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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交流
·

编者按 随着社会主 叉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
,

各种职业性
、

意外性
、

生活性的急性

中毒事故时有发生
,
因此

,

组 织
、

抢救工作 已成为 全体医 务工作者面 临的一 项 重 要 任

务
。

本 文为上海市综合性 医 院开展有关 急性 中毒应急救援工作的介绍 及建议
,

有一定的

代表性
。

希望此 文的刊 出能为综合医 院应急救援工作借鉴和参考
,

同时能对我国急性救

援工作的开展起到 积极的促进作用
。

综合性医院成立急性中毒应急救援组的自议

吴建平 1 丁 钱 2 倪为民 3 任引津 1

随着工农业建设的发展
,

化学物质生产及产量日

益增多
,

人群接触机会也随之增加
,

急性化学物质中

毒事故时有发生
,

且常为多人次的急性中毒
,

造成极

为不 良的政治影响和严重的经济损失
,

因此预防发生

职业性
、

生活性
、

意外性急性化学物质中毒
,

和一旦

发生时的应急救援措施
,

是当前面临的一项 重 要 任

务
。

为了探讨其对策
,

各有关部门
,

单位都已在其职

责范围内研制预防
、

抢救急性中毒的方案
,

今就在综

合性医院中
,

建立
“

急性中毒应急救援组
”

的有关问

题
,

讨论如下
。

1 必要性
、

可行性和优越性

1
.

1 在短期内发生大批急性中毒病员
,

往往 十 分 严

重
、

危急
,

这种情况又常常突然发生
,

医院方面在思

想上拌不及防
,

在组织上毫无准备
,

且对急救化学物

质的业务不够熟悉
,

势必对抢救工作造成一定困难
,

如果在综合性医院建立
“

急性中毒应急救援组
” ,

平

时在组织上
、

思想上
、

业务上
、

设备上都有所准备
,

在紧急抢救任务中就可充分发挥作用
,

因此这一组织

是附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
,

也可为处理其它灾难性事

故打下基础
,

成立这一组织是十分必要的
。

1
.

2 综合性医院平时承担大量繁重的急诊任务
,

对抢

救急症重危病员
,

都制订了一系列较为完整的医疗常

规
,

也积累了丰富的抢救经验
,

具备成立
“

急性中毒

应急救援组
”

的基础条件
,

如果 医院 有 职 业 病 科

(组 )
,

则更为有利
,

例如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华山医

院职业病科
,

多年来曾抢救过多批急性职业性中毒事

故所致的病人
,

其中有氯
、

氨
、

硫酸二甲醋
、

氮氧化

物
、

苯胺
、

硝基苯
、

有机锡
、

有机氟
、

有机磷农药及

氧化福等
,

最多一批中毒人数达 2 00 余人
,

由于 全 院

动员
、

协作配合
、

使大批病员得到妥善的安置和及时

有效的救治
,

此外还对不少由各种药物引起的非职业

性急性中毒病人进行了积极的抢救
,

取得较好效果
。

又如上海杨浦区中心 医院职业病科 30 年 来
,

参 加 几

百例急性中毒的抢救
,

最大一批急性氯气中毒人数多

达 1 4 0人
,

在全院各科室的密切配合下
,

抢救获得 成

功
,

在化学性肺水肿
,

八R D S
,

职业中毒性脑病
、

心

肌病
、

肾病
、

肝病及有机磷农药中毒等抢救中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
,

并且常常同有关科室的专家共同会诊抢

救
,

发挥了综合性医 院的技术优势
。

再如上海市第六

人民医院
,

近年来在研制急性中毒诊断标准及中毒性

肝病临床研究等工作中
,

由医院有关科室参加科研协

作
,

接受有关科研任务
,

并在院长直接领导下
,

建立

了有专科医师
、

专家等组成的预防医学协作组
,

积极

开展预防医学工作
,

取得了一定成绩
。

多年 实 践 证

明
,

在综合性医院中组成由临床
、

医技及有关行政管

理部门参加的急性中毒抢救组织是可行的
。

从宏观方

面而言
,

近年来急诊医学已成为一 门新的独立学科
,

急

诊医疗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

意外创伤或危重病人的诊

治程序 已需彻底改革
。

自卫生部 1 9 8 3年颁布了《医院建

设急诊科 (室 ) 的方案》 后
,

急诊医学在国内得到迅

速发展
,

而急性化学中毒在预防
、

临床诊断和治疗等

方面又不同于心
、

脑血管急症及外科创伤等疾病
,

因

此
,

成立这一组织是属于急诊医疗体系范畴的
,

无论

从目前情况或宏观方面来看
,

都是可行的
。

1
.

3 急性中毒是一全身性疾病
,

不同品种毒物
,

可以

不同系统 (器官 ) 为靶器官
,

可发生中毒性神经
、

呼

吸
、

血液
、

肝
、

肾等疾病
,

也可发生化学烧伤或眼
、

鼻咽化学损害
,

中毒可发生在各类人群
,

包括孕妇
、

产妇等
,

因此其抢救工作要涉及到临床各个专科
,

也

1
.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2
.

上海 医科大学附属华山医 院

3
.

上海杨浦区 中心 医 院



1 7 6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1 9 9 4年第 了卷第 3 期

需要检验
、

药房等有关医技部门的充分协作
。

综合性

医院科室齐全
,

各专科医师可掌握并利用本专业的知

识和技术
,

在抢救工作中充分发挥其技术优势
,

且综

合性医院抢救设备较为先进
,

诊疗条件较为优越
,

有

各种检查设备和治疗条件
,

如常用的血液净化疗法
、

高压氧舱
、

监护病房等
,

所以说在综合性医院中抢救

急性中毒
,

并进一步建立
“

急性中毒应急救援中心
”

有明显的优越性
。

2 组织

急性中毒应急救援工作
,

涉及到医院内部各有关

科室和部门
,

且和院外有关单位有密切联系
,

因此急

性中毒应急救援组织应由院长挂帅
,

做到统一指挥
,

分工合作
,

以取得最好成效
。

职业病科 (组 ) 应作为

主要助理
,

做好规划 和负责组织及联络
,

提供有关情

报
、

信息
,

起到参谋作用
。

各有关临床专科
、

医技部

门皆需指定一二位高年资医师
、

技师
、

药师等代表其

科室参加此项工作
,

作为
“
急性中毒应急救援组

”

成

员之一
,

平 日接受训练
,

抢救时参与工作
,

有关行政

管理部门也应有人参加
,

这样在发生急性中毒事故
,

大批病员到院时
,

可 以有组织
、

有秩序地进行抢救
。

3 任务

3
.

1 平时任务

3
.

1
.

1 培训
“

急性中毒应急救援组
”

作为急诊医疗

体系是一项新的任务
,

业务人员和管理人员均须进行

专业培训
,

在抢救时才能做到指挥有方
,

各司其职
,

共

同协作
,

密切配合完成好任务
。

管理人员要掌握有关

政策
,

对发生急性事故时如何领导和组织抢救
,

在保

证医院秩序
、

保安
、

物资供应
、

交通
、

通讯等方面均

须有充分的准备
。

对专科医师的培训内容要 以化学物

质急性中毒的发病情况
、

临床特点
、

诊治原则等内容

为主
,

并对国内外历次发生的急性中毒灾难性事故予

以介绍和解说
,

以助 了解急性化学物质中毒的危害和

特点
,

医技部门也要建立必要的毒物检测手段和解毒

药品的储备
,

为应急救援时的需要作好准备
。

3
.

1
.

2 建立急性中毒急救网络 医院
“

急性中毒应急

救援组
”

和所属的地段医院
、

工厂保健站等要建立急救

网络
,

在平时与有关单位协作对所属 的有毒有害工厂

落实预防急性中毒的措施
,

发生事故时能及时进行现

场抢救
,

安全运送病员
,

起到院前急救的重要作用
。

3
.

1
.

3 普及 自救互救知识 教育一般市民掌 握 当 化

学物质污染环境时的自救
、

互救基本知识
,

有计划地

开展科普教育
,

提高卫生素质
,

以达到在平时能预防疾

病
,

一旦发生事故时能自救和救人
。

3
.

1
.

4 负责组织
、

联络工作 在平时
“
急性中毒应急

救援组
”

要加强与院内外有关部门的联系
,

互通讯息
;

进行业务交流
。

3
.

2 应急救援时的任务

3
.

2
。

1 根据中毒的品种
,

病情的轻重
,

中毒的人数等

情况
,

及时安排和抽调医护人员组成抢救组
,

落实好

观察室
、

病房
、

抢救病区
、

监护病房等
,

并有专人负

责准备必要的检查项 目
、

药品
、

急救器材等
。

3
.

2
.

2 根据病情轻重
、

缓急情况
,

将病人分别安排在

不同的病区进行救治
,

既照顾全面
,

又突出重点
,

在

病程中要注意密切观察
,

不能忽视严重中毒早期临床

表现 不明显的患者及病情有变化者
。

3
.

2
.

3 尽快搞清中毒情况和毒物品种
。

3
.

2
.

4 根据毒物的毒作用及临床表现
,

拟汀 抢 救 方

案
,

.

包括病史记录的重点
,

观察项目
,

诊断及监护指

标以及抢救治疗措施等
,

检查和观察项 目要 有 针 对

性
,

有重点
。

3
.

2
.

5 及时研究病情
,

将各专科提出的处理意见
,

结

合化学毒物中毒的特点
,

加以分析综合
,

使既发挥各

专科的特长又适合具体情 况
,

每 日小结抢救 工 作 情

况
,

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
,

力求提高抢救水平
.

3
.

2
.

6 如有不幸死亡病例
,

应尽一 切可能争取尸解
,

为指导抢救提供十分有益的资料
。

3
.

2
.

了 应急救援组应有明确分工
,

主要有两组人员
,

一组以抢救任务为主
,

一组以管理工作为主
。

在抢救

期间
,

临床医护人员应全力投入急救医疗工作
,

不受

其他干扰
,

集中精力
。

管理组要负责全面领导
,

保证

各科抢救时需要的物资和条件
,

对外联系
、

接待
、

解

答病情等
。

3
.

2
.

8 职业病专科医师的主要职责
: ( 1) 在整个抢救

工作中负责抢救业务的指导工作
,

包括明确诊断
、

拟

订抢救计划并根据病情变化修整计划
,

对各专科提出

的治疗意见决定取舍
,

决定会诊
、

转院等 ; ( 2 )决定病

员的最后诊断
,

必要时提出劳动能力鉴定意见 , (3 )

执行有关法规 , ( 4) 在抢救告一段落时
,

负责各项必

要的总结工作
。

综合以上意见
,

在综合性医院成立
“

急性中毒应

急救援组
”

是有优越条件的
,

也是符合客观需要和卫

生部门发展规划的
,

希望有关领导部门重视和关心这

一工作
,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选择有条件的医

院进行试点
,

逐步推广
,

为预防急性中毒事故
,

搞好

应急救援
,

开展急诊医学
,

改革医疗体制
,

保障人民

健康作出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