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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急性药物中毒注册病例流行病学危险因素

与预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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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通过急性药物中毒注册登记表收集的信息资料!研究综合性医院急诊科急性药物中毒患者流

行病学特征'发病危险因素与预后&方法
!

设计急性药物中毒注册登记表!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急

诊科就诊的急性药物中毒患者进行登记与调查分析&结果
!

+,,'

例急性药物中毒病例以治疗药物急性中毒为第

&

中毒类别#

&

!

&+

岁为急性中毒第
&

位高发年龄组"

;&(**<

%#以学生为第
&

位职业类别"

'&(:,<

%#女性多于男

性#中毒途径以消化道摄入为第
&

位"

/,(+/<

%#中毒药物以中成药'心血管类药物与抗感染药为主#年龄'职业'既

往病史和吸烟是导致急性药物中毒的主要独立危险因素"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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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处理后死亡
,&

例!病死率为
&(//<

&

结论
!

急性药物中毒患者多发病于学龄前儿童!主要是由于过量使用药物造成!年龄'职业'既往病史和吸烟是导致

急性中毒的主要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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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是指当某种物质进入机体后#损害机体的组织与器

官#组织细胞的代谢或功能遭受损害+当前由于药物的广泛使

用与精神疾病的增加#中毒发生已经成为一种十分常见的医疗

和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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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显示#药物中毒已成为我国的主要死亡

原因+众所周知#很多药物都存在必不可少的不良反应#不同

患者会呈现出不同的不良反应#严重者会导致死亡+所有药物

中毒的发生常被看成是偶然发生的#是无法用通常的疾病病因

模式来解释的现象#因此对中毒的研究一直缺乏比较详细的流

行病学与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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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了解中毒流行病学特征#对

提高中毒综合防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住院药物中毒

病例为研究对象#用流行病学与多因素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对中

毒住院病例进行研究#以期制定预防干预措施#最终达到预防

和控制中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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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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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回顾性分析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

院急诊科急性药物中毒注册登记表病例#共调查了
+,,'

例#

入选标准!符合急性中毒的诊断标准$通过主诊医生询问现病

史,体检#接触毒$药&物病史所获得的临床诊断&%临床资料完

整%患者知情同意+

$(/

!

调查内容
!

参照国外急性中毒流行病学研究方法#设计

急性中毒注册登记表#对急性中毒患者#由经培训的当值急诊

护士填写急性中毒注册登记表+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职

业,生活方式,社会因素,毒物接触时间,中毒原因,中毒物种

类,毒物接触途径,毒$药&物鉴定与否,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

辅助检查,处理措施与患者去向等+其中毒$药&物鉴定指对中

毒患者呕吐物,血液,大便,尿液,毒$药&物等直接送专门检验

机构进行鉴定+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2&+(*

软件进行分析#本文涉及的

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构成比计算,

&

' 检验,

D

分析等#多

因素分析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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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以
'

Y*(*)

为检验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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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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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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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年龄
!

在
+,,'

例急性中毒病例中#男
:,.

例

$

+.(,/<

&#女
&/';

例$

;)(''<

&+职业分布以学龄前儿童,

中小学生与失业人员为主#分别占
'&(:,<

,

&/(,*<

和

&/(:+<

+在年龄分布中#

&

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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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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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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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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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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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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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途径
!

中毒途径主要为消化道摄入
+':;

例

$

/,(+/<

&,呼 吸 道 吸 入
&/.

例 $

.(//<

&,皮 肤
&:'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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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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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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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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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药物种类
!

中毒药物以中成药,心血管类药物与抗

感染药为主#分别占
+/(;*<

,

')(':<

和
&'(*.<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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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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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中毒毒物类别分布

毒物类别 构成比
!!

中成药
&.);

$

+/(;*

&

调节体液平衡药
..

$

&(&,

&

中成药
',+

$

,('.

&

消化系统药
&,)

$

.(;.

&

抗感染药
.).

$

&'(*.

&

维生素与营养类
&.

$

*(+,

&

酶,生物制剂,疫苗
),

$

&()&

&

血液系统药
'*+

$

)(+/

&

心血管类药物
:).

$

')(':

&

其他
&.'

$

+(,;

&

合计
+,,'

$

&**(**

&

!!

注!其他中毒毒物类别包括杀鼠药,挥发性气体$一氧化碳,氯气

等&,重金属等%治疗药物类别包括镇静催眠药,抗癫痫及抑郁药,解热

止痛药,医用麻醉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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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因素分析
!

采用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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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显示年

龄,职业,既往病史和吸烟是导致急性中毒的主要独立危险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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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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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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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中毒的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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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

指标
!

E? d@AL G .N

年龄
&(&/+ *()': )(*'+

&

*(*) +(';+

职业
*(,)' *(':. ;(;+'

&

*(*) *(./'

既往病史
'(&/' *()&' &,(,,/

&

*(*) /(;+'

吸烟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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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后结果
!

在急诊处理中#采用催呕
:.'

例#洗胃
&:.'

例#皮肤黏膜清洗
;/

例#其他$导泻与灌肠,输液利尿处置等&

)/'

例#其构成比分别为
'.(:+<

,

)&(./<

,

&(/*<

与
'&(,:<

#

使用特殊解毒药
+':

例+急性中毒患者在急诊室时施行心肺

复苏
+)

例#经过处理后#死亡
,&

例#病死率为
&(//<

#其中
'*

例急诊抢救室内死亡#

)&

例死于住院治疗中+

'

!

讨
!!

论

中毒作为人群伤害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前已经成为重要

的公共卫生问题+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医疗卫生事

业日益完善#由疾病导致的死亡比例逐渐下降#但是由于各种

因素的影响#使药物过量中毒造成的危害与死亡发生呈上升趋

势)

,5/

*

+本研究发现急诊就诊的急性中毒患者中#女性多于男

性#职业分布以学龄前儿童,中小学生与失业人员为主#分别占

'&(:,<

,

&/(,*<

和
&/(:+<

+在年龄分布中#以
&

!

&'

岁组

为第
&

位#占
;&(**<

#

&+

!

'*

岁组为第
'

位#占
&;(/+<

+说

明女性比男性更易受到社会环境因素变化的影响#学生的心理

压力大#从而导致自我伤害的极端行为发生#提示心理教育与

心理咨询的重点应放在
&+

!

.)

岁的女性+也提示对学龄前儿

童,中小学生与失业人员需要积极防范学业与职场压力+儿童

处于生长发育期#生理,病理情况与成人不同#有其独特的特

点+儿童对药物的剂量需求也因为年龄,体质量,发育状况的

不同而有差异+此外#儿童比成人更易罹患疾病#又不能及时

表达感受#其不良反应较成人复杂#危险性也更大+同时当代

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是一个必须引起政府,社会高度重视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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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由于药品外包装和某些食品包装相似#若家长不

谨慎存放#儿童可能把药当糖果或酸奶等食品误食#造成严重

后果+

本研究病例中#急性药物中毒途径以消化道摄入为主#提

示现阶段国内急性中毒病例中毒途径以消化道摄入为主体#而

主要治疗方法为紧急清除毒物+说明大多数消化道摄入的急

性中毒治疗方法简单#措施单一#其理论与实践还缺乏深入研

讨#应当重视胃肠道毒物清除方法的研究)

&&

*

+中毒药物以中

成药,心血管类药物与抗感染药为主#说明我国中成药的发展

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同时其标准的不一,不良反应不明需要

进一步研究+而心血管类药物与抗感染药排在前列主要在于

此类药物使用的广泛性#特别是当前耐药菌株的增加#导致了

抗感染药的失效#甚至造成严重后果+而应用心血管类药物的

患者多为老年人#自身免疫状况不好#多合并多种疾病#容易导

致中毒事件+

在发病因素中#本文采用多因素
A=

6

JECJG

回归分析显示#年

龄,职业,既往病史和吸烟是导致急性中毒的主要独立危险因

素$

G

&

*(*)

&+年龄大小直接影响中毒事件发生率#成年人一

般受过良好教育#且精神状况好#社会经验丰富#容易避免中

毒)

&'

*

+脑力工作者和体力工作者在相同年龄,相同中毒时间

及治疗下#脑力劳动者脑内耗氧相对较多#对缺氧敏感#因此脑

力劳动较体力劳动患者易发生中毒#也有比较高的自杀趋

势)

&+

*

+脑血管病史或糖尿病史是引起急性中毒的危险因素如

果患者已有脑血管病史#能引起脑组织,血管功能和器质性变

化+因此在接触一些药物时#血管,脑组织器质性损害概率会

直线上升#故中毒发病率明显增多)

&.

*

+糖尿病患者由于糖代

谢紊乱继发脂质代谢紊乱#加重组织缺氧#导致中毒发生+有

研究证实#抽烟相当于慢性中毒#是中毒的危险因素)

&)

*

+

,,'

例急性中毒患者中#使用特殊解毒药仅
+':

例#占总

病例数的
/(,'<

#绝大多数中毒者仅予以清除毒物和对症治

疗#使用特殊解毒药物的病例很少+可见#研究与开发急性中

毒特殊解毒药物#建立常见毒物数据库,储备常见毒物解毒

药)

&;5&,

*

#制订有效,合理急性中毒急救方案#提高急性中毒治

愈率#减少急性中毒病死率至关重要+急性中毒医院内死亡

,&

例#病死率为
&(//<

#急诊室内死亡
'*

例#住院期间死亡
)&

例#急 诊 室 内 病 死 率 占
'/(&,<

#明 显 低 于 住 院 病 死 率

,&(/+<

#说明急性中毒患者死亡主要发生在住院治疗期间+

提示仅急诊医疗服务就能治疗绝大多数急性中毒患者#说明急

性中毒治疗既是急诊医师的责任#又是急诊医师专业发展的方

向#提高急诊医护人员对急性中毒的诊断水平与救治能力已成

为当务之急#有必要尽快建立具有急性中毒救治特色的急诊医

疗亚专业#同时#也提示急性中毒流行病学研究以及全国急性

中毒登记制度的建立应当以医院急诊室$科&为基础)

&/

*

+要加

强对监护人的用药安全教育#注意安全剂量#如用药前认真阅

读说明书%其次要注重安全储存#如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

同时要实现儿童安全用药#就要提高儿科医师的处方合格率和

合理用药水平+

总之#本院收治的急性药物中毒患者多发于学龄前儿童#

主要是由于过量使用药物造成#年龄,职业,既往病史和吸烟是

导致急性中毒的主要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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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产妇产前检查与胎盘位置及剥离面积比较
!

两组产

妇产前
"

超检查提示胎盘早剥检出率分别为
,/(&+<

$

')

"

+'

&

和
.;(+.<

$

&;

"

.&

&#观察组检出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G

&

*(*)

&%两组产妇胎盘位置及胎盘剥离面积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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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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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产妇产前检查与胎盘位置及剥离面积比较%

*

&

<

()

组别
*

胎盘剥离面积

"

度
#

度
$

度

胎盘附着部位

子宫前后壁 子宫底"宫角

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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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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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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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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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内凝血和失血性休克#胎盘剥离面积大于
&

"

+

时#多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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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发现#观察组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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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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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产前检查对胎盘早剥诊断和发现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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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道相符+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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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妊娠期高血压是发

生胎盘早剥的高危因素#宫体压痛,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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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相符+两组产妇在宫体压

痛,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休克,子宫张力增高及胎死宫内发生率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这为确诊和发现胎盘早

剥并发子宫卒中的临床特征提供了参考+比较两组产妇胎盘

位置及胎盘剥离面积#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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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组在子宫前后壁,子宫底"宫角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

该部位是胎盘早剥并发子宫卒中的好发部位#这与宋莉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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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结果一致+由于胎儿尚未娩出#胎盘早剥发生后胎盘剥

离面积有继续扩大和出血持续加重的可能性#可由轻度向重度

胎盘早剥发展#应重视产前检查和诊断#对胎盘早剥产妇尽早

诊断并及时处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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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中应根据产妇的出血量,病情严

重程度,孕周并发症,胎儿状况及产程进展多方面因素而采取

相应的处理措施+

综上所述#重视产前检查和诊断#尽早诊断胎盘早剥并发

子宫胎盘卒中#并采取积极措施干预#以改善其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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