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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改善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提高南宁地区广大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提高农村急性鼠

药中毒诊断率!减少病死率&方法
!

开展.急性鼠药中毒防治技术在农村推广应用研究/的农村卫生适宜技术推广

实施活动&结果
!

根据南宁地区具体情况编写教材!开展广泛宣传培训!对项目县专业人员
.,,

多人次进行了专家

现场讲学和示范操作&结论
!

广西县'乡'村三级基层中毒诊断及急救医疗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考试合格率达

到
',,0

!培训满意度达
1+0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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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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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啮齿动物药(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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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我国广大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改善农村

居民的健康状况#改变.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我国积极

开展农村卫生适宜技术推广活动+医疗卫生领域的适宜技术#

是指医疗卫生成果中适用面广,可用性强,易为农村基层卫生

医疗机构接受的医疗卫生新技术,新方法和新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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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

性鼠药中毒防治技术在农村推广应用研究/是广西壮族自治区

承担的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的子课题之一+

为深入搞好这个项目的推广应用#探索提高乡村医生诊断治疗

技术水平#提高农村急性中毒诊断率和减少病死率的问题#项

目组开展了具体实施工作+现就前期项目组开展技术工作的

经验及需要改进的问题作回顾性评析#以便对未来农村卫生适

宜技术推广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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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项目技术培训的意义

广西地处低纬度地区#南濒热带海洋#北为南岭山地#西延

云贵高原#境内河流纵横#地理环境比较复杂+在太阳辐射,大

气环流和下垫面综合作用下#气候类型多样#夏长冬短%雨,热

资源丰富#且两热同季%气候多变#灾害性天气出现频繁+广西

的自然环境导致农村鼠害严重#群众对灭鼠药的需求相当迫

切#尤其是在农村#已形成相当规模的灭鼠药市场+

随着我国农药研制工作的迅速发展#农药的品种日益更

新#产量与用量也在逐年增长+大多数农药对人,畜有毒#由于

其广泛使用且易于获得#农药中毒案件时有发生+在我国农村

地区#农药已成为服毒自杀,投毒杀人案件及误服或生产中使

用不当引起中毒的最为常见的毒物+农药的检验已成为毒物

分析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赵春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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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农药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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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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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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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每年报道数百例农药中毒患者#

(,,2

!

(,,*

年

报道病例分别为
'+1.

例和
('1'

例+

',/-*

例中毒患者中#

生产性中毒
.(.+

例#死亡
(2

例#死亡率为
,)/,0

%非生产性

中毒
*2'(

例#死亡
--(

例#死亡率为
+)/'0

+生产性中毒呈

下降趋势#非生产性中毒呈上升趋势+可见农药中毒在全国农

村地区仍严重威胁农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因此加强农村

农药防治工作仍是农村不能忽视的重要工作+

.广西急性鼠药中毒防治技术/在
'11*

年
+

月首先解决

.怪病/病因#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近
(,

个省,市,地区根据

广西的工作模式#相继成功解决了本省.怪病/病因+项目具有

易学习,易掌握的特点#疗效显著#安全性高%为占中毒病例

..).0

的无明确鼠药接触史病例及投毒中毒病例的诊断和鉴

别诊断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为早诊断,早治疗提供了

技术保障+

/

!

培训对象和方法

培训对象主要针对示范县基层开展急性鼠药中毒救治和

调查的一线卫生工作人员#包括疾控中心从事流行病学调查和

实验室工作人员,监督所调查人员,乡镇卫生院医护人员和村

级医生+

于
(,,1

年
2

月和
(,',

年
/

月对
.,,

多人次分别进行了

两次技术推广专题讲座+培训方法采用聘请适宜技术持有单

位专家及急性中毒救治专家对学员进行集中培训#授课专家先

进行多媒体讲座#后采用示范,角色扮演,案例讨论等方式进行

互动强化+

'

!

具体实施培训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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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编写教材
!

培训时编写教材力求通俗易懂#并

结合农村实际医疗水平组织素材+项目组编写出版了两本专

业书籍#即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0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处理与救援1和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0急性鼠药中毒的

预防与诊治1+这两本书籍技术内容全面#专业性强#作为项目

资料分发给单位学习+同时用通俗的语言编写教材#教材重点

阐述技术操作要点#而对相关疾病深奥难懂的基础理论着墨不

多#力争让只具有初中学历的村级医生都能看懂,听懂#并容易

掌握+教材分发给示范县的所有乡级和村级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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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宣传增强信心
!

针对农村患者平时自身保健意识

差,医学知识匮乏,经济能力有限的问题#突出推广技术简,便,

验,廉的特点#配合大量宣传单和疾病预防手册的发放#使农村

患者对急性鼠药中毒防治技术有深刻的了解#提高他们的接受

程度+同时也提高了基层医生想要学好技术的信心和积极性#

主动学习#悉心掌握+在培训过程中广大医务人员认真听课,

踊跃发言,积极提问,热烈交流#充分显示出前期深入各村义诊

宣传对技术培训工作有效开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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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培训示范操作
!

在精心编写教材和广泛义诊宣传的

前提下#各县按培训计划分别安排时间#组织参加推广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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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三级医生集中到县里进行大规模技术培训+项目负责人

亲自向学员授课#还邀请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临床医疗相关专

家进行现场讲授+培训要求授课人讲授时要条理清晰,重点难

点突出,通俗易懂,语言清楚,生动鲜明#注重带动学员的学习

热情+授课完毕以问答方式获取学员对讲授内容的反馈#对学

员所提问题进行耐心细致的回答#集中学员的提问#有针对性

地进行重点难点重复讲授+使学员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技术背

景和相关理论有了基本了解#学员普遍反映良好#纷纷表示达

到了预期的效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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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取得的成效

农村适宜卫生技术.急性鼠药中毒防治技术/大规模集中

培训结束后#项目组对学员技术掌握情况,专业知识了解情况,

技术操作应用情况以及规范治疗情况进行了严格考核#一次考

试合格率达到
',,0

+经系统分析学员培训前后掌握技术情

况调查问卷#学员对培训组织管理,教材以及授课进行质量评

价#结果
1,0

以上的人员在此培训之前没有系统的学习过急

性中毒应急救治技术#

',,0

的人认为通过培训对今后工作帮

助显著#培训满意度达
1+0

+县,乡,村三级基层中毒诊断及

急救医疗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为未来推广工作的具体实施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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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农村卫生工作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重点)

.

*

+人才

与教育问题是农村卫生工作的重点+推广农村卫生适宜技术#

提高现有卫生技术人员的理论与业务技术水平是关键+因此#

应把人员培训作为农村科技兴医的一项重要任务+

本次适宜技术培训效果显著#培训后学员反映学习效果明

显#很快可以学以致用+学员的专业,职称,单位级别影响农村

适宜技术的培训效果+为了提高培训效果#降低培训成本#应

制订严格选派标准#并分层次,有重点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培训+

乡级学员专业基础比较薄弱#技术应用一段时间后#如能对学

员进行再次强化培训#对提高学员的技术掌握程度及应用效果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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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引进和应用农村卫生适宜技术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现行的科技体制和管理机制问题,农村卫

生机构人才条件,资金和信息等方面的限制等+大多数被调查

的医务人员认为老百姓接受程度,领导的重视程度以及适宜技

术的疗效,收费标准,医生的技术水平和技术的安全性是影响

农村适宜技术应用的主要因素+在筛选农村适宜技术并推广

中#参照这些因素,细化推广应用策略#将会有助于技术应用的

力度和效果+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地区推广适宜技术的干预#

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使各级医疗机构重视对适宜技术的推

广#将农村适宜技术推广持续有效地进行下去#有效提高农村

医疗卫生技术水平和减轻农民看病的经济负担+

随着推广示范研究的进一步实施#项目组将深入基层了解

课题进展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推广中存在的问题%定期召开

技术推广应用质量管理总结会#通过不间断的技术指导#强化

广大农村医生和患者对中医推广技术的认可度#保证课题按计

划进度如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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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白细胞抗原
3G(*

与强直性脊柱炎的相关性分析

卢海景!饶华春!郭庆昕"福建省泉州市正骨医院检验科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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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人类白细胞抗原"

UV&

%

3G(*

与强直性脊柱炎"

&J

%的相关性&方法
!

采用淋巴细胞毒方

法对
.-/

例非
&J

患者或体检人员"非
&J

对照组%'

+(

例
&J

疑似患者"

&J

疑似组%和
''1

例
&J

患者"

&J

组%进行

UV&3G(*

检测&结果
!

非
&J

对照组'

&J

疑似组和
&J

组的
UV&3G(*

阳性率分别为
-),(0

'

.()210

和
1,)*20

!

&J

组'

&J

疑似组的
UV&3G(*

阳性率明显高于非
&J

对照组!

&J

组的
UV&3G(*

阳性率明显高于
&J

疑似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UV&3G(*

与
&J

高度相关!检测
UV&3G(*

对疑似
&J

患者的早期诊断有重要

意义&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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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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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炎!强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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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毒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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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直性脊柱炎$

&J

&是一种复发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

以骨附着连接的肌腱,韧带,关节囊滑膜的炎性反应为特点#逐

渐纤维化和骨化的一种常见骨关节病+由于该病一般先侵犯

骶髂关节#并逐渐累及脊柱#最终导致脊柱骨性强直#故目前国

内外多称之为强直性脊柱炎+人类白细胞抗原$

UV&

&

3G(*

是

存在于人类白细胞膜上的一类抗原物质+

G97K79=5:

等)

'

*于

'1*.

年发现
UV&3G(*

与
&J

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几年后发现

&J

有明显的家族聚集性#与
UV&3G(*

呈高度相关+本文对

.-/

例非
&J

患者,

+(

例
&J

疑似患者和
''1

例
&J

患者进行

UV&3G(*

检测#探讨
UV&3G(*

与
&J

的相关性#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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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

2

月因腰腿酸痛或骶髋关节疼痛

等在本院就诊的
''1

例
&J

患者$临床根据诊断标准确诊&#其

中男
1.

例#女
(2

例%以及
&J

疑似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

.-/

例非
&J

患者或体检人员作为非
&J

对照组#其中

男
(('

例#女
'(*

例+

$)/

!

仪器与试剂
!

UV&3G(*

反应板,补体由中日友好医院免

疫室生产%淋巴细胞分离液由上海恒信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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