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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有效促进广西防控救援机制的建立。

3.3.1 通过机构管理，建立防控救援条件

3.3.1.1 按照各级机构条件，明确防控救援职

责 (1)利用省级机构现有技术，建立技术研发基地：

①开展全省急性中毒发病与毒物调查，制定针对性地

防控救援方案；②开展防控技术、新出现毒物救治技

术研究，并负责各地的培训与指导；③针对全省急性

中毒毒物流行特点，承担特效药物研发、储备与调配

任务；④建立全省急性中毒毒物检测中心，负责各地

不明中毒原因者的毒物检测；⑤组建广西急性中毒信

息管理中心，负责全省中毒防控救援信息收集、分析、

管理与发布。(2)利用市级机构现有条件，建立工作评

估机制：①各市急性中毒调查与毒物评估，制定本地

区的防控救援方案；②本地区防控救援效果评价，针

对各时期的中毒发生特点，随时调整防控救援措施；

③重度中毒病例的救援；④参与全省中毒防控救援信

息管理，承担本地区相关信息的管理工作。(3)依托县

级机构现有基础，建立措施实施条件 各县应根据本

区域内的中毒发生特点，按照人群防控、中毒过程防

控、中毒毒物防控三要素，制定防控措施与实施策略，

开展各种人群与场所的宣教活动，并定时开展效果评

价，指导实施策略的调整。

3.3.1.2 建立省、市、县防控网，解决当前防控无

力问题 依托省、市、县三级防控机构，建立一个集研

发、评估、实施为一体的防控网，以促进广西急性中毒

防控工作的有效、针对性开展；以此解决广西当前防

控无力现状。

3.3.1.3 建立市、县、乡救援网，解决当前救援条

件分布不合理问题 在市、县、乡三级，选择设备条件

与整体技术较好的医疗单位作为中毒救治主要机构，

组建相对稳定的专业队伍；在各乡级医疗单位通过普

及急性中毒常规方法，发挥其在农村中毒救治中的

“基础作用”；在市、县级医疗单位通过普及中毒救治

新方法，以发挥县级医疗单位的“中心作用”，市级医

疗单位的“后盾作用”；在全区各地形成一个以“乡基

础、县中心、市后盾”的中毒救治网。以此解决广西当

前救援条件分布不合理问题。

3.3.1.4 增强各级应急管理机构效能，发挥防控救

援条件作用 在省、市、县三级应急管理机构，确定专人

负责管理急性中毒的防控救援工作，制定具体的管理职

责与任务；并依据目前广西急性中毒防控救援总体目

标，制定适宜的有针对性的具体管理措施与规划；以促

进市、县、乡三级的防控救援条件充分发挥作用。

3.3.2 建立措施管理，强化防控救援能力 根据

上述各部分运作需要，建立必要的管理措施，包括：(1)

机构管理措施，既涉及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各级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各级急性中毒救治医疗单位的职责、任

务、工作目标、考核措施、经费投入等；(2)人员管理措

施，既明确各级各部门的人员与专业配备，具体的工作

职能与任务，必须达到的技能水平；(3)条件管理措施，

既明确各级各部门所需设备条件的配置与功能保证。

3.3.3 创立信息管理，提高防控救援效果 据目

前的调查发现，广西急性中毒发病平均每年以12.14%

的速度在增加，每年引起急性中毒的毒物以12.15%的

速度在递增，可见无论是中毒发病，还是中毒毒物，均

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状态[8]。据此在广西组建急性中毒

相关信息网络非常必要。

3.3.3.1 建立中毒发病监测网，评价防控救援效

果 在各市、县、乡的急性中毒救治单位，建立急性中

毒发病报告点，随时将救治的各类急性中毒病例资料

上报全省管理网络。在市级疾控部门成立分中心，负

责本市内的急性中毒发病与毒物增长趋势分析、防控

救援效果评价、各类毒物流行特点评估，并以此指导

本市各时期防控救援措施修订。在省级成立急性中

毒发病信息管理中心，负责定时分析全省的急性中毒

发病与毒物流行情况，评价防控救援措施效果，开展

针对性研究与指导各地的防控工作。

3.3.3.2 建立中毒毒物信息网，提供防控救援信

息 由省级急性中毒发病信息管理中心，根据各地毒

物的流行特点，收集资料建立毒物与救治等信息网，

定时向全省发布，指导各地的防控救援工作开展。通

过上述两类信息网的建立，使之在广西各地的急性中

毒防控救援工作中，形成一个上下联通的信息网络。

综上所述，依据调查发现的广西急性中毒特点与

全区防控救援现状，应通过机构管理，建立防控救援

条件；通过措施管理，强化防控救援能力；通过信息管

理，提高防控救援效果；以这 3种管理方式，促进全省

形成一个上下配合、各方协调、信息流通、技术到位、

快速应对、高效运作的防控救援网，以实现对急性中

毒发病的有效遏制，将发生的急性中毒危害降低到最

低程度，实现全省急性中毒防控救援的信息化与系统

化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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