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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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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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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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农药中毒的地区分布情况 例

中毒类型 地市级 县区级 乡镇级 合计

生产性中毒 10 92 47 149

非生产性中毒 102 38 276 416

合计 112 130 323 565

2.6　中毒与农药种类的关系

以有机磷农药为主 , 共发生 474例 , 占全部中毒人数的

83.9%, 其中又以甲胺磷为最多 , 占有机磷农药中毒的

44.7% (212/474);其次为杀鼠剂 , 为自杀的主要毒物 , 共

201例。

3　讨论

我市 2004— 2008年间发生急性农药中毒 565例 , 大部分

是非生产性的误服与自杀中毒 , 它集中反映了一个严重的社

会问题 [ 1] 。同时 , 除了社会因素外 , 也间接反映了农药管理

不善的问题。 近年来 , 对农药的销 、 管 、 用放松了宣传和管

理 , 由各家各户自行购药喷洒 , 农药的供应亦打破由供销社

统一购销的做法 , 销售渠道增多 , 购药方便 , 农户贮药分散 ,

这些是造成自服 、 误用增多的原因 [ 2] 。

中毒者的人群分布以 20 ～ 39岁为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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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P<0.01)。考虑该年龄组为主要劳动力 , 接触农药

机会多 , 加上为青壮年 , 自认为体质好 , 对中毒的重视不够。

至于非生产性中毒以女性为多 , 反映了农药在家庭的存放问

题应予以重视。

中毒的时间分布 , 生产性中毒均发生在夏秋季 , 非生产

性中毒则全年都有发生 , 无明显的季节性。由于夏秋季节病

虫害严重 , 施药量大 , 加上气温高 , 农药易挥发 , 施药者裸

露部位多 , 增大了药液的接触面积 , 吸收速度加快 , 吸收量

大 , 加大了中毒机会 , 这与国内报道相似 [ 3] 。因此 , 在高温

季节 , 合理调配施药时间及方法 , 禁止午间高温情况下施药 ,

是预防农药中毒的必要措施。

中毒的地区分布 , 总的病例数乡镇级 >县区级 >地市级 ,

而生产性中毒以县区级为多 , 这反映了农药中毒防治的重点

应是针对乡镇卫生院的中毒抢救技术培训和县区医院的农药

中毒防治规范管理工作。引起中毒的农药种类多属高 、 中毒

类农药 , 尤以有机磷农药为多 , 占 83.9%, 这与这些农药品

种的生产销售和使用量较大有关 [ 4] , 提示预防农药中毒仍以

防治有机磷中毒为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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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兰州市 325家涉苯企业的职业卫生现状进行调

查 , 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职业卫生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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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 曾经已获控制的重度苯中

毒近年来又在许多地区以群体性中毒形式频繁出现。典型事

件是 2002年发生在河北省高碑店白沟镇箱包制造业的苯中毒

事件 , 发生 12例苯中毒再生障碍性贫血 , 有 5人不治身亡。

为探讨有效的职业病防治对策 , 保护劳动者健康 , 本研究对

兰州市 325家涉苯企业职业卫生现状进行了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采用调查表法对兰州市 325家涉苯企业一般情况 、 企业

对职业病的前期预防工作情况及在劳动过程中的防护与管理

情况进行专项调查;工作场所空气中苯及苯系物浓度的测定

根据 《工作 场所空 气中有 害物 质监测 的采 样规 范 》

(GBZ159— 2007)的要求采样 , 使用美国安捷伦公司生产的

6890型气相色谱仪 , 按照苯 、 甲苯 、 二甲苯 、 乙苯和苯乙烯

的溶剂解吸-气相色谱法进行分析 , 根据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

职业接触限值》 (GBZ2.1— 2007)对检测结果进行评价。调

查数据全部输入 Excel数据库分析。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次共调查兰州市涉苯企业 325家 , 国有企业 7家 , 包

括印刷业 2家 、 机械制造 2家 、 家具制造 2家及涂料厂 1家;

集体性质企业 20家 , 包括汽车修理 9家 、 机械制造 5家 、 家

具制造 4家及涂料厂 2家;私营企业 298家 , 包括汽车修理

99家 、 制鞋业 83家 、 箱包制造 45家 、 印刷业 35家 、 机械制

造 18家 、 家具制造 12家及涂料厂 6家;企业构成以私营企

业为主 , 占企业总数的 91.69%。职工共 3 792人 (男性 2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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