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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急性中毒原因的研究进展%

嫡娥姆!吴明正!赵群远 综述!陈安宝$审校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昆明
:61414

#

!!

%关键词&

!

女性&急性中毒&原因

%中图分类号&

!

G005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

4:34D5!05

"

&14:

#

&3D!531D1!

!!

急性中毒是临床常见急症%我国每年中毒人数超过
&11

万

人次%尤其在西部欠发达地区%中毒已成为居民死亡和青壮年

-早死.的主要原因)

4

*

&在中毒患者中%女性占了绝大部分%其

中服用毒物或过量药物自杀的女性最多见%这与女性所特有的

生理'心理和社会角色等因素有关&因此%研究女性急性中毒

的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降低女性急性中毒的发病

率%指导女性急性中毒的临床救治%已成为临床工作者面临的

重要课题&下面就女性急性中毒原因的研究进展做一阐述&

A

!

社会因素

A2A

!

地域分布
!

女性急性中毒患者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特征%

这种地域之间的差异与不同地区毒物的易获得性不同有关)

&

*

&

研究显示%农村女性中毒发生率为城镇的
0

倍%山区为平原的

6

倍)

!

*

(农村女性多为非生产性服毒中毒%而城市女性部分由

生产性如职业暴露等因素引起中毒)

0

*

&农村女性中毒毒物以

农药为主%如有机磷'除草剂和灭鼠药等&而城镇女性则以常

见治疗性药物为主%如镇静安眠类'解热镇痛类药物等)

6

*

&

A2!

!

季节变化
!

夏'秋季是女性中毒的高发季节&闫福等)

:

*

调查
4105

例女性中毒显示%夏'秋季分别占
04233+

'

&3200+

&由于夏季气温高%气压变化大%容易引起下丘脑的体

温
D

情绪调节失衡%导致情绪障碍)

3

*

(并且夏'秋季是农忙时节%

女性生活节奏快%劳动强度大%心情易怒'烦躁%易激惹家庭'邻

里等各种矛盾%这些情绪障碍和矛盾冲突都是引起女性服毒的

重要诱因&此外%夏'秋季节正是使用农药的高峰时节%农药极

易获得)

5D7

*

&这些原因综合导致了女性中毒发生的时间特

异性&

A2$

!

种族差异
!

少数民族的食品安全问题具有其特殊性)

41

*

&

据统计资料显示%少数民族边远地区群体性聚餐发生的食物中

毒占农村食物中毒总数的
:1+

以上)

44

*

&这与少数民族群体性

民俗活动和多食用含亚硝酸盐较多的腌制食物及食物加工烹

饪场所卫生条件差等有关&此外%少数民族女性体内雌二醇

!

]&

#含量显著低于汉族女性%其绝经年龄较汉族妇女提前
6

年左右)

4&

*

%使少数民族妇女较早面对体质下降'劳动力受损等

生理困扰%造成少数民族女性较易冲动性服毒自杀&

!

!

个人因素

!2A

!

文化程度
!

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是女性中毒的高发人群%

服毒自杀是中毒的最主要方式&研究调查的
461

名女性服毒

自杀死亡患者中%

742!!+

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4!

*

&何香华

等)

40

*的研究也有相似的结果%中毒女性中文盲占
&3267+

%小

学文化程度占
0!261+

&一方面%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在各种

形式的突发负性生活事件面前%缺乏健康的心态%易产生服毒

自杀心理&另一方面%低文化女性在从事有毒有害职业工作

中%自我保护意识弱%也易发生职业性中毒&

!2!

!

职业特点
!

急性中毒患者中%职业分布以农民最多%占

07243+

%除冲动性服毒自杀外%农民使用农药方法不当%无有

效防护措施等可导致中毒高发)

46

*

&女性在从事制鞋'箱包'电

子'玩具生产等接触有毒有害工作的人群中占了相当部分%由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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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期

%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

&14&N1!6

#&

!

作者简介$嫡娥姆!

4774<

#%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毒与急危重症的研究&

!

$

!

通讯作者%

]D%)@E

$

W

@

W

KKB)\

#

/@L)2B>%

&



于安全意识差'自我保护意识薄弱或违章作业等引起的急性中

毒也时有发生)

4:

*

&此外%城市职业女性时常因工作应酬需要

而大量饮酒%常常引起急性乙醇中毒&

!2$

!

经济收入
!

无经济收入或经济收入低是女性服毒自杀

的重要原因之一)

43

*

&我国农村女性往往经济收入低或无经济

收入%当她们受到负性生活事件冲击时%更倾向于选择服毒自

杀这样激烈的行为去-解决.问题%服毒自杀人数明显高于城

市)

45

*

&但文进先)

47

*得出相反的结果%即
7&2&+

的中毒者为家

庭经济富裕或较好的%这些患者多与情感纠纷和经济利益有

关&二者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与病例样本来源于城乡的不同

有关&

!2"

!

家庭状况
!

婚姻家庭状况是与个体心理健康密切相关的

心理社会因素%婚后育龄女性往往会由于夫妻矛盾'婆媳冲突

等各种家庭纠纷事件而服毒自杀)

&1D&4

*

&我国服毒自杀女性中

已婚者占
3:207+

)

&&

*

&同时%女性还负担着家庭中儿女的抚养

和教育的压力&另外%当家庭其他成员有重大躯体疾病%或有

吸毒'酗酒'赌博'犯罪等社会病态行为时也会影响到女性的心

理健康)

&!

*

&以上各种原因单一或多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均

可导致女性服毒自杀而引起中毒&

$

!

生理因素

$2A

!

月经周期
!

女性月经期和月经前
4

"

!F

是发生服毒自

杀行为的高危时间段)

&0

*

&雌激素可通过生理和心理学机制广

泛地影响身体和大脑%并作用于情绪加工的脑区%调控情绪性

行为&当月经前
4

"

!F

和月经期女性体内雌激素比例明显下

降时%会导致生理'情绪和认知方面的异常)

&6

*

%引起女性抑郁'

焦虑及偏执评分升高等(当生活负性事件发生%极易发生冲动

型服毒中毒&

$2!

!

围绝经期
!

围绝经期的女性随着卵巢功能的下降%雌孕

激素水平也明显下降%并出现自由基代谢紊乱等%引起自主神

经系统不稳定%产生易激动'多言语'焦虑等症状)

&:

*

&另外%围

绝经期女性正值中年时期%大多数女性在和男性同样忙于工作

的同时%还要操持繁重的家务%如子女的教育'老人生活照料'

老人慢性疾病治疗的经济负担等%使女性长期处于一种应激状

态%并面临一系列的情绪问题)

&3

*

&

$2$

!

妊娠'哺乳期
!

妊娠期和哺乳期女性自我保护意识较强%

多为意外中毒%如食堂集体就餐致食物中毒'冬季烧炭取暖致

意外一氧化碳中毒'服用药物剂量不当引起意外中毒等)

&5D&7

*

&

此外%产后抑郁症诱发的服毒自杀应引起关注$一方面%产后雌

激素急剧下降%引起孕妇产后脑及内分泌组织儿茶酚胺分泌减

少'垂体及甲状腺功能减低等生理变化)

!1

*

(另一方面%在怀孕

到分娩的过程中%女性经历心理'生理以及社会角色的巨大转

变%若调适不当%容易出现情绪波动'焦虑'抑郁等负性心理&

$2"

!

月经异常
!

月经异常的女性%体内性激素水平非生理性

升高'降低或比例失衡%特别容易引起女性情绪障碍和心理障

碍)

!4

*

&月经异常的女性大多心理发展不够成熟%往往具有特

殊的人格特征%有神经质性格倾向%可出现情绪不稳定%过于敏

感%暗示性强%较弱的疼痛刺激就能激起强烈的疼痛反应

等)

!&

*

%当生活'工作中受到挫折时%较容易成为自服毒物

自杀者&

"

!

心理因素

"2A

!

儿童期
!

儿童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由于缺乏自我保

护及安全防范意识%较易成为意外中毒发生的危险人群&儿童

的心理处于发育成长时期%他们无知好奇%喜欢用口来探索多

彩的世界%无防范中毒伤害的意识%对各类物品无辨别能力%常

把有毒有害物品当食物或水食用%往往引起致命的中毒)

!!

*

&

"2!

!

青春期
!

青春期是个体身体发育完成的时期%也是身心

变化最为迅速而明显的时期&青春期女性往往表现为情绪不

稳定'过于敏感'自卑'自我暗示性强等心理特点)

!0

*

&由于该

时期的女性面临自我意识明显增强'易对生活采取消极反抗的

态度'性意识萌发而致的恋爱受挫和繁重的学业负担'升学压

力等心理问题%如自我调节和处理不当%往往采取过量饮酒或

服毒自杀而引起中毒&

"2$

!

青'中年时期
!

处于青'中年的女性%婚姻状况'躯体健康

状况及心理自评状况等是影响其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青'中

年女性常常面临月经期综合征'产后期综合征及更年期综合征

等生理困扰)

!6

*

(在出现夫妻争吵'儿女婚嫁'邻里纷争'健康问

题'工作挫折等特定应激事件与情景时%容易出现紧张'焦虑'

抑郁或敌对情绪%严重的可能诱发失望'低落和抑郁等心理障

碍%容易采取服毒等极端方法引起中毒&

"2"

!

老年时期
!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心理会发生很大

的变化%心理承受能力明显降低%情绪反应更为激烈&首先%他

们常因退休致社会角色转变而产生心理不适%并且面临衰老'

长期慢性疾病的困扰%易处于焦虑'易怒'恐惧的心理&其次%

老年人因生活单调而处于孤独'抑郁的心理状态&另外%老年

人常因睡眠障碍的问题引起心理健康状况不佳)

!:

*

&所以%当

家庭因赡养老人发生纠纷'丧偶等负性事件发生时%老年人常

因此发生自服药物中毒&

#

!

小
!!

结

!!

女性在生理'心理'个人和社会等方面具有特殊性%故女性

急性中毒的发生原因有其自身明显的特点&同时%中毒的发生

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女性急性中毒的原因

有利于对其采取针对性的预防和治疗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中

毒的发生(在传统治疗方式的基础上%给予合理的心理干预和

治疗%从而提高救治效果%使女性急性中毒患者真正达到生理
D

心理
D

社会意义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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