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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该文概述了急性中毒调查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探讨了广西急性中毒调查的新思路与新理 

念，总结了研究过程、方法与取得的成果，提出了调查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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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Tiff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acute．poisoning at home and abroad，discusses 

some new ideas of dealing with acute poisoning in Guangxi，sums up the research process，method and result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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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s forwar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research and the future vision． 

[Key words] Acute poisoning； Research ideas of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Research process 

据原卫生部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我国中毒和 

伤害发生率进入主要死因的前5位；城市居民中，中 

毒伤害发生率为l0万分之 18，农村为 lO万分之 

69．22，因中毒致死占总死亡的 10．7％。为此，卫生 

部于 1999年要求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成立了国家 

中毒控制中心⋯，其后各地相继建立分中心或网络 

医院，组织中毒咨询专家队伍 I3 ；至 2009年已在 

全国范围内建立起 32个国家级和省级化学中毒救 

治基地 J。世界卫生组织已把急性中毒列为威胁 

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_5 J。但广西的急性中毒 

调查研究，至2009年仅见1篇医院中毒病例的分析 

报道 J。为此，设想对广西急性中毒进行一次较全 

面的调查研究，通过摸清各方面情况，创立综合性的 

防控救援机制。 

1 国内外急性中毒调查研究现状 

关于急性中毒的国内外调查，有报道我国仅职 

业性中毒者就以每年 100万人次的速度在增长；原 

卫生部 1998年报告由农药及化学物引起的食物中 

毒为 151起，中毒人数 3 056人，死亡46人；到2000 

年仅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报告150起，中毒人数6 239 

人，死亡135人 J。当前，引起急性中毒的毒物种类 

与使用量在日益增多，全世界每年开发 2万多种新 

化学物，其中l 000多种进入市场 ；中国农药使用 

量从 1985年的 l0万吨增长到2006年的近 100万 

吨 J。但关于急性中毒的调查研究方式，综合所见 

各类文献报道特点，可以归纳为 8个未见：(1)多局 

限于某个或是多个县级以上医院的小范围调查，未 

见大范围深入农村的地区性、综合性调查。(2)调 

查内容简单，未见同时进行多内容的全面性调查。 

(3)发现中毒发病具有性别分布趋向性和高发年龄 

构成，但其形成原因未见报道。(4)发现中毒原因 

复杂，但未见阐明中毒原因的相关影响因素。(5) 

发现中毒毒物种类多，不同地区间的毒物有区别，毒 

物的种类在 日益增加等；但未见地区性毒物构成特 

点与动态变化分析。(6)发现了急性中毒发病的两 

种形式与城乡间的差别，但未见明确其差别形成原 

因。(7)仅凭单方面的分析结果，提出了一些预防措 

施，未见综合性的防控救援方案报道。(8)未见有关 

急性中毒防控救援的效果评价等 。 

2 广西急性中毒调查研究现状 

2．1 广西急性中毒调查研究的思路与做法 广西 

急性中毒调查研究目的是了解各方面特点、创立综 

合性的防控救援机制，据此，建立了新的研究思路和 

新的调查研究理念。主要做法：(1)依据广西的地 

理与人群分布特点(地处多山、人口分散、以农村人 

口为主)；设想广西急性中毒的调查应立足于体现 

各地农村的急性中毒发病现状为主。(2)依据当前 

我国社会现状，发展速度快、变化大，对城乡人群的 

生活、生产方式的影响明显；设想广西急性中毒的研 

究不能离开社会发展的影响。(3)依据文献报道国 

内急性中毒调查研究现状，设想广西急性中毒的调 

查研究应立足于体现“动态性变化”分析。(4)依据 

急性中毒发生的整个过程，除了人群与毒物之外，与 

其发生中毒的环境(中毒地点)、人群接触毒物的原 

因(中毒原因)、毒物进人人体的途径(中毒途径)均 

有关；因此，广西急性中毒的调查研究应对急性中毒 

发生的各个环节，进行系统性地分类研究。(5)依 

据广西急性中毒的调查研究 目标，要解决广西综合 

性的防控救援问题，因此必须在调查资料的系统性 

分类研究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的分析研究。 

2．1．1 在中毒病例资料调查方面 (1)调查范围： 

在广西进行大范围深入农村调查，在广西各市设立 

市、县、乡三级医疗单位的中毒病例调查点，使调查 

病例样本能体现广西的真实情况，尤其是农村的发 

病现状。(2)调查内容：尽可能做到多内容全面调 

查，使调查内容(指标)包含急性中毒发生过程与防 

控救援的各个方面。 

2．1．2 在调查资料的分析研究方面 (1)对中毒 

人群的特点分析：采用“中毒发病动态分析”，在广 

西急性中毒人群的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构成分析 

基础上进行动态变化特性分析，为探讨广西各地人 

群中毒防控措施提供依据。(2)对中毒毒物的特点 

分析：采用“中毒毒物动态分析”，分析广西急性中 

毒毒物的动态变化特性，为探讨广西毒物防控措施 

提供依据。(3)对地区毒物体系构成分析：在调查 

发现的广西各类毒物基础上，分析其“分类构成、中 

毒时间构成、中毒表现方式构成、地区(城乡)中毒 

构成、中毒发病构成”特点，除了为探讨广西急性中 

毒毒物防控重点提供依据之外，设想为急性中毒毒 

物的理论研究方面探索新途径。(4)对中毒救治的 

现状分析：采用“距离与条件影响救治的思路”分析 

广西市、县、乡三级医疗单位救治中毒病例数及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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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效果，为探讨提高广西各地急性中毒救援能力 

发展规划提供依据。(5)对广西急性中毒的整体研 

究：采用“系统分类研究”，按照急性中毒发生过程 

的各个方面进行分类，通过“中毒人群(包括性别、 

年龄、学历、职业构成4个方面)、中毒过程(包括中 

毒地点、中毒原因、中毒途径 3个方面)、中毒毒物 

(包括分类构成、中毒发病构成、中毒时间构成、中 

毒方式构成、中毒地区构成5个方面)、中毒流行病 

学[包括流行地区(城镇与农村)、流行方式(群发与 

散发)、流行速度3个方面]、中毒救治(包括救治中 

毒程度、救治方法、救治效果 3个方面)、中毒防控 

(包括人群防控、中毒过程防控、中毒毒物防控 3个 

方面)”6个方面的分类分析，提出各方面的特点，为 

研制广西急性中毒防控救援综合性方案奠定基础。 

2．1．3 在解决现实问题方面 (1)研制广西急性 

中毒防控救援综合性方案，采用“防、救、管三合一 

研究”，即在急性中毒的防控、急性中毒的救援和急 

性中毒防控救援管理，依据调查分析发现的问题，从 

防、救、管三方面研究综合性措施，以达到遏制广西 

急性中毒危害之目的。(2)依据广西急性中毒防控 

救援方案 的实施要求，采用 “发病与毒物监测研 

究”；设想通过广西各地的急性中毒发病与毒物监 

钡0网的研究与建立，为方案的实施效果评价建立基 

础。(3)为了提高广西各地应对急性中毒能力的需 

要，采用“针对现实需要研究”，即根据调查研究发 

现的广西各地在急性中毒防控救援方面存在的问 

题，探讨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2．2 广西急性中毒调查研究获得的结果 在广西 

急性中毒调查研究中，由于建立了新研究思路和理 

念，使得整个调查研究过程保持了以下5个方面的 

特点：(1)研究内容完整，既涉及中毒病例的调查、 

调查资料的分析方法探讨，还涉及研究问题、解决问 

题及其效果评价。(2)研究结合面广，既考虑了广 

西地区特点，也考虑了社会发展现状与专业研究现 

状。(3)研究方法独特，既采用了分类分析、对比分 

析、分布趋势分析，还采用了动态性、系统性分析及 

逻辑推理与综合性分析。(4)预计取得的效果明 

确，调查样本能反映广西地区的真实情况，调查内容 

能较全面地包括广西急性中毒的各个方面，分析发 

现的问题能较完整地反映广西现状，研究出的解决 

办法对广西现状具有针对性。(5)预期达到的目标 

清晰，除了解决广西急性中毒防控救援问题之外，在 

有关急性中毒的理论、方法、应用研究方面也有创新。 

2．2．1 在中毒病例资料调查方面 通过 14个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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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各市、县、乡调查点，完成了36个市级、12个县 

级、15个乡镇级(63个)医疗单位共6 015例各类中 

毒住院病例调查，收集了23类 95项内容共571 425 

个数据资料。 

2．2．2 在调查资料的分析研究方面 对广西急性 

中毒作了中毒人群、中毒过程、中毒毒物、中毒流行 

病学、中毒救治、中毒防控6方面共 23项专题分析， 

发现了广西急性中毒26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2．2．3 在解决现实问题方面 (1)提出了广西急 

性中毒防控救援综合性方案，这一方案设定了3个 

总体目标；在防控措施方面设定了“人群中毒防控、 

中毒过程防控、中毒毒物防控”3个方面措施；并且 

还提出了“地区防控、中毒方式防控、中毒原因防 

控、人群防控、毒物防控”5个方面的策略；在救援措 

施制定中，根据广西各地现状，提出了以“乡为基 

础、县为中心、市为后盾”3级互联急性中毒救治能 

力建设方案；在防控救援管理措施制定中，从“机构 

管理、信息管理与措施管理”3个方面设定了措施。 

(2)开发出了广西急性中毒发病与毒物监测软件， 

这一系统从5个方面采用了34类 122个指标设定 

了中毒病例资料报告内容；并且已在广西各地的34 

个市、县、乡医疗单位建立监测点，收集病例资料。 

(3)编辑出版了解决广西现状需要的3本教材，针 

对广西各地防控措施缺乏的现状编辑出版了《广西 

急性中毒研究》，可为各地建立急性中毒防控措施 

提供方法、指标与相关基础数据。针对广西各地中 

毒现场处置率低(仅占总病例数的 17．36％)现状， 

编辑出版了《急性中毒现场处置》，可为各地提供急 

性中毒现场处置的方法、设备、程序与防护方面的知 

识。针对各地乡级开展急性中毒救治的医疗单位数 

少(仅占调查总数的25．49％)与市县乡医疗单位救 

治中毒的方法落后(开展新方法救治中毒病例数仅 

占6．12％)的现状，编辑出版了《急性中毒临床救 

治》，可为各地乡镇级医疗单位提供急性中毒的常 

规方法，为市、县级医疗单位提供目前国内外开展中 

毒救治的新方法。归纳起来，广西急性中毒调查研 

究共获得22个方面的成果、19项创新，其中l3项 

已被查新证实为国内外首次报道。在这些成果中， 

有关急性中毒理论研究方面，发现与提出了“急性 

中毒研究系统分类”、“地区性急性中毒毒物体系5 

种构成方式”、“急性中毒流行病学3个基本概念、 

急性中毒过程的 3个基本内容”；有关急性中毒方 

法研究方面，发现与提出了“毒物中毒时间分类、毒 

物中毒方式分类、毒物动态变化速度分析、毒物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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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方式分析、急性中毒发病速度分析”；有关急性 

中毒应用研究方面，研制出了《广西综合性急性中 

毒防控救援方案》、《急性中毒发病与毒物监测软 

件》等。 

3 广西急性中毒调查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 

设想与建议 

3．1 存在的问题 广西急性中毒的调查研究，虽然 

已取得较完整的成果，解决了广西当前急需解决的 

几个现实问题，如发病现状、综合性防控救援、效果 

评价等。但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深度研 

究不够，如急性中毒发病与中毒毒物的动态研究，虽 

然提出了分析方法，并且获得了分析结果，但其动态 

变化规律尚未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人群的中毒原 

因分析，虽然已发现了广西急性中毒的三大主要原 

因(意外、自杀与误食性中毒)，还阐明了其形成的 

人群、毒物等方面的特点，但对其自杀性中毒的人群 

心理因素的分析，尚未作进一步调查分析。(2)通 

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发现了各方面的问题，也研究出 

了针对性的解决办法，但对这些办法的实施过程、实 

施效果与其保证措施的研究尚未达到理想程度等。 

3．2 今后设想与建议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设想从 

以下几方面开展进一步研究：(1)建立全区急性中 

毒发病监测体系，以促进本次研制的解决办法的针 

对性实施，并为进一步研究广西急性中毒深层次问 

题开辟新平台。(2)建立全区急性中毒信息系统， 

以指导本次研制的解决办法的全面性实施，并为进 
一 步研制广西急性中毒防控救援体系创造条件。 

(3)从管理部门、专业部门、人员与设施条件等方面 

进一步完善广西急性中毒防控救援综合性管理相关 

措施，以保证解决办法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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