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作者简介! 金蕾 #$'/$$%& 女& 硕士& 主管医师& 主要从事职

业卫生工作'

$(()!$(!&年海南省农药中毒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B+'03>'($(5')#$#"#$%&'&("23#,*/3(2+3&,')'03+('&("'"5 '"?#'"#"+/(C'")30*/'"5 $(()$$(!&

金蕾& 王龙义& 王毓琛
#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海南 海口!*+#"#.%

!!摘要! "##(!"#$%年海南省共报告农药中毒 .*% 例& 死
亡 $* 例& 生产性农药中毒和非生产性农药中毒分别占
$/,'.-( /$,#+-& 两种农药中毒的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e$,"*& "f#,#*%" 农药中毒以 #a"* 岁年龄段为主 #占
"','%-%& 病死率以 ** 岁以上年龄组最高 #占 /,..-%" 生
产性农药中毒男性高于女性& 非生产性农药中毒女性高于男
性&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e$%,$#& "̀ #,#*%' 中毒病例
主要分布在澄迈县( 保亭县和临高县 . 个省直辖县& 中毒品
种以杀虫剂和除草剂为主" 生产性农药中毒原因主要为个体
无防护和徒手配药& 非生产性农药中毒主要原因是误服 #用%
和自服' 非生产性农药中毒是本省农药中毒防治的关键& 应
加强农药的监管和培训教育& 加强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农药中
毒的综合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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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一年四季均有农业生产& 因此农药的使用频率和
使用量均较高' 为了解海南省农药中毒发生的情况和流行病
学特征& 我们对 "##($"#$%年农药中毒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资料和方法
!#!!资料

全部资源来源于 "##($"#$%年全省各市县医疗机构通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填报的 )农药中毒报告卡*& 其中
"##(年 $月$"#$%年 %月的数据在子系统 .健康危害因素监
测信息系统/ 中报告& "#$% 年 *$$" 月数据在子系统 .职业
病与职业卫生监测信息系统/ 中报告' 所有病例均经本中心
核对'
!#$"方法

将 "##($"#$%年农药中毒报告数据导入 <̂5X>& 按照中毒
诊断的时间( 中毒病例的年龄( 性别和分布地区( 中毒原因
等进行整理和分析& 采用 PQPP$.,#软件进行!" 检验'
$"结果
$#!"基本情况

"##($"#$%年我省共报告各类农药中毒 .*% 例& 死亡 $*
例& 病死率 %,"%-" 其中生产性中毒 (+ 例& 占 $/,'.-& 死
亡 *例& 病死率 +,%(-" 非生产性中毒 "/+ 例& 占 /$,#+-&
死亡 $#例& 病死率 .,%/-' 经统计学分析& 生产性农药中毒

和非生产性农药中毒病例的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e

$,"*& "f#,#*%' 各年度农药中毒情况见表 $'
$#$!农药中毒的人群分布特征
$#$#!!年龄分布!.*% 例农药中毒中& 各年龄段均有发生&
年龄最小 $ 岁( 最大 $#. 岁& 平均年龄 .% 岁' $* 例死亡病
例& 年龄 %a/+岁& 平均年龄 %$岁' ..例年龄"$*岁的农药中
毒病例& 年龄"*岁的病例占 /+,//- #"'例%& 占所有农药中毒
的 /,$'-' 我省农药中毒以 #a"*岁年龄段为主& 占 "','%-& 病
死率以 **岁以上年龄组最高& 占 /,..-' 见表 "'
$#$#$!性别分布情况!.*% 例农药中毒病例中男性 $+# 例
#占 %/,#"-%( 女性 $/%例 #占 *$,'/-%' (+例生产性农药
中毒病例中& 男女之比为 ",$' g$" "/+ 例非生产性农药中
毒病例中& 女性高于男性& 男女之比为#,+( g$" 经统计学
分析& 生产性农药中毒和非生产性农药中毒在不同性别的分
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e$%,$#& "̀ #,#*%' 见表 .'

表!!"##($"#$%年海南省农药中毒病例时间分布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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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表$!"##($"#$%年海南省农药中毒人群年龄分布

年龄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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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a.% $% $ +,$% +# " ",/( /% . .,*+

.*a%% "* $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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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分布!因我省常年气温较高& 一年四季均适宜农
作物生长& 各季节使用的农药量无明显差异& 因此生产性农
药中毒同于非生产性农药中毒& 二者均无明显季节性' 详见
表 %'

表%!"##($"#$%年海南省农药中毒病例性别分布

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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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 " %,.* $"% % .,". $+# ( .,*.

女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地区分布!.*% 例农药中毒分布地区包括五指山( 文
昌等 *个地市和澄迈县( 保亭县等 $" 个省直辖县' 农药中毒
病例数位居前 . 位的地区为澄迈县 #/* 例& 占 "%,#$-%( 保
亭县 #/. 例& 占 ".,%*-% 和临高县 #(" 例& 占 $+,*$-%&
其余 $%个市县合计占 .*,#.-'
$#$#'!农药品种分布!引起中毒的农药品种分布较广泛& 其

表&!"##($"#$%年海南省农药中毒季节分布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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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月 $" # #,## ++ % *,$' /' % %,%'

%a(月 "+ $ .,+# +$ " ",/" '/ . .,#(

+a'月 $+ . $+,(* (' . %,.* /( ( (,'/

$#a$"月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中以杀虫剂和除草剂为主& 分别为 $** 例 #占 %.,+'-% 和
$"'例 #占 .(,%%-%& 其次为杀鼠剂 #."例& 占 ',#%-%' 杀
虫剂以有机磷( 拟菊酯类( 氨基甲酸类为主& 分别为 /% 例(
%#例( "#例" 除草剂以百草枯为主& 为 $$/ 例' 有机磷农药
中毒中有 +例为甲胺磷中毒& 杀鼠剂中毒病例中 "' 例为毒鼠
强中毒& 甲胺磷和毒鼠强均为我国明令禁止使用的高毒农药&
二者中毒病例在我省所有农药中毒病例中占 $#,$+-' 见表 *'

表'!"##($"#$%年海南省农药中毒品种分布

农药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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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虫剂 %( " %,.* $$# . ",+. $** ( .,/+

杀菌剂 $ # #,## ( $ $(,(+ + # #,##

杀鼠剂 . $ ..,.. "' $ .,%* ." " (,"*

除草剂 $$ $ ',#' $$/ % .,.' $"' * .,//

生物化学农药 $ # #,## . # #,## . # #,##

混合制剂 % $ "*,## + $ $%,"' $$ " $/,$/

其他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农药中毒原因!我省所有农药中毒病例均未接受过农
药安全卫生知识的培训' 生产性农药中毒的主要原因为未采
取个体防护措施 #(% 例& 占 '*,*"-% 和徒手配药 #(" 例&
占 '",*%-%' 另外还存在一些导致农药中毒的危险行为& 如
身体被农药污染 #( 例& 占 /,'(-%( 打药结束后未清洗 #%
例& 占 *,'+-%( 用手擦汗 #% 例& 占 *,'+-%( 感觉不适继
续工作 #. 例& 占 %,%/-%( 施药前未阅读标签 # " 例& 占
",''-% 以及药械滴漏 #$例& 占 $,%'-% 等'

非生产性农药中毒主要原因是误服 #用% 和自服& 分别
为 $*"例 #占 *",'(-% 和 $.* 例 #占 %+,#%-%' 在 $# 例非
生产性农药中毒死亡病例中& 自服 /例( 误服 "例'
%"讨论

近两年中毒病例占 %%,(.- #$*/例%& 其中以 "#$%年中毒人
数最多 #$$"例& 占 .$,(%-%& 提示我省农药中毒近两年呈现增
长趋势& 这与近几年加强了职业病报告管理工作& 从一定程度上
减少了农药漏报有一定关系' 非生产性农药中毒占农药中毒总数
的 /$,#+-& 说明非生产性农药中毒是我省农药中毒防治的重点'
农药误服 #用% 在各年龄段均有发生& 其中 *岁以下的儿童误服

中毒的比例较高& 占所有农药中毒病例的 /,$'-& 可见低龄儿童
是误服农药导致中毒的高发年龄段& 同时说明农药保管不当问题
在我省较突出' 从性别分布情况来看& 生产性农药中毒病例中男
性多于女性& 这与男性从事施药等重体力劳动的人数较多有关"
而非生产性农药中毒病例中女性高于男性& 这是因为当今女性来
自家庭和社会等方面的压力较大& 心理承受能力弱于男性& 易冲
动服毒自杀'

因我省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 一年四季均有农业
生产& 因此生产性农药中毒并无明显季节性& 非生产性农药
中毒以误服和自服为主& 亦无明显季节性' 在农药中毒数量
居于前三位的 . 个市县中澄迈县为我省主要的土特产种植基
地& 保亭县和临高县为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地
区& 农业种植面积较大& 因此 . 个市县的农药年均使用量高
于其他市县' 此外& 农村施药人员大多未经过专门培训& 劳
动防护观念和意识淡薄& 又缺乏必要的防护知识& 因此易发
生农药中毒' 由农药品种构成情况可知& 百草枯( 有机磷和
拟菊酯类中毒是我省最主要的 . 类中毒农药& 尤其是百草枯
中毒比例最高& 占所有农药中毒的 ..,..-& 而且我省所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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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中毒病例中由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高毒农药甲胺磷和毒鼠

强引起中毒的比例较高 #$#,$+-%& 说明农药市场的监管还
存在严重不足'

政府有关部门应从农药的生产( 销售和使用等各个环节
加强监管& 防止国家禁止或限制使用的高毒农药流入市场&
研发和大力推广使用低毒( 高效( 残留量少( 毒副作用小的
农药是预防农药中毒的重要措施,$- ' 开展多渠道的农业知识
下乡活动& 组织人员进行培训& 指导农民科学正确地配制和
使用农药& 提高安全使用农药的水平' 农村使用农药的家庭
中应加强农药的安全保管& 防止幼儿和老人误服 #用% 农药'
此外& 通过提高全民心理素质和文化修养& 关注妇女和老年
人的身心健康& 也能从一定程度上降低农药中毒的发生率,"- '

普及农药中毒的急救常识& 做好农药中毒现场的应急处置&
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 能有效降低病死率,.- ' 目前&
我省职业报告体系还不完善& 存在漏报( 迟报和缺报现象&
因此加强我省农药中毒报告的管理& 提高报告率和报告质量&
对于全面了解我省的农药中毒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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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监督管理工作'

9:<=年沈阳市制鞋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抽查检测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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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晖

#沈阳市职业卫生监督所& 辽宁 沈阳!$$##.%%

!!摘要! 抽检 "#家制鞋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 共
%.个检测点( $/ 种职业病危害因素& 统计超标点数 "+ 个&
其中苯超标点 $'个& $&"H二氯乙烷超标点 $*个& 苯( $&"H二
氯乙烷均超标的检测点 + 个& 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均合格' 抽检的 "#家企业大部分将制鞋各个工序布置在一个
生产车间内& 职业病危害因素相互交叉污染' 提示制鞋企业
应合理布局生产设备和工作区域& 尽量选取低毒的原料胶水&
定期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体检& 减少
职业损害'

关键词! 制鞋" 职业危害" 检测
中图分类号! 0$.%!!文献标识码! 1
文章编号! $##"&""$2#"#$*%#%&#.##&#"
678! $#,$.(.$34)5678)9::;;<)"#$*)#%,#"(

!!为了解沈阳市制鞋生产企业职业病危害现状& 预防( 控
制和消除职业危害& "#$%年对全市各区县 "#家鞋厂的部分作
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及管理情况进行了抽查'
!"对象与方法
!#!!对象

本次抽检制鞋企业东陵区 $* 家& 占 +*-& 于洪区( 铁西
区( 皇姑区各 $家& 和平区 "家'
!#$!方法

根据 )沈阳市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沈阳
市人民政府令第 $$号% 对企业职业卫生基础建设情况进行调
查& 包括职业卫生机构设置和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情况( 工艺
流程( 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个人防护用品配备( 职业健康
监护(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 抽查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报告等'

!#%!主要工艺流程
$%% $%% $%%下料 帮工 底工 包装' 主要原辅材料为皮革(

树脂胶( 白胶( 黄胶( 万能胶( 鱼皮胶'
$"结果
$#!!职业卫生管理

"#家企业中有 $.家根据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
定* 设立了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占总数的 (*-& 有 $%家在使
用胶料的位置设置了 .当心中毒/ 的警示标识& 占总数的
+#-' "#家企业均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配备了兼职职业卫生
管理人员& 但未建立职业卫生规章制度和各岗位的操作规程'
只有 $家企业工人在作业过程中佩戴了防毒面具 #配有 (##$
有机气体滤毒盒%& 也仅有 $家企业于 "#$.年 $#月对接毒岗
位工人进行了职业健康体检'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各鞋厂使用的胶料种类为树脂胶 #聚氨酯树脂( 丁酮(
甲苯%( 万能胶 #苯( 正己烷( 甲苯( 丙酮( 丁酮%( 鱼皮胶
#丁酮( 丙酮( 苯( 甲苯( 正己烷( 乙酸乙酯%( 白胶 #聚氨
酯树脂( 丁酮( 甲苯( 甲苯二异氰酸酯% 及黄胶 #苯( 甲苯(
二甲苯( 正己烷( 丙酮( 丁酮( 甲醛等% 等' 根据胶料说明
书& 本次检测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甲醛( 二氯甲烷( 苯( 甲
苯( 二甲苯( 环己烷( 丙酮( 丁酮( 乙酸乙酯( 乙酸丁酯(
$&"H二氯乙烷( 正己烷( 溶剂汽油( 三氯乙烯( 甲苯二异氰
酸酯( 三氯甲烷及环己烷' 本次抽检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日
常检测均根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1R$*'$"##%% 的要求设置检测点& 共 %. 个检测点( $*#
多个样品& 包括上底台( 绷帮区( 粘底区( 清理区( 喷光区(
修饰区及绷楦区等& 涉及的岗位有扣底工( 绷帮工( 绷楦工
及粘底工等' 根据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 #=1R",$$"##+% 进行评价分析& %.
个检测点中& 超标点数 "+ 个& 其中苯超标点 $' 个& 超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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