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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 对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我院收治的 １ ９１６ 例急性中毒病例进行流行病学分析。 其

中， 年龄 ＞ ３０ ～ ５０ 岁 ６３０ 例 （３２ ８８％）， ＞ ５０ ～ ７０ 岁 ６１９ 例

（３２ ３１％）； 有毒动物中毒居首位， ５９９ 例 （３１ ２６％） 中以蜂

蛰伤例数最多。 中毒患者总体上男性多于女性， 但农药及药

物中毒女性多于男性。 以消化道吸收中毒患者最多， 各中毒

类型存在一定的季节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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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和民众生活方式的改变，
急性中毒的流行病学特征也在发生变化［１， ２］。 为了解

本地区急性中毒流行病学特点， 提高中毒患者的临床

救治成功率， 现对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我院

收治的急性中毒病例进行统计分析， 以了解本区域急

性中毒流行病学特征， 为制定急性中毒防治对策提供

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就诊于我院急诊

科并收治入院的 １ ９１６ 例急性中毒病例作为研究对

象。 对研究对象的性别、 年龄、 中毒类型、 中毒原

因、 中毒途径及中毒时间分布进行流行病学分析， 探

讨急性中毒疾病谱分布及发病特点。
使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 建立电子表格收集数据，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以例数及百

分率表示， 计量资料以ｘ±ｓ 表示。

２　 结　 果

２ １　 一般资料　 １ ９１６ 例急性中毒病例中， 男性９８５ 例、
女性 ９３１ 例， 年龄≤１８ 岁 ２５１ 例 （１３ １０％）、 ＞１８～３０ 岁

２８９ 例 （１５ ０８％）、 ＞３０～５０ 岁 ６３０ 例 （３２ ８８％）、 ＞５０～

７０ 岁 ６１９ 例 （３２ ３１％）、 ＞７０ 岁 １２７ 例 （６ ６３％）。
２ ２　 中毒类型 　 有毒动物中毒居首位， 共 ５９９ 例

（３１ ２６％）， 其中以蜂蛰伤例数最多； 其余依次为农药、
药物、 有毒气体、 乙醇、 其他物质、 食物中毒。 见表 １。

表 １　 中毒类型分布

中毒类型 例数 ％

有毒动物中毒 ５９９ ３１ ２６
　 蜂蛰伤 ３９１ ２０ ４１
　 蛇咬伤 １７９ ９ ３４
　 其他有毒动物中毒 ２９ １ ５１
农药中毒 ４５４ ２３ ７０
　 有机磷　 敌敌畏 １００ ５ ２２
　 　 　 　 　 甲拌磷、 甲胺磷 ４６ ２ ４０
　 　 　 　 　 乐果 ２０ １ ０４
　 　 　 　 　 其他 ４５ ２ ３５
　 菊酯类 ７１ ３ ７１
　 除草剂　 百草枯、 敌草快 ５４ ２ ８２
　 　 　 　 　 草甘膦、 乙草胺 ２４ １ ２５
　 　 　 　 　 其他 １０ ０ ５２
　 杀鼠剂 ５８ ３ ０３
　 其他 ２６ １ ３６
乙醇中毒 １８５ ９ ６６
有毒气体中毒 ２８０ １４ ６１
　 一氧化碳 ２７２ １４ ２０
　 其他 ８ ０ ４２
药物中毒 ３０９ １６ １３
　 镇静催眠药 １００ ５ ２２
　 抗精神病药 １１５ ６ ００
　 止痛药 １３ ０ ６８
　 降压药 １２ ０ ６３
　 中药 ３０ １ ５７
　 其他 ３９ ２ ０４
食物中毒 ３７ １ ９３
其他物质中毒 ５２ ２ ７１

２ ３　 不同中毒类型患者年龄及性别分析　 有毒动物

及乙醇中毒患者中， 男性明显多于女性； 农药、 药

物、 有毒气体中毒患者中， 女性明显多于男性患者。
乙醇及药物中毒患者平均年龄明显小于其他中毒类型

患者。 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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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中毒类型患者的年龄及性别分析

中毒类型 男性（例） 女性（例） 年龄（岁）

农药 ２０３ ２５１ ４６ ５７±１７ ６６

乙醇 １３０ ５５ ３７ ０６±１３ ５０

有毒气体 １２３ １５７ ４３ ７１±１９ ８３

药物 １２７ １８２ ３７ ９４±１９ ２３

食物 １５ ２２ ４７ ３２±１８ ２２

有毒动物 ３６３ ２３６ ４５ ８０±１９ ７４

其他 ２４ ２８ ３９ １５±２１ ２３

合计 ９８５ ９３１ ４３ ４４±１８ ８９

２ ４　 中毒谱情况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各类中毒分布见表

３。 近几年药物中毒呈逐渐上升趋势， 未成年人农药

及药物中毒患者逐渐增多。

表 ３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中毒类型分布 例

中毒类型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农药 ６９ ６６ ７３ ７７ ６７ ５６ ４６

药物 ３５ ３６ ３４ ５０ ４７ ４９ ５８

乙醇 ２２ ２９ ３４ ３６ ３２ １５ １７

有毒气体 ２２ ３８ ３２ ３６ ５９ ４４ ４９

有毒动物 ８８ ６９ ９７ １０３ ６９ ９２ ８１

食物 ５ ３ １２ ６ ３ ３ ５

其他 ８ ７ ６ ８ ９ ６ ８

未成年人农药及药物中毒∗ １６ １６ １７ ２１ １９ １９ ２３

合计 ２４９ ２４８ ２８８ ３１６ ２８６ ２６５ ２６４

注： ∗， 农药、 药物中毒类型例数中已包括。

２ ５　 中毒途径及中毒原因　 中毒途径以消化道吸收

中毒患者最多， 共 ９７３ 例 （５０ ７８％）； 皮肤黏膜接触

中毒 ６６２ 例 （ ３４ ５５％）， 呼吸道吸入中毒 ２８０ 例

（１４ ６１％）， 静脉吸毒中毒 １ 例 （０ ０５％）。 中毒原因

中有自杀倾向者 ７１４ 例 （３７ ２７％）， 以农药及药物中

毒为主。 自杀患者中有明确的精神和 ／或心理疾病史

者 ６９ 例， 主要为镇静催眠药及抗精神病药物中毒。
自杀患者死亡 ７７ 例， 病死率为 １０ ７８％。 意外中毒患

者 １ ２０２ 例 （６２ ７３％）， 以有毒动物、 一氧化碳及乙

醇中毒为主。
２ ６　 中毒时间分布　 各种中毒类型存在一定的季节

性特点。 有毒动物所致中毒主要分布于 ６—１０ 月， 以

９ 月份最多； 一氧化碳中毒主要分布在冬季， 以 １ 月

份最多； 农药中毒集中于 ６—９ 月。

３　 讨　 论

从总体性别分布上看， 中毒患者男性多于女性；

而在农药及药物中毒方面， 女性明显多于男性， 可能

与女性在生理、 心理、 个人和社会等方面具有的特殊

性有关［３］。 中毒患者年龄主要集中在＞３０ ～ ５０ 岁， 作

为社会及家庭的支柱， 其工作和生活压力较大， 遇到

挫折时心里承受能力差者容易选择极端的解脱方

式［４］。 近年来， 未成年中毒患者在逐渐增加， 可能与

未成年人情绪不稳定、 敏感、 自卑、 自我暗示性强等

心理特点以及学业压力大、 父母对子女的高期盼值和

精神关爱缺失有关。
我市地处山区， 森林覆盖面积较大， 导致胡蜂

及毒蛇泛滥， 有毒动物致伤中毒较常见， 具有明显

的地域特点， 有毒动物咬伤导致的皮肤黏膜接触中

毒成为第二大中毒途径。 从近几年的数据分析可见，
农药中毒的比例正在逐步降低， 而药物中毒的比例

呈现上升趋势， 尤以镇静催眠及抗精神病药物为著，
因此进一步规范特殊药物的销售管理刻不容缓。

根据中毒时间分析， 有毒动物致伤中毒主要发生

在 ６—１０ 月份， 以 ９ 月份最多， 这可能与本地区胡蜂

及毒蛇的生活习性相关。 一氧化碳中毒集中于 １２ 月

至次年 ２ 月， 与冬季取暖时门窗紧闭、 燃料燃烧不充

分有关。 农药中毒集中于 ６—９ 月， 与农药的特殊使

用周期， 以及高温天气导致心情烦躁、 情绪失控等因

素有关。
由于各地区经济水平发展不平衡及地域、 风俗文

化差异， 急性中毒流行病学特征存在着一定的地区性

差异。 本院作为十堰地区最大的三级甲等医院， 为国

家化学中毒救治 （湖北） 基地的分支机构， 流行病

学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本地区急性中毒的流行

病学特征， 有助于指导有关中毒类型的管控及危害的

宣传和预防， 为本地未来急诊医疗设施建设提供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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