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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知识讲座（3）--H2S：味如臭鸡蛋的窒息性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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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氢，职业中毒的第二大杀手 
  自1990年至2003年4月，我国仅染料、农药、石化等行业因硫化氢导致的职业中毒就有近50起，110多人因此死亡，近600人受伤。据卫生

部2000年的一份通报表明，硫化氢已是急性职业中毒事故的第二大杀手。 
1994年5月4日，山东德州农药厂马拉硫磷车间生产过程中需用碱液吸收硫化氢，因操作工误操作，碱液倒流入缓冲罐，操作工再次误操

作，将缓冲罐底阀打开放碱液，硫化氢逸出，致3名工人当场中毒死亡，另外3人住院抢救。 
1997年5月23日，四川火炬化工厂201分厂652系统，离子交换树脂水槽进水阀门堵塞，造成水槽缺水，引起压缩机密封水压波动，4台压

缩机联锁动作，全系统停车。操作人员戴上过滤式防毒面具紧急处理时，硫化氢突然倒入201原料水槽，将该防爆膜冲破，大量高浓度硫化氢
冒出并弥漫处理现场，造成多人中毒，其中2人死亡，9人住院治疗。 

1997年7月9日，云南省曲靖农药厂农药仓库，3名包装工正在进行五氧化二磷分装。由于桶内硫化氢气体太浓，开桶后3人都中毒倒地，
随后约30名工人赶来抢救，又有9人中毒，其中2人因抢救无效死亡。 

在其他行业，硫化氢的危害也是常见的，甚至远比化工行业严重，因为它的危害对象多是没有受过训练，缺少专业知识的群体。从有关
报告可知，在1990-1999的10年间，全国有1055例硫化氢中毒报告，死亡390例。近年来，硫化氢中毒事故呈多发势头。例如2005年3月27日，
新疆哈密天湖铁矿发生特大硫化氢中毒事故，有11名井下工人中毒，其中5人死亡。据幸存的6名工人说，3月27日22时30分左右，他们在井下
作业时闻到臭鸡蛋味，立即给升降机操作员发出升井信号，随后就失去知觉。 

又如2005年3到6月，仅上海一地，就发生多起硫化氢中毒事故，且多为群死群伤，并集中发生在污水管道疏通、地沟清理或化工厂发生
泄漏的过程中。类似的案例在全国各地都有，例如2003年8月23日，江苏无锡某建筑公司3名工人在一污水窨井施工时，被敲破的旧污水管封
头冒出有臭鸡蛋味的污水，使在井下的一名工人当即昏倒，此时地面的两名工人下去救人也相继昏倒。一位居民见状后立即下井救出其中一
人，可是刚爬出井就昏倒在地，幸被闻警后火速赶到的消防人员救出，4人才得以生还。无锡市疾控中心对事故窨井的气体作了检测，结果显
示4人系硫化氢中毒。2004年6月21日晚，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一辆运输车，私自排放含有硫化氢的工业废碱渣，致使附近宋家村的68名村
民中毒。2004年8月26日，北京某机械疏通服务公司2名工人，在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对某餐厅门前的下水道进行疏通，其中一人
下井后几秒钟就失去知觉载入水中，另一人见状后下井营救，也失去知觉。2人被救出后，其中一人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卫生部门的检测表
明，污水井中甲烷及硫化氢浓度严重超标。2005年7月2日，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一排污管道观测井内，发生硫化氢致4名工人中毒死亡的事故。 

2003年8月30日，江苏江阴某船舶工程公司工人吴某在拆解一艘1.2万吨散装废货轮时，在毫无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沿着直径约70厘米的竖
井下到16米深的船舱内清理废油，当即昏倒在舱底。甲板上的3人见吴久而不返，即在舱口探察，见其倒在舱底，便只身下舱实施救援，不到
3分钟3人先后倒下。1个多小时后，4人才被消防人员陆续救出，送医院抢救无效先后死亡。事后，江阴市疾控中心调查人员戴上防毒面具沿
竖井下到舱底检测确认：这起重大死亡事故的原因，是急性硫化氢中毒。 
 
开县井喷，硫化氢带来的惊天惨案 

2003年12月23日发生在重庆开县的中石油川东油田天然气井喷事故，243人因硫化氢中毒身亡，290多人住院治疗，3000多人出现硫化氢
中毒引起的结膜炎和感冒症状，事发地方圆5公里内的群众被迫疏散，形成了一个“无人区”。这是一起由企业生产事故失控所造成的公共安
全问题的典型案例，死难者都是与企业没有利益关系的当地居民，堪称最为惨烈的非职业性硫化氢中毒大案。 这些无辜的居民没有受过任何
毒气防护教育，遭到毒气侵袭后，也没有人及时帮助他们采取自我保护措施。 

事故发生时，富含剧毒的硫化氢和二氧化碳的天然气喷至30多米高，失控的有毒气体随空气迅速传播，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面积污染。据
当地人说，整个开县城都能闻到臭鸡蛋一样的味道。 
 
硫化氢的危害性 

危险的特性 
硫化氢是H2S的中文名称，它主要用于化学分析，如鉴定金属离子等。 

硫化氢溶于水和乙醇，是一种无色、易燃、有臭鸡蛋味的气体，它比空气重，相对密度1.19。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爆炸极
限为4%-46%，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燃烧后生成氧化硫；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由于硫化氢有易燃的特点，所以它的禁忌物有强氧化剂和碱类。如果不慎着火，应首先切断气源；如不能立即切断气源，决不允许熄灭
正在燃烧的气体，否则中毒危险将无法消除，此时让它燃烧，是一种好的选择；另外，要对火场的硫化氢容器喷水冷却，如果可能，最好将
容器从火场移出，搬至空旷处。 

 
对健康的危害 
硫化氢是剧毒物质，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主要是通过呼吸道吸入或皮肤侵入。硫化氢是强烈的神经毒物，对粘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高

浓度时可直接抑制呼吸中枢，引起迅速窒息而死亡。当浓度为70-150mg/m3时，可引起眼结膜炎、鼻炎、咽炎、气管炎；浓度为700mg/m3时，

可引起急性支气管炎和肺炎；浓度为1000mg/m3以上时，可引起呼吸麻痹，迅速窒息而死亡。长期接触低浓度的硫化氢，引起神经衰弱症候群
及植物神经紊乱等到症状。 

硫化氢中毒常发生在农药、炼焦、印染、化纤、橡胶等行业以及建筑、环卫行业如粪坑、污水管道、地沟清理过程中。轻中度中毒患者
常出现头昏、头痛、恶心、呕吐等，重度中毒可以出现腹痛、腹泻等，迅速进入昏迷状态，最后因呼吸麻痹而死亡。在接触极高浓度硫化氢
的时候，人体可能会发生“电击样”死亡，即瞬间倒地，如遭受电击一样。人员进入可能存在硫化氢的作业场所或者封闭的狭窄空间，应先
进行强制通风，用检测报警设备或试纸测试一下现场空气，确认安全之后才可在有效防护的情况下进入。 
 

储运要求 

这是一种易燃有毒的压缩气体。储存仓库应具备阴凉、通风的条件。仓库温度不宜超过300C，并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保持
容器密封，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验收时要注意品名，注意验瓶日期，先进仓的先发
用。平时要注意检查容器是否有泄漏现象。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钢瓶及附件破损。运输按规定路线行驶，勿在居民区和人口稠密区停留。 
 
急救与防护 

急救措施 



发现有人硫化氢中毒，急救时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对症措施施救。如果是皮肤接触，应尽快脱去污染的衣物，立即用流动清水彻底冲
洗；如果是眼睛接触，要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至少10分钟，或用2%碳酸氢钠溶液冲洗。这些都是现场临时处理，处理完后，要尽
快送医院治疗。 

除此之外，就是呼吸道吸入，这种情况是最危险的。应迅速让吸入者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畅通；对呼吸困难者要及时给
氧；对呼吸停止者，要立即在现场做人工呼吸，待脱险后立即送医院治疗。必须注意，在做人工呼吸时，千万不能口对口进行，因为这会伤
及施救者。 
 

防护措施 
在硫化氢的防护方面，工程控制是最重要的措施，它主要是解决硫化氢的泄漏，并消除因泄漏而在作业环境中集聚与停留的问题，其主

要作法是，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排风。再就是呼吸系统的防护，这是个人防护的一种措施，主要是针对空气中硫化氢浓度
万一超标时，现场有可佩带的防毒面具。若有紧急事态发生，在抢救或逃生时，应佩带正压自给式呼吸器。还有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
眼镜，这也是一种个人防护措施；个人防护还有穿相应的防护服，戴防化学品手套等。应该引起注意的还有：进入塔罐或其他高浓度区域作
业，须有人监护；在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要淋浴更衣；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由于硫化氢中毒事故已不局限于化工行业，有关部门也应积极参与到防止硫化氢中毒的工作中来，分别结合各自的特点，提出行之有效

的防护措施，归纳起来有如下4个方面：一是房地产发展商、市政建设、物业管理、建筑公司和环卫部门等在发包涉及污水管道疏通、地沟清
理等工程作业时，一定要聘请有资质的专业单位，因为上述部门有的作业现场硫化氢中毒发生频率很高；二是作业单位一定要建立操作规程
和防护制度，进行人员培训，普及预防硫化氢中毒的知识；三是作业人员应学习和掌握预防中毒的知识，遵守操作规程，正确使用防护设备
和用品，发现事故隐患应及时报告；四是进入可能产生硫化氢中毒现场的人员必须佩带正压自给式氧气呼吸器，同时身系救护带，并要有人
监护。 
 

泄漏处置和人员疏散 
一旦发生硫化氢泄漏，应迅速撤离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隔离直至气体散尽，切断一切火源。应急处理人员要戴自给式氧气呼吸器，

穿一般消防防护服。切断气源，喷雾状水稀释、溶解，注意收集并处理废水。强力通风，将室内余气抽排至室外。如有可能，将残余气体或
漏出气体用排风机送至水洗塔或与塔相连的通风橱内，或使其通过三氯化铁水溶液，管道应装止回装置以防溶液吸回。漏气容器不能再用，
且要经过技术处理以清除可能剩下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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