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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12 年青海省农药中毒情况分析
Analysis on general situation of pesticides poisoning in Qinghai province during 200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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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收集、整理青海省各市、县 ( 区) 2007—2012 年
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信息系统的农药中毒病例报告卡，将数据
导入 Excel进行汇总分析，根据农药中毒病例报告卡所列的项
目进行分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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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农药产量和品种不断增加，

农药的应用在产生较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潜在

的危害。农药中毒对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影响极大，

目前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1］。在农村，由于农药

容易获得，农药已是自杀性中毒的主要工具［2］。我们通过对

青海省 2007—2012 年发生的农药中毒病例进行分析，由此掌

握全省农药中毒的现状、危害程度、发病规律及其特点，为

农药中毒预防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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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012 年青海省各市 ( 州) 、县

( 区) 报告的《农药中毒报告卡》。
1. 2 方法

根据 农 药 中 毒 报 告 卡 所 列 的 项 目 进 行 分 类 统 计，对

2007—2012 年青海省农药中毒情况进行分析，数据使用 Excel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 1 发病与死亡情况

2007—2012 年青海省共报告农药中毒1 743例，死亡 192
例，病 死 率 为 11. 02% ; 其 中 生 产 性 中 毒 为 153 例， 占

8. 78%，死亡 15 例，病死率为 9. 8% ; 非生产性中毒1 590
例，占 91. 22%，死亡 177 例，病死率为 11. 13%。各年度农

药中毒发病及死亡情况见表 1。
2. 2 地区分布情况

全省共有 1 市 1 地 6 州，农药中毒病例分布不均，大部

分集中在海东地区、西宁市、海西州，果洛州无农药中毒病

例报告。各地区农药中毒分布情况详见表 2。
2. 3 性别分布情况

1 743例农药中毒病例中，男性 666 人、女性1 077人，男

女之比 为 1 ∶ 1. 62。生 产 性 农 药 中 毒 153 人，男 女 之 比 为

1∶ 1. 51，女性高于男性; 非生产性农药中毒病例1 590人，男

女之比为 1∶ 1. 63，女性高于男性。见表 3。
表 1 2007—2012 年农药中毒病例的发病与死亡情况

年份

生产性中毒 非生产性中毒 合计

中毒

例数

死亡

例数

病死率

( % )

中毒

例数

死亡

例数

病死率

( % )

中毒

例数

死亡

例数

病死率

( % )

2007 21 2 9. 52 233 33 14. 16 254 35 13. 78
2008 25 3 12. 00 239 28 11. 72 264 31 11. 74
2009 24 4 16. 67 308 34 11. 04 332 38 11. 45
2010 11 2 18. 18 271 20 7. 38 282 22 7. 80
2011 18 2 11. 11 251 23 9. 16 269 25 9. 29
2012 54 2 3. 70 288 39 13. 54 342 41 11. 99
合计 153 15 9. 81 1590 177 11. 15 1743 192 11. 02

表 2 2007—2011 年农药中毒的地区分布

地区

生产性中毒 非生产性中毒 合计

中毒

例数

死亡

例数

病死率

( % )

中毒

例数

死亡

例数

病死率

( % )

中毒

例数

死亡

例数

病死率

( % )

西宁市 56 4 7. 14 580 47 8. 10 636 51 8. 02
海东地区 84 7 8. 33 864 111 12. 85 948 118 12. 45
海北州 1 0 0 14 1 7. 14 15 1 6. 67
黄南州 1 0 0 18 1 5. 56 19 1 5. 26
海南州 3 0 0 24 3 12. 50 27 3 11. 11
海西州 6 4 66. 67 87 14 16. 09 93 18 19. 35
玉树州 2 0 0 0 0 0 2 0 0
不祥 0 0 0 3 0 0 3 0 0

合计 153 15 9. 80 1590 177 11. 13 1743 192 11. 02

表 3 2007—2012 年农药中毒病例的性别分布

性别

生产性中毒 非生产性中毒 合计

中毒

例数

死亡

例数

病死率

( % )

中毒

例数

死亡

例数

病死率

( % )

中毒

例数

死亡

例数

病死率

( % )

男 61 8 13. 11 605 71 11. 74 666 79 11. 86
女 92 7 7. 61 985 106 10. 76 1077 113 10. 49

合计 153 15 9. 80 1590 177 11. 13 1743 192 11. 02

2. 4 年龄分布情况

各年龄组均有中毒病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中毒病例、
死亡病例均以 15 ～ 54 岁年龄组较高。详见表 4。
2. 5 农药品种分布情况

1 743例农药中毒病例中，1 015例 ( 58. 23% ) 属于杀虫剂中

毒，杀虫剂中毒中以有机磷类农药中毒为主，为 745 例 ( 占杀虫

剂中毒的 73. 40%，占农药中毒总数 42. 74% ) ，有机磷中毒以敌

敌畏、甲胺磷、氧乐果和对硫磷 4 类为主。除草剂、杀鼠剂中毒

病例近年来有上升趋势，分别占农药中毒病例总数的 21. 17%、
11. 70%，其中毒鼠强占杀鼠剂的 25. 98% ; 且以非生产性中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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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占 94. 61% ( 193/204)。详见表 5。
表 4 2007—2012 年农药中毒病例的年龄分布

年龄

( 岁)

生产性中毒 非生产性中毒 合计

中毒

例数

死亡

例数

病死率

( % )

中毒

例数

死亡

例数

病死率

( % )

中毒

例数

死亡

例数

病死率

( % )

＜15 5 0 0 149 14 9. 40 154 14 9. 09
15 ～ 34 77 9 11. 69 745 67 9. 00 822 76 9. 25
35 ～ 34 46 4 8. 70 533 67 12. 57 579 71 12. 26
≥55 25 2 8. 00 163 29 17. 79 188 31 16. 49
合计 153 15 9. 80 1590 177 11. 13 1743 192 11. 02

表 5 2007—2012 年农药中毒病例的农药品种分布

农药名称

生产性中毒 非生产性中毒 合计

中毒

例数

死亡

例数

病死率

( % )

中毒

例数

死亡

例数

病死率

( % )

中毒

例数

死亡

例数

病死率

( % )

敌敌畏 21 4 19. 05 109 17 15. 60 130 21 16. 15
甲胺磷 6 1 16. 67 53 18 33. 96 59 19 32. 20
对硫磷( 1605) * 2 0 0 40 7 17. 50 42 7 16. 67
氧化乐果＊＊ 5 0 0 86 11 12. 79 91 11 12. 09
其他有机磷类 36 3 8. 33 387 61 15. 76 423 64 15. 13
拟菊酯类 10 0 0 87 4 4. 60 97 4 4. 12
其他杀虫剂 14 5 35. 71 159 24 15. 09 173 29 16. 76
杀菌剂 1 0 0 11 0 0 12 0 0
毒鼠强 1 0 0 52 1 1. 92 53 1 1. 89
其他杀鼠剂 10 0 0 141 1 0. 71 151 1 0. 67
除草剂 39 2 5. 13 330 20 6. 06 369 22 5. 96
混合制剂 1 0 0 14 1 7. 14 15 1 6. 67
生物化学农药 3 0 0 17 5 29. 41 20 5 25. 00
其他 4 0 0 104 7 6. 73 108 7 6. 48

合计 153 15 9. 80 1590 177 11. 13 1743 192 11. 02

注: * ，包括甲基对硫磷; ＊＊，包括乐果。

2. 6 季节变化情况

全年均有发生，无明显的季节变化。其中生产性中毒和

非生产性中毒均在第二季度开始增高，二、三季度中毒人数

相对较多，占总病例数的 55. 42%，见表 6。
表 6 2007—2012 年农药中毒病例的季节分布

季度

生产性中毒 非生产性中毒 合计

中毒

例数

死亡

例数

病死率

( % )

中毒

例数

死亡

例数

病死率

( % )

中毒

例数

死亡

例数

病死率

( % )

一 29 3 10. 34 378 44 11. 64 407 47 11. 55
二 52 3 5. 77 462 63 13. 64 514 66 12. 84
三 40 8 20. 00 412 44 10. 68 452 52 11. 50
四 32 1 3. 12 338 26 7. 69 370 27 7. 30

合计 153 15 9. 80 1590 177 11. 13 1743 192 11. 02

3 讨论

3. 1 农药中毒类型特征

2007—2012 年青海省急性农药中毒报告病例数总体呈现

稳定趋势，2012 年的中毒人数相对较多，主要是因为加强了

农药中毒报告的力度，减少了漏报和不报; 其中每年的非生

产性农药中毒报告例数和死亡例数都高于生产性农药中毒报

告病例数，非生产性中毒呈明显上升趋势，非生产性中毒是

生产性中毒的 10. 39 倍，表明非生产性农药中毒已成为我省

农药中毒的主要问题，而且非生产性自服远远多于非生产性

误服，服毒自杀是农药中毒发生的主要原因，应该引起重视，

这和近年来的其他文献报道［3 ～ 5］一致。
3. 2 农药中毒性别、年龄特征

农药中 毒 以 15 ～ 54 岁 人 群 为 主，占 总 中 毒 病 例 数 的

80. 39%。生产性农药中毒无性别差异，说明女性在生产中与

男性接触农药的机会同等，中毒比例接近。非生产性农药中

毒女性较男性增加 62. 81%，这可能与女性在生活压力、心理

素质等方面的承受能力较男性差，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易产

生轻生念头有关。而且在农村，农药比较容易获得等诸多因

素也造成女性中毒人数明显高于男性，女性是非生产性自服

农药中毒的主要受害者［6］。
3. 3 农药中毒的地区特征

农药中毒病例大部分集中在海东地区、西宁市、海西州，

这三个地区是我省主要的农业区，农药使用量较大，比较容

易获得，非生产性农药中毒病例远远高于生产性中毒; 玉树

州和果洛州为牧区，基本不使用农药，所以基本无中毒病例。

这与我省省情一致，说明农药中毒病例数与该地区农药使用

量密切相关。目前，农药中毒报告工作缺乏强制性措施，中

毒患者就诊的一些医疗单位不报或漏报现象时有发生。据陈

曙旸等［7］报道，我国农药中毒漏报病例为 60% ～80%。所以，

本文分析的全省农药中毒病例只是上报的中毒病例，少于实

际中毒的病例数。
3. 4 农药中毒的品种

从农药中毒品种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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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除草剂、杀鼠剂中毒病

例近年来有上升趋势，说明人们已经改变了过去单一的用药

方式，向病、虫、草、鼠害防治并重转变［6］。有机磷中的甲

胺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属于高毒农药，国家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已全面禁止在农业生产中使用，杀鼠剂中的毒鼠强

也是国家明令禁止的高毒农药［9］，但是在农村还在大量使用，

而且占有很大的比例，严重危害着劳动者的健康，说明我省

农药使用混乱，缺乏强有力的监管。
3. 5 季节变化

农药中毒全年均有发生，无明显的季节变化，这和一些

文献报道的农药中毒全年均可发生，季节性不明显［2］一致。
综上，农药中毒仍严重危害着农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因此加强农药中毒防治工作不可忽视。为了减少和预防

农药中毒，建议: 大力推广使用低毒、高效农药代替高毒农

药; 加强农药科普知识的宣传，使群众掌握农药施用的安全

技术操作规程，增强个人防护意识，减少生产性农药中毒发

生; 自杀性农药中毒多为冲动性行为，与心理状态似有密切

关系［1］，应积极开展心理健康咨询和教育，及时干预各种心

理疾病［8］，减少非生产性自服农药中毒发生; 进一步加强农

药中毒报告工作，提高报告能力和质量，减少漏报和不报，

也是预防控制农药中毒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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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铝型材加工业职业病危害现状及防护设施调查
Investigation on present status of occupational hazards and protective facilities in

aluminum profile production industry of Fosh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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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及现行的
职业卫生法律、法规、标准，对全市范围内的铝材加工企业
的工作场所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现有的防护设施及
措施、职业卫生管理水平等进行调查，并对主要职业病危害
因素进行检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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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铝材加工企业发展历史悠久，特别是上世纪九十

年代初铝材产业飞速发展。为进一步了解佛山市铝型材加工

产业的职业病危害状况，针对该行业建立一个完整的职业病

危害风险评估体系，我们对辖区内的铝型材加工企业工作场

所的主要职业病危害现状及防护设施进行了调查分析，现报

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对佛山市 30 家铝材加工企业生产车间、辅助用室 ( 浴

室、食堂、员工宿舍、活动室等) 进行现场调查，并随机抽

取 500 名员工进行问卷调查。
1. 2 方法

1. 2. 1 现场调查 从该铝型材加工企业随机抽查 30 家进行

职业病危害状况调查，了解该行业生产工艺、原辅料、管理

机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和个人防护、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教育培训、健康监护等情况。

1. 2. 2 问卷调查 包括企业基本情况、职业卫生管理水平、

工作环境条件、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等内容。采用半开放式问

卷，调查对象自愿参加。发出调查问卷 500 份，实际收回调

查问卷 485 份，问卷收回率为 97. 0%。
1. 2. 3 工作场所检测 按照《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

测》 ( GBZ159—2004) 的采样规范要求，对工作场所空气中

的有害因素进行采样检测。根据《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 GBZ1—2010)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化学有

害因素》 ( GBZ2. 1—2007) 和《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

限值 物理因素》 ( GBZ2. 2—2007) 等标准进行评价。
1. 3 统计分析

调查表采用 Excel 工作表建立数据库进行录入、整理以及

逻辑校对，运用 SAS9. 1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

2. 1 企业基本情况

2. 1. 1 企业类型 根据职工人数对铝材加工企业进行分类，

＜100 人为小规模，100 ～ 500 人为中等规模， ＞ 500 人为大规

模。分别从大、中、小规模的铝材加工企业中各随机抽取 10

家，共 30 家为调查对象。
2. 1. 2 生产工艺 铝型材加工企业的生产工艺、使用原料大

致相同，生产过程中的原料为铝棒或铝锭，主要辅料为硫酸、

硝酸、盐酸、氢氟酸、氢氧化钠、氨水、氟化铵、氟化氢铵、
聚酯粉末或油漆等，主要的生产工艺流程［1 ～ 5］如下。

熔铸车间工艺: 熔炼炉→精炼→过滤→铸造→锯棒→挤

压→拉直→切割→铝棒

氧化铝材工艺: 脱脂→水洗→酸蚀→水洗→碱蚀→水洗

→中和→水洗→氧化还原→水洗→封孔→干燥→包装入库

电泳涂装铝材工艺: 除油→酸蚀→水洗→碱蚀→水洗→
中和→水洗→氧化着色→水洗→封孔电泳→水洗→烘干→包

装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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