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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安全感更危险——个人呼吸防护九大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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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希望能长久地享受美好生活。而面对空气污染，没有人能选择停止呼吸。 

呼吸防护是预防空气中各种有毒有害物质或缺氧空气经呼吸道进入人体的个人防护，是主动预防呼吸危害的自我防
护措施。目前我国的职业性呼吸危害很严重，与呼吸系统有关的急性、慢性职业病在我国仍然持续高发，这与个人在呼
吸防护用品的使用中自我保护意识淡漠、轻视呼吸防护、尤其是观念上存在着某些误区有着很大关系。 

误区一：我感觉不到….. 

呼吸防护是自我保护行为，行为动机来自于对危险的认知。在没有仪器检测提供客观依据时，我们对周围空气环境
的主观认知来自于视觉、嗅觉和味觉。如果没有感觉，往往就认为是安全的。但是感觉器官对外界的感知存在着局限
性，过分相信感觉，会使自己身处险境而不知： 

•氧气无色、无嗅、无味，当这种维持生命的气体浓度降低到18%以下时，生命就会受到威胁，而主观感觉对缺氧窒
息不能提供任何预警； 

•许多有害气体也是无色、无嗅、无味，不具有任何警示性，常见的如一氧化碳、甲烷、汞蒸气等； 

•一般人都知道硫化氢是致命的有害气体，也了解它具有臭鸡蛋气味，所以认为凭嗅觉判断它的存在是可靠的，殊不
知嗅觉疲劳会使我们无法感觉逐步累计的和高浓度的硫化氢； 

•由于个体差异，有些人天生对某些气味无法感觉，如氰化氢的苦杏仁味； 

•一些有害气体虽有气味，但当人感觉到味道时，已经造成伤害，如甲醇的嗅阈大约为180mg/m3，而甲醇卫生标准为
50 mg/m3；再如四氯化碳嗅阈为260 mg/m3，而卫生标准却为25 mg/m3； 

•粉尘是空气中悬浮的微小颗粒物，没有气味，10微米以上肉眼可见的粉尘往往能被呼吸系统的自清功能清除，而真
正威胁健康的粉尘是看不见的呼吸性粉尘，吸入呼吸性粉尘不会有任何感觉，而它却是导致尘肺病的元凶。 

误区二：万能的口罩 

“我们现在用的纱布口罩便宜而且好用，夏天吸汗，冬天保暖，脏了可以洗，用破了拿回家还能洗碗。”而这样
“好”的口罩却不具备必要的防尘功能，国家已经禁止使用纱布口罩作为防尘口罩。 

误区三：不能洗的口罩怎么会好用 

防尘口罩的滤料是不能水洗的。纱布口罩虽能洗，但它不防呼吸性粉尘，洗不洗都一样。防尘口罩所使用的高效滤
料通常为无纺材料，有些还依靠纤维上带有的静电电荷过滤呼吸性粉尘，这样可以做到高效、低阻，佩戴舒适。水洗后
滤料的微观结构会受损，出现肉眼看不见的裂缝、孔洞，静电电荷也会大量损失，“再生”后过滤性能严重下降。有些
防护用品的经销人员迫于用户要求降低使用成本的压力，在没有充分科学依据的情况下，默许或者声称滤料可以水洗，
可如何保证水洗后口罩还具有合格的过滤效率呢？过滤材料越洗阻力越低，感觉到的是呼吸更舒适，而感觉不到的是呼
吸防护失效。 

误区四：我的身体已经有抵抗力了 

人在感冒后的一段时间内会自动获得免疫力，有人自以为身体也会对有毒物质产生免疫，这是荒谬的。接触有害物
后人通常不会很快发病，潜伏期有时很长，如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象尘肺病，发病往往在接尘几年至十几年后，
有些人至死都不知病因所在。 

误区五：我干几年就不干了 



合同工往往工作换得勤，一个地方干一、两年就走，来的时候好好的，走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有什么毛病，但是如果
工作中接触了有毒有害物质，慢性中毒或疾病的症状却会在以后的某个时候逐步显现出来。 

误区六：买个医生做手术时戴的口罩就行 

手术过程要求无菌，外科手术口罩的功能是防止医生呼气或说话产生的飞沫污染手术创面，它的作用是保护患者。
这类口罩一般为平面结构，过滤材料也没有经过专门的过滤效率测试，不能用于呼吸防护。另外，呼吸防护还要针对防
护的对象，过滤式口罩不产生氧气，不预防缺氧；防尘口罩不防有害气体，防毒口罩不能防尘，遇到有粉尘和有害气体
同时存在的情况，务必选择配防尘加防毒过滤材料的口罩。 

误区七：口罩谁不会戴 

多数人都有戴纱布口罩的经验，所以很少人认为戴口罩还有专门的方法，还需要培训。由于纱布口罩是平面的结
构，它不可能与人脸的曲面密合，戴好戴坏一个样。有效的口罩都是立体的结构，目的就是要与脸部取得密合，将呼吸
区与外界空气隔离，如果留着大胡子戴口罩就不可能取得密合，如果戴上的口罩四处漏风也不会保护呼吸。 

误区八：戴口罩的人有病 

日常生活中也有需要呼吸防护的场合，如近年初春时节北方地区有不少沙尘天气，有些人对春天的花粉过敏等等，
外出时会有不少人戴口罩，许多人认为他们娇气，或者认为他们有病。 

误区九：我用的是进口的，最好的，很保险 

错误的安全感往往更危险。世界上没有万能的口罩，任何呼吸防护用品都有其适用性，存在局限性，不能提供100%
的防护。呼吸防护用品的适用范围指防护对象（粉尘、有害气体种类、缺氧等），还指适用的有害物浓度，这受到防护
方式（过滤式还是供气式）、过滤材料容量、面罩种类等因素的影响，最后还应考虑使用的环境（与工作方式及同时使
用的其它防护用品或工具的匹配性）和使用者特点（是否戴眼镜、是否留大胡子、脸型等）。如果超出防护用品的适用
范围使用，就会存在危险。选择呼吸防护用品应遵照专业指导，2002年10月1日生效的国家标准GB/T18664-2002《呼吸防
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就提供了这方面专业技术指导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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