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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急性中毒事件的发生具有突然性、紧迫性、危险性，必须对

事件做出快速处理，以挽救生命，防止事件的扩大。但其处理必

须进入到中毒现场，开展各方面处置的工作。为了提高广西各地

应对急性中毒现场的处置能力，特组织专家编辑了这本小册子，

以供参考。

进行急性中毒现场处置，首先应了解急性中毒发生的毒物特

点与中毒现场的有关特性，才能制定应对措施，保证处置工作的

快速、顺利完成。为此，本书对常见的一些急性中毒毒物与中毒

现场的共性做了介绍，包括毒物名称、来源、存在形态、毒性、

流行病学特性，以及急性中毒现场的特点与相关影响因素。

在进入急性中毒现场开展处置工作前，必须做好各方面的准

备，才能保证现场处置任务的顺利完成。因此，本书对这类准备

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包括救援队伍的人员组成与职能分组，救援

所需设备与药品的准备等做了介绍。

医疗卫生系统承担的急性中毒现场处置的主要任务，包括中

毒毒物检测、中毒者救治、中毒原因流行病学调查等。围绕急性

中毒现场的毒物检测，本书分别介绍了检测前的准备、现场毒物

样品采集、采样记录与样品标识、样品保存和运输、现场快速检

测、实验室检测、检测结果报告等内容。围绕对中毒者的现场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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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本书主要阐述了对中毒者的处理原则与处理方法，后者包括

了解中毒者的生命体征、终止毒物吸收、排除已吸收进入体内的

毒物、解毒和对症急救、患者的生命支持、转送医院等；在这一

部分还特别针对常见的１０９种毒物的理化特性、中毒特点、中毒

者的病情判断、现场处置、注意事项分别做了介绍。

最后，本书还针对急性中毒现场处置中的救援人员的个体防

护问题，介绍了个体防护的基本概念、个体防护装备分类、个体

防护装备的选用原则等知识。

希望本书能为广西的急性中毒现场处置工作的开展提供一些

有益的帮助。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书中的一些不妥之处在所难

免；另外书中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内容，我们仅阐述了一些主要

的东西，难免存在不完善之处，敬请谅解与批评指正！

蒋东方

２０１４年７月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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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急性中毒毒物与急性中毒现场

发生急性中毒的毒物与场所虽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两者之
间也有一些关联，如一氧化碳中毒，大都在通风不畅的环境中发
生；生产性毒物中毒，多数是在生产环境中，因操作不当或意外
事故导致中毒事件的发生。因此，了解有关急性中毒毒物与急性
中毒现场的一些常见特点，对制定急性中毒现场处置对策具有重
要作用。

第一节　急性中毒毒物

毒物 （Ｐｏｉｓｏｎ）是指在一定条件下，给予小剂量后，可与生
物体相互作用，引起生物体功能性或器质性改变，导致暂时性或
持久性损害，甚至危及生命的物品。这类有毒物品进入人体后在
较短时间内发生的中毒，即为急性中毒。目前的调查研究发现，
毒物是否引起中毒，与人们接触毒物的密切程度有关；研究还发
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接触各种毒物的机会日益增多，由
此引起的急性中毒屡有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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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急性中毒发生的关键是预防，
尤其是对毒物的防控。因此，研究急性中毒的毒物特点，对指导
急性中毒的防控和救援具有重要意义。

一、毒物来源

常见的可导致急性中毒的毒物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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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性来源
在工农业生产中，由于跑、冒、滴、漏或意外事故，可导致

作业环境中出现高浓度的毒物，引起急性中毒的发生。如工业生
产过程中产生大量一氧化碳，短时间内引起急性一氧化碳中毒；

农业生产中，喷洒农药不慎引起农药中毒；建筑工地使用防水涂
料时因配方中含有大量苯而导致接触者急性苯中毒等。

（二）生活性来源

１．室内或一定空间内
冬季家用取暖设施使用不当，造成室内环境大量一氧化碳积

聚；连续较长时间发动汽车导致车内有毒废气污染；房屋装修和
家具涂料中所含的甲醛、苯等物质超标污染空气等。

２．化学类
来自伪劣日用化学品、化妆品中含有的禁用或超标的毒物。

３．有毒类物质
来自有毒食物，如有毒的动植物、饮料、果品等；化学毒物

直接污染等。

（三）医疗性来源

１．医疗服务操作错误
在诊疗过程中用错药物，剂量过大或给药方法错误等，如错

将氯酸钾作为氯化钾注射，将砷化物作为治疗注射剂等。

２．药物吸收异常
受损皮肤的屏障作用降低，可增强化学物经皮吸收程度，如

硫酸铜湿敷黄磷灼伤创面引起硫酸铜中毒等。

３．用有毒物质的土方治疗疾病
如用砷、汞等制成烟条，点燃后由鼻腔吸入；用含铅土方治

疗癫痫，或将其作为强壮剂；用含砷、汞等物质的土方药剂治疗
皮肤病等；土法堕胎；药物滥用，如吗啡、苯丙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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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性来源
如地方性砷、镉、硒、汞、氟的化合物污染水源；工业 “三

废”处理不当，将未经净化的废水、废渣或毒物排入河流，或埋
藏不当导致土壤、水源污染等；农业生产中的各种农药、化肥对
环境的污染等。

（五）特殊性来源

１．人为性来源
如自杀与投毒，常见的有各种农药、化学类毒物等；战争使

用的各种毒剂。

２．意外性来源
如地震、火灾所产生的各种毒物；运输过程中的意外事故造

成的有毒气体、有毒液体泄漏等。

二、毒物的存在形态

急性中毒毒物可以以固态、液态、气态或气溶胶的形式存在
于各种环境中。

气态毒物指常温、常压下呈气态的物质，如氯气、氮氧化物、

一氧化碳、硫化氢等刺激性和窒息性的气体；固体升华、液体蒸
发或挥发可形成蒸气，如碘可经升华呈气态，苯、乙醚等可经蒸
发而呈气态。凡沸点低、蒸气压大的液体都易产生蒸气，对液体
进行加热、搅拌、通风透气、超声处理、喷雾或增大其表面积均
可促进蒸发或挥发。

悬浮于空气中的液体微粒称为雾。蒸气冷凝或液体喷洒可形
成雾，如镀铬作业时可产生铬酸雾，喷漆作业时可产生漆雾等。
能悬浮于空气中，直径小于０．１μｍ的固体微粒，称为烟。金属熔
融时产生的蒸气在空气中迅速冷凝、氧化可形成烟，如熔炼铝、

铜时可产生铅烟、铜烟和锌烟；有机物加热或燃烧时，也可形成
烟。能较长时间悬浮在空气中，粒子直径为０．１～１０μｍ的固体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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