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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了解我省急性农药中毒情况 , 以拟定有效的管

理措施控制与降低农药中毒的发生。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信息报告网络平台 , 在健康危害因素监测系统中选取 2006年

安徽省 17个市农药中毒报告数据库导入 Excel进行统计分析。

2006年安徽省共报告农药中毒 2 653例 , 死亡 116例 , 病死率

为 4.37%。其中生产性农药中毒 、 非生产性农药中毒分别占

总中毒例数的 45.08%和 54.92%。 中毒者平均年龄为 42.0

岁 , 15 ～ 59岁青壮年占 82.25%;生产性农药中毒以男性为

主 , 非生产性农药中毒以女性为主;杀虫剂是引起农药中毒

的主要毒物 , 占 83.72%, 且以敌敌畏 、 甲胺磷和对硫磷 3类

有机磷农药中毒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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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 , 农药中毒防治工作任务很艰巨。

本文通过对安徽省 2006年农药中毒的现状 、 危害程度 、 发病

规律及其特点分析 , 为农村农药中毒预防控制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报告网络平台 , 在健康危害

因素监测系统中选取 2006年安徽省 17个地市 《农药中毒报告

卡》。

1.2　方法

全省农药中毒报告数据库导入 Excel, 用其筛选法进行汇

总统计 , 再使用 SAS6.12软件进行卡方检验和 t检验。

2　结果

2.1　农药中毒概况

2006年安徽省共报告农药中毒 2 653例 , 死亡 116例 , 病

死率为 4.37%。其中生产性农药中毒 1 196例 , 占 45.08%;

死亡 8例 , 病死率 0.67%。非生产性农药中毒 1 457例 , 占

54.92%;死亡 108例 , 病死率 7.41%。非生产性与生产性农

药中毒的病死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71.44, P<0.005)。

在生产性农药中毒病例中 , 生产性受雇引起中毒 45例 , 生产

性自用引起中毒 1 151例;非生产性农药中毒病例中 , 自服农

药中毒 190例 , 误服 (用)农药中毒1 267例。

2.2　人群分布

2.2.1　年龄分布　中毒者平均年龄为 42.0岁 , 最小不满 1

岁 、 最大 90岁 , 以 15 ～ 59岁青壮年为主 , 占 82.25%。非生

产性农药中毒者的平均年龄 (41.1岁), 大于生产性农药中毒

者 (39.1岁)。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农药中毒中 , 8个年龄段

报告发病例数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597.055, P<

0.005)。表 1显示 , 生产性农药中毒病例中 , 以 35 ～ 54岁组

为最多 (58.36%);在非生产性农药中毒病例中 , 以 25 ～ 44

岁组为主 (46.67%)。 0 ～ 14岁组的非生产性农药中毒病例

中 , 有 45% (36/80)是 0 ～ 4岁儿童 , 并以杀虫剂中毒为主 ,

占 63.89% (23/36)。

表 1　安徽省 2006年急性农药中毒报告病例的年龄分布

年龄

(岁)

合计

中毒

例数

死亡

例数

病死率

(%)

生产性农药中毒

中毒

例数

死亡

例数

病死率

(%)

非生产性农药中毒

中毒

例数

死亡

例数

病死率

(%)

0 ～ 88 3 3.41 8 — — 80 3 3.75

15 ～ 250 10 4.00 29 — — 221 10 4.52

25 ～ 467 20 4.28 139 1 0.72 328 19 5.79

35 ～ 775 18 2.32 423 2 0.47 352 16 4.55

45 ～ 445 16 3.60 275 2 0.73 170 14 8.24

55 ～ 245 12 4.90 159 1 0.63 86 11 12.79

60 ～ 149 4 2.68 98 — — 51 4 7.84

65 ～ 234 33 14.10 65 2 3.08 169 31 18.34

合计 2 653 116 4.37 1 196 8 0.67 1 457 108 7.41

2.2.2　性别分布　2 653例农药中毒中男 1 356人 、 女 1 297

人 , 男女之比为 1∶0.96。生产性农药中毒中男 809人 , 死亡 5

例;女性 387人 , 死亡 3人 , 男女之比 1∶0.48, 男性高于女

性。非生产性农药中毒中男 547人 , 死亡 49例;女性 910人 ,

死亡 59人 , 男女之比 1∶1.66, 女性高于男性。中毒原因的性

别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36.913, P<0.001)。

2.3　地区分布

全省 17个市均有农药中毒报告 , 但分布不均 , 主要集中

在合肥 、 滁州 、 蚌埠 、 宣城 、 阜阳五市 , 其例数之和超过总

中毒例数的 75%, 见表 2。

表 2　安徽省 2006年急性农药中毒报告病例的地区分布

合计

中毒

例数

死亡

例数

病死率

(%)

生产性农药中毒

中毒

例数

死亡

例数

病死率

(%)

非生产性农药中毒

中毒

例数

死亡

例数

病死率

(%)

5市 1 980 97 4.90 856 7 0.82 1 124 90 8.01

12市 673 19 2.82 340 1 0.29 333 18 5.41

合计 2 653 116 4.37 1 196 8 0.67 1 457 108 7.41

　　注:5市包括合肥 、 滁州 、 蚌埠 、 宣城 、 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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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季节分布

农药中毒全年均有发生 , 从 5月份开始明显增多 , 相对

集中发生于 7 ～ 9月份 (占 79.76%), 10月份开始减少 , 12

月份为低谷。生产性农药中毒有明显的季节分布 , 第二季度

的中毒 、 死亡例数分别占全年的 3.51%和 25%, 第三季度的

中毒 、 死亡例数分别占全年的 96.24%和 75%。非生产性农药

中毒在第二 、 三季度略大于第一 、 四季度 , 季节性变化不如

生产性农药中毒明显 。

2.5　农药中毒类别

2 653例中毒患者中有 2 221例属于杀虫剂农药中毒 , 占

83.72%, 其中的 78.84%是有机磷杀虫剂中毒 , 且以敌敌畏 、

甲胺磷和对硫磷 3类有机磷农药中毒为主 , 分别占有机磷杀

虫剂的 34.21%、 18.73%、 7.94%, 见表 3。

表 3　安徽省 2006年急性农药中毒报告病例的农药类别分布

农药类别 中毒例数 构成比(%) 死亡例数 病死率(%)

杀虫剂 2 221 83.72 99 4.46

　　有机磷类 1 751 78.84 81 4.63

　　　敌敌畏 599 34.21 18 3.01

　　　甲胺磷 328 18.73 20 6.1

　　　对硫磷 139 7.94 6 4.32

　　　氧乐果 123 7.02 10 8.13

　　　其他有机磷类 562 32.10 27 4.80

　　拟菊酯类 148 6.66 3 2.03

　　　氨基甲酸类 49 2.21 2 4.08

　　　有机氯类 29 1.31 1 3.45

　　　其他杀虫剂 244 10.98 12 4.92

杀菌剂 9 0.34 2 22.22

杀鼠剂 47 1.77 1 2.13

除草剂 225 8.48 8 3.56

混合制剂 64 2.41 — —

其他农药＊ 87 3.28 6 6.89

合计 2 653 100.00 116 4.37

　　＊:包括除杀菌剂 、 生物化学农药等未特指的农药。

3　讨论

通过对安徽省 2006年急性农药中毒进行的流行病学分析 ,

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1)从人群分布和农药中毒类型来看 ,

生产性农药中毒以 35 ～ 54岁男性为主 , 这与男性是农村家庭

的主要劳动力 , 接触农药机会比女性多有关。非生产性农药

中毒以 25 ～ 44岁女性为主 , 这与女性心里承受能力较男性低 ,

遇到不如意时易产生轻生念头有关。在非生产性农药中毒病

例中 , 误服 (用)农药中毒远多于自服农药中毒 , 与其他省

报告有所不同 [ 1] , 这主要反映了我省农药管理存在问题。近

年来 , 农村实行农田分户种植和农药市场放开 , 农药销售渠

道增多 , 购买方便 , 农户随意放置农药 , 这些都是造成误服

(用)增多的因素。故加强农药的使用管理已迫在眉睫。而 0

～ 4岁儿童误服中毒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2)从地

区分布来看 , 我省有 75%的农药中毒病例是来自 5个城市的

报告 , 这一方面与地区农药使用量密切相关 , 另一方面说明

更多地区的农药中毒管理和报告工作存在问题 , 缺乏强制性

措施 , 中毒患者就诊的绝大多数医疗单位不报或严重漏报。

山东省两乡为期 1年的急性农药中毒调查结果显示 , 35例生

产性农药中毒漏报率达 100%[ 2] 。据陈曙 等 [ 3]报道 , 我国农

药中毒漏报病例为 60% ～ 80%。所以 , 本研究分析的全省农药

中毒病例是报告发病数据, 并非实际发病数据。目前我省报告

农药中毒患者数严重少于实际农药中毒患者数。 (3)从季节分

布来看, 生产性农药中毒的流行高峰从每年 5月份开始 , 7月 、

8月为高峰 , 第三季度中毒例数明显增加。这是由于夏 、 秋季

节病虫害严重 , 施药量大 , 加上气温高 , 农药易挥发 , 施药者

裸露部位多 , 增大了农药的接触面积 , 农药被吸收的速度加快 ,

吸收量加大 , 增加了农药中毒机会。非生产性农药中毒的季节

变化不如生产性农药中毒明显 , 第二 、 三季度略大于第一 、 四

季度 , 这可能与农村农忙季节 (主要在 5月份和 8月份)易发

生家庭 、 社会纠纷 , 加上高温季节对人类机体生理功能产生一

系列负面影响 , 心理承受能力降低有关。 (4)从农药中毒发生

的农药品种来看 , 无论是生产性农药中毒还是非生产性农药中

毒均以毒性较高 、 价格相对便宜的有机磷农药为主。这与全国

其他地区报道一致 [ 4, 5] 。

为了控制农药中毒的发生 , 建议:(1)加强宣传教育工

作 , 使群众掌握农药施用的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 认识农药中

毒的严重性 , 了解中毒急救方法 ,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2)

加强农药管理工作。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农药市场的监督管理 ,

规范农药销售渠道 , 建立和健全农药许可证制度 , 应当实行

定点销售 , 专人负责保管。 (3)加强现有的农药中毒报告监

测系统 , 提高数据收集 、 分析 、 报告效率和质量 , 建立农药

中毒报告的主动监测点 , 是控制农药中毒 、 减少漏报率的一

个有效手段。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已开展了相关尝试 [ 6 , 7] 。 (4)

大力推广使用低毒 、 高效农药 , 推广科学的施药方法 , 改进

施药工具 , 遵守操作规程 , 合理配制施药浓度。 (5)做好农

药中毒救治工作 , 提高基层救治农药中毒的医疗水平 , 把农

药中毒的危害控制在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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