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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市 1990～ 2001年农药中毒调查分析
Investigation on pesticide poisoning in a certain city during 1990～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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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某市 1990 ～ 2001 年农药中毒情况进行调查分

析 , 提出相应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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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做好农村农药中毒的防治工作 , 对某市 1990 ～

2001年 12 年来农药中毒发生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 结果报告如

下。

1　资料来源

1990～ 2001 年农村农药中毒月报表。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药中毒病例年分布

从农药中毒年份分布看 , 1993 ～ 2001 年农药中毒病例呈

逐渐下降的趋势。这主要由于从 1993 年起 , 市卫生 、 植保部

门在每年施药季节到来之前 , 向有关部门下发关于加强农药

中毒防治工作计划和要求 , 并成立农药中毒防治领导小组 ,

加强对农药的管理及农药中毒的防治工作。从 1998 年起 , 科

技下乡工作广泛开展 , 农业科技人员下乡现场指导农民掌握

有关农药的合理使用和正确操作等方面知识 , 使绿色食品观

念逐渐进入农民意识之中 , 许多农民以高效 、 低毒 、 低残留

农药替代高毒类农药 , 甚至有些农作物尽量避免使用农药 ,

这些做法使农药中毒病例逐年下降。详见表 1。

2.2　农药中毒类别分布

1990～ 2001年共计发生农药中毒 667例 , 其中有机磷类中

毒552 例 , 占 82.8%, 氨基甲酸酯类中毒 73 例 , 占 10.9%,

拟除虫菊酯类中毒 42 例 , 占 6.3%。由于有机磷类农药品种

多 、 毒性强 、 杀虫灭菌效果明显 , 农民大多使用乐果 、 1605、

甲胺磷等有机磷类农药 , 而呋喃丹 、 灭草灵等氨基甲酸酯类

及拟除虫菊酯类农药的使用量相对较少 , 因此有机磷类农药

中毒占有很大比例。

2.3　农药中毒的月份分布

中毒病例数主要集中在 7、 8 、 9 月份 , 为 617 例 , 占

92.5%。由于这 3个月份是使用农药的高峰季节 , 再加上天气

炎热 , 容易发生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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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药中毒年分布情况

年份 中毒人数 %

1990 137 20.5

1991 58 8.7

1992 106 15.9

1993 53 7.9

1994 40 6.0

1995 51 7.6

1996 50 7.5

1997 52 7.8

1998 43 6.4

1999 36 5.4

2000 23 3.4

2001 18 2.7

　　　　合　计 667 100.0

2.4　农药中毒原因

　　由表 2 可见 , 中毒主要原因是药液浓度过高 , 大部分农

户用药时不按标准配制 , 任意加大药液浓度 , 这样在其他同

等施药条件下 , 增大了中毒的可能性。其次施药时间过长 、

无个人防护及工后不彻底清洗也是引起农药中毒不可忽视的

原因 , 这些不正确的施药方法增加人体经皮肤和呼吸道吸收

的农药量。调查还发现 , 因家庭未妥善保管农药或用农药搅

拌的种子而导致误服的病例多为儿童或智力不全者。

表 2　农药中毒原因

中毒原因　　　 中毒例数 % 死亡例数 %

药液浓度过高 293 43.9 5 1.7

施药时间过长 140 21.0 2 1.4

无个人防护 101 15.1 1 1.0

工后未彻底清洗 46 6.9 　　— 　　—

误　　服 87 13.1 3 3.4

合　　计 667 100.0 11 1.6

3　预防措施

3.1　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植保与卫生部门应在施药季节到来

之前 , 根据本地区病虫害情况对使用的农药品种 、 用量做一

预测 , 联合各种媒体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 增强农民自我防护

意识。

3.2　规范操作规程　依据国家颁布的有关安全使用农药的规

定 , 指导农民科学配制农药 , 合理安排施药时间 , 减少接触

农药时间 , 炎热季节应避免午间高温时喷药 , 施药人员做好

“三穿三戴” , 施药后用肥皂彻底洗浴。

·41·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3年 2月第 16卷第 1期　　Chinese J Ind Med　Feb 2003, Vol.16 No.1



3.3　加强农药管理工作　加强对农药的运输 、 销售 、 储藏等

管理工作 , 盛装农药的容器应有明显标签 , 使用后的容器应

回收后统一处理 。各家庭也应妥善保管农药 , 不可与粮食 、

瓜果 、 日用品等混放 , 防止误服病例的发生。

3.4　做好农药中毒救治工作　各医院尤其乡镇医院要担负起

农药中毒的救治工作 , 对医护人员进行农药中毒救治的专业

知识培训 , 在农药中毒高峰季节准备充足的药品和完善的急

救器材 , 减少死亡病例。

3.5　大力推广使用低毒 、 高效农药是预防农药中毒的重要措

施之一。采用生物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的方法 (例如用刺眼蜂

来防治玉米螟害虫)既可以杜绝农药中毒 , 又达到减少农作

物污染 、 保护环境 、 有利于人体健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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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130名铁矿采矿工人健康检查发现 , 呼吸系统

职业性损伤比较明显 , 并多发生于 40岁以上或接尘工龄 10 年

以上者。建议对此类人群重点加强健康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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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开采业粉尘危害比较严重。为了解铁矿开采作业对

工人呼吸系统职业性损伤的特点 , 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 , 对

某铁矿 130名粉尘作业工人进行了职业性健康检查 , 结果报

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某铁矿采矿场风机 、 破碎 、 运输作业工人 130 名为

观察组 , 均为男性 , 平均年龄 (34.6±7.1)岁 , 平均接尘工

龄(14.9±7.2)年 。另选同一单位非接尘工人 64 名为对照

组 , 平均年龄 (35.0±7.2)岁 , 平均工龄 (15.2±7.0)年。

两组年龄 、 工龄及吸烟情况均无统计学差异 (P >0.05)。

1.2　方法

详细询问职业史 、 吸烟史 、 自觉症状 (侧重呼吸系统症

状), 内科检查 , 胸部 X 线摄片。 统计结果采用 χ
2
检验进行

分析。

2　结果

2.1　生产环境粉尘浓度测定结果

共选择 21个粉尘作业点采样 , 合格点数 9 个 , 合格率为

42.86%。粉尘浓度 0.2 ～ 26.25 mg/ m3 , 平均粉尘浓度 3.41

mg/m3;最高超标 12.2 倍 , 平均超标 1.53 倍。游离 SiO2 含量

为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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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呼吸系统症状发生情况

铁矿采矿工人呼吸系统症状主要表现为胸闷 、 咳嗽 、 咳

痰 、 气短 、 胸痛。 出现呼吸系统症状者 69 人 , 检出率

53.08%;对照组有呼吸系统症状者 11 人 , 检出率 17.19%。

两组比较差异有非常显著意义 (P <0.01)。

2.3　X线胸片表现分析

观察组 X 线胸片异常改变者 56 人 , 检出率为 43.08%;

对照组 X线胸片异常改变者 13 人 , 检出率为 20.31%。两组

相比 , 差异有显著意义 (P<0.01)。

采矿工人 X线胸片主要表现为肺纹理增多 、 增粗 、 紊乱;

肺门改变主要出现阴影增大 、 增浓 、 钙化;肺气肿主要为广

泛性气肿及局限性气肿;X 线其他异常改变为心影增大 、 胸

膜粘连 、 增厚及主动脉迂曲等。肺门 、 肺气肿及 X线其他改

变检出率高于对照组 , 但差异无显著意义 (P >0.05)。

2.4　不同年龄和工龄之间呼吸系统异常检出情况

采矿工人呼吸道症状检出情况各年龄 、 工龄组之间无统

计学差异 , 但胸片异常改变检出率随年龄 、 工龄的增长而增

加。40 岁以上者以及工龄>20 年者胸片异常改变与 40岁以下

各年龄组及其他工龄组相比 , 差异有非常显著意义 (P <

0.01)。

2.5　铁矿采矿工人尘肺发病情况

依据卫生部 1986 年颁布的 《尘肺 X线诊断标准及处理原

则》 (GB5906—86)诊断出 0+8 例 , 检出率为 6.15%, 其中工

龄>10 年者 5例 , 工龄>20 年者 3 例。 X 线胸片可见密集度

不等的圆形小阴影 , 主要分布于两肺中 、 下肺区。

3　建议

根据调查结果 , 认为采矿工人呼吸系统症状增多 , X 线

胸片异常改变以及检出 0+尘肺 8 例与长期接尘有关。建议对

40 岁以上 、 接尘工龄 10 年以上的采矿工人重点加强健康监

护 , 尤其对 0+工人 , 必须按规定定期进行职业性健康检查;

与此同时 , 要加强宣传教育 , 增强防护意识 , 改善劳动条件 ,

确保采矿工人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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