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知识的机会较多 , 理解能力较强 , 所以掌握的职业病知

识也多;兄妹人数越多职业病知识水平越高 , 兄弟姐妹生活

在一起时间较长 , 能互相关心 , 容易传播相关知识 , 因此职

业病知识水平较高;父亲文化水平高者职业病知识水平较高;

来东莞时间较长者掌握职业病知识较多 , 这与工作时间长接

触相关知识和职业培训的机会较多有关。本次调查显示东莞

市某区农民工职业病知识平均知晓率和平均得分较高 , 这与

我们选择的工厂均为规模较大 、 功能较全 , 许多农民工接受

过相应的健康教育有关 , 同时与我们的问卷题目比较简单和

通俗易懂有关。本研究提示 , 对农民工进行职业病知识培训

应重点针对父亲及本人文化程度较低的新参加工作的独生子

女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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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 2008年急性农药中毒状况分析
AnalysisonstateofacutepesticidepoisoninginWuxicityduring2008

朱婷

ZHUTing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江苏 无锡　214023)

　　摘要:收集无锡市 2008年度的农药中毒报告卡进行统计

分析。 2008年共上报 251例农药中毒 , 病死率为 10.36%。非

生产性农药中毒占 86.45%, 非生产性自服 166例。中毒者的

平均年龄为 44岁。在非生产性中毒中 , 女性高于男性。中毒

农药品种以杀虫剂为主 , 占 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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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 无

锡近几年不断加强新农村建设 , 发展生态农业 , 农药应用广

泛 , 但由于使用和保管不当 , 农药中毒事件时有发生。为了

解农药中毒发生的原因和特征 , 制定农药中毒预防控制措施 ,

对 2008年无锡市急性农药中毒发生情况 , 进行总结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资料

来源于 2008年度全市医疗机构上报的农药中毒报告卡 ,

报告对象包括在农 、 林业等生产活动中使用农药或自服 、 误

服 (误用)各类农药而引起的非生产性中毒 , 不包括属于刑

事案件的中毒患者和生产农药而发生中毒者。所有的报告卡

都经过核实和确认。

1.2　方法

将农药中毒报告数据资料导出进行汇总统计 , 使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卡方检验和 t检验。

2　结果

2.1　农药中毒概况

2008年全市共报告急性农药中毒 251例 , 死亡 26例 , 病

死率为 10.36%, 全部为非生产性中毒。治愈和好转 206例。

生产性农药中毒 34例 , 占 13.55%, 非生产性农药中毒 217

例 , 占 86.45%, 中毒者男女性别比为 1∶1.01 (125∶126)。

非生产性自服 166例 , 占全市农药中毒报告病例的 66.14%。

2.2　年龄分布 (表 1)

表 1　急性农药中毒病例的年龄分布

年龄 (岁)
生产性中毒 非生产性中毒 合计

例数 (%) 死亡数 (%) 例数 (%) 死亡数 (%) 例数 (%) 死亡数 (%)

0～ — — 　　 21 ( 9.68) —　　 　　 21 ( 8.37) —

15～ 　 　 5 (14.71) — 　　 54 (24.88) 5 ( 9.26) 　　 59 (23.50) 5 ( 8.47)

35～ 　　 13 (38.24) — 　　 77 (35.48) 7 ( 9.09) 　　 90 (35.86) 7 ( 7.78)

55～ 　　 12 (35.29) — 　　 20 ( 9.22) 　 4 (20.00) 　　 32 (12.75) 4 (12.50)

65～ 　 　 4 (11.76) — 　　 45 (20.74) 　10 (22.22) 　　 49 (19.52) 10 (20.41)

合计 　　 34 (100) — 　　 217 (100) 　 26 (11.98) 　　 251 (100) 26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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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例中毒病例中 , 年龄最大 90岁 、 最小 1岁 , 平均年

龄 44岁 , 以 >65岁组的病死率最高 (20.41%)。在生产性和

非生产性农药中毒中 , 均以 35 ～ 54岁组为高发年龄段。 5个

年龄段报告发病例数的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12.3,

P<0.05)。 0 ～ 14岁组的非生产性农药中毒病例中 , 多为误服

(误用)中毒 , 其中有 79.17%是 0～ 5岁的儿童 , 全部误服者

中 0 ～ 5岁占 37.25%。

2.3　农药中毒的地区分布

表 2示全市农药中毒主要来自江阴市 (63例)、 宜兴市

(63例)、 惠山区 (46例)及锡山区 (34例), 共计 206例 ,

占 82.07%。以上地区的农 、 林业生产较其他地区发达。

2.4　发生中毒的农药种类

涉及 7大类的农药中毒。 全部中毒农药品种以杀虫剂为

主 (203例 , 占 80.88%), 包括有机磷 、 拟菊酯类 、 氨基甲

酸类 、 杀虫脒 、 杀虫双 、 有机氯类和其他杀虫剂等。 而杀虫

剂农药中毒的 83.25%是有机磷杀虫剂中毒 (169例), 且以

甲胺磷 (75例)、 敌敌畏 (32例)和氧乐果 (16例)三类有

机磷农药中毒为主。农药中毒死亡病例均为非生产性中毒者 ,

病死率为 11.98%。中毒死亡的农药居首位的是杀虫剂 (24

例 , 占 92.31%), 其中有机磷中毒死亡 21例。见表 3。

表 2　急性农药中毒地区发病情况

地区

生产性中毒 非生产性中毒 合计

中毒

例数

死亡

例数

病死

率(%)
中毒

例数

死亡

例数

病死

率(%)
中毒

例数

死亡

例数

病死

率(%)

崇安区 — — — 　 7 — — 　7 — —

南长区 — — — 　 1 — — 　1 — —

北塘区 — — — 　 1 — — 　1 — —

锡山区 3 — — 31 7 22.58 34 7 20.59

惠山区 9 — — 37 2 5.41 46 2 4.35

新区　 1 — — 18 — — 19 — —

滨湖区 2 — — 15 1 6.67 17 1 5.88

江阴市 10 — — 53 6 11.32 63 6 9.52

宜兴市 9 — — 54 10 18.52 63 10 15.87

合计　 34 — — 217 26 11.98 251 26 10.36

表 3　无锡市 2008年各品种农药急性中毒发病 、 死亡情况

农药品种
生产性中毒 非生产性中毒 合计

例数 死亡数 病死率 (%) 例数 死亡数 病死率 (%) 例数 死亡数 病死率 (%)

有机磷 29 — — 140 21 15 169 21 12.43

拟菊酯类 — — — 6 — — 6 — —

氨基甲酸类 1 — — 1 — — 2 — —

杀虫脒 — — — 2 — — 2 — —

杀虫双 — — — 5 2 40 5 2 40 　

有机氯类 — — — 3 — — 3 — —

其他杀虫剂 1 — — 15 1 　　6.67 16 1 6.25

杀菌剂 — — — 1 1 100 1 1 100　 　

杀鼠剂 — — — 14 — — 14 — —

除草剂 2 — — 15 — — 17 — —

混合制剂 — — — 1 — — 1 — —

生物化学农药 1 — — — — — 1 — —

其他 — — — 14 1 　　7.14 14 1 7.14

合计 34 — — 217 26 　 11.98 251 26 10.36　

2.5　农药中毒的季节分布

急性农药中毒的事件分布呈明显的季节性 , 7 ～ 9月份是

高峰期。生产性农药中毒多发于 7 ～ 9月份 , 与该季度生产性

农药消耗量大 、 季节性高温有关。 而非生产性农药中毒没有

明显的季节性 , 这与非生产性中毒多是自杀有关。

2.6　性别分布

农药中毒者男女性别比为 1∶1.01 (125∶126)。 在非生产

性中毒中 , 女性 (116例 , 占 53.46%)高于男性;在生产性

中毒中 , 男性 (24例 , 占 70.59%)高于女性。

3　讨论

农药中毒是威胁居民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 [ 1] , 是我国重

要的公共卫生和职业卫生问题。 2008年无锡市急性农药中毒

监测显示 , 中毒以非生产性农药为主 , 占 86.45%, 且死亡病

例全部为非生产性中毒者。

农药中毒一般呈明显的季节性。调查结果显示生产性农

药中毒以 7 ～ 9月份高发 , 这与夏季是农药使用高峰期有关 ,

另外气温高 , 体表暴露面积大 , 增加了农药与皮肤的接触和

吸收 , 也加大了中毒机会。 但非生产性农药中毒没有明显的

季节性 , 这与有的报道不符 [ 2] 。

引起中毒的农药品种以杀虫剂为主 (80.88%), 其中有

机磷杀虫剂占 83.25%, 引起死亡居首位的是有机磷杀虫剂 ,

占 80.77%。由此可见 , 有机磷类杀虫剂仍是我国应用比较广

泛 , 引起农药中毒和死亡的主要毒物。

本市非生产 性自服共 166 例 , 占全 部报告病例的

66.14%, 且女性为男性的 1.40倍 , 这与国内有关报道相

似 [ 3] 。主要是由于女性在面临各种矛盾时 , 心理承受能力差 ,

容易冲动而服毒自杀。提示我们应加强农村人口的心理卫生

教育。

低龄儿童是误服农药导致中毒的高发年龄段 , 这与国内

报道的其他调查结果一致 [ 4] 。 农药保管不当 , 是造成误服

(误用)的主要原因。

虽然本调查采取了一系列的质量控制措施 , 但是由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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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中毒患者就诊于不同层次的医疗机构 , 存在迟报 、 漏报现

象 , 估计本市的实际农药中毒病例数比报告数要多。 应进一

步加强农药中毒上报工作 , 健全各级医疗机构的直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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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例农药中毒流行病学分析
Epidemiologicalanalysison565 casesofpesticidepoi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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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农药中毒网络直报卡的基础上 , 采用 《农村农

药中毒报告卡》 对全市 2004— 2008年农药中毒病例进行登

记 , 并对统计年度发生的急性农药中毒病例进行流行病学分

析。统计年度共发生急性农药中毒 565例 , 死亡 11例 , 病死

率 1.95%。其中生产性中毒 149例 , 占 26.4%, 无死亡病例;

非生产性中毒 416 例 , 占 73.6%, 死亡 11 例 , 病死率

2.64%。男∶女为 1∶1.7, 中毒年龄以 20 ～ 39岁居多 , 其中生

产性中毒以男性偏多 , 非生产性中毒则以女性更为突出。生

产性中毒均发生在夏秋季 , 非生产性中毒全年都有发生 , 无

明显的季节性。中毒的地区分布规律:总的病例数是乡镇级

>县区级 >地方级 , 而生产性中毒以县区级为多。引起中毒

的农药以有机磷为主 , 占 83.9%。提示有机磷类为农药中毒

的防治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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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我市急性农药中毒发生的流行病学特点 , 探讨急

性农药中毒的发生原因 、 特点和分布规律 , 为加强农药中毒

的预防和管理提供依据 , 在开展全市各医疗机构漏报调查的

基础上 , 对我市近 5年农药中毒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市辖区内各医疗卫生单位进行诊断 、 治疗或抢救的农

药中毒病例 (因农药污染食物引起的食源性农药中毒除外)。

1.2　调查方法

按照国家统计局批准实施的 《中国卫生监督统计报表》

中 《农村农药中毒报告卡》 各项内容 , 在农药中毒网络直报

卡的基础上 , 对全市 2004— 2008年农药中毒病例进行登记。

同时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对全市各医疗机构进行漏报调查。

2　结果

2.1　中毒情况

2004— 2008年全市共发生急性农药中毒 565例 , 死亡 11

例 , 病死率 1.95%。其中生产性中毒 (主要通过呼吸道及皮

肤接触引起) 149例 , 占 26.4%, 无死亡病例;非生产性中

毒 (误服或自杀) 416例 , 占 73.6%,

2.2　中毒者的性别分布

女性病例多于男性 , 男∶女为 1∶1.7, 经统计学处理 ,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38.52, P<0.01), 见表 1。

表 1　农药中毒的性别分布 例

性别 生产性中毒 非生产性中毒 合计

男 87 122 209

女 62 294 356

合计 149 416 565

2.3　中毒者的年龄分布

以 20 ～ 39岁的病例为多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39.65, P<0.01), 见表 2。

表 2　农药中毒患者的年龄分布 例

中毒类型
年龄 (岁)

10 ～ 20 ～ 30～ 40～ 50～ 60～
合计

生产性中毒 9 11 62 18 27 22 149

非生产性中毒 36 124 106 30 51 69 416

合计 45 135 168 48 78 91 565

2.4　中毒与季节关系

总体以夏秋季发病率高 , 经统计学处理 ,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χ2 =91.05, P<0.01), 见表 3。

表 3　农药中毒与季节的关系 例

中毒类型 一季 二季 三季 四季 合计

生产性中毒 0 51 98 0 149

非生产性中毒 62 122 131 101 416

合计 62 173 229 101 565

2.5　中毒的地区分布

以乡镇卫生院的病例数最多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172.76, P<0.01), 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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