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格 , 并定期对其身体 、 心理进行健康检查 , 采取严格的管

理 、 监控措施 , 防止超时 、 超速 、 超载驾驶 , 并装置超时超

速监控仪和地理信息定位仪 , 对其是否按指定路线远离城市

人员聚集区和重要政治 、 经济 、 文化区绕道行驶及停靠地点

和驾驶状况进行监控。

对运输和托运单位要严格审批 , 车辆承运化学毒物应有

相关标志 、 标识 , 对驾驶员 、 押运员应培训其发生事故时的

应急处置方法 , 并为其配备相应的个体防护用具及通讯工具 ,

以便救援和报告有关部门。

7　结语

特大城市化学事故预防控制是涉及多部门 、 多地域 、 多

学科 、 多层次的系统工程 , 应加强源头预防 , 从规划及毒物

毒性 、 识别 、 评价开始 , 对生产 、 运输 、 储存 、 使用 、 废弃

物处置等各个环节采取立法监督 、 科学管理 、 健康促进等综

合措施 , 对重点企业 、 重点毒物 、重点人群 、重点区域加强预

防控制。同时需要我们借鉴国内外各类疾病预防控制的经验

教训 ,结合每个城市实际的不同发展阶段 , 进行实践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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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综合性医院建设化学中毒救治基地的思路探讨
凌瑞杰

(湖北省化学中毒救治基地 , 湖北 武汉　430015)

　　关键词:综合性医院;化学中毒救治基地;建设

随着科技进步和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 有毒有害物

质使用的种类 、 数量不断增加 , 使用范围迅速扩大 , 各类急

性化学中毒事故也随之明显上升。然而 , 由于专业技术人员

匮乏 、 设备落后 , 现有的应急救治能力已显得严重不足。

2005年 4月 ,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

治体系建设规划》 , 国家发改委 、 卫生部下发了 《关于化学中

毒和核辐射医疗救治基地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 (卫办规财发

【2005】80 号)及 《化学中毒与核辐射医疗救治基地建设方

案》 , 国家将在 30 个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建设化学中毒救治

基地。这对控制各类化学中毒危害 , 提高应急救治能力 , 保

护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 维护社会稳定 , 促进社会经济

全面 、 和谐 、 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湖北省新华医

院作为国家化学中毒救治基地之一 ,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 , 基

地项目建设已进入具体实施阶段。现结合我省基地建设的具

体情况 , 就在综合医院建设化学中毒基地思路探讨如下。

1　化学中毒救治基地项目简介

1.1　建设目标

通过加强基地设施建设 , 完善运行机制 , 全面提高应急

救治能力和水平 , 建立符合国情 、 反应迅速 、 具备应对各类

重大突发中毒事故能力的救治体系。

1.2　建设内容

按照国家发改委 、 卫生部 《中毒基地建设方案》 , 现阶段

本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为土建和设备购置 。其中土建2 400

m2 , 包括化学中毒基地 ICU 病房 、 二次洗消用房 、 中毒实验

室 、 病房改造等。设备采购主要用于临床救治。

1.3　职能

应对辖区内化学中毒事故 , 承担辖区内及周边地区化学

中毒救治技术指导和培训;开展化学中毒检测 、 诊断和临床

救治;中毒信息咨询;重大事故现场处理与指导等。

2　在综合性医院建设化学中毒救治基地的优势和劣势

2.1　优势

2.1.1　临床救治设备优势　同职业病防治院 (所)相比 , 综

合性医院临床救治设备非常完善 , 特别是三级医院的设备水

平比较高 , 如核磁共振 、 CT等大型辅助诊断设备和急救设备

比较完备 , 紧急情况下病人能迅速得到确诊和救治。

2.1.2　医务人员的救治水平比较高 , 学科比较齐全　综合性

医院的医护人员主要从事临床救治工作 , 在工作中积累了大

量的经验 , 特别是处理病情危重 、 复杂的急救病人 , 其能力

远远超过以治疗慢性职业病为主要任务的职业病医师。综合

性医院临床科系比较齐全 , 专家众多 , 在进行化学中毒救治

工作时可以及时得到各方面 、 各专业的支持。

2.1.3　后勤保障有力 , 可同时接纳大批量的病人　三级综合

性医院有强大的后勤保障系统 , 有多辆随时待命的救护车辆 ,

有由多学科医生组成的急救中心 , 随时可以承担各种急性化

学中毒的救治任务。

2.2　劣势

2.2.1　现场检测能力不足　按照国家赋予省级化学中毒救治

基地的职责 , 将开展化学中毒的检测工作。综合性医院一般不

开展此项工作, 缺少必要的现场检测工具 、 实验室设备和现场

检测人员。国家在化学中毒救治基地初期建设方案中 , 并没有

配置现场检测设备和实验室设备 , 这项工作将受到影响。

2.2.2　缺乏重大中毒事故现场处置经验　综合性医院缺少毒

理和现场处置方面的专业人才 , 在中毒事故的救治和现场处

置方面存在缺陷。

2.2.3　对工作的重视程度降低　由于重大中毒事件属突发事

件 , 可能某地在较长时期内都不会出现重大中毒事件 , 而综

合医院医疗工作比较繁重 , 容易忽略中毒方面的专业人才储

备 , 忽略中毒检测 、 检验方面的设备储备 , 国家赋予化学中

毒救治基地的工作任务重视程度将会因此有所降低。

3　湖北省化学中毒救治基地建设情况介绍

2005年 4 月 , 国家发改委 、 卫生部正式确定湖北省化学

中毒救治基地项目挂靠湖北省新华医院建设。 2005 年 9 月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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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发改委下发了 《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新华医院化学中

毒救治基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 省化学中毒救

治基地筹建工作正式启动并开始了实质建设阶段。

3.1　机构框架

按照国家赋予省级化学中毒救治基地的职能和任务 , 化

学中毒救治基地内部机构设置见图 1。

图 1　化学中毒救治基地的内部机构设置

3.2　项目实施情况

湖北省化学中毒救治基地综合大楼共 4 层 , 总面积为

2 421 m2。一楼为高压氧舱 、 洗消用房 , 二楼为中毒实验室和

综合用房 (包括办公 、 中毒信息咨询 、 教育培训 、 现场调查

与监测 、 中毒装备管理 、 中毒药品储备等), 三楼用于血液透

析治疗病房 , 四楼为中毒临床治疗用房。目前 , 大楼设计工

作已完成 , 已交付有关部门审核批准 , 动工兴建。中央预算

内专项资金购置的设备已进行公开招标 , 逐步购置到位。

3.3　专业技术人员能力建设

2006年以来 , 医院先后派出 5 批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国家

及省内中毒及职业病方面的专业技术培训及进修学习。在中

毒基地建设的同时 , 医院参与多起化学中毒事故 (包括职业

中毒)的调查处理工作 , 如荆州的汽油中毒 、 襄樊的苯中毒 、

丹江口的有机磷农药中毒等;并参与多起中毒事件救治工作 ,

如北湖街幼儿园教师集体急性 CO中毒 、 杨叉湖农民工集体煤

气中毒事件等。 通过这些工作 , 积累了经验 , 锻炼了队伍 ,

为基地建成后承担全省中毒应急工作奠定了基础。

4　在综合医院建设化学中毒救治基地的思考

4.1　化学中毒救治基地的编制

化学中毒救治基地依托医院而建 , 并不等同于就是医院

的一个科室 , 应建立专门的机构 , 负责中毒救治工作。因此

政府应给予一定的编制 , 主要用于中毒专业人员 , 如中毒现

场处置 、 中毒实验室人员等。

4.2　按照 “平战结合” 的原则 , 促进化学中毒救治基地的能

力建设

以往 , 我国的中毒处置工作主要由职业病防治机构承担 ,

职业病防治机构有大批中毒方面的专业人才。 现在由综合性

医院承担中毒处置工作 , 不但需要大量各科临床经验丰富的

临床医生 , 也需要一批熟悉毒物特性和中毒救治 、 处理专业

人员。因此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可以更好的丰富医院的工作

内容 , 使中毒专业人才在平时更好的发挥作用 , 有利于中毒

基地的能力建设 , 同时也将缓解我国职业病防治机构严重不

足的状况。

4.3　化学中毒救治基地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

按照化学中毒救治基地的职责 , 中毒救治基地应设中毒

急救中心 、 中毒诊疗病房 、 中毒检测检验中心等科室 , 另外

中毒信息咨询 、 中毒防护设备 、 药品管理等也应有专人负责

管理。由此可见 , 中毒救治基地应由各内科专业人员 、 辅助

治疗科室人员 、 现场检测人员 、 实验室检验人员 、 毒理学专

家以及管理人员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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