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2　各模型预测值与实际值比较

组中值

(mg·a)
实际值

预　　测　　值

LIN LGS EXP

225～ 0.004 2 -0.084 1 0.001 9 0.002 1

275～ 0.004 2 -0.046 3 0.003 3 0.003 6

325～ 0.004 2 -0.008 5 0.006 0 0.006 1

375～ 0.004 2 0.029 3 0.010 7 0.010 5

425～ 0.015 1 0.067 2 0.019 1 0.018 0

475～ 0.031 7 0.105 0 0.033 8 0.030 8

525～ 0.061 7 0.142 8 0.059 3 0.053 0

575～ 0.118 6 0.180 6 0.101 9 0.090 9

625～ 0.178 5 0.218 4 0.169 6 0.156 1

675～ 0.262 2 0.256 2 0.268 9 0.268 0

725～ 0.470 1 0.294 1 0.398 3 0.460 2

表 3　各模型拟合优度比较

名称 R2 MSE

LIN 0.716 4 5.66×10-3

LGS 0.974 4 5.12×10-4

EXP 0.993 0 1.39×10-4

2.4　流行趋势预测

假设在该类粉尘平均浓度为 24 mg/m3 的现作业场所连续

工作若干年 , 各模型预测发病率见表 4。

表 4　各模型不同接尘工龄预期发病率

工龄 (年) LIN (%) LGS (%) EXP (%)

15 1.80 0.90 0.90

20 10.87 3.59 3.26

25 19.95 13.26 11.91

3　讨论

本文利用 SPSS 软件包对同一资料选择不同的数学模型拟

合预测 , 根据资料具体情况及确定系数 (R2)选择多种模型

拟合比较 , 克服了用单一模型拟合预测的局限性 , 提高了现

有资料的利用价值。

　　本文在寿命表法的基础上建立了某厂电解车间粉尘接触

水平和尘肺发病关系的 3 种数学模型。 经检验发现其拟合效

果以指数模型最好 , Logistic 次之 , 直线较差 , 表明 3 种模型

预测精度依次为指数>Logistic>直线。根据预测精度较高的曲

线模型推算在现环境下连续工作若干年 , 其尘肺发病增长速

度远远快于接尘年限增长速度。 因此 , 在采取综合性防尘措

施有效降低生产性粉尘的同时 , 合理安排劳动力 , 亦是减少

尘肺病发生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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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1996 ～ 2000年农药中毒情况分析
Analysis of pesticide poisoning in Hebei Province during 1996～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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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河北省近 5 年3 276例农药中毒情况进行分析 ,

掌握了我省农药危害程度和农药中毒的规律 , 并提出了相应

的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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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掌握我省农药中毒的发病状况及危害程度 , 探讨

其发病规律及可行的防治对策 , 对我省农村 5 年农药中毒情

况进行了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调查对象和资料来源

调查对象为全省 1996 ～ 2000 年农药中毒病例。资料来源

收稿日期:2001-06-29;修回日期:2001-07-24

作者简介:罗荣 (1965—), 女 , 湖南岳阳人 , 学士 , 主管医师 ,
从事劳动卫生职业病管理工作。

于市及乡镇医院 、 卫生防疫站疫情及农药中毒个案调查资料。

2　结果分析

2.1　中毒情况

1996～ 2000年我省共发生农药中毒3 276例。 其中生产性

中毒1 477例 ,占 45.09%, 死亡 10 人 , 病死率为 0.68%;非生产

性中毒1 799例 ,占 54.91%, 死亡 166人 , 病死率为 9.23%。

2.2　中毒与农药品种的关系

3 276例农药中毒病例中 , 以有机磷农药中毒居首位 , 中

毒人数2 614人 , 占 79.79% (以甲胺磷中毒为主 , 中毒人数

678 人 , 在农药中毒病例中占 20.70%)。 值得一提的是 ,

1996～ 1998年统计结果显示居第二位的是氨基甲酸酯类农药

中毒 , 占 7.38%(以呋喃丹中毒为主 , 在农药中毒病例中占

7.20%)。而 1996 ～ 2000年统计结果显示氨基甲酸酯类农药中

毒比例下降 , 灭鼠剂中毒比例大幅度增加 , 升至第二位 , 中

毒人数 161人 , 占 4.91%。说明近两年我省氨基甲酸酯类农

药用量得到有效控制 , 而灭鼠剂的危害有所增加。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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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96～ 2000年不同农药中毒情况分析

有机磷类 有机氯类 氨基甲酸酯类 菊酯类 混合制剂类 灭鼠剂 除草剂 其他 合计

人数 2 614 10 150 71 78 161 72 120 3 276

构成 (%) 79.79 0.31 4.58 2.17 2.38 4.91 2.20 3.66 100.00

2.3　中毒者的性别及年龄分布

1 477例生产性中毒中 , 男性 717 人 , 占 48.54%, 女性

760 人 , 占 51.46%。 1 799例非生产性中毒中 , 男性 717 人 ,

占 39.86%, 女性1 082人 , 占 60.14%。说明在农业生产中女

性的作用与男性是等同的 , 接触农药的机会均等 , 因而中毒

比例接近。而女性是家庭生活的主要管理者 , 日常生活中接

触农药的机会多于男性 , 中毒机会也多于男性。 同时 , 与

1996～ 1998 年统计结果相比 , 生产性中毒人数增加了 578 人 ,

而非生产性中毒人数增加了1 045人 , 非生产性中毒人数增加

幅度大大高于生产性中毒人数 , 说明近两年我省农药管理混

乱 , 导致非生产性农药中毒对女性的危害增加。

中毒者的年龄分布显示 (见表 2), 生产性中毒人数以 30

岁～ 年龄组最高 , 其次为 20 岁～ 、 40 岁～ 年龄组。表明青壮

年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 , 接触使用农药的机会最多 , 因

此中毒比例高。生产性中毒 10 岁组中 10 ～ 14 岁中毒人数 11

人占全部生产性中毒人数构成的 0.007 4%, 为童工打药造成

中毒。非生产性中毒人数以 20 岁～ 、 30 岁～ 年龄组居多。由

于青壮年不仅是生产的主力军 , 同样也是生活的主角 , 同时

生活压力大 、 遭遇挫折的机会多 , 有些年轻人经受不住考验

时将农药作为一种自我解脱的工具 , 这是造成以上结果的主

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 , 本次结果还显示非生产性中毒中<10

岁组有 100 人 , 占非生产性中毒人数的 5.56%, 最小的仅 1

岁。此年龄组基本上都是因误服农药引起 , 由此可见加强农

药管理的重要性。

表 2　农药中毒的年龄分布

年龄 (岁)
生产性农药中毒

例数 构成 (%)

非生产性农药中毒

例数 构成 (%)

<10 0 0.00 100 5.56

10～ 102 6.90 177 9.84

20～ 368 24.92 477 26.52

30～ 501 33.92 534 29.68

40～ 340 23.02 252 14.01

50～ 113 7.65 110 6.11

60～ 53 3.59 149 8.28

合计 1 477 100.00 1 799 100.00

2.4　中毒与季节的关系

由表3 可见 , 生产性中毒人数以三季度最高 , 其次为二季

度 , 一 、 四季度明显少于二 、 三季度。由于二 、 三季度是施

药高峰季节 , 气温高 , 用药量大 , 施药者衣服单薄裸露部位

多 , 吸收快 , 吸收量大 , 加大了中毒的机会。非生产性中毒

以二 、 三季度为高 , 一 、 四季度也有相当病例发生。这可能

与二 、 三季度农活忙 , 家庭矛盾多有关;同时农药缺乏统一

管理 , 农民一年四季家家都存放农药也为误服和自杀创造了

条件。

表 3　农药中毒的季节分布

季节
生产性农药中毒

例数 构成 (%)

非生产性农药中毒

例数 构成 (%)

一季度 39 2.64 271 15.06

二季度 380 25.73 596 33.13

三季度 1 029 69.67 707 39.30

四季度 29 1.96 225 12.51

合计 1 477 100.00 1 799 100.00

2.5　危害程度比较

以 “死亡” 为指标来分析 , 3 276名中毒者中死亡 176 人。

其中1 477例生产性中毒者中死亡 10 人 , 病死率为 0.68%;而

1 799例非生产性中毒者中死亡 166 人 , 病死率为 9.23%。 非

生产性中毒的病死率明显高于生产性中毒。 因非生产性中毒

多为口服 , 用药剂量大 , 经消化道吸收快 , 吸收剂量也大 ,

因而危害严重。

3　防治对策

3.1　结合我省农药中毒特点 , 应把有机磷中毒作为农药中毒

防治工作重点。指导农民合理用药 , 以乙烯甲胺磷代替甲胺

磷类剧毒农药 , 提倡使用低毒低残留农药 。同时 , 我省近年

来杀鼠剂的危害增加 , 杀鼠药致人群体中毒的案例时有发生 ,

提示我们加强杀鼠剂的管理和安全使用。

3.2　加强宣传 , 让更多的农民掌握使用农药的注意事项 , 提

高安全用药的技能 , 增加自我保护意识 , 正确使用个人防护

用品 , 减少生产性农药中毒的发生。

3.3　建立村级农药管理组织 , 统一管理 、 统一配制 、 统一存

放 , 改变户户购买 、 存放农药的现状 , 防止非生产性农药中

毒的发生。

3.4　加强对老人和孩子的保护。杜绝童工打药 , 同时 , 不要

带老人和孩子到施药现场。

3.5　通过宣传使农民了解农药中毒的症状 , 做到早发现早治

疗 , 减轻中毒程度 , 减少死亡病例的发生。

3.6　非生产性农药中毒原因复杂 , 后果严重 , 因而要加强思

想教育 , 热爱生活 , 珍惜生命 , 同时对农药要严加管理 , 以

期减少和杜绝非生产性农药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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