状。在

极端情况下，急性中毒可能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甚

至危及生命。据统计，在涉及有毒气体的化学品事故

中，急性中毒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均居高不下。

2.2 慢性健康损害风险

除了显而易见的急性损害，危险化学品还可能对

从业人员造成更为隐匿但同样严重的慢性健康损害。

这种损害通常源于长期、低剂量的暴露，其影响在潜

移默化中逐渐累积，直至达到不可逆转的程度。长期

接触某些危险化学品，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

重金属、石棉等，可能显著增加慢性呼吸道疾病的风

险。这些化学品会逐渐破坏呼吸道的黏膜屏障，导致

慢性炎症、气道重塑，甚至肺功能下降。据研究，长

期暴露于这些化学品环境下的工人，其慢性呼吸道疾

病的发病率比一般人群高出数倍。皮肤作为人体最大

的器官，也经常成为化学品慢性损害的靶点。长期接

触某些刺激性或过敏性化学品，如某些溶剂、清洁剂、

染料等，可能导致皮肤屏障功能受损、皮肤干燥、瘙痒、

红斑、甚至发生皮炎、湿疹等慢性皮肤病。这些皮肤

问题不仅影响从业人员的外观和舒适度，还可能影响

其工作效率和心理健康。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危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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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品还可能对神经系统造成慢性损伤。长期暴露于铅、

汞、有机溶剂等环境下，可能导致神经系统功能逐渐

衰退，出现头痛、失眠、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

甚至震颤、肌肉无力等症状。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

的，严重影响从业人员的生活质量和工作能力。

3 危险化学品贸易安全与职业健康风险防控策略

3.1 法规立基，监管护航

建立健全的危险化学品贸易法律法规体系，可以

明确界定各方责任，规范市场行为，并为安全管理提

供坚实的法律支撑。这一体系全面覆盖了危险化学品

的生产、储存、运输、销售和使用等关键环节，并针

对潜在风险制定了具体的预防和应急措施。在法规的

框架下，监管护航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监

管力度是确保法律有效执行、维护市场秩序和安全运

营的必要手段。监管部门通过提升专业能力、强化责

任意识，对危险化学品贸易的全过程实施严密监控，

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从而确保危险化学品贸易在

安全、有序的环境中进行。法规立基与监管护航的紧

密结合，共同构建了危险化学品贸易的安全防线。

3.2 科技引领，装备保障

科技引领是提升危险化学品贸易安全管理水平的

关键所在。通过积极引进和应用先进的安全技术，行

业能够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安全挑战。这

些技术能够实时监测危险化学品的状态，预警潜在风

险，甚至在发生事故时迅速响应，最大程度减少损失。

装备保障同样重要，它是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中的物

质基础。不断更新和升级安全装备，意味着为危险化

学品的储存、运输和使用提供更为稳固的防线。新型

的安全装备往往具备更高的耐用性、稳定性和防护能

力，能够有效抵御外部环境的侵蚀和突发事件的冲击。

3.3 培训固本，教育塑魂

培训固本是保障危险化学品贸易安全的重要环

节。通过加强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不仅能够提升他

们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更能够确保他们在面对潜

在风险时能够迅速、准确地做出判断和应对。这种培

训应该具备系统性、针对性和实效性，确保从业人员

全面掌握危险化学品的特性、安全操作规程以及应急

处置方法。同时，教育塑魂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深

入的安全教育能够培养从业人员的安全文化和职业素

养，使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自觉

遵守安全规章制度，主动识别和消除安全隐患。这种

安全文化的培育，不仅能够提升从业人员的个人素质，

更能够为企业的安全生产和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

的保障。因此，必须将培训固本和教育塑魂紧密结合，

共同推动危险化学品贸易安全水平的不断提升。

3.4 预案先行，响应迅速

预案先行是危险化学品贸易中应对突发事件的基

石。通过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可以明确在紧急情况

下的应对措施、责任分工和操作流程，为从业人员提

供清晰的行动指南。这些预案不仅覆盖了各类可能的

事故场景，还详细规定了应急资源的调配、现场处置

的步骤以及后续恢复重建的计划。响应迅速则是应急

预案得以有效执行的关键。建设高效的应急响应机制，

意味着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调动各方资源，确保反应及时、准确。这需要加强应

急队伍建设，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和快速反应能力，

同时还需要强化应急演练，通过模拟实战检验预案的

可行性和有效性。预案先行与响应迅速的紧密结合，

为危险化学品贸易中的安全管理提供了有力保障，确

保了在突发事件面前能够从容应对，最大程度地减少

损失。

4 结束语

危险化学品贸易对安全和职业健康的影响深远且

重要，必须通过科学、系统的防控策略来应对。强化

法规标准、提升安全技术、加强人员培训以及完善应

急管理，是降低风险、保障安全的关键措施。这些策

略不仅保护从业人员，也维护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未来，随着行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我们应持续更新防

控策略，确保危险化学品贸易的安全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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