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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中毒是指人体在短时间内接触毒物或超过中毒量
的药物后，机体产生的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及其临床表现。

急性中毒病情复杂、变化急骤；严重者出现多器官功能的

障碍或衰竭甚至危及患者生命 ［１］。

１　急性中毒流行病学

在美国，损伤相关疾病发病率和病死率中，中毒是第

二大原因［２］。美国中毒控制中心国家中毒数据系统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ｉｓｏｎＤａｔａＳｙｓｔｅｍ，ＮＰＤＳ）２０１４年年度报告［３］：

２０１４年有毒物质暴露报告数超过２８９万人次；其毒物暴露
主要集中在２０岁以下低年龄段，占６１２８％；毒物暴露途
径，以消化道摄入为主，占８３７％；意外接触是主要接触
原因，占７９４％；毒物暴露地点９３４８％集中于家庭；毒物
类型以药物和日常生活用品为主，前五类毒物分别为镇痛

药 （１１３％），化妆品／个人护理产品 （７７％），家庭清洁
物质 （７７％），镇静剂／安眠药／抗精神病药 （５９％），以
及抗抑郁药 （４４％）。５岁及以下儿童最常暴露五种毒
（药）物依次是化妆品／个人护理产品 （１４０％），镇痛药
（９３％），家庭清洁物质 （１１０％），异物／玩具／杂项
（６７％）以及外用制剂 （５８％）。

我国卫生部２００８年发布的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结果显
示，城市和农村损伤和中毒是继恶性肿瘤、脑血管疾病、

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后的第五大死亡原因，占总病死率

的１０７％。我国目前缺乏大样本多中心的急性中毒流行病
学的数据；有研究对１９９４年到２００７年我国发表的急性中毒
流行病学的文献进行检索，在检索到的７１４篇文献中符合
预定要求的有２４篇，研究表明，急性中毒男女比例为１∶
１３１，女性中毒例数明显高于男性。急性中毒患者，年龄
集中在 ２０～２９岁和 ３０～３９岁，尤其是 ２０～２９岁，占
４０２８％；从急性中毒原因来看，有意接触毒物者高于意外
接触者，自杀是急性中毒的重要原因［４］。急性中毒途径以

消化道为主，地点以家庭为主；静脉注射途径多在娱乐场

所出现。急性中毒的毒种主要有药物、乙醇、一氧化碳、

食物、农药、鼠药６大类；乙醇作为单项毒种在中毒物质中

占第一位，乙醇中毒集中在青壮年群体，男性明显多于女

性；药物中毒以治疗性用药为主，最常见的是苯二氮卓类

镇静催眠药 ［５６］；急性中毒病死率为１０９％ ～７３４％，其
中农药中毒占急性中毒死亡的４０４４％ ［７］；急性农药中毒

病死率为７１２％～９３０％［８９］，农药中毒种类主要是有机磷

农药和百草枯［９１０］，百草枯中毒病死率为５０％～７０％［１１１２］。

食物中毒在急性中毒中仍占有重要位置。一氧化碳中

毒与北方冬季家用燃煤取暖以及目前家庭使用燃气、热水

器或以液化石油为燃料的火锅有密切关系。

２　中毒病情分级与评估

１９９８年欧洲中毒中心和临床毒理学家协会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ｉｓｏｎｓＣｅｎｔｒｅｓ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ＥＡＰＣＣＴ）联合国际化学安全计划和欧盟委员会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ｏ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推 荐 了 中 毒 严 重 度 评 分［１３１４］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ｓｃｏｒｅ，ＰＳＳ）（表１）。

中毒严重程度评分标准分五级。无症状 （０分）：没有
中毒的症状体征；轻度 （１分）：一过性、自限性症状或体
征；中度 （２分）：明显、持续性症状或体征；出现器官功
能障碍；重度 （３分）：严重的威胁生命的症状或体征；出
现器官功能严重障碍；死亡 （４分）：死亡。

在目前已知的所有急性中毒种类中，除非已有明确的

针对该种中毒的严重程度分级标准，其余急性中毒均推荐

参考ＰＳＳ，实行急性中毒病情分级并动态评估。

３　急性中毒机制

毒物进入人体后，产生毒性作用，导致机体功能障碍

或 （和）器质性损害，引起疾病甚至死亡。中毒的严重程

度与毒 （药）物剂量或浓度有关，多呈剂量效应关系。不
同毒物的中毒机制不同，有些毒物通过多种机制产生毒性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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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毒严重度评分

器官与系统 无症状 轻度 中度 重度 死亡

评分 ０ １ ２ ３ ４

轻度，一过性，自限性症状或体征
明显、持续性症状或体征；器官功

能障碍

严重威胁生命的症状或体征；器官

功能严重障碍

消化系统 　呕吐、腹泻、腹痛
　激惹、口腔小溃疡、一度烧伤
　内镜下可见红斑或水肿

　明显或持续性的呕吐、腹泻、
梗阻、腹痛

　重要部位的一度烧伤或局限部
位的二度或三度烧伤

　吞咽困难，呃逆
　内镜下可见黏膜溃疡

　大出血、穿孔
　大范围的二度或三度烧伤
　严重的吞咽困难，呃逆
　内镜下可见透壁性溃疡，伴周
围黏膜病变

呼吸系统 　咳嗽，轻度支气管痉挛
　胸部Ｘ线片轻度或无异常

　持续性咳嗽，支气管痉挛，
　胸部 Ｘ线片出现异常伴有中
度症状

　明显呼吸功能障碍，低氧需要
持续供氧 （如严重支气管痉挛、

呼吸道阻塞、声门水肿、肺水肿、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肺炎、气

胸）

　胸部 Ｘ线片出现异常伴有严
重度症状

神经系统 　　头昏，头痛，眩晕，耳鸣
烦乱不安
轻度锥体束外系症状
轻度胆碱能或抗胆碱能症状
感觉异常
轻度的视觉和听力障碍

　　嗜睡，对疼痛反应正常
兴奋，幻觉，谵妄
中度锥体束外系症状
中度胆碱能或抗胆碱能症状
局部麻痹但不影响重要功能
明显视觉和听力障碍

　　意识丧失
呼吸抑制或功能障碍
极度兴奋
癫痫持续状态
瘫痪
失明、耳聋

心血管系

统

　　偶发早搏
轻度或一过性血压过高或过

低

窦性心动过缓
心率：

成人５０～６０次／ｍｉｎ；
儿童７０～９０次／ｍｉｎ；
婴儿９０～１００次／ｍｉｎ；
窦性心动过速
心率：

成人１００～１４０次／ｍｉｎ；

　　窦性心动过缓
心率：

成人４０～５０次／ｍｉｎ；
儿童６０～８０次／ｍｉｎ；
婴儿８０～９０次／ｍｉｎ；
窦性心动过速
心率：成人１４０～１５０次／ｍｉｎ；
持续性早搏，房颤房扑，Ⅰ

度 、Ⅱ度房室传导阻滞，ＱＲＳ和
ＱＴ间期延长，心肌缺血，明显高
或低血压

　　窦性心动过缓
心率：

成人＜４０次／ｍｉｎ
儿童＜６０次／ｍｉｎ
婴儿＜８０次／ｍｉｎ
心动过速
心率：成人＞１８０次／ｍｉｎ
致命性室性心率失常，Ⅲ度

房室传导阻滞，心肌梗死，急性心

功不全，休克，高血压危象

代谢系统 　　轻度酸碱平衡紊乱
碳酸氢根 １５～２０或 ３０～４０

ｍｍｏｌ／Ｌ，ｐＨ７２５～７３２或 ７５～
７５９

轻度水电解质紊乱
钾 ３０～３４或 ５２～５９

ｍｍｏｌ／Ｌ
轻度低血糖
成人 ５０～７０ｍｇ／ｄＬ或 ２８～

３９ｍｍｏｌ／Ｌ
一过性高热

　　酸碱平衡紊乱明显
碳酸氢根 １０～１４或 ＞４０

ｍｍｏｌ／Ｌ，ｐＨ７１５～７２或 ７６～
７６９

水电解质紊乱明显
钾 ２５～２９或 ６０～６９

ｍｍｏｌ／Ｌ
低血糖明显
成人 ３０～５０ｍｇ／ｄＬ或 １７～

２８ｍｍｏｌ／Ｌ
持续性高热

　　严重酸碱平衡紊乱
碳酸氢根 ＜１０ｍｍｏｌ／Ｌ，ｐＨ＜

７１５或＞７７
严重水电解质紊乱
钾＜２５或＞７ｍｍｏｌ／Ｌ
严重低血糖
成人 ＜３０ｍｇ／ｄＬ或 ＜１７

ｍｍｏｌ／Ｌ
致命性高热或低热

肝脏 　　轻度血清酶升高
ＡＳＴ、ＡＬＴ２～５倍正常值

　　中度血清酶升高 （ＡＳＴ、
ＡＬＴ５～５０倍正常值），无其他生
化异常 （如血氨，凝血异常）或

严重肝功能障碍的临床证据

　　重度血清酶升高 （ＡＳＴ、
ＡＬＴ＞５０倍正常值），其他生化异
常 （如血氨，凝血异常）或肝衰竭

的临床证据

肾脏 　　轻度蛋白尿／血尿 　　大量的蛋白尿／血尿
肾功能障碍
少尿多尿　血清肌酐 ２００～

５００μｍｏｌ／Ｌ

　　肾衰竭
无尿　血清肌酐＞５００μｍｏｌ／Ｌ

血液系统 　　轻度溶血
轻度高铁血红蛋白血症

（１０％～３０％）

　　溶血
明显高铁血红蛋白血症

（３０％～５０％）
凝血异常，但无活动性出血
中度贫血，白细胞减少，血

小板减少症

　　重度溶血
重度高铁血红蛋白血症

（＞５０％）
凝血异常并伴活动性出血
重度贫血，白细胞减少，血

小板减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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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器官与系统 无症状 轻度 中度 重度 死亡

肌肉系统 　　肌肉疼，压痛
肌酸磷酸激酶 ２５０～１５００

Ｕ／Ｌ

　　僵硬，痉挛肌束震颤
横纹肌溶解 肌酸磷酸激酶１

５００～１００００Ｕ／Ｌ

　　严重肌疼、僵硬、痉挛、肌
束震颤

横纹肌溶解症
肌酸磷酸激酶＞１００００Ｕ／Ｌ
骨筋膜间室综合征

局部皮肤 　　不适，一度烧伤 （发红）

或小于体表面积１０％的二度烧伤
　　占体表面积 １０％ ～５０％的
二度烧伤 （儿童 １０％ ～３０％）或
三度烧伤小于体表面积２％

　　占体表面积＞５０％的二度烧
伤 （儿童 ＞３０％）或三度烧伤大
于体表面积２％

眼部 　　不适，发红，流泪，轻度眼
睑水肿

　　剧烈不适、角膜擦伤
轻度角膜溃疡

　　角膜溃疡或穿孔，永久性的
损伤

叮咬处局

部反应

　　局部瘙痒，肿胀
轻微疼痛

　　明显的水肿，局部坏死，疼
痛明显

　　明显的水肿，接连部位水
肿，广泛的坏死

重要部位的水肿阻碍气道
剧烈疼痛

３１　干扰酶的活性
人体的新陈代谢主要依靠酶参与催化。大部分毒物是

通过对酶系统的干扰而引起中毒。

３１１　与酶活性中心的原子或功能基团 （如巯基、羟基、

羧基、氨基等）结合　如汞、砷等与酶的巯基结合，抑制
含巯基酶的活性。

３１２　破坏蛋白质部分的金属离子或活性中心　如氰化物
中毒时，氧化型细胞色素氧化酶中的三价铁与氰离子结合，

形成氰化高铁型细胞色素氧化酶，不能还原为二价铁，从

而阻断了氧化磷酸化过程中的电子传递，生物氧化作用不

能正常进行，人体细胞不能利用氧，造成中毒。

３１３　竞争抑制作用　毒物结构与酶的底物结构相似，与
酶的底物竞争而产生抑制作用。如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

可直接与胆碱酯酶相结合抑制此酶活性。

３１４　作用于酶的激活剂　如磷酸葡萄糖变位酶是生成和
分解肝糖原的酶，其作用需要 Ｍｇ２＋作激活剂，而 Ｆ－能与
Ｍｇ２＋形成复合物，故在氟中毒时，磷酸葡萄糖变位酶受阻。
３１５　与辅酶作用　如铅中毒时发现体内烟酸的消耗量增
加，在严重中毒时，血液内烟酸含量几乎为零，结果使辅

酶Ⅰ和辅酶Ⅱ减少，从而抑制了吡啶核苷酸或烟酰胺核苷
酸连接的脱氢酶的作用。

３１６　与酶的底物作用　如氟乙酰胺进入人体内产生氟乙
酸，与草酰乙酸结合成氟柠檬酸 （乌头酸酶的底物，乌头

酸酶在三羧酸循环中催化柠檬酸转变为异柠檬酸），抑制乌

头酸酶的活性，使三羧酸循环中断，影响氧化磷酸化过程，

造成神经系统和心肌损害。

３２　破坏细胞膜的功能
３２１　对膜脂质的过氧化作用　四氯化碳中毒在体内产生
自由基，使膜上多烯脂肪过氧化，导致脂质膜的完整性受

损，溶酶体破裂，线粒体、内质网变性，细胞死亡。

３２２　对膜蛋白的作用　锌、汞等都可与线粒体膜的蛋白
反应，从而影响三羧酸循环和氧化磷酸化过程。

３２３　使膜结构及通透性改变　河豚毒素可选择性阻断膜

对钠离子的通透性，从而阻断神经传导，使神经麻痹。

３３　阻碍氧的交换、输送和利用
３３１　氧的交换障碍　刺激性气体引起肺水肿，使肺泡气
体交换受阻。

３３２　氧的运输障碍　一氧化碳与血红蛋白结合形成不易
解离的碳氧血红蛋白，使血红蛋白丧失携氧功能。

３３３　氧的利用障碍　氰化物中毒时氰离子与细胞色素氧
化酶中的铁结合，从而使该酶丧失催化氧化还原反应的能

力，使细胞利用氧障碍。

３４　影响新陈代谢功能
３４１　作用于核酸　烷化剂、氮芥等使脱氧核糖核酸发生
烷化，形成交叉联结，影响脱氧核糖核酸功能。

３４２　影响蛋白质合成　敌鼠钠中毒在体内竞争性抑制维
生素Ｋ的活性，从而抑制凝血酶原的合成。
３４３　作用于能量代谢过程　二硝基苯酚类是呼吸链与氧
化磷酸化的解耦联剂，在有二硝基苯酚存在的情况下，呼

吸链中产生的能量不能形成 ＡＴＰ，但以热能的形式释放，
影响能量代谢。

３５　改变递质释放或激素的分泌
如肉毒杆菌毒素，使运动神经末梢不能释放乙酰胆碱

而致肌肉麻痹。

３６　损害免疫功能
３６１　使免疫功能下降　如抗肿瘤药物。
３６２　引起异常免疫反应　如异氰酸脂类、苯酐类、多胺
固化剂等可引起职业性哮喘。

３６３　损害免疫器官　如氟中毒等可引起脾和胸腺的
损害。

３７　光敏作用
３７１　光变态反应　某些物质进入机体后在日光照射下发
生光化学变化，具有毒性作用，如灰黄霉素。

３７２　光毒性反应　某些物质在日光照射下发生光化合反
应，形成有毒物质，从而对机体产生毒害作用，如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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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对组织的直接毒性作用
如强酸强碱中毒，其毒性作用主要是引起蛋白质变性，

造成组织坏死，引起局部充血、水肿、坏死和溃疡。

３９　其他机制
包括非特异性机制和原因不明等。

４　急性中毒诊断

４１　急性中毒诊断
急性中毒的诊断主要根据毒物接触史、临床表现、实

验室及辅助检查结果；目前临床上尚无法做到利用实验室

毒物分析来快速明确诊断所有的毒物，因此急性中毒诊断

时应考虑以下原则。

４１１　毒物暴露　患者毒物接触史明确或有毒物进入机体
的明确证据而无临床中毒的相关表现，患者可能处于急性

中毒的潜伏期或接触剂量不足以引起中毒。

４１２　临床诊断　毒物接触史明确伴有相应毒物中毒的临
床表现，并排除有相似临床表现的其他疾病，即可做出急

性中毒的临床诊断；有相关中毒的临床表现，且高度怀疑

的毒物有特异性拮抗药物，使用后中毒症状明显缓解，并

能解释其疾病演变规律者也可作出临床诊断。

４１３　临床确诊　在临床诊断的基础上有确凿的毒检证
据，即可靠的毒检方法在人体胃肠道或血液或尿液或其他

体液或相关组织中检测到相关毒物或特异性的代谢成分，

即便缺乏毒物接触史，仍然可以确诊。

４１４　疑似诊断　具有某种毒物急性中毒的相关特征性临
床表现，缺乏毒物接触史与毒检证据，其他疾病难以解释

的临床表现，可作为疑似诊断。

４１５　急性毒物接触反应　患者有明确毒物接触的环境或
明确的毒物接触史，伴有相应的临床表现，常以心理精神

症状为主，尤其群体性接触有毒气体者，在脱离环境后症

状很快消失，实验室检测无器官功能损害证据时，应考虑

急性毒物接触反应。

４１６　急性中毒诊断的其他问题
（１）隐匿式中毒：是指患者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

的中毒。

（２）不明毒物中毒：毒物接触史明确，但不能确定毒
物；临床表现与某种物质明显相关；已知的疾病不能解释

相关临床表现；以上条件均具备即可诊断不明毒物中毒或

未知毒物中毒。

（３）急性中毒具有不可预测性和突发性，除少数有临
床特征外，多数临床表现不具备特异性，缺乏特异性的临

床诊断指标。以下情况要考虑急性中毒：

ａ不明原因突然出现恶心、呕吐、头昏，随后出现惊
厥、抽搐、呼吸困难、发绀、昏迷、休克甚至呼吸、心搏

骤停等一项或多项表现者；

ｂ不明原因的多部位出血；
ｃ难以解释的精神、意识改变，尤其精神、心理疾病

患者，突然出现意识障碍；

ｄ在相同地域内的同一时段内突现类似临床表现的多
例患者；

ｅ不明原因的代谢性酸中毒；
ｆ发病突然，出现急性器官功能不全，用常见疾病难

以解释；

ｇ原因不明的贫血、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周围
神经麻痹；

ｈ原因不明的皮肤黏膜、呼出气体及其他排泄物出现
特殊改变 （颜色、气味）。

４２　急性中毒诊断注意事项
　　毒物检测分析是急性中毒的客观诊断方法，也可以帮
助评估病情和判断预后。当诊断急性中毒或疑为急性中毒

时，应常规留取残余物或可能含毒的标本，如剩余食物、

呕吐物、胃内容物及洗胃液、血、尿、粪等。在合适的条

件下保存，在需要时送往具备条件的实验室进行检测。

　　急性中毒的诊断还应包括中毒途径、毒物通用名和中
毒程度及并发症。同时，需注意急性中毒迟发性功能障碍，

如百草枯中毒迟发性的肝、肾功能障碍，一些毒蕈中毒的

迟发性肝、肾功能障碍等。

４３　急性中毒综合征与特殊中毒特征
４３１　急性中毒综合征临床表现
　　 （１）胆碱样综合征。包括毒蕈碱样综合征和烟碱样综
合征。毒蕈碱样综合征表现为心动过缓、流涎、流泪、多

汗、瞳孔缩小、支气管分泌液过多、呕吐、腹泻、多尿，

严重时可导致肺水肿。主要见于有机磷酸盐、毛果芸香碱

和某些毒蘑菇中毒等。烟碱样综合征表现为心动过速、血

压升高、肌束颤动、肌无力等。主要见于烟碱样杀虫剂中

毒、烟碱中毒、黑寡妇蜘蛛中毒等。

（２）抗胆碱综合征。主要表现为：心动过速、体温升
高、瞳孔散大、吞咽困难、皮肤干热、口渴、尿潴留、肠

鸣音减弱甚至肠梗阻，严重时甚至出现谵妄、幻觉、呼吸

衰竭等。主要见于颠茄、阿托品、曼陀罗、某些毒蘑菇、

抗组胺类药物、三环类抗抑郁药等中毒。

（３）交感神经样中毒综合征。主要表现为：中枢神经
系统兴奋，抽搐、血压升高、心动过速、体温升高、多汗、

瞳孔散大；考虑与体内儿茶酚胺升高有关，主要见于氨茶

碱、咖啡因、苯环己哌啶、安非他命、可卡因、苯丙醇胺、

麦角酰二乙胺等中毒。

（４）麻醉样综合征。主要表现为：中枢神经系统抑制，
呼吸抑制、血压下降，瞳孔缩小、心动过缓、肠蠕动减弱，

体温降低，严重时昏迷。主要见于可待因、海洛因、复方

苯乙哌啶 （止泻宁）、丙氧酚中毒等。

　　 （５）阿片综合征。主要表现同麻醉样综合征。主要见
于阿片类，严重乙醇及镇静催眠药等中毒。

　　 （６）戒断综合征。主要表现为：心动过速、血压升高、
瞳孔扩大、多汗、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定向障碍、抽搐、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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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亢进、竖毛、哈欠、幻觉。主要见于停用以下药物：乙

醇、镇静催眠药、阿片类、肌松剂 （氯苯胺丁酸）、５羟色
胺再摄取抑制剂 （ＳＳＲＩｓ）以及三环类抗抑郁药物等。
４３２　特殊中毒特征　常见的特殊中毒特征见表２。

表２　特殊中毒特征

特殊中毒表现 常见毒物

阵挛性惊厥、癫痫发作

农药：毒鼠强、有机氯杀虫剂、有机氟农药、拟除虫菊酯、二甲四氯、烟碱

医用药物：异烟肼、中枢兴奋剂、氨茶碱、阿托品和乙胺嘧啶

植物毒物：马钱子、白果、马桑和莽草子

呕吐物或洗胃液颜色异常

　紫红色 高锰酸钾

　蓝绿色 铜盐、镍盐

　粉红色 钴盐

　黄色 硝酸盐、苦味酸

　亮红色 红汞、硝酸

　咖啡色 硝酸、硫酸及草酸

　棕褐色 盐酸

　暗处发光 黄磷

　无色或白色 碱类

尿色异常

　蓝色 亚甲蓝

　棕褐黑色 苯胺染料、萘、苯酚、亚硝酸盐

　樱桃红棕红色 安替匹林、锌可芬、可以引起血尿及溶血的毒物

　橘黄色 氟乐灵

　绿色 麝香草酚

　黄色 引起黄疸的毒物、呋喃类

皮肤颜色异常

　化学性发绀 高铁血红蛋白血症、胺碘酮

　樱红色 一氧化碳

　黄染 米帕林 （阿地平）、损肝毒物及溶血毒物引起的黄疸 （磷、四氯化碳、蛇毒、毒蕈、苯的

氨基或硝基衍生物、蚕豆病及氯丙嗪引起的黄疸）

　红色 硼酸、双硫仑反应、万古霉素

　紫癜 抗凝血灭鼠剂 （敌鼠钠盐和溴敌隆）、氯吡格雷、糖皮质激素、肝素、华法林、水杨酸制剂

特殊气味

　水果味 乙醇、盐酸碳氢化合物、氯仿、丙酮、酮酸中毒

　乙烯基 乙氯维诺

　枯草味 光气

　苦杏仁味 氰化物、苦杏仁苷

　大蒜味 砷、二甲基亚砜、铊、硒酸、有机磷

　臭鸡蛋味 硫化氢、硫醇

　冬青油味 甲基水杨酸盐

　芳香味 苯类芳香烃、有机氯农药毒杀芬

　鞋油味 硝基苯

　樟脑丸 樟脑萘、二氯苯

皮肤黏膜出血 敌鼠钠盐杀鼠剂、肝素、水杨酸、华法林等

５　实验室检查与毒物检测

５１　目前可以检测的常见中毒毒物的种类
５１１　醇类　乙醇 （俗称酒精）、乙二醇 （玻璃水主要成

分）、甲醇 （工业酒精中含量高）。

５１２　合成药物　镇静催眠药 （包括巴比妥类、苯二氮卓

类及三代安眠药唑吡坦、佐匹克隆等）、中枢神经兴奋药、

麻醉药、抗精神病药物 （如吩噻嗪类药物）、抗癫痫药、解

热镇痛药、消炎镇痛药、降压药、降糖药、抗肿瘤药 （如

秋水仙碱等）、抗生素、其他 （如西地那非等）。

５１３　天然药物或毒物　有毒植物包括：乌头 （含乌头碱

类）、钩吻 （含钩吻碱类）、颠茄草、曼陀罗 （含莨菪碱

类）、雷公藤 （含雷公藤碱类）、苦杏仁 （含氰苷类）、蓖

麻籽 （含蓖麻毒素）等。有毒动物包括：河豚 （河豚毒

素）、蛇毒、斑蝥 （含斑蝥素）等。菌类或藻类毒素包括：

肉毒杆菌 （含肉毒毒素）、毒蘑菇 （主要含鹅膏毒肽或毒

伞肽）、有毒藻类 （主要含神经性贝类毒素、麻痹性贝类毒

素、腹泻性贝类毒素、雪卡毒素ＣＴ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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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４　毒品或滥用药物
（１）中枢神经抑制剂：阿片生物碱 （海洛因、吗啡

等）、哌替啶、美沙酮。

（２）中枢神经兴奋剂：安非他明类 （冰毒、摇头丸

等）、苯丙胺类兴奋剂、可卡因。

（３）致幻剂：大麻、氯胺酮。
５１５　杀虫剂及除草剂

（１）杀虫剂：有机磷杀虫剂、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
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杀虫双 （杀虫单）、杀虫脒。

（２）除草剂：百草枯、五氯酚钠、乙草胺、２，４Ｄ丁
酯等。

５１６　杀鼠剂　有机合成杀鼠剂、香豆素类杀鼠剂、茚满
二酮类杀鼠剂、有机氟杀鼠剂、毒鼠强。无机磷化物杀鼠

剂。

５１７　气体毒物和挥发性毒物　气体毒物包括：一氧化
碳、硫化氢、氰化物毒气、苯系物 （苯、甲苯、二甲苯

等）、含氯类化合物 （三氯丙烷、二氯乙烯等）、苯胺类

（硝基苯胺）、一氧化碳、氯气、磷化氢、沼气等。挥发性

毒物包括：小分子醇类 （甲醇、乙醇）、醛类 （甲醛、水合

氯醛）、醚类 （乙醚）、卤代烃 （四氯化碳、氯仿）和苯

（苯胺、硝基苯、苯酚）的衍生物等。氰化物因能形成挥发

性较大的氢氰酸而归入此类 。

５１８　金属毒物　如铅、汞、砷、铬、镉、铊等。

５２　临床急性中毒毒物检测方法
５２１　常用毒物实验室检测取样标本 　人体的体液，如胃
内容物、血液、尿液等；人体组织，如头发、皮肤等；患

者所接触的可疑中毒物质，如水源、食物、药物等。

５２２　便携式毒物检测
（１）检气管　可以快速检测有毒性气体，辨别有毒气

体种类。

（２）便携式气体测定仪　如德国研制的便携式有毒气
体检测仪 （ＧＤＡＦＲ），用于现场有毒有害气体检测。

（３）毒物测定箱　主要采用化学法进行常见毒物的
测定。

（４）快速综合毒性检测仪　主要用于快速检测污染饮
用水中的化学毒物和病原体。

（５）便携式酒精测试仪　检测酒精中毒。
（６）便携式醇类速测箱　检测甲醇、乙醇中毒。
（７）常见食物中毒快速检测箱　可检测有机磷农药、

有毒性气体、亚硝酸盐、毒鼠强、敌鼠钠、安妥定、氰化

物以及部分有毒动植物毒物等。

５２３　实验室毒物检测方法
（１）色谱　气相色谱、高效液相色谱和薄层色谱法。
（２）质谱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气相色谱质谱联

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
（３）光谱　原子吸收光谱、原子荧光光谱、红外吸收

光谱、紫外吸收光谱、核磁共振波谱及Ｘ射线光谱法。

（４）其他　快速广谱药物筛选系统 （ＲＥＭＥＤｉＨＳ分析
法）、化学法、胶体金法等。

６　中毒救治

救治原则：（１）迅速脱离中毒环境并清除未被吸收的
毒物；（２）迅速判断患者的生命体征，及时处理威胁生命的
情况；（３）促进吸收入血毒物清除；（４）解毒药物应用；
（５）对症治疗与并发症处理；（６）器官功能支持与重症
管理。

６１　院前急救［１５１８］

６１１　防护措施　 参与现场救援的人员必须采取符合要求
的个体防护措施，确保自身安全。医护人员应按照现场分

区和警示标识，在冷区救治患者 （危害源周围核心区域为

热区，用红色警示线隔离；红色警示线外设立温区，用黄

色警示线隔离；黄色警示线外设立冷区，用绿色警示线隔

离）。

６１２　脱离染毒环境　 切断毒源，使中毒患者迅速脱离染
毒环境是到达中毒现场的首要救护措施。如现场中毒为有

毒气体，应迅速将患者移离中毒现场至上风向的空气新鲜

场所。

６１３　群体中毒救治　 群体中毒救治，尤其是在医疗资源
不足的群体中毒事件现场，应对事件中的毒物接触人员进

行现场检伤。现场检伤时一般将中毒患者分为四类，分别

用红、黄、绿、黑四种颜色表示。红色：必须紧急处理的

危重症患者，优先处置；黄色：可延迟处理的重症患者，

次优先处置；绿色：轻症患者或可能受到伤害的人群，现

场可不处置；黑色：濒死或死亡患者，暂不处置。

６１４　现场急救　 脱离染毒环境后，迅速判断患者的生命
体征，对于心搏停止患者，立即进行现场心肺复苏术；对

于存在呼吸道梗阻的患者，立即清理呼吸道，开放气道，

必要时建立人工气道通气。有衣服被污染者应立即脱去已

污染的衣服，用清水洗净皮肤，对于可能经皮肤吸收中毒

或引起化学性烧伤的毒物更要充分冲洗，并可考虑选择适

当中和剂中和处理。若毒物遇水能发生反应，应先用干布

抹去沾染的毒物后再用清水冲洗，冲洗过程尽量避免热水

以免增加毒物的吸收。对于眼部的毒物，要优先彻底冲洗，

首次应用温水冲洗至少１０～１５ｍｉｎ以上，必要时反复冲洗；
在冲洗过程中要求患者做眨眼动作，有助于充分去除有毒

物质。消化道途径中毒如无禁忌证，现场可考虑催吐。

尽快明确接触毒物的名称、理化性质和状态、接触时

间、吸收量和方式。现场救治有条件时，应根据中毒的类

型，尽早给予相应的特效解毒剂。积极的对症支持治疗，

保持呼吸、循环的稳定，必要时气管插管减少误吸风险。

６１５　患者转运　 经过必要的现场处理后，将患者转运至
相应医院。转运过程中，医护人员必须密切观察患者病情

变化，随时给予相应治疗。转入医院后，应做好患者交接。

６２　院内救治
６２１　清除未被吸收的毒物方法　 根据毒物进入途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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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采用相应的清除方法。如皮肤直接接触中毒，主要清

除身体所接触的毒物，若患者现场未行相应毒物清除措施

或清除效果不满意，院内应进行毒物清除，具体方法同现

场急救。

６２２　清除经口消化道未被吸收的毒物方法
（１）催吐。对于清醒的口服毒物中毒患者，催吐仍可

考虑作为清除毒物方法之一，尤其是小儿中毒患者［１９］，但

对大多数中毒患者来说，目前不建议使用催吐［２０］。催吐前

需注意严格把握禁忌证，包括：①昏迷 （有吸入气管的危

险）；②惊厥 （有加重病情的危险）；③食入腐蚀性毒物
（有消化道穿孔、出血的危险）；④休克、严重心脏病、肺
水肿、主动脉瘤；⑤最近有上消化道出血或食管胃底静脉
曲张病史；⑥孕妇。

（２）洗胃［２１２３］。洗胃为清除经消化道摄入毒物中毒的

方法之一，在我国广泛使用。但洗胃可导致较多并发症

（包括吸入性肺炎、心律失常、胃肠道穿孔等）。近十余年

来，国外循证医学表明，经口服急性中毒患者，多数未从

洗胃中获益，相反增加其发生并发症的风险，尤其是毒

（药）物毒性弱、中毒程度轻的急性中毒患者，因此对于这

类患者不主张洗胃。然而在我国洗胃是清除胃内毒物的常

用方式，相关研究结果显示洗胃能降低急性 （尤其是重度）

中毒患者的病死率，同时也建议对此结果做进一步循证医

学研究 ［２４２５］。因此，我们建议洗胃的原则为愈早愈好，一

般建议在服毒后１ｈ内洗胃，但对某些毒物或有胃排空障碍
的中毒患者也可延长至４～６ｈ；对无特效解毒治疗的急性
重度中毒，如患者就诊时即已超过 ６ｈ，酌情仍可考虑洗
胃；对于农药中毒，例如有机磷、百草枯等要积极；而对

于药物过量，洗胃则要趋向于保守。

适应证：

经口服中毒，尤其是中、重度中毒。

无洗胃禁忌证。
禁忌证：

口服强酸、强碱及其他腐蚀剂者

食道与胃出血、穿孔者，如食道静脉曲张、近期胃
肠外科手术等。

并发症：

吸入性肺炎：较为常见的并发症，主要是洗胃时呕
吐误吸所致。

急性胃扩张：①洗胃管孔被食物残渣堵塞，造成活
瓣作用，使洗胃液体只进不出，进多出少，进液量明显大

于出液量，导致急性胃扩张；②洗胃过程中未及时添加洗
胃液，使空气吸入胃内，造成急性胃扩张。

胃穿孔：①多见于误食强酸强碱等腐蚀性毒物而洗
胃者；②患者患有活动性消化道溃疡、近期有上消化道出
血、肝硬化并发食道静脉曲张等洗胃禁忌证者；③洗胃管
堵塞出入量不平衡，短时间内急性胃扩张，胃壁过度膨胀，

造成破裂；④医务人员操作不慎，大量气体被吸入胃内致

胃破裂。

上消化道出血：①插管创伤；②患者剧烈呕吐造成
食道黏膜撕裂；③当胃内容物基本吸、排尽后，极易因洗
胃机的抽吸造成胃黏膜破损和脱落而引起胃出血；④烦躁、
不合作的患者，强行插管引起食道、胃黏膜出血。

窒息：①洗胃时因患者呕吐误吸，导致窒息；②严
重有机磷农药中毒的患者可因毒物对咽喉部的刺激造成喉

头水肿，易导致呼吸道梗阻；③胃管误入气道，引起窒息。

急性水中毒：①洗胃时，进多出少，导致胃内水贮
存，压力增高，洗胃液进入肠内吸收，超过肾脏排泄能力，

血液稀释，渗透压下降，从而引起水中毒；②洗胃导致失
钠，水分过多进入体内，发生水中毒；③洗胃时间过长，
增加了水的吸收量。

呼吸心搏骤停：洗胃时可因疼痛、呕吐误吸、缺氧
等各种不良因素诱发心律失常及呼吸心搏骤停；多见于老

年人或有基础疾病的患者。

虚脱及寒冷反应：洗胃过程中患者恐惧、躁动不安、
恶心、呕吐，机械性刺激迷走神经，张力亢进，心动过缓

加之保温不好，洗胃液过冷等因素造成。

中毒加剧：①洗胃液选用不当，如敌百虫中毒者，
应用碱性洗胃液，使敌百虫转化为毒性更强的敌敌畏。②
洗胃液灌入过多，造成急性胃扩张，增加胃内压力，促进

毒物吸收。③洗胃液过热，易烫伤食道、胃黏膜或使血管
扩张，促进毒物吸收。

洗胃前以及洗胃的注意事项：

充分评估洗胃获益与风险。

征得患者或患者家属同意，病方能理解并予以配合。

若患者昏迷，失去喉反射 （即气道保护功能）需在

洗胃前先经口或经鼻放置气管插管以保护呼吸道，避免或

减少洗胃液吸入。

洗胃全程对患者实行生命体征监护，如患者感觉腹
痛、吸引出血性灌洗液或出现休克、呼吸困难等现象，应

立即停止洗胃。

洗胃前应检查生命体征，如有缺氧或呼吸道分泌物
过多，应先吸取痰液、保持呼吸道通畅，再行胃管洗胃术。

在插入胃管过程中如遇患者剧烈呛咳、呼吸困难、
面色发绀，应立即拔出胃管，休息片刻后再插，避免误入

气管。

洗胃液的温度一般为３５℃左右，温度过高可使血管
扩张，加速血液循环，而促使毒物吸收。洗胃液总量视毒

物酌情应用；每次灌入量一般为３００～５００ｍＬ，并视患者体
质量予以调整。

注重每次灌入量与吸出量的基本平衡，灌入量过多
可引起急性胃扩张，使胃内压上升，增加毒物吸收，甚至

可能导致胃穿孔等严重的并发症。

结束洗胃应满足下述条件之一：

洗胃的胃液已转为清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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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生命体征出现明显异常变化。
（３）吸附剂
活性炭是一种安全有效、能够减少毒物从胃肠道吸收

入血的清除剂，肠梗阻是活性炭治疗的禁忌证，建议当患

者在短时间吞服了有潜在毒性、过量的药物或毒物后，立

即活性炭口服 （成人５０ｇ，儿童１ｇ／ｋｇ）［２６］。国外文献报
道，服毒小于１ｈ给予活性炭治疗有意义［２７］。对于腐蚀性

毒物及部分重金属，可口服鸡蛋清保护胃黏膜，减少或延

缓毒物吸收。

（４）导泻［２８２９］

导泻也为目前常用清除毒物的方法之一。不推荐单独

使用导泻药物清除急性中毒患者的肠道。常用导泻药有甘

露醇、山梨醇、硫酸镁、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等。

适应证：

口服中毒患者。
在洗胃或 （和）灌入吸附剂后使用导泻药物。

禁忌证：

小肠梗阻或穿孔。

近期肠道手术。

低血容量性低血压。

腐蚀性物质中毒。
（５）全肠灌洗 （ｗｈｏｌｅｂｏｗｅｌ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ＢＩ）［３０］

全肠灌洗是一种相对较新的胃肠道毒物清除方法；尤

其用于口服重金属中毒、缓释药物、肠溶药物中毒以及消

化道藏毒品者。经口或胃管快速注入大量聚乙二醇溶液，

从而产生液性粪便。可多次注入直至大便流出物变清为止。

聚乙二醇不被吸收也不会造成患者水和电解质的紊乱。研

究报道显示全肠灌洗可通过促使大便快速排出而减少毒物

在体内的吸收。

（６）灌肠
经导泻或全肠灌洗仍无排便，可以灌肠。视患者病情

及是否排便，可予多次灌肠。

６３　毒物吸收入血液后促进毒物排泄的主要方法
６３１　强化利尿　 强化利尿通过扩充血容量、增加尿量，
达到促进毒物排泄目的，主要用于以原形从肾脏排出的毒

物中毒。对心、肺、肾功能不全者慎用。方法为：快速大

量补液，根据血浆电解质和渗透压情况选用不同液体；补

液同时给予速尿２０～８０ｍｇ静脉注射。
６３２　改变尿液酸碱度　 ２００４年 ＡＡＣＴ和 ＥＡＰＣＣＴ发布
碱化尿液指南［３１］，强调尿液 ｐＨ值的改变在中毒治疗中的
作用。（１）碱化尿液：弱酸性化合物，如水杨酸、苯巴比
妥等中毒时，用碳酸氢钠静脉滴注，尿ｐＨ达８０能加速毒
物排出；（２）酸化尿液：弱碱性毒物如苯丙胺、士的宁、
苯环己哌啶等中毒时，尿液 ｐＨ＜５０能加速毒物排出，可
应用维生素Ｃ４～８ｇ／ｄ静脉输注；急性肾衰竭患者不宜应
用强化利尿法；（３）碱化尿液和高尿流量 （约６００ｍＬ／ｈ）
的治疗方案可考虑治疗某些重度中毒；（４）低血钾症是最

常见的并发症，但可以通过补钾来校正。偶尔会发生碱中

毒手足搐搦症，但低钙血症是罕见的。

６３３　血液净化　 血液净化是指把患者血液引出体外并通
过一种净化装置，清除某些致病物或毒物，达到治疗目的

的一种医疗技术，常用方法有血液透析、血液滤过、血液

灌流、血浆置换；我国以血液灌流为最常用，有条件、有

适应证时应尽早进行［３２］。

适应证： （１）毒 （药）物或其代谢产物能被血液透

析、血液滤过、血液灌流、血浆置换排出体外者；（２）中
毒剂量大，毒 （药）物毒性强；（３）摄入未知成分和数量
的药物或毒物，病情迅速进展，危及生命；（４）中毒后合
并内环境紊乱或急性肾功能障碍或多个器官功能不全或衰

竭；（５）毒物进入体内有延迟效应，较长时间滞留体内引
起损伤［３３３４］。

关于各种毒 （药）物中毒血液净化治疗及其模式选择，

由于缺乏有价值的循证医学研究证据，临床医师应结合毒

（药）物分子量大小、溶解度、半衰期、分布容积、蛋白结

合率、内源性清除率 （包括肾、肝等）、药 （毒）代动力

学及临床经验等因素，结合中毒严重程度、并发症和治疗

费用，决定是否进行血液净化治疗及其模式选择。

国际中毒血液净化 （ＥＸＴＲＩＰ）工作小组推荐与建议：
（１）锂、铊、水杨酸、丙戊酸、茶碱、二甲双胍、巴比妥
类 （长效）、甲醇等中毒适合血液净化； （２）苯妥英、对
乙酰氨基酚、卡马西平中毒可尝试用血液净化；（３）地高
辛、三环类抗抑郁药中毒不适合血液净化。毒 （药）物中

毒血液净化及其模式选择见表３［３５４７］。上述毒 （药）物中

毒，血液净化多用于重度中毒患者。对于急性百草枯中毒，

目前ＥＸＴＲＩＰ尚未公布推荐意见。基于国内专家经验，对
于急性百草枯中毒，建议应尽快行血液灌流，２－４ｈ内开展
者效果较好，可根据血液毒物浓度或口服量决定一次使用

一个或多个灌流器，以后根据血液百草枯浓度决定是否再

行血液灌流等相关血液净化治疗
［１１］
。

表３　毒 （药）物中毒血液净化及模式选择

药 （毒）物

名称

血液净化模式

血液透析 血液灌流 ＣＲＲＴ或ＲＲＴ 血浆置换

锂 首选血液透析 － ＲＲＴ －
铊 血液透析 － － －
甲醇 血液透析 － － －
二甲双胍 血液透析 － － －
卡马西平 首选血液透析 次选血液灌流 或ＣＲＲＴ －
对乙酰氨基酚 血液透析 － － －
巴比妥类药物 血液透析 － － －
茶碱 首选血液透析 次选血液灌流 或ＣＲＲＴ －
苯妥英 首选血液透析 次选血液灌流 － －
水杨酸 首选血液透析 次选血液灌流 或ＣＲＲＴ －
丙戊酸 首选血液透析 次选血液灌流 或ＣＲＲＴ －

　　注：ＣＲＲＴ为连续肾脏替代疗法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ｒｅｎａｌ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ａｐｙ）；

ＲＲＴ为肾脏替代治疗 （ｒｅｎａｌ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ａｐｙ）；“－”表示不详

　　相对禁忌证有：（１）严重心功能不全者；（２）严重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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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或出血者； （３）高血压患者收缩压 ＞２２０ｍｍＨｇ（１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４）血管活性药难以纠正的严重休
克［４８］。

血液透析 （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ＨＤ）：基于扩散原理，利用
半透膜两侧浓度差，将高水溶性、小分子 （相对分子质量

＜５００）和部分中分子、低蛋白结合率和 （或）伴酸中毒的

毒物清除，如锂、铊、甲醇、二甲双胍、卡马西平、对乙酰

氨基酚、巴比妥类药物、茶碱、苯妥英、水杨酸、丙戊酸

中毒等；脂溶性毒物透析效果差。血液透析同时能纠正水、

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

血液灌流 （ｈｅｍｏ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ＨＰ）：是血液流经装有固相
吸附剂 （活性炭或树脂）的灌流柱，通过吸附作用清除外

源性药物或毒物，达到净化血液目的。主要用于高蛋白结

合率、高脂溶性、大中相对分子质量的毒物。经相关研究

证实，树脂灌流器对蛋白结合和脂溶性分子清除较好，如

ＨＡ中性大孔树脂血液灌流器具有优良的生物相容性，安全
性高，如口服毒鼠强中毒后尽早行ＨＰ，２～４ｈ内开展者效
果较好，可根据进入体内毒物量或血液毒物浓度决定进行

一次或多次血液灌流［４９５１］。ＨＰ不能纠正水、电解质、酸碱
平衡紊乱，并可引起血小板、白细胞、凝血因子、葡萄糖、

二价阳离子等减少，应予监测并及时补充。

血浆置换 （ｐｌａｓｍａｐｈｅｒｅｓｉｓ，ＰＥ）：将血液分离为血浆和
细胞成分，弃去血浆，把细胞成分和所需补充的白蛋白、

新鲜血浆及平衡液等按一定比例回输至患者体内，达到清

除毒物或药物目的。主要用于相对分子质量大、蛋白结合

率高的毒物、异常血红蛋白以及红细胞的破坏产物或合并

肝功能衰竭时产生的大量蛋白结合率高的内源性毒素，还

可清除炎性因子、补充血液中有益成分如活性胆碱酯酶；

用于清除游离或与蛋白质结合的毒物，如洋地黄、三环类

抗抑郁药、百草枯等迅速彻底排除体外，特别是生物毒

（如蛇毒、蕈中毒）及砷化氢等溶血性毒物中毒。一般需在

数小时内置换３～５Ｌ血浆。缺点是需求量大，来源受限、
价格昂贵、容易经血传播病毒致感染，不能纠正水、电解

质、酸碱平衡紊乱。

连续性血液净化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ｂｌｏｏｄ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ＢＰ）：
又名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ｒｅｎａｌ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ＲＲＴ），为血液净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是连续、
缓慢清除水分和溶质治疗方式的总称。ＣＢＰ能稳定清除致
病因子及炎症介质，重建和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恢复细

胞功能，保护重要器官功能，不易引起病情的 “反跳和反

复”。其中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ｖｅｎｏ
ｖｅｎｏｕｓｈｅｍｏ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ＶＶＨ）较常用，主要通过对流和弥
散方式缓慢清除毒物，能长时间维持内环境的平衡。

６４　氧气疗法
６４１　氧气疗法　即氧疗，不仅是一种对症处理方法，还
是一种治疗手段。急性中毒常因毒物的毒理作用而抑制呼

吸及气体交换，有的抑制组织细胞呼吸造成组织缺氧。各

种情况导致氧饱和度下降，均可成为氧疗指征，但个别毒

物中毒除外如百草枯中毒常规吸氧会加重病情，除非出现

严重呼吸衰竭或ＡＲＤＳ。
６４２　高压氧疗法　将患者置于高压氧环境中 （高压氧舱

内）吸氧来治疗疾病的方法，是一氧化碳中毒的特殊疗法。

原理：通过提高血氧含量及张力，增加血氧含量，使组织

内氧含量和储氧量相应增加，增加血氧弥散及组织内氧的

有效弥散距离，有效改善机体缺氧状态。

适应证：各种原因所致全身或局部缺血缺氧性疾病及

其相关病损，如ＣＯ中毒绝对适应证。
禁忌证：未经控制内出血 （尤其颅内出血）、严重休

克、气胸、严重肺气肿、精神失常等。

６５　常见特殊解毒药物［２，５２］

６５１　阿托品　节后抗胆碱药，能阻断节后胆碱能神经支
配的乙酰胆碱受体，对抗各种拟胆碱药导致毒蕈碱样作用。

适用于拟胆碱药中毒，如毛果芸香碱、毒扁豆碱、新斯的

明等中毒；有机磷农药和神经性毒气中毒；含毒蕈碱的毒

蕈中毒等。

６５２　盐酸戊乙奎醚 （长托宁）　对胆碱能受体亚型具有
高度选择性，抗胆碱作用强而全面，持续作用时间长，是

近年国内应用于治疗有机磷农药中毒解毒药之一。

６５３　胆碱酯酶复能剂　适用于有机磷农药、神经性毒气
中毒。常用药物为碘解磷定和氯磷定。

６５４　纳洛酮［５３］　可竞争性结合阿片受体，用于阿片类
药物。

６５５　硫代硫酸钠 （次亚硫酸钠）　主要用于氰化物
中毒。

６５６　亚硝酸异戊酯和亚硝酸钠 （亚硝酸盐—硫代硫酸钠

法）　为氧化剂，可将血红蛋白中的二价铁氧化成三价铁，
形成高铁血红蛋白而解救氰化物中毒。

６５７　亚甲蓝 （美兰）　氧化还原剂，用于亚硝酸盐、苯
胺、硝基苯等中毒引起的高铁血红蛋白血症。

６５８　乙酰胺 （解氟灵）　为氟乙酰胺 （有机氟农药）

及氟乙酸钠中毒的解毒剂。

６５９　氟马西尼　用于苯二氮卓类药物中毒。
６５１０　乙醇　用于甲醇或乙二醇中毒，直接作用于毒物
代谢过程，抑制甲醇分解生成毒性更强的甲醛和甲酸。

６５１１　二巯基丙醇　巯基与重金属结合形成复合物，后
者经尿液排出。用于砷、汞、锑、金、铋、镍、铬、镉等

中毒。严重肝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者慎用。

６５１２　二巯基丁二酸钠　用于砷、汞、铅、铜、锑等中
毒，作用与二巯基丙醇相似。

６５１３　二巯基丙磺酸钠　用于砷、汞、铅、铜、锑等中
毒，作用与二巯基丙醇相似，但吸收快疗效好，毒性较小，

不良反应少。

６５１４　依地酸钙钠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钙）　分子中的
钙离子可被铅和其他二价、三价金属离子结合成为稳定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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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溶的络合物，并逐渐随尿排出而呈解毒作用。用于铅中

毒，亦可用于镉、锌、锰、铜、钴等中毒。

６５１５　奥曲肽　可用于磺脲类药物过量或中毒。
６５１６　青霉胺 （二甲基半胱氨酸）　有促排铅、汞、铜
的作用，非首选药物。优点是可以口服，不良反应较轻，

在其他药物有禁忌时可选用。

６５１７　去铁敏　主要用于急性硫酸亚铁中毒。本品 １００
ｍｇ可络合８５ｍｇ的铁。
６５１８　抗蛇毒血清及蛇药　包括抗眼镜蛇毒血清、精制
抗蝮蛇毒血清、精制抗银环蛇毒血清、精制抗五步蛇毒血

清及各种蛇药等，用于毒蛇咬伤，有解毒、止痛、消肿

功效。

６５１９　鱼精蛋白　与肝素结合形成稳定的无活性的复合
物。用于肝素使用过量治疗。

６５２０　肉毒抗毒血清　用于肉毒中毒。
６５２１　去铁胺　与铁离子结合形成螯合物经尿液排出。
用于中、重度急性铁中毒、慢性铁过量。主要用于铁中毒

和铝过量。

６５２２　甲吡唑　是乙醇脱氢酶的强效抑制剂。用于乙二

醇、乙醇、甲醇中毒，其中甲吡唑是甲醇中毒的首选解毒

剂［５４］。

６５２３　乙酰半胱氨酸　可用于对乙酰氨基酚中毒。
６５２４　脂肪乳　有报道脂肪乳剂可能用于重度亲脂性药
物中毒的治疗，尤其是麻醉药，但需更进一步的循证医学

证据加以证实以及需要关注脂肪乳剂不良反应［５５６２］。

６５２５　吡哆辛 （维生素Ｂ６）　可用于异烟肼、肼及其衍
生物中毒。

６５２６　胰高血糖素　可用于 β阻滞剂、钙通道受体阻滞
剂中毒。

６５２７　羟钴胺素 （维生素Ｂ１２）　可用于氰化物中毒。
６５２８　地高辛特异性抗体　可用于强心苷中毒。
６５２９　葡萄糖酸钙　可用于氟化物、钙通道阻断剂中毒。
６５３０　氯化钙　可用于氟化物，钙通道阻断剂中毒。
６５３１　碳酸氢钠　可用于钠通道阻滞剂中毒。

建议医院按照２００８年卫生部办公厅发布的 《卫生应急

队伍装备参考目录 （试行）》［６３］文件等以及相关解毒药储备

指南储备下列药物［６４］，见表４。

表４　医院储备解毒药目录

名称 名称 名称 名称 名称

蝮蛇抗蛇毒血清 　　银环蛇抗蛇毒血清 　　亚硝酸异戊酯 　　硫代硫酸钠 　　　长托宁
五步蛇抗蛇毒血清 　　亚甲蓝 　　二巯丁二酸钠 　　硫酸阿托品 　　　纳洛酮
眼镜蛇抗蛇毒血清 　　乙酰胺 　　二巯丙磺酸钠 　　胆碱酯酶复能剂 　　　乙酰半胱氨酸
蝰蛇抗蛇毒血清 　　亚硝酸钠 　　依地酸钙钠 　　活性炭粉剂 　　　羟钴胺素

６６　对症治疗与并发症处理［６５６７］

急性中毒由于毒物本身或并发症可直接危及生命，需

积极抢救。而目前绝大多数毒物急性中毒无特效解毒剂或

拮抗剂治疗，所以尽早对症支持治疗与处理并发症就显得

非常重要，其目的是保护重要器官，使其恢复功能，维护

机体内环境稳定。

６６１　中毒性脑病　主要是由亲神经性毒物中毒引起，如
一氧化碳、麻醉药、镇静药等。表现为惊厥、抽搐、谵妄、

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及颅内压增高症状。救治重点是早发

现、早期防治脑水肿、保护脑细胞。惊厥、抽搐常应用巴

比妥类、地西泮等药物；谵妄、意识障碍和颅内压增高症

状，常给予甘露醇、呋塞米和糖皮质激素脱水等治疗，同

时辅以ＡＴＰ、辅酶Ａ、胞二磷胆碱等脑保护治疗。高压氧
治疗也是重要的救治手段。

６６２　低血压与休克　常见于镇静药、催吐药、抗精神病
及抗抑郁药物中毒，其作用机制是综合性的。在补充血容

量的基础上，重视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

６６３　吸入性肺炎　常见于昏迷、洗胃的患者及吸入有毒
气体，如碳氢化合物或其他液态化合物。可使用糖皮质激

素治疗并选用合理的抗生素控制感染，但不主张预防抗生

素治疗。

６６４　中毒性肺损伤　毒物抑制呼吸中枢而导致肺换气不
足及二氧化碳潴留，也可因中毒后呼吸肌麻痹或肺水肿而

引起急性呼吸衰竭。中毒性肺水肿多由于肺毛细血管内皮

细胞与肺泡上皮细胞受刺激性气体损伤引起。抢救中毒性

肺水肿，应积极氧疗，配合机械通气及大剂量糖皮质激素。

６６５　中毒性肝损伤　多种毒物及其代谢物均会对肝脏细
胞造成损伤，可使用乙酰半胱氨酸等药物治疗。

６６６　中毒性肾损伤　维持有效血液循环，纠正休克与缺
氧，避免使用对肾脏有损害的药物，合理使用利尿剂。

６６７　中毒性心肌损伤与心律失常　有些毒物直接影响心
肌纤维的电生理作用，另外由于中毒造成心肌细胞缺氧或

代谢紊乱而发生心律失常。救治中早期应用含镁极化液稳

定心肌电生理有助于预防，同时可根据心律失常的类型选

择相应的抗心律失常药物。

６６８　水、电解质与酸碱失衡　急性中毒常因毒物本身的
作用和患者呕吐、腹泻、出汗、洗胃以及利尿等均可造成

内环境的紊乱。因此，在救治过程中要密切监测并维持水、

电解质与酸碱平衡。

７　急性中毒重症管理 ［６８］

７１　入住中毒治疗ＩＣＵ或ＩＣＵ的标准
急性重症中毒患者，有些表现为明确的靶器官损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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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障碍，有些则表现为多器官功能的障碍。病情监测与

器官功能支持影响患者预后，重症中毒患者常常需要收住

ＩＣＵ治疗。对于急性中毒患者入住ＩＣＵ，目前没有统一的标
准，以下７项可以借鉴［６９］： （１）呼吸衰竭或需要气管插
管；（２）意识改变，如昏迷、反应迟钝或谵妄或癫痫发作；
（３）急性心功能不全； （４）休克； （５）严重心律失常；
（６）急性肝肾功不全；（７）中毒严重度评分 （ＰＳＳ）为重
度中毒；（８）其他危及或潜在危及生命的情况。

７２　心脏呼吸骤停
心脏呼吸骤停的发生有三种形式：（１）心搏先停，呼

吸随之停止。多见于对心血管系统直接毒害的中毒，如砷、

汞、锑、雷公藤、乌头碱、洋地黄等。（２）呼吸先停，数
秒或数分钟后心搏停止。有机磷农药、窒息性气体中毒、

镇静安眠药等。（３）呼吸心搏同时停止。多见于极高浓度
的化学物中毒，如氯气、氨、砷化氢、氰化物等可瞬间死

亡［７０７１］。

中毒性心脏呼吸骤停是由于毒 （药）物对呼吸中枢、

心血管系统的直接毒性作用，同时也可通过全身性病理生

理改变而间接影响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在我国有机磷

农药中毒是导致心脏呼吸骤停的常见病因。急性中毒患者

一旦出现心脏呼吸骤停即刻开始心肺脑复苏，参照２０１５年
ＡＨＡ心肺复苏与心血管急救指南［７２］。超长时间心肺复苏与

即刻解毒药的应用以及延续生命支持 （ＰＬＳ）是急性中毒
复苏成功的关键，包括：（１）特异性解毒药物的应用、持
续的清除导致心脏呼吸停止的启动因素。（２）由于中毒导
致心脏呼吸停止的患者多数无心脑呼吸原发疾病且随着毒

（药）物清除或被拮抗，心搏呼吸恢复的可能性比较大，故

应实施超过半小时以上的超长心肺复苏。

７３　中毒性心力衰竭
有些毒 （药）物通过对心肌直接慢性毒性作用或间接

影响血压和心脏结构，导致心功能不全。多见于蒽环类药

物 （如放线菌素、柔红霉素、阿霉素等）、锑、钴、可卡

因、乙醇、洋地黄、氨茶碱等。治疗上主要为去除毒 （药）

物对心肌的毒性作用，保护心肌，改善心脏功能等，严重

泵功能衰竭者可采用主动脉内球囊反搏和体外膜肺氧合等

心脏辅助装置进行支持治疗。

７４　中毒性呼吸衰竭
毒物可通过呼吸道、皮肤、消化道、血液等途径吸收，

引起呼吸道、呼吸中枢损害，导致中毒性呼吸衰竭。主要

机制有：（１）呼吸中枢抑制；（２）呼吸肌麻痹；（３）窒息
性气体中毒致中枢性的呼吸衰竭如一氧化碳中毒、硫化氢

中毒，氮、二氧化碳和甲烷中毒等； （４）呼吸道梗阻；
（５）肺组织损伤，如刺激性气体吸入，包括氯气、氨气、
二氧化硫和光气中毒等，可致急性喉头水肿、气管支气管

损伤、化学性肺炎、肺水肿甚至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ＡＲＤＳ）；水溶性大的刺激性气体 （如氯气、氨气、二氧化

硫等）中毒可迅速产生化学性刺激症状，发生肺水肿，而

水溶性小的气体 （如光气、氮氧化物等）易出现迟发性肺

水肿，潜伏期较长，需密切医学观察；肺损伤也是百草枯

中毒最突出和最严重的改变；（６）此外，中毒患者伴有严
重呕吐可导致吸入性肺炎，重者可致呼吸衰竭。

中毒性呼吸衰竭的治疗：（１）现场复苏，中毒导致的
呼吸衰竭、呼吸骤停在脱离中毒环境后立即现场复苏；（２）
保持呼吸道通畅，病情需要应及时建立人工气道；（３）氧
疗，中毒引起的呼吸衰竭应及时氧疗，ＣＯ中毒等缺氧性脑
病患者，应早期行高压氧治疗； （４）呼吸兴奋剂的使用，
麻醉药、镇静安眠药等中毒多以呼吸中枢抑制为主，导致

低通气者可使用呼吸兴奋剂； （５）ＡＲＤＳ的治疗，对于中
重度ＡＲＤＳ患者，及时建立人工气道，有创机械通气，采
用以小潮气量和ＰＥＥＰ为主的肺保护性通气策略；（６）抗
感染治疗，根据药敏选择有效抗生素，防治吸入性肺炎和

机械通气相关性肺炎。

７５　中毒性肾功能衰竭
毒物吸收入机体后直接引起肾脏损害，导致急性肾功

能衰竭。其主要病变为急性肾小管坏死 （如毒蕈、蛇毒、

生鱼胆、斑蝥、氨基糖苷类抗生素中毒等）和肾小管堵塞

（重金属如汞、砷、锑、锌等中毒）。中毒后的全身炎症反

应综合征与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也可加重肾功能衰竭。

中毒性肾衰竭的治疗包括针对原发病因采取有效的治疗措

施，如使用特效解毒剂、络合剂、维持有效血液循环、纠

正缺氧、避免使用对肾有损害的药物、合理使用利尿药等；

由于血液净化技术在急性中毒的治疗中可清除毒物、维持

机体内环境稳定和肾功能替代，需要时应尽早行血液净化

治疗。

７６　中毒性肝功能衰竭
毒物经吸收后引起肝脏损害，导致中毒性肝炎甚至肝

功能衰竭。常见致病毒 （药）物包括：对乙酰氨基酚、磷、

氰化物、金属和类金属及其化合物、卤烃类、硝基化合物

以及生物类毒素毒蕈或毒蘑菇、蛇毒等［７３７４］。

中毒性肝功能衰竭的治疗：（１）抗氧化剂的应用，如
还原型谷胱甘肽、维生素Ｃ、维生素Ｅ等；（２）支持疗法；
维持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３）解毒药物使用，如对乙
酰氨基酚和毒蕈等所致肝功能衰竭，应及时应用 Ｎ乙酰半
胱氨酸；（４）尽早行血液净化及人工肝治疗可以取得较好
的疗效，如：鹅膏菌中毒潜伏期较长、有假愈期，后期出

现肝、肾功能衰竭，应尽早行血液净化等治疗，可显著改

善预后；（５）对于严重肝功能衰竭，治疗无效者可考虑肝
移植治疗。

７７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中毒所致的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常见于生物毒素中毒，

如蝰蛇、蝮蛇、眼镜蛇等毒蛇咬伤后血液毒损伤和重症中

毒合并严重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以及严重休克等。可导

致皮肤黏膜及内脏广泛出血、溶血、血红蛋白尿等。治疗

上应针对病因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可予抗蛇毒血清解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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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凝血因子以及输血等治疗。

７８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与多器官功能障碍综
合征

急性中毒导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可由于毒物本身诱

导的一种失控的全身炎症反应，也可由于毒物导致某一器

官的功能障碍或继发严重感染，续发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从而加速多器官功能衰竭。早期积极有效地干预全身炎症

反应综合征和对多器官功能障碍积极的综合处理和血液净

化治疗等措施，可以缓解病情，改善患者的预后［７５８０］。

体外膜肺氧合 （ＥＣＭＯ）在抢救治疗重症急性中毒中
可提高成活出院率，主要针对中毒重症合并循环与呼吸功

能障碍，包括心脏呼吸骤停复苏后的患者。认为 ＥＣＭＯ可
以运用于中毒重症患者［８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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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ｃｌｏｎｉｄｉｎｅ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ｅｖｅｎｔｉｎＨｕａｉｒ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Ｊ］．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ＳｉｎｉｃａＶｉｔａｅ，２０１１，４１（１０）：１０４３１０４７．

［５１］吕菁君，魏捷，王蕊，等．急诊科早期应用血液净化治疗急性

重度中毒的临床研究 ［Ｊ］．临床急诊杂志，２０１１，１２（４）：

２３８２４１．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５９１８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９．

ＬｖＪＪ， ＷｅｉＪ， Ｗａｎｇ Ｒ， ｅｔ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ｈｅｍｏ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ｃｕｔｅｔｏｘｉｃａｎｔｓ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ａｔ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Ｊ］．ＪＣｌｉｎＥｍｅｒｇ，２０１１，１２（４）：２３８２４１．

［５２］ＤａｒｔＲＣ，ＢｏｒｒｏｎＳＷ，ＣａｒａｖａｔｉＥＭ，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ｔ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ｏｆａｎｔｉｄｏｔｅｓ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ｈａｔｐｒｏｖｉｄ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ｃａｒｅ［Ｊ］．ＡｎｎＥｍｅｒｇＭｅｄ，２００９，５４（３）：３８６３９４．

ｅ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ａｎｎｅｍｅｒｇｍｅｄ２００９０１０２３．

［５３］ＤｏｙｏｎＳ，ＡｋｓＳＥ，ＳｃｈａｅｆｆｅｒＳ．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ｎａｌｏｘｏｎｅｉｎ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Ｊ］ＣｌｉｎＴｏｘｉｃｏｌ，２０１４，５２（１０）：９８９

９９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３１８１０１４０４３２１．

［５４］ＭｉｌｌｅｒＨ，ＢａｒｃｅｌｏｕｘＤＧ，ＫｒｅｎｚｅｌｏｋＥＰ，ｅｔａｌ．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ｏ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

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Ｇｌｙｃｏｌ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ＡｄＨｏｃ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Ｊ］ＪＴｏｘｉｃｏｌ

ＣｌｉｎＴｏｘｉｃｏｌ，１９９９，３７ （５）：５３７５６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８１／ｃｌｔ

１００１０２４４５．

［５５］ＮｅａｌＪＭ，ＭｕｌｒｏｙＭＦ，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ＧＬ，ｅｔａｌ．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ａｎｄＰａｉ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ｆｏｒ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ａｎ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２０１２ｖｅｒｓｉｏｎ［Ｊ］ＲｅｇＡｎｅｓｔｈ

Ｐａｉｎ Ｍｅｄ， ２０１２， ３７ （１） ： １６１８ＤＯＩ： １０１０９７／

ＡＡＰ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２２ｅ０ｄ８ａ．

［５６］ＶａｎｄｅｎＨｏｅｋＴＬ，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ＬＪ，ＳｈｕｓｔｅｒＭ，ｅｔａｌ．Ｐａｒｔ１２：

ｃａｒｄｉａｃａｒｒｅｓｔｉ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０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ａｒ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Ｃａｒｅ［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１２２（

１８Ｓｕｐｐｌ３）：Ｓ８２９８６１ＤＯＩ：１０１１６１／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ＨＡ

１１０９７１０６９．

［５７］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ＧＬＬｉｐｉｄ ｅｍｕｌｓｉｏｎ ｉｎｆｕ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ｌｏｃａｌ

ａｎ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ｄｒｕｇｏｖｅｒｄｏｓｅ［Ｊ］，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１１７

（１）：１８０１８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ＡＬＮ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２５ａｄ８ｄｅ．

［５８］ＰａｐａｄｏｐｏｕｌｏｕＡ，ＷｉｌｌｅｒｓＪＷ，ＳａｍｕｅｌｓＴＬ，ｅｔａｌ．Ｔｈｅｕｓｅｏｆ

ｄｙｅ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ｓｔｏ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ｌｏｃａｌａｎ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ｄｒｕｇ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ｙ

ｌｉｐｉｄ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ａｖｉｓｕａｌ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ｉｐｉｄｓｉｎｋｅｆｆｅｃｔ［Ｊ］．

ＲｅｇＡｎｅｓｔｈ Ｐａｉｎ Ｍｅｄ，２０１２，３７ （２）：１８３１８７．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９７／ＡＡＰ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２４４ｂ２ｂ７．

［５９］ＨｕａｎｇＪＭ，ＸｉａｎＨ，ＢａｃａｎｅｒＭＬｏｎｇｃｈａｉｎ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ｓ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ｃａｌｃｉｕｍ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ｉｎ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ｍｙｏｃｙｔｅｓ［Ｊ］ＰｒｏｃＮａｔｌＡｃａｄＳｃｉ

ＵＳＡ，１９９２，８９（１４）：６４５２６４５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７３／ｐｎａｓ８９

１４６４５２．

［６０］ＵｍａｒＳ，ＮａｄａｄｕｒＲ，ＬｉＪＹ，ｅｔａｌ．Ｉｎｔｒａｌｉｐｉ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ｓａｎｄ

ｒｅｓｃｕｅｓｆａｔａｌ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ｆａｉｌｕｒｅｉｎｒａｔｓ［Ｊ］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２０１１，５８（３） ：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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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８ＤＯＩ：１０１１６１／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ＨＡ１１０１６８７８１．

［６１］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ＧＬｉｐｉｄｒｅｓｃｕｅ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ｌｏｃａｌ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ａｒｄｉａｃ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Ｊ］．ＴｏｘｉｃｏｌＲｅｖ，２００６，２５（３）：１３９１４５

ＤＯＩ：１０２１６５／００１３９７０９２００６２５０３０００００１．

［６２］ＬｉｔｏｎｉｕｓＥＳ，ＮｉｉｙａＴ，ＮｅｕｖｏｎｅｎＰＪ，ｅｔａｌ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ｌｉｐｉｄ

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ｏｎｌｙ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ｂｕｐｉｖａｃａｉｎｅａｎｄｍｅｐｉｖａｃａｉｎ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 ｐｌａｓｍａａｎｄ ｄｏｅｓｎｏ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ｆｒｏｍ

ｉｎｔｏｘ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ｉｇｓ［Ｊ］ＡｎｅｓｔｈＡｎａｌｇ，２０１２，１１４（４）：９０１

９０６ＤＯＩ：１０１２１３／ＡＮＥ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２３６７ａ３７．

［６３］卫生部办公厅卫生应急队伍装备参考目录 （试行） ［ＥＢ／

ＯＬ］卫办应急发 〔２００８〕２０７号

［６４］ＤａｒｔＲＣ，ＢｏｒｒｏｎＳＷ，ＣａｒａｖａｔｉＥＭ，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ｔ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ｏｆａｎｔｉｄｏｔｅｓ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ｈａｔｐｒｏｖｉｄ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ｃａｒｅ［Ｊ］ＡｎｎＥｍｅｒｇＭｅｄ，２００９，５４（３）：３８６

３９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ａｎｎｅｍｅｒｇｍｅｄ２００９０１０２３．

［６５］ＧＢＺ７３２００９职业性急性化学物中毒性呼吸系统疾病诊断标

准 ［Ｓ］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２００９．

ＧＢＺ７３２００９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ｏｆ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ｕｔ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Ｃ，２００９．

［６６］ＧＢＺ５９２０１０职业性中毒性肝病诊断标准 ［Ｓ］北京：中

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２０１０．

ＧＢＺ５９２０１０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ｏｆ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ｏｘｉｃｌｉｖｅｒ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Ｃ，２０１０．

［６７］ＧＢＺ７４２００９职业性急性化学物中毒性心脏病诊断标准 ［Ｓ］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２００９．

ＧＢＺ７４２００９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ｏｆ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ｕｔ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ｏｆ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Ｃ，２００９．

［６８］ＭｏｋｈｌｅｓｉＢ，ＬｅｉｋｅｎＪＢ，ＭｕｒｒａｙＰ，ｅｔａｌ．Ａｄｕｌｔ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ｉ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ｃａｒｅ：ｐａｒｔＩ：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ｔｈｅｉｎｔｏｘｉｃａｔ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

［Ｊ］．Ｃｈｅｓｔ，２００３，１２３（２）：５７７５９２．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

ｃｈｅｓｔ１２３２５７７．

［６９］ＢｒｅｔｔＡＳ，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Ｎ，ＧｒａｙＲ，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ｄｒｕｇｏｖｅｒｄｏｓ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ｕｎｉｔ［Ｊ］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ｄ１９８７，１４７，１３３１３７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１／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１４７１１３３．

［７０］黄韵清，周玉淑，刘仁树，等现代急性中毒诊断治疗学

［Ｍ］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２００２：６６６９，７６１０４

ＨｕａｎｇＹＱ，ＺｈｏｕＹＳ，ＬｉｕＲＳ，ｅｔａｌ．Ｍｏｄｅｒ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ｃｕｔｅ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６６６９，７６１０４

［７１］ＧＢＺ７８２０１０职业性急性化学源性猝死诊断标准 ［Ｓ］北

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２０１０．

ＧＢＺ７８２０１０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ｏｆ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ｕｔ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ｕｄｄｅｎｄｅａｔｈ［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Ｃ，２０１０．

［７２］ＮｅｕｍａｒＲＷ，ＳｈｕｓｔｅｒＭ，ＣａｌｌａｗａｙＣＷＰａｒｔ１：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２０１５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ｅａｒ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Ｕｐｄａｔｅ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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