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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某岛礁生物蜇伤的流行现况及驻礁人员对岛礁环境性急症的认知情况。方法　根据某岛礁

就诊情况结合岛礁实地走访调查自行设计无记名问卷，采用方便抽样法抽取 270 名驻礁人员进行调查。结果　共发

放 27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254 份，有效率为 94.07%。254 名驻礁人员中，共 164 人（64.57%）有蜇伤史，中位蜇

伤次数为 2（0，5）次，主要临床症状为局部肿痛（142 例，86.59%）、瘙痒（110 人，67.07%）。驻礁人员岛礁环

境性急症相关急救知识得分为 14（11，17）分（满分为 26 分）。绝大多数驻礁人员（227 人，89.37%）认为有必要

了解岛礁环境性急症相关知识，大多数驻礁人员（186 人，73.23%）希望通过单位授课的形式进行学习。结论　以生 
物蜇伤为代表的岛礁环境性急症危害较大，需要开展多重预防及环境治理措施，还应针对驻礁人员特点开展规律、长

效、规范的科普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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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epidemic status of biological stings on an island and the knowledge 
about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of personnel stationed on the island. Methods　With convenience sampling, we 
investigated 270 personnel using a self-designed anonymous questionnaire based on clinical treatment situation and on-the-
spot investigation of the island. Results　A total of 27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254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with an effective rate of 94.07%. A total of 164 (64.57%) personnel had a history of stings, with median times of 
2 (0, 5). The main clinical symptoms were local swelling and pain (142 cases, 86.59%) and pruritus (110 cases, 67.07%). 
The personnel scored 14 (11, 17) for the first aid knowledge about island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the full score was 
26). The vast majority of personnel (227 cases, 89.37%) believed that it was necessary to learn the knowledge about island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and the majority of personnel (186 cases, 73.23%) hoped to learn through centralized teaching.  
Conclusion　The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represented by biological sting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so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multiple prevention and environmental control measures, and to carry out regular and long-term training 
for personnel stationed on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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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性急症是指外界环境及理化因素所引发

的疾病或伤病，主要包括中暑、淹溺、冻伤、高原

病、电击伤及动物蜇咬伤等［1］。位于热带海洋性

季风气候的岛礁气温年较差小、降水量多，驻礁人

员常处于高温、高湿、高盐、高辐射环境［2］，可

能出现中暑、环境生物咬伤、淹溺、电击伤等环境

性急症。此外，岛礁主要由珊瑚礁灰岩形成，不利

于植被生长，故植被和种植土壤通常需要从陆地引 
进［3］，但在植被和土壤引进及船舶频繁穿梭于各港

口的过程中，容易造成包括鼠类、蟑螂、红火蚁、

蜜蜂、猫犬等外来生物扩散［4-6］，这些外来生物也

可能对驻礁人员的身体健康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相关研究表明，西太平洋地区的所有国家均遭受严

重且持续的红火蚁入侵［7］，因此针对蜇伤等环境

性急症危害的防护值得重视。本研究旨在了解岛礁

环境生物危害的现状，调查驻礁人员对环境性急症

的知识掌握情况及培训需求，为驻礁人员的医疗保

健提供参考。

1　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与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在某岛礁

主要人员分布区域随机抽取 270 人进行调查。采用

无记名问卷调查，由调查人现场发放问卷，集中调

查，当场回收，确保答题的真实性及完整性。

1.2　问卷设计　根据文献资料［8］，参照诊疗及实

地走访情况，结合驻礁人员训练生活实际，自行设

计岛礁环境性急症现状及认知情况问卷。问卷包

括一般资料、岛礁环境生物蜇伤情况、岛礁环境

性急症相关知识认知情况、岛礁环境性急症相关

知识学习需求。其中岛礁环境性急症相关急救知

识包括 5 个方面（陆生生物蜇伤相关急救知识，

海蜇、海蛇等海洋生物蜇伤相关急救知识，中暑相

关急救知识，淹溺相关急救知识，以及电击伤相关

急救知识），共 26 道选择题，每题答对得 1 分、

答错得 0 分，满分为 26 分；岛礁环境性急症危害

相关知识包括 5 个方面（陆生生物蜇伤，海蜇、海

蛇等海洋生物蜇伤，中暑，淹溺，以及电击伤），

采用自评量表评估掌握情况，分为 5 级，即完全了

解、非常了解、一般了解、了解很少、完全不了

解。邀请 5 名具有 3 年以上急诊或重症医学临床经

验的副高级职称以上医师对问卷进行审核。采用条

目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item-level content validity 

index，I-CVI）、全体一致量表水平的内容效度指

数（scale-level content validity index，S-CVI）、平

均 S-CVI、随机一致性概率（Pc）、Kappa 值等对

量表内容效度进行检验。

1.3　统计学处理　资料由双人核对录入计算机，使

用 SPSS 24.0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及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中位数（下四分位数，

上四分位数）表示；计数资料以人数和百分数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Pearson χ2 检验。检验水准（α）
为 0.05。

2　结　果 

2.1　问卷内容效度分析结果　共发放问卷 270 份， 
回收 270 份，其中有效问卷 254 份，有效率为

94.07%，无效的主要原因是填写内容不全。5 位评

审专家认为问卷内容条目简明易懂、无歧义、选

项类别清晰。对于自评量表部分，在同一群体随

机抽取 20 人进行预调查，计算 Cronbach’s α 系数

为 0.911，经课题组成员共同讨论后，一致认为无

须改变选项的呈现方式；总体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9，I-CVI 为 0.800～1.000，全体一致 S-CVI 为
0.808，平均 S-CVI 为 0.962，Pc 为 0.031～0.156，
Kappa 值为 0.76～1.00。
2.2　岛礁环境生物蜇伤情况　254 名人员中，年 
龄＜25 岁 155 人，≥25 岁 99 人；岛礁累计工作时

间≤12 个 月 192 人，＞12 个 月 62 人。 共 164 人 
（64.57%）有蜇伤史，蜇伤次数为 2（0，5）次， 
其中 38 人（23.17%）有就诊史。年龄＜25 岁的驻

礁人员蜇伤发生率（63.87%，99/155）与年龄≥ 

25 岁的驻礁人员（65.66%，65/99）相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岛礁累计工作时间＞

12 个月的驻礁人员蜇伤发生率（87.10%，54/62）
高于岛礁累计工作时间≤12 个月的驻礁作业人员

（57.29%，110/19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蜇伤情况及主要症状见表 1，其中最常见

的蜇咬场景是环境卫生打扫，最常见的蜇伤部位是

四肢，最常见的症状是局部肿痛和瘙痒。

2.3　岛礁环境性急症相关知识认知情况　驻礁人

员岛礁环境性急症相关急救知识的总体得分为 14
（11，17）分，其中陆生生物蜇伤相关急救知识

（共 6 个题目）得分为 3（2，4）分，海蜇、海蛇

等海洋生物蜇伤相关急救知识（共 6 个题目）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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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2，3）分，中暑相关急救知识（共 5 个题目）

得分为 3（3，4）分，淹溺相关急救知识（共 5 个

题目）得分为 3（2，4）分，电击伤相关急救知识

（共 4 个题目）得分为 3（2，3）分。254 名驻礁

人员的岛礁环境性急症危害相关知识自评情况见 

表 2。

2.4　岛礁环境性急症相关知识学习需求　绝大多

数官兵（227 人，89.37%）认为有必要了解岛礁环

境性急症相关知识，绝大多数驻礁人员（239 人，

94.09%）愿意学习岛礁环境性急症相关知识。

41.34%（105/254）的驻礁人员希望接受每月 1 次

的理论授课，67.32%（171/254）的驻礁人员希望

授课安排在工作日白天，73.23%（186/254）的驻

礁人员希望的学习途径为单位授课。见表 3。

表 2　驻礁人员岛礁环境性急症危害相关知识的自评情况

N＝254, n (%)
项目 完全不了解 了解很少 一般了解 非常了解 完全了解

陆生生物蜇伤 46 (18.11) 59 (23.23) 106 (41.73) 28 (11.02) 15 (5.91)
海蜇、海蛇等海洋生物蜇伤 97 (38.19) 59 (23.23)   72 (28.35) 18 (7.09)   8 (3.15)
中暑 21 (8.27) 39 (15.35) 103 (40.55) 61 (24.02)   30 (11.81)
淹溺 50 (19.69) 49 (19.29)   97 (38.19) 33 (12.99) 25 (9.84)
电击伤 65 (25.59) 52 (20.47)   89 (35.04) 30 (11.81) 18 (7.09)

表 1　驻礁人员岛礁环境生物蜇伤情况及主要症状

N＝164, n (%)
项目(均为多选题) 报告人数

蜇咬场景
　环境卫生打扫 149 (90.85)
　军事体能训练   68 (41.46)
　常规科目训练   63 (38.41)
　战备演习训练   37 (22.56)
　赶海海钓   2 (1.22)
　其他   2 (1.22)
蜇伤部位
　上肢 129 (78.66)
　上肢 121 (73.78)
　躯干   57 (34.76)
　头面部   25 (15.24)
蜇伤症状
　局部肿痛 142 (86.59)
　瘙痒 110 (67.07)
　水泡或者脓疱 108 (65.85)
　发热   4 (2.44)
　呼吸困难   3 (1.83)
　无症状   3 (1.83)

表 3　驻礁人员岛礁环境性急症相关知识的 

学习需求

N＝254, n (%)
项目 报告人数

学习频率(单选题)
　每月 1 次 105 (41.34)
　每季度 1 次 101 (39.76)
　每半年 1 次   33 (12.99)
　每年 1 次   15 (5.91)
学习时段(单选题)
　工作日白天 171 (67.32)
　工作日晚上   32 (12.60)
　休息日白天   32 (12.60)
　休息日晚上   19 (7.48)
希望的学习途径(多选题)
　单位授课 186 (73.23)
　电视媒体 151 (59.45)
　书籍杂志   88 (34.65)
　网络、自媒体   62 (24.41)

3　讨　论

入侵有害生物往往拥有强大的环境适应性，生

命力顽强，传播速度快，具有极强的攻击性，容易

对生态和人类的生产、生活造成较大影响［9］。近

年来，驻礁人员被生物蜇伤的病例数居高不下［10-12］。 
本研究纳入的 254 人中有 164 人（64.57%）有蜇伤

史，蜇伤次数为 2（0，5）次，最常见的蜇咬场景

是环境卫生打扫。蜇咬伤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过

敏症状，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13-15］。本研究显示，

随着驻礁工作时间的延长人员的蜇伤概率增加，这

可能与岛礁环境中有害生物分布广泛有关，驻礁工

作时间长的人员在体能训练场、军事项目训练场等

公共活动区域停留的时间也较长，受到有害生物蜇

咬的可能性较大。

岛礁入侵有害生物危害的严重性可能与以下

因素有关：（1）外源性环境生物的大肆入侵。岛

礁的岛基主要为固化珊瑚沙、贝壳沙的磷质石灰土

和混凝土，常规植物无法适应此类土壤，故长期需

要外来红土壤改造［16］，外来红土壤及植物有可能

携带有害生物［17］。同时由于岛礁生态环境的封闭

性及单一性，此类生物缺乏天敌制约，故更容易成

功繁殖定居，频繁出现在人类活动区，影响驻礁人

员活动。（2）驻礁人员缺乏长期、规律的环境生

物危害相关知识培训。笔者在岛礁调查走访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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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到岛礁作业单位没有针对环境生物危害相关知

识的系统授课。常见的生物危害知识通常以老带新

的方式口口相传，而驻礁人员定期轮换，新上礁的

驻礁人员对岛礁的环境较为陌生，缺乏科学、有效

的防虫意识体系。（3）驻礁人员对岛礁生物危害

的认知程度低。本次调查结果显示，驻礁人员中对

岛礁环境性急症危害相关知识“完全不了解”“了

解很少”“一般了解”的占大多数，说明驻礁人员

对环境生物危害的认知普遍处于较低水平。由于缺

乏生物习性、巢穴及危害性的相关知识，许多驻礁

人员不能在第一时间识别并驱赶有害生物，导致被

蜇咬的情况时有发生。此外，254 名驻礁人员岛礁

环境性急症相关急救知识（26 道题目）的总体得

分为 14（11，17）分，其中陆生生物蜇伤相关急救

知识（共 6 个题目）得分为 3（2，4）分，海蜇、

海蛇等海洋生物蜇伤相关急救知识（共 6 个题目）

得分为 2（2，3）分，说明驻礁人员对环境生物蜇

伤的急救知识也较为缺乏，被蜇咬后往往不能及

时、正确地处理。

针对岛礁环境性急症相关知识的学习，本研究

结果显示绝大多数驻礁人员（227 人，89.37%）认

为有必要了解岛礁环境性急症相关知识，大多数希

望通过工作日白天（67.32%，171/254）、单位授

课途径（73.23%，186/254）、每月 1 次或每季度

1 次的频率（81.10%，206/254）学习相关知识。

这种授课方式不占用驻礁人员休息的时间，面对面

的授课形式能够更加生动地传授知识且授课频率适

度，有助于使他们更好地掌握环境性急症相关知识

并预防相关危害。

本研究分析了驻礁人员被环境生物蜇伤的情

况及他们对岛礁等特殊地域环境条件下环境性急

症危害的认知情况。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以下防

治措施：（1）严格管控外源性生物传入。环境

入侵生物主要是随着苗木、草皮、土壤等运输长

距离扩散传播［18］，关口需加强调运此类货物的检

疫。原产地要把好检疫关，对上礁货物采用目测

法和诱集法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检疫，一旦发现，

及时除治；岛礁要把好复检关，避免未检疫货物

进入岛礁环境。（2）加强岛礁环境治理。对于

已经在岛礁繁殖定居的有害生物，建议采用双管

齐下、综合治理的方式。一方面，综合运用颗粒

剂、饵剂、粉剂等进行单次精确毒杀，多次预防查

杀，因地制宜根除其巢穴［19］；另一方面，树立警

示标志，提醒人员在高危地区活动时加强个人防

护，若有可能应尽量减少人员前往高危地区活动。 
（3）开展岛礁生物危害及防治措施培训。根据个

人意愿，组织相关防疫人员通过专题授课、制作宣

传短片、编撰科普手册等多途径加强驻礁人员对

环境生物的识别与危害预防，使其树立科学的防范

意识，减少此类危害对训练及日常生活的影响。此

外，由于驻礁人员流动性较大，应建立规范化或制

度化的培训制度，加强驻礁人员对岛礁环境性急症

危害的认知和急救相关知识的掌握，提高驻礁人员

健康状况。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方面，本研究采

用方便抽样方法，抽取该岛礁人员聚集区域人群开

展调查，忽略了岛礁边缘区域人群，对蜇咬场景及

蜇咬生物的调查存在局限性；另一方面，本研究样

本量较小，代表性不足。今后尚需开展更大样本量

的调查以详细了解岛礁环境性急症的发生情况，为

制定预防策略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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