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上所述，我市 2006—2012 年报告尘肺病1043例，新发

尘肺病例数依然较高，尘肺病防治形势比较严峻，控制尘肺

病的重点在煤炭系统和建材行业。建议加强粉尘作业人员的

个人防护，实施全面的职业健康教育，严格执行国家关于企

业防尘监测和接尘工人按期体检的规定，提高健康监护覆盖

率，努力做好我市尘肺防治工作，减少尘肺病的发生，切实

保障人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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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2例急性中毒住院病例分析
Analysis on 2782 cases of inpatient with acute poi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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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ai-dong，WEN Xiu-yun，GAO Lin

( 沈阳市第九人民医院，辽宁 沈阳 110024)

摘要: 统计分析我院 1990—2010 年 21 年中2782例急性中
毒住院病例的情况。职业性急性中毒1162例 ( 41. 8% ) ，其中
工业生产中急性中毒 952 例 ( 34. 3% ) ，农业生产中急性中毒
210 例 ( 7. 5% ) ，非职业性急性中毒1620例 ( 58. 2% ) 。职业
性急性中毒病例，除 4 次群体性中毒外，其余各年度病例数
变化不大，中、青年男性居多。非职业性急性中毒病例数量
大，中、青年女性居多，老年人占一定比例 ( 10% ) 。提示相
关部门不仅要加强工业劳动卫生监督管理，加强对农药产、
供、销、运、用的监督力度，对非职业性急性中毒也应高度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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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是我国较早建立的集职业病防、治、研一体的院所

之一，50 余年来按照《国家职业病诊断标准》诊治了大量职

业性急性中毒患者。1997 年我院相继被卫生部定为“国际紧

急救援中心网络医院”、被沈阳市卫生局定为“沈阳市急性中

毒救治中心”，非职业性急性中毒病人明显增多。现将 1990—
2010 年我院住院治疗的急性中毒病例进行统计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来源

1990 年 1 月 1 日—2010 年 12 月 31 日收治的急性中毒住

院病例资料2782例。
1. 2 方法

统计2782例住院治疗患者各年度的病例数、中毒类型及

性别、年龄、接触毒物种类等。将工业生产中因毒物跑、冒、
滴、漏等引起接触人员急性中毒列为工业急性中毒; 将农业

生产中因防护不当引起接触人员急性中毒列为农业急性中毒;

将日常生活中接触、吸入、口服有毒物质引起急性中毒列为

非职业性急性中毒。
2 结果

2. 1 概况

2782例患者中男1299例 ( 46. 7% ) 、女1483例 ( 53. 3% ) 。

其中，工业急性中毒的 952 例 ( 34. 3% ) 中男 657 例、女 195

例; 农业急性中毒 210 例 ( 7. 5% ) 中男 169 例、女 41 例;

非职业性急性中毒1 620例 ( 58. 2% ) 中，男 473 例、女1147

例。
2. 2 急性中毒病例年度分布

由图 1 可见 1997—2007 年每年中毒病例均超过 100 例，

最高达 246 例。由图 2 可见 1997—1999 年病例剧增，其原因

是在此期间发生了 4 起大型群体中毒事故。图 3 显示 1998—
2005 年间病例稍增，可能与此时郊区菜农兴起大棚种植有关，

种植者在较为密闭的环境中喷洒农药，且自我保护意识差，

发生中毒人数有所增加。由图 4 可见，1997 年本院被确定为

沈阳市中毒救治中心后，1998 年起收治非职业性急性中毒病

例明显增多。
2. 3 年龄分布

2782例患者年龄 9 ～ 86 岁，平均 37. 3 岁; 工业急性中毒

患者年龄 9 ～ 60 岁，平均 36. 6 岁; 农业急性中毒患者年龄 18
～ 63 岁，平均 38. 6 岁; 非职业性急性中毒病例年龄 16 ～ 86

岁，平均 36. 8 岁。中毒患者年龄分布见表 1。

图 1 2782例急性中毒病例年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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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工业生产中急性中毒病例年度分布

图 3 农业生产急性中毒病例年度分布

图 4 非职业性急性中毒病例年度分布

由表 1 可见，工业急性中毒主要集中在 21 ～ 50 岁，农业

急性中毒主要集中在 21 ～ 60 岁，非职业性中毒主要集中在 21
～ 50 岁，提示青壮年既是工业、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也是精

神压力较重需要特别关注的人群，相关部门、工作单位及家

人要给予必要的关心。
表 1 各类急性中毒病例的年龄分布

年龄

( 岁)

工业性 农业性 非职业性 合计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20 71 7. 5 6 2. 9 57 3. 5 134 4. 8

21 ～ 30 237 24. 9 39 18. 6 437 27. 0 713 25. 6

31 ～ 40 272 28. 5 42 20. 0 486 30. 0 800 28. 8

41 ～ 50 288 30. 2 74 35. 1 332 20. 5 694 24. 9

51 ～ 60 84 8. 5 42 20. 0 146 9. 0 272 9. 8

＞ 60 7 3. 3 162 10. 0 169 6. 1

合计 952 100. 0 210 100. 0 1620 100. 0 2782 100. 0

2. 4 接触毒物情况

2. 4. 1 工 业 急 性 中 毒 952 例 中 吸 入 中 毒 678 例， 占

71. 2% ; 吸入伴皮肤吸收中毒 201 例，占 21. 1% ; 吸入伴灼

伤 73 例，占 7. 7%。具体毒物见表 2。其中 1993 年某企业液

氨泄漏 ( 43 例) 、1997 年内蒙某市甲酚泄漏 ( 57 例) 、1997
年某企业硝基苯泄漏 ( 90 例) 、1998 年黑龙江某市氯气泄漏

( 54 例) 4 起群体中毒事故值得反思和吸取教训。
表 2 工业急性中毒毒物

毒物 例数 % 毒物 例数 %

氯气 163 17. 1 混合气体 28 2. 9

苯及其化合物 135 14. 2 一氧化氮 23 2. 4

氨类 86 9. 0 一氧化碳 13 1. 4

酸碱 ( 伴灼伤) 73 7. 7 硫化氢 18 1. 9

甲酚 60 6. 3 其他 315 33. 1

硫酸二甲酯 38 4. 0 合计 952 100. 0

2. 4. 2 农业急性中毒 经呼吸道及皮肤吸收中毒占绝大多数

( 206 例，98. 1% ) ，仅个别病例为经皮肤吸收中毒 ( 1. 9% ) 。
具体毒物见表 3。

表 3 农业急性中毒毒物

毒物 例数 % 毒物 例数 %

有机磷及混配农药 149 70. 9 百草枯除草剂 2 1. 0

丁苯胺等除草剂 41 19. 5 其他 13 6. 2

菊酯类农药 5 2. 4 合计 210 100. 0

2. 4. 3 非职业性中毒 非职业性急性中毒病例中，中毒毒物

80 余种，其中因误服、过量服药、饮酒过度、服毒自杀等经

消化道吸收中毒1311例 ( 80. 9% ) ，其余为吸入一氧化碳中毒

或误用 “偏 方”等 经 消 化 道 伴 皮 肤 吸 收 致 急 性 中 毒 占

19. 1%。见表 4。
表 4 非职业性急性中毒毒物

毒物 种类 例数 % 毒物 种类 例数 %

农药、灭鼠药 23 553 34. 1 乙醇 52 3. 2

超量治疗药物 25 425 26. 2 重金属 4 12 0. 7

一氧化碳 296 18. 3 其他 15 21 1. 3

安眠药 5 176 11. 0

消杀剂 8 85 5. 2 合计 1 620 100. 0

3 讨论

我院于 1990—2010 年 21 年间收治急性中毒住院患者2782
例，总病例男、女患者相差不大，年龄 20 ～ 50 岁居多。经分

类整理后，952 例工业生产中急性中毒患者男性 ( 657 例) 多

于女性，中、青年占多数 ( 20 ～ 50 岁，797 例) ，主要集中于

化工行业，以氯气、氨气、酸碱、硫酸二甲酯等刺激性气体

中毒居多。绝大多数经呼吸道吸入中毒 ( 占 71. 2% ) ，少数

伴皮肤吸收及灼伤。究其中毒原因主要是设备老化、生产线

自动化程度低、密闭性差、新建中小企业工人无防护用品、
工人缺乏防护知识、工人劳动强度大、家庭负担重、担心失

业等，常处于焦虑状态、精神不集中等综合因素导致毒物跑、
冒、滴、漏，引起作业工人急性中毒［1，2］。上世纪 90 年代后

期，随着大中型企业向市外搬迁，工厂从厂房到设备都得以

更新，科学现代化程度提高，近年工业生产中急性中毒病例

明显减少，无群体事故发生。
农业生产急性中毒病例 2000 年前后每年发生例数较多，

与郊区兴起大棚种植蔬菜，棚内喷洒农药及自我保护意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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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毒物多为有机磷及其混配农药、菊酯类农药、丁苯胺

除草剂等，绝大部分经呼吸道、皮肤联合吸收中毒。
1997 年始我院正式收治非职业性急性中毒患者，1990—

2010 年非职业性急性中毒住院1620例。1997—2010 年非职业

性急性中毒病例1596例多于职业性急性中毒 ( 同期农业中毒

194 例、工业中毒 643 例) ，中毒年龄 16 ～ 86 岁，中青年居

多。其中有使用煤炭、煤气、液化气烧饭采暖、淋浴过程中

忽略或缺乏安全知识引起的中毒 ( 多为住在郊区外来打工

者) ，饮酒过量、误服消杀剂、误用“偏方”致急性或亚急性

中毒; 例数最多的是自杀性口服 ( 1275例) 各种农药、灭鼠

药、剧毒化学品、安眠药或身边的各种治疗药而发生急性中

毒，其服毒自杀原因多与家庭纠纷、经济、婚姻、精 神 疾

病［3］、利益纷争及老年多病、孤独、无子女照顾、生活不能

自理、经不起病痛折磨、对生活丧失信心等有关。
针对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建议: ( 1) 加快化工企业陈旧

设备更新、改造及生产线自动化、密闭化并安装毒气超标报

警设备; ( 2) 适当减轻从事有毒作业工人劳动强度、安排工

间休息，以缓解疲劳与紧张情绪［4，5］; ( 3 ) 关注农药中毒危

害，加强农药产、供、销、运、用的监督力度; ( 4 ) 各相关

部门高度重视非职业性急性中毒，鼓励组建援助有困难老人

的慈善机构; ( 5) 扩大宣传安全使用各种消杀剂、煤炭采暖、
煤气、液化气烧饭、洗浴常识的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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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12 年佛山市职业病诊断病例分析
Analysis on occupational disease cases diagnosed during 2003 to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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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 2003—2012 年佛山市职业病诊断病例的职业病
种类、用人单位性质、年龄分布等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10年来佛山市职业病仍然以尘肺病为主，职业中毒及职业性
噪声聋呈上升趋势，职业病发病企业以非公有经济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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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是制造业大市，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广泛存在。
据初步统计，全市存在有毒有害因素的企业约 3 万家，接触

有毒有害因素劳动者约 100 万人，其中接触粉尘约 28 万人、
有毒化学因素约 47 万人、有害物理因素和其它有害因素约 25
万人［1］。为更好地了解我市职业病发病现状及特点，现对

2003—2012 年佛山市职业病诊断病例的病种、年龄、工龄等

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 1 资料

2003—2012 年职业病诊断机构上报的职业病诊断资料。
1. 2 方法

对 10 年间全市职业病诊断病例的诊断结果，职业病种

类，尘肺病患者年龄、工龄分布，用人单位性质等进行统计

分析。
2 结果

2. 1 2003—2012 年职业病诊断情况统计 ( 见表 1)

表 1 佛山市 2003—2012 年各类职业病新病例情况 例

年份 尘肺病
职业

中毒

职业性

皮肤病

职业性

耳鼻喉病

职业

肿瘤
其他 合计

2003 1 12 0 0 0 0 13

2004 11 0 0 0 0 0 11

2005 116 0 0 0 0 0 116

2006 6 7 0 2 1 1 17

2007 25 6 1 0 0 1 33

2008 53 4 1 1 0 1 60

2009 40 10 0 3 1 1 55

2010 64 15 1 0 3 2 85

2011 86 16 0 8 3 5 118

2012 40 6 2 24 2 0 74

合计 442 76 5 38 10 11 582

2003—2012 年佛山市共诊断各类职业病病例 582 例，其

中，尘肺病所占比例最高，为 442 例 ( 75. 9% ) ，其次为职业

中毒 76 例 ( 13. 1% ) 。职业中毒以慢性中毒为主，共有 70 例

( 92. 1% ) ，急性职业中毒 6 例 ( 7. 9% ) 。我市 10 年中共诊断

职业肿瘤 10 例，其中苯所致白血病 6 例，石棉所致肺癌 2
例，铬酸盐制造业工人肺癌 1 例，砷所致肺癌 1 例。有机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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