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地反映了各因素之间的关系［7］。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我们建议该发动机厂机械加工车间

应在推进自动化机械加工的同时，采取密闭机加设备，加装

局部通风设施，合理设置送、排风口，安装金属加工液捕集

器或金属加工液回收装置等综合性措施［8 ～ 11］，降低车间金属

加工液浓度至标准限值以内，以保证作业人员减少接触职业

病危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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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11 年济南市农药中毒报告分析
Analysis of pesticide poisoning reports in Jinan city during 2007 to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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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 2007—2011 年3 621例农药中毒报告进行分析，

发现非生产性农药中毒占 93. 68%。农药中毒的主要农药类别
是杀虫剂，发生时间集中在第三季度，性别以女性居多。生
产性农药中毒高发地区为平阴县最高，非生产性农药中毒以
章丘市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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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每年仅亚洲农村地区就有 30 万人死于急性农药中

毒，因此农药中毒已成为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1］。济南地

区农业生产一年四季均使用农药，人们接触农药的机会多，

发生农药中毒的可能性大，因此，研究该地区农药中毒的发

生情况，做好农药中毒的预防和控制，对提高本地区居民的

健康水平和保护劳动力资源有重要意义。我们对济南市各城

区 2007—2011 年农药中毒报告数据进行分析，以阐述济南市

农药中毒的流行病学特点，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

策。
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来源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健康危害监测信息系统—
职业卫生专业—农药中毒报告卡。
1. 2 方法

依据农药中毒报告卡的报告信息内容建立 Excel 数据库。
1. 3 统计学分析

使用网上直报系统产出表及 Excel 2003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
2 结果

2. 1 农药中毒的发病和死亡情况

2007—2011 年济南市共报告农药中毒3621例，其中生产

性农药中毒 229 例，占报告病例数的 6. 32% ; 死亡 7 例，病

死率为 3. 06%。非生产性农药中毒3392例，占 93. 68%，死亡

481 例，病死率为 14. 18%。见表 1。
表 1 2007—2011 年济南市农药中毒例数及病死率

年份

生产性农药中毒 非生产性农药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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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007 73 0 0. 00 555 64 11. 53 628 64 10. 19

2008 42 2 4. 76 704 75 10. 65 746 77 10. 32

2009 34 1 2. 94 738 113 15. 31 772 114 14. 77

2010 40 2 5. 00 667 102 15. 29 707 104 14. 71

2011 40 2 5. 00 728 127 17. 45 768 129 16. 80

合计 229 7 3. 06 3 392 481 14. 18 3 621 488 13. 48

2. 2 农药中毒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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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7 年开始，生产性农药中毒发生率呈下降趋势。非

生产性农药中毒发生率呈波动性变化。见图 1。生产性农药中

毒近 5 年 1 月份零发病，2 月份 1 人发病，从 3 月份逐月增

多，至 7 月份开始快速上升，并于 8 月份达到高峰，之后开

始急剧下降，并于 10 月份趋于平缓; 非生产性农药中毒于 5
月份开始增多，并于 6 月份达到高峰，之后呈缓慢下降趋势，

于 10 月份趋于平缓，见图 2。

2. 3 农药中毒人群的年龄分布

2007—2011 年济南市报告的3621例农药中毒者的年龄为

0 ～ 93 岁，平均为 ( 43. 4 ± 18. 2) 岁。其中生产性农药中毒患

者的年龄为 13 ～ 75 岁，平均为 ( 45. 1 ± 13. 5) 岁; 非生产性

农药中毒患者的年龄为 0 ～ 93 岁，平均为 ( 43. 2 ± 18. 5) 岁。
生产 性 农 药 中 毒 的 高 发 年 龄 为 35 ～ 54 岁 ( 130 例， 占

56. 77% ) ; 非生产性农药中毒者的高发年龄为 20 ～ 44 岁和≥
70 岁，分别为1748例 ( 51. 53% ) 和 386 例 ( 11. 38% ) 。
2. 4 农药中毒人群的性别分布

3621例农药中毒患者中，男性1454例，占 40. 15% ; 女性

2167例，占 59. 85% ; 男女性别比为 0. 67∶ 1。生产性农药中毒

患者中，男性 102 例，占 44. 54% ; 女性 127 例，占 55. 46% ;

男女性别比为 0. 8 ∶ 1; 非生产性农药中毒患者中，男性1352
例，占 39. 86% ; 女 性2040 例，占 60. 14% ; 男 女 性 别 比 为

0. 66∶ 1。
2. 5 农药中毒的地区分布

2007—2011 年济南市生产性农药中毒的地区分布构成比

以平阴县最高 ( 109 例，占 47. 6% ) ，其他依次为章丘市、济

阳 县 ( 各 39 例， 各 占 17. 03% ) 、历 城 区 ( 24 例， 占

10. 48% ) ; 非生产性农药中毒高发的地区以章丘市最高 ( 850
例，占 25. 06% ) ，其他依次为济阳县 ( 792 例，占 23. 35% ) 、
长 清 区 ( 594 例， 占 17. 51% ) 、平 阴 县 ( 349 例， 占

10. 29% ) 。
2. 6 导致中毒的农药种类分布

农药种类有杀虫剂、杀菌剂、杀鼠剂、除草剂、混合制

剂、生物化学农药及其他农药等七大类。导致生产性农药中

毒的主要农药类别是杀虫剂 ( 194 例，占 84. 72% ) ，其中又

以有机磷类 ( 139 例，占 71. 65% ) 及拟除虫菊酯类 ( 23 例，

占 11. 86% ) 为主; 有机磷类中占前 3 位分别是敌敌畏 ( 58
例，占 41. 73% ) 、其他有机磷 ( 46 例，占 33. 09% ) 及氧乐

果 ( 13 例，占 9. 35% ) 。导致非生产性农药中毒的农药类别

以杀虫剂及除草剂为主，共3176例，分别占 79. 27% ( 2689
例) 及 14. 36% ( 487 例) 。杀虫剂中又以有机磷类 ( 2197例，

占 81. 7% ) 和其他菊酯类 ( 184 例，占 6. 84% ) 为主; 有机

磷类中占前 3 位分别是敌敌畏 ( 1487例，占 67. 68% ) 、氧乐

果 ( 244 例， 占 11. 115 ) 及 其 他 有 机 磷 ( 242 例， 占

11. 02% ) 。
2. 7 农药中毒首诊后的转归

农药中毒首诊后转归分布分析数据来自 2007—2011 年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229 例生产性农药中毒病例首诊后

转归中好转和痊愈 214 例，共占 93. 45%。3392例非生产性农

药中毒病例首诊后转归中好转和痊愈2811例，共占 82. 87% ;

死亡 481 例，占 14. 18%。
3 讨论

对济南市 2007 年至 2011 年的农药中毒报告资料进行统

计学分析结果显示，非生产性农药中毒的发生率远超过生产

性农药中毒; 同时，非生产性农药中毒的病死率明显高于生

产性农药中毒，提示非生产性农药中毒已成为重要的公共卫

生问题之一。中毒者平均年龄 43. 4 岁，此年龄阶段正是社会

的主要劳动力，也是家庭生活的主要力量。因此，这部分人

群的健康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应成为职业卫生工作者重点关

注的对象。与生产性农药中毒不同的是，非生产性农药中毒

者的高发年龄为 20 ～ 44 岁和≥70 岁两个年龄段。因此老年人

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应得到社会必要的关注。生产性农药

中毒与非生产性农药中毒者均以女性为主。与部分文献报道

不一致［2］。生产性农药中毒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主要集中在

第三季度，可能与夏秋季节应用农药广泛有关。导致生产性

农药中毒的农药类别以有机磷杀虫剂为主，非生产性农药中

毒的农药类别以有机磷杀虫剂及百草枯为主。非生产性农药

中毒原因以服毒为主。生产性农药中毒的预防措施应以平阴

县为控制的重点地区; 非生产性农药中毒高发的地区以章丘

市和济阳县最高。生产性农药中毒的预防对象应以农村主要

劳动力为主，非生产性农药中毒控制的重点人群要关注女性

与老年人。
由于农药中毒漏报严重，本次研究分析的数据为报告数

据，而非实际发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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