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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调查了农村医院与城市医院急诊中毒情况 , 发现

农村医院急诊中毒病例中以农药中毒占首位 , 加强预防农药

中毒知识的宣传是减少农药中毒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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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药中毒为代表的急性中毒是农村医院急诊的常见病

种 , 是危害广大人民健康的重要疾病。 为明确其中毒病因 、

发病情况及逐年变化 , 我们对安徽某地区医院近 3 年的急诊

中毒病人的病因进行了调查 , 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　调查方法

将该院 1997 年8 月至 2000 年7 月所有急诊病人进行登记 ,

重点为各类中毒病人。

2　结果

急诊中毒病因见表 1。

表 1　某地区医院急诊中毒发生情况

日　　期 急诊病例
农　　药

口服 喷洒
杀鼠药 酒精 安定类 一氧化碳 其他 总计 (%)

某地区医院 1997年 8月 ～ 1998年 7月 2 300 72 9 17 19 17 7 9 150 (6.5)

1998年 8月 ～ 1999年 7月 2 500 50 20 20 29 22 4 3 148 (5.9)

1999年 8月 ～ 2000年 7月 2 700 37 14 15 21 20 6 14 127 (4.7)

　　注:(1)其他类中包括芬必得 、 三七总甙片 、 避孕药 、 麻黄素等 , 近 2年中有两例为毒品中毒;(2)括号内数字为占同期急诊病例的百分

率。

农药中毒在整个急诊中毒病因中的比例见表 2。

表 2　某地区医院及上海某三级甲等医院急性中毒中农药中毒发病情况

日　　期 总数 农药 杀鼠药 酒精 安定类 一氧化碳 其他

某地区医院 1997年 8月 ～ 1998年 7月 150 81 (54.0) 17(11.3) 19 (12.7) 17 (11.3) 7 (4.7) 9(6.0)

1998年 8月 ～ 1999年 7月 148 70 (47.3) 20(13.5) 29 (19.6) 22 (14.9) 4 (2.7) 3(2.0)

1999年 8月 ～ 2000年 7月 127 51 (40.1) 15(11.8) 21 (16.5) 20 (15.7) 6 (4.7) 14(11.0)

总　　计 425 202(47.5) 52(12.2) 69 (16.2) 59 (13.9) 17(4.0) 26 (6.1)

某 “三甲” 医院 1999年 67 1 (1.5) 0 41 (61.2) 13 (19.4) 5 (7.5) 7 (10.4)

(同期急诊病例为63 429)

　　注:括号内为占总数的百分率。

3　讨论

3.1　从表 1可以看出 , 该院每年急诊病例中急性中毒占有一

定的比例 , 最高为 6.5%, 最低亦达 4.7%, 这与城市中的三

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有明显差别 , 该院 1999 年中毒病例数为 67

例 , 占总病例数的0.1%, 其中酒精中毒41 例 , 占 61.2%;而

且某地区医院中毒的种类繁多 , 这就要求急诊医师要牢固掌

握急性中毒的救治原则 , 尤其是那些有特殊解毒剂的毒物中

毒的抢救方案 , 急诊药房亦应备全备足特殊解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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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从表 2可知 , 农药中毒占急性中毒的 47.5%, 加上杀鼠

药中毒的病例数 , 可达整个急性中毒的 59.7%, 尤其是口服

农药中毒的比例高达 37.4%, 而且农药常用的品种就有有机

磷类 、 氨基甲酸酯类 、 拟除虫菊酯类及沙蚕毒系农药 , 偶尔

有有机氯类农药 , 尚有除草剂 、 农用熏蒸剂 , 且多混合使用 ,

增加了急诊医师诊断及治疗的困难 , 因而搞清混配农药中毒

的特殊性有极重要的意义。 杀鼠药的品种也十分复杂 , 且多

中毒程度深 , 个别尚无特效解毒剂 , 亦应加以关注。

3.3　农药中毒尤其是口服农药中毒的比例高 , 这主要是因为

农村农药管理不善 , 几乎每家每户均藏有剧毒农药 , 且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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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无需任何证明 , 加之农民文化及心理素质差 , 遇有琐事

即口服农药自杀。另外 , 喷洒农药经皮肤吸收中毒这种可以

避免的中毒仍时有发生。 杀鼠药中毒也较常见 , 杀鼠药亦是

一类农药 , 所以将其从普通农药中分出 , 是基于儿童误食这

一重要原因 。因而加强农药和杀鼠药的管理 , 是减少农药中

毒的重要环节。

3.4　由表 1可以看出 , 急性中毒的发生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

尤其是口服农药中毒占急性中毒的比例由 3.1%降至 1.3%,

有明显的下降 , 但喷洒农药经皮肤吸收中毒的发生情况无明

显变化。此外 , 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 , 告知预防农药中毒

的知识也十分重要。近两年来已发现两例毒品中毒 , 急诊医

师要加强这方面知识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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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二甲基甲酰胺 (DMF)虽属低毒 , 但是强亲肝毒

物 , 可经呼吸道和皮肤吸收。经劳动卫生学调查及鉴别诊断 ,

本起事故中的 3名工人被确诊为 DMF中毒性肝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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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于 1998 年 10 月对某皮革有限公司近期内连续发生 3

例急性肝炎病例进行了调查 , 结果认为是由于接触 DMF 引起

的中毒性肝病 , 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　病例调查

3 例均为女性 , 年龄分别为 31、 28、 34 岁 , 为该厂仿革生

产车间鞣革工段工人 , 接触 DMF 15 ～ 18 天后感全身无力 、 恶

心 、 呕吐 、 食欲下降 、 上腹部疼痛 、 消瘦去当地卫生院诊治 ,

肝功能检查发现 AST 分别为 750、 200、 204U/ L, ALT 为 432 、

110 、 105U/ L , 总胆红素为<17、 29、 18μmol/L , 抗-HAV-IgM 、

乙肝两对半指标 、 抗-HCV、 抗-HDV-IgM、 抗-HEV-IgM 均为阴

性 , 其中 1例住院治疗 , 2例在家治疗 , 1 个月后症状皆消失。

2　典型病例

宋某 , 女 , 31 岁 , 仿皮革车间鞣革工 , 于 1998 年 8 月 29

日到该厂工作。接触 DMF16 天后 , 自感全身无力 、 恶心 、 呕

吐 、 食欲下降 、 上腹部疼痛等 , 去当地卫生院诊治 , 因肝功

能异常转市传染病医院肝炎科住院治疗。入院检查:精神萎

靡 , 皮肤无黄染 , 心肺 (-), 肝区有叩击痛 , 肝肋下 1.5cm ,

质软。 肝功 能:TB 19U/ L, AST 750U/ L , ALT 432U/ L, γ-

GT 62U/ L ,白蛋白 39g/L , 球蛋白 15g/ L , 抗-HAV-IgM、 乙肝两

对半指标 、 抗-HCV、 抗-HDV-IgM、 抗-HEV-IgM 阴性。 经用齐

墩果酸 、 茵栀 、 门冬氨酸钾镁等保肝治疗后病情好转 , 肝功

能基本正常 , 于 10月 10 日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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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场劳动卫生学调查

　　该厂属个体乡镇企业 , 生产工艺为聚氨酯树酯加丙酮 、

醋酸乙酯 , 用 DMF 作溶剂生产人造革。该工艺分:配浆料 、

上浆 、 拉膜 、 成型 、 鞣革 、 切割成卷工段。

该生产车间 , 仅拉膜工段有一吸排风装置 , 其余工段均

无防护设备 , 尤其是配料 、 加浆料均为敞开式人工搅拌 、 加

料 , DMF 在车间任意散发 , 工人无个人防护用品 , 工人分两

班 , 每人每天工作 12 小时 , 在事故发生前 2 个月未休息过。

10 月份我站对生产车间工人操作位进行监测 , 监测结果

DMF浓度为9 ～ 29.2mg/m3 , 平均 20mg/m3 , 超标率80%。同时

对 40 名操作工人作了体检 , 其中有恶心 、 呕吐 、 食欲不振 、

上腹部不适消化道症状者占 20%。 有 2 名配料工肝功能检查

AST 为70U/ L和 48U/L。其余正常。

4　讨论

4.1　诊断中毒性肝病依据

通过病例 、 劳动卫生学调查 , 我们认为这 3例患者是由于

接触 DMF所致的中毒性肝病 , 其理由:(1)DMF是亲肝毒物 ,

它不但可从呼吸道吸入亦可经皮肤吸收 , 该 3 名患者均为同

一工种 , 其工位在拉膜 、 涂膜的下风向 , 是 DMF 浓度最高的

岗位 (鞣革工位 DMF浓度为 29.2mg/m3), 同时在进行鞣革时 ,

工人无个人防护用品 , 又处于炎热夏天 , 可经呼吸道和皮肤

吸收较大量的 DMF。 (2)根据劳动卫生学调查 , 该厂防护条

件差 , 在拉膜工段虽有一吸排风装置 , 但业主因耗电量大及

原料损耗而不常开 , 致使 DMF车间浓度超标 , 加上生产任务

重 , 工人加班加点不休息 , 疲劳易促使中毒事故发生。 (3)3

名患者的症状 、 体征 、 实验室检查 、 治疗转归情况以及 DMF

接触史可与病毒性肝炎鉴别。

根据以上调查分析 , 参照中毒性肝病诊断标准 , 我们诊

断为 DMF中毒性肝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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