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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　了解全国农药中毒的流行病学特征。方法　将 2001 年至 2005 年接到的全国农药中毒电话咨询记录

输入 Excel , 用筛选法进行汇总 , 再用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2001 年至 2005 年农药中毒电话咨询记录共

5 644例 , 其中生产性中毒 、 非生产性中毒分别占 15.5%和84.5%。中毒者平均年龄 33.4岁 , 15 ～ 59 岁青壮年占 82%;

0 ～ 14 岁组的非生产性中毒主要是误服所致;生产性中毒以男性为主 , 非生产性中毒以女性为主。结论　目前我国农

药中毒情况仍然严重 , 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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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5644 pesticides poisoning cases seeked advice

ZHU Qiu-hong , SUN Cheng-ye , ZHANG Xing , ZHANG Shou-lin , XIE Li-jing

(China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 National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Poison Control , Beijing 100050 ,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find out the epidemiolog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ses seeked advice for pesticides poisoning in China.

Method The cases were computed by Excel according to the consultation-phone record and analyzed by SPSS11.5 statistics software.

Result A total of 5 644 cases were collected by phone record from 2001 to 2005.Among them , the occupational incidence and non-

occupational poisoning accounted for 15.5% and 84.5% respectively.Their average age was 33.4 years , 82% were 15 ～ 59 years

old , the 0～ 14 years old patients were mainly induced by non-occupational cause such as wrong-taking;additionally , majority of the

male patients were caused by occupational poisoning , and majority of the female patients were caused by non-occupational causes.

Conclusion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pesticides poisoning by the government , and medical workers should also actively engage in

the public health.

Key words:Agricultural chemicals;Poisoning;Consultation

　　农药在有效控制病虫害 、 保证农业增产的同时 ,

因使用 、保管不当也对人体健康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农药中毒一直是我国农民重要的职业卫生和公共卫生

问题。为了解近几年我国农药中毒情况 , 对 2001年

至2005年国家中毒控制中心接到的全国农药中毒电

话咨询记录进行分析 , 现总结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文资料来源于全国 31个省 、市 、 自治区 2001

年1月至 2005年 12月的农药中毒咨询个案记录。报

告对象主要为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农药人员所发生的

生产性中毒和自服 、 误服等引起的非生产性中毒 。

1.2　调查方法

由中毒控制中心专业人员填写农药中毒咨询记录

表。记录表的内容主要包括发病的时间 、 地点 、 人

数 、 中毒原因 、 接触农药的品种 、 数量以及病情和处

理等 。以上资料多数由经治医生提供 , 少数由患者本

人或家属咨询。

1.3　质量控制

对 5年所有的农药中毒咨询记录逐一进行核对 ,

去除重复咨询记录 、 对成分记录不详的按农药登记证

号或商品名在农药电子手册中查询 , 删除多项缺失的

咨询记录 。对部分病例进行电话随访。

1.4　资料分析及统计学处理

对2001年至 2005年的农药中毒咨询记录按统一

格式录入 Excel , 用筛选法进行汇总统计 , 用 SPSS软

件进行 t检验和χ2检验 。

2　结果

2.1　农药中毒人群分布

2001年至 2005年全国农药中毒咨询病例总数为

5 644例 , 其中生产性中毒 875 例 , 非生产性中毒

(包括自服 、误服和误食被农药污染的食物等)4 769

例 , 分别占中毒的 15.5%和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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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年龄分布 　5 644例中 , 年龄最小的不足 1

岁 , 最大的 92岁 。无论是生产性中毒还是非生产性

中毒 , 都以中青年为主 (表 1)。14 岁以下儿童

89.6%是误服中毒 。
表 1　5644例农药中毒咨询病例中毒原因与年龄分布

年龄

(岁)

生产性中毒

例数 构成比(%)

非生产性中毒

例数 构成比(%)

合计

例数 构成比(%)

0～ 9 1.0 585 12.2 594 10.5

15～ 284 32.4 2 164 45.6 2 448 43.4

35～ 508 58.1 1 670 34.9 2 178 38.6

60～ 54 6.2 302 6.3 356 6.3

不详 20 2.3 48 1.0 68 1.2

合计 875 100 4 769 100 5 644 100

2.1.2　性别分布　男女性别比为1∶1.3。其中生产性

中毒的男女比为 1.5∶1 , 生活性中毒的男女比是

1∶1.4。总的性别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
=94.11 , P

<0.005)。

2.2　农药中毒咨询病例的地区分布

农药中毒病例主要来自山东 、 河北 、 河南 、 安

徽 、 湖北 、江苏 、四川 7省 , 其病例数之和占中毒总

例数的 58.5%, 而其他 24 个省 、市 、自治区的病例数

仅占 41.5%。上述资料显示农药中毒与地区种植农

作物的种类和数量密切相关 ,主要发生在粮棉产区 。

2.3　农药中毒病例的时间分布

2.3.1　年度趋势　从表2可见 , 无论是生产性还是非

生产性农药中毒 , 5年的咨询病例数都呈逐年上升趋

势 , 病例数每年平均递增 39.5%。
表 2　2001年至 2005年全国农药中毒咨询病例动态分析

年份
合计

例数 环比(%)

生产性中毒

例数 环比(%)

非生产性中毒

例数 环比(%)

2001 494 64 430

2002 726 146.9 79 123.4 647 150.5

2003 984 135.5 136 172.1 848 131.1
2004 1 382 140.4 165 121.3 1 217 143.5

2005 2 058 148.9 431 261.2 1 627 133.7

2.3.2　季节性变化　从表3可以看出 , 农药中毒咨询

病例从 4月份开始明显增多 , 10 月份开始明显下降 ,

且在 7 ～ 9月份有一个高峰。其中 1 ～ 4季度中毒咨询

病例数分别占总中毒咨询病例数的 14.3%、 30.7%、

36.0%、 18.9%。

表 3　5644例农药中毒病例的时间分布

月份
2001年

生产 非生产

2002年

生产 非生产

2003年

生产 非生产

2004年

生产 非生产

2005年

生产 非生产

1～ 3 3 57 2 120 9 110 17 211 10 269

4～ 6 18 104 15 168 42 268 83 399 120 517

7～ 9 38 170 52 212 79 272 54 358 286 513

10～ 12 5 99 10 147 6 198 11 249 17 326

合计 64 430 79 647 136 848 165 1 217 433 1 625

2.4　中毒咨询记录的农药类别分布

由表 4可见 , 农药中毒咨询病例中有机磷类和菊

酯类约占 50%, 混配农药占 23.5%, 百草枯 、 赛丹

分别占 6.4%和 5.5%, 其他类农药占 17.6%。其中

混配农药中约 73.4%含有有机磷或菊酯 , 说明有机

磷和菊酯类杀虫剂仍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广泛 。另外从

表4中还可发现 , 从 2001年到 2005年 , 有机磷中毒

病例所占比例逐年下降 , 而菊酯类和混配农药中毒病

例所占比例逐年上升 。

表 4　5644例农药中毒咨询病例的品种构成

年份
有机磷类

例数 %

菊酯类

例数 %

氨基甲酸酯类

例数 %

混配

例数 %

百草枯

例数 %

硫丹

例数 %

其他

例数 %

2001 188 38.1 57 11.5 24 4.9 86 17.4 41 8.3 98 19.8

2002 226 31.1 111 15.3 35 4.8 134 18.5 47 6.5 36 5.0 137 18.9

2003 213 21.6 238 24.2 33 3.4 212 21.5 59 6.0 61 6.2 168 17.1

2004 198 14.3 341 24.7 27 2.0 304 22.0 66 5.0 76 5.5 270 19.5

2005 196 9.5 693 33.7 18 0.9 588 28.6 151 7.3 93 4.5 319 15.5

3　讨论

2001年至 2005年共接到农药中毒电话咨询5 644

例 , 其中生产性中毒 875例 , 非生产性中毒4 769例 ,

非生产性中毒是生产性中毒的 5.5倍。说明非生产性

农药中毒已经成为我国农药中毒的主要原因 , 应该引

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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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农药中毒的人群特征

农药中毒在各个年龄段都可以发生 。其中生产性

农药中毒主要集中在 35 ～ 59岁 , 占所有生产性农药

中毒的 58.1%, 与其他年龄组存在明显差异。非生

产性农药中毒主要集中在 15 ～ 59岁 , 占所有非生产

性农药中毒的 80%, 而且在 15 ～ 34岁有一个高峰 ,

和其他报道一致
[ 1 , 2]

。14岁以下儿童的非生产性中毒

约有 89.6%是因误服引起。农药中毒的性别分布 ,

生产性农药中毒男性多于女性 , 主要是因为在大多数

农村地区 , 男性承担农田喷药的工作;而在非生产性

农药中毒中是女性多于男性 , 主要是由于近年来随着

大量的年轻男性外出务工 , 女性在家庭中充当多方位

的角色 , 面临各种家庭矛盾 , 且自身情感相对较脆

弱 , 易于冲动而服毒自杀
[ 2]
。

3.2　农药中毒的时间 、 区域特征

农药中毒有明显的季节性 , 生产性农药中毒高发

为第二 、 第三季度 , 与第一 、 第四季度相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因 4 ～ 9月份农作物病虫害高发 , 用药量

大 , 气温高 , 毒物易挥发 , 喷药者皮肤易沾染 、 吸收

所致。非生产性中毒与生产性中毒的高发季节一致 ,

主要是因为农药使用和贮存量较大时 , 给服毒行为带

来方便。这与多项报道一致[ 3～ 6] 。我国的农药中毒还

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 本资料分析发现 , 农药中毒主要

发生在河北 、河南 、 山东 、湖北 、 江苏 、四川 、 安徽

等7个农业大省 , 占全部农药中毒的 58.5%。

3.3　农药中毒的品种

通过对5年资料的分析发现 , 有机磷中毒在所有

农药中毒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下降 , 而菊酯类农药与混

配农药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 , 这可能是因为国家出台

了一系列的限制高毒农药生产 、 销售和使用的政策 ,

积极推广高效 、 低毒 、低残留的环保型农药 。不过值

得指出的是 , 在混配农药中含有机磷或菊酯的占

73.4%, 说明人们已经改变了过去单一的用药方式 ,

向多元化发展 , 很好地解决了害虫的抗药性问题 。

把得到的资料进一步进行对比可以看出 , 2001

年至 2005年农药中毒咨询病例逐年增多 , 每年平均

递增 39.5%。出现这种趋势的可能原因有以下几种:

(1)我国农作物病虫害严重 , 农药使用的范围和使用

量逐年增加。 (2)我中心自 1999 年成立以来 , 不断

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宣传 , 扩大了影响。(3)人们越来

越关注自身的健康 , 再加上近几年通讯技术的快速发

展 , 给电话咨询提供了便利。

3.4　存在的问题

尽管本文资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农药中毒

的特点 , 但由于资料来源等原因 , 难免有许多偏差。

我国农药中毒的实际情况远比我们了解的要严重得

多 , 特别是生产性中毒 , 漏报率严重 , 主要是因为生

产性农药中毒症状一般较轻 , 多数患者在乡村的私人

诊所或卫生所治疗。正如我们在山东两乡村进行为期

一年的急性农药中毒的调查所示 , 35 例生产性中毒

100%漏报[ 7] 。2000年 Marray 等[ 8] 对中美洲 6个国家

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 , 农药中毒漏报率达 98%, 其

中生产性中毒漏报占 76%。由此可见 , 生产性中毒

漏报在国内外均存在 。非生产性农药中毒的年龄 、性

别分布和国内其他报道一致
[ 9]
。

3.5　预防措施

农药中毒是可以预防的 , 关键是普及预防农药中

毒的科学知识。充分利用报纸 、广播 、 黑板报和电视

等多种形式宣传安全用药的重要性 , 向农民宣传国家

有关法规 , 提高农民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10] 。同时

要加强农药集中管理 、固定存放 、 统一使用 , 注重提

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素质修养 , 增强心理承受能力 ,

减少轻生念头 , 减少误服 、自服事件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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