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所周知，大热天最容易使人出现中暑状况，

严重中暑更可于短时间内致命。而高温作业是最

容易引发中暑的工作状况。 

中 暑 与 职 业 病  
  在我国职业病目录中，“中
暑”是一种法定职业病。劳动者
经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诊断为

“中暑”，就能被认定为职业病，
可以享受到工伤保险的相关待

遇。 

为 什 么 会 中 暑 ?  
人体在正常状态下能自行调节体温并保持在

36-37℃。中暑是人体在高温环境下体温调节功能呈
紊乱状引发的急性病。当环境温度高于体表温度时，

人体通过辐射和对流散热发生障碍，身体只能靠出

汗散热。如果此时汗水蒸发亦受影响，散热有困难，

热能便在体内积存并超过人体所能忍受的限度时

(体温超过 38℃)，便呈中暑状。 

高 温 作 业 引 致 中 暑  
高温作业是指以本地区夏季通风室外平均温

度为参照基础（广东省为 33℃），其工作地点具有
生产性热源，而工作地点气温高于室外温度 2℃或
以上的作业。 

高 温 作 业 分 类  
类型 工作场所气象特点 主要工种场所 

高温、

强辐射

型作业 

气温高、热辐射强度

大，而相对湿度较低，

形成干热环境。 

冶金工业炼焦、炼

铁、轧钢；机械制造

工业铸造、锻造、热

处理；搪瓷、玻璃、

砖瓦等工业窑炉车

间；火力发电厂和锅

炉房等 
高温、

高湿型

作业 

气温高、湿度高，而辐

射强度不大。 

印染、缫丝、造纸等

工业中液体加热或

蒸煮，潮湿的矿井 

夏季 
露天 
作业 

太阳的辐射作用和被

加热的地面、周围物体

放出的辐射线。作业持

续时间较长，中午前后

气温升高，形成高辐射

温、热的作业环境。 

南方夏季建筑、搬

运、筑路、架桥、农

田劳动、建筑、搬运

等露天作业。 

高 温 对 健 康 的 影 响   

人体的 
热平衡 

在高气温、强辐射和高湿度为特点的高温

环境中作业时，人体散热只能依靠排汗及

蒸发来完成。在湿热环境下，较难以蒸发

来散热，严重影响身体的热平衡。 

水盐代谢 无力、口渴、尿少、脉搏增快、体温升高、
水盐平衡失调。 

消化系统 
消化道贫血，消化液分泌减少，使胃肠消

化机能减退，导致食欲减退、消化不良以

及其他胃肠疾病。 

循环系统 心跳过速，每搏心输出量减少，加重心脏
负担，血压也有所改变。 

神经系统 

高温和热辐射作用下，大脑皮层调节中枢

的兴奋性增加，导致肌肉工作能力、动作

的准确性、协调性、反应速度及注意力均

降低，易发生工伤事故。 

其 他 

加重肾脏负担，降低机体对化学物质毒性

作用的耐受度，使毒物对机体的毒作用更

加明显。使机体的免疫力降低，抗体形成

受到抑制，抗病能力下降。 
 

中 暑 的 程 度  
根据 GBZ41 2002职业性中暑诊断标准，中暑分

为三级： 

先兆 
中暑 

患者在高温环境中劳动一定时间后，出

现头昏、头痛、口渴、多汗、全身疲乏、

心悸、注意力不集中、动作不协调等症

状、体温正常或略有升高。 

轻症 
中暑 

除有先兆中暑的症状外，还出现面色潮

红、大量出汗、脉搏快速等表现，体温

升高至 38.5℃以上。 

重 
 
 
症 
 
 
中 
 
 
暑 

热

射

病 

又名中暑高热，高温环境中突然发

病，体温可高达 40℃以上，先出汗、
后无汗，并伴有干热和意识障碍、

嗜睡、昏迷等症状。 

日

射

病 

在烈日暴晒或强烈的热辐射作用

下， 强烈的日光和红外线穿透头皮
和颅骨，引起脑细胞损害、脑组织

充血水肿。颅内温度可达 40℃或以
上，呈剧烈头痛、眩晕、恶心、呕

吐，继而昏迷及抽搐。 
热

痉

挛 

由于大量出汗，体内钠、钾过量丢

失所致。主要表现为肌肉痉挛、伴

有收缩痛，患者清醒、体温多正常。 

热

衰

竭 

高温作业，体内血液的重新分布，

导致脑部供血暂时减少而晕厥。起

病急，先有头昏、头痛、心悸、出

汗、恶心、呕吐、皮肤湿冷、面色

苍白、血压短暂下降，继而晕厥，

体温不高或稍高。 



预 防 中 暑 的 措 施  
◆  提供适当的装备及设施 ◆ 

☆ 为员工提供足够清洁的饮用水。 
☆ 避免高温工作环境，尽量远离高热源，避开或
减少热辐射。 

☆ 妥善设计工场，改善温度、湿度、辐射热、风
速或气流等，加强通风设备及散热措施。 

◆ 安排适当的工作及时间  ◆ 

☆ 适当地安排员工的工作时间及方式，避免员工
长时间从事高温作业而发生意外。 

☆ 按人体功效学原则设计工作，减少不必要的体
力劳动。 

☆ 尽量安排在早上及近黄昏较清凉时才进行高
体力劳动工作，避免在正午烈日下曝晒。 

☆ 用轮更及分工制，避免长时间高温作业致过度
疲劳。 

☆ 刚病愈的劳动者尽量避免高温工作。 
☆ 避免在高温的环境下单独工作。 
☆ 为劳动者提供个人保护装备如冷却衣、反射
衣、通风服、水冷服、防晒及防热等用品。 

☆ 为劳动者提供阴凉的休息地方，设置隔热装置
及配置空调设备。 

◆  制订紧急应变措施  ◆ 

◇ 指定某些员工与高温作业人员保持联络。 
◇ 留意气象预报发出的酷热天气警告，并告知
劳动者。 

◇ 经常留意作业人员的健康状况。若某人员身
体状况欠佳，应立即把他调离高温环境。 

◇ 在高温作业场所设置各种有关的急救设施，
经常派员巡察及指导。 

中 暑 急 救 知 识    
☆ 将患者置于阴凉处，平卧，松开较紧衣物，
用湿毛巾擦身，并用风扇等迅速降低环境温

度。 
☆ 千万不要喝白开水，因白开水会加重体内钠
的缺失；可喝淡盐水；清醒者还可饮用少许

人丹、绿豆汤等；昏迷者应急送医院。 
☆ 因工作引起的中暑，还应尽快做职业病诊
断，认定工伤，享受相关的职业病待遇。 

高 温 作 业 人 员 的 权 益  
  凡在高温、高湿、夏季露天工作的高温作业

劳动者应享受由用人单位安排的健康体检。 
特别是患有心、肺、脑血管性疾病、肺结核、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及身体状况不适合高温、高

湿作业的人员，用人单位应将其调离该等岗位。

暂不能调动岗位的，用人单位应在高温、高湿天

气对其加强预防中暑的保护措施。 
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

35℃以上的高温天气期间从事室外露天作业及温
度在 33℃以上的工作场所作业。不得安排未成年
工从事《高温作业分级》国家标准中第三级以上

的高温工作场所作业。 
如因高温而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用人

单位不得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 

高温津贴  
广东省《关于高温津贴发放的管理办法》中

规定，每年的 6-10月，劳动者从事露天岗位工作
以及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作业场所温度

降低到 33℃以下的(不含 33℃)，津贴标准为 150
元/月。该办法明确，不论室内室外，符合条件的

都可以领取高温津贴。如按照规定需按天折算高

温津贴的，每人每天 6.9元。用人单位不得因发放
高温津贴而降低劳动者工资。需发放高温津贴但

用人单位没有发放的，由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补发，逾期未

改正的处 2000元以上 10000元以下罚款。 
  用人单位在其他时间安排劳动者从事高温工

作的，除按行业规定提供劳动保护用品外，也应

按照不低于上述标准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在

岗且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列入发放范围。 
每年 6月至 10月期间，用人单位应视高温天

气情况向职工免费供应符合卫生标准的清凉饮料

——但不能代替高温津贴。 
为了补偿高温作业

人员丧失的水分和盐

分，最好供给含盐饮料。

一般每天供给 3～5 升
水，20～24 克盐（如果
三餐中已供给 12～15克
的盐，则饮料中补充 8～10克盐即可）。此外，还
可供应盐汽水、盐茶水、绿豆汤等。饮用时应多

次少饮，避免暴饮。同时，为补充高温作业中大

量消耗的热量，应适当供给保健食品。 

（资料来源：职业病网 中国社会保障网  安全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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