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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3 年达拉特旗饮水型地方性砷、氟中毒 
和饮茶型地方性氟中毒监测全覆盖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苏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旗直各部门，各开发区（园

区）管委会： 

现将《2023 年达拉特旗饮水型地方性砷中毒监测全覆

盖实施方案》、《2023 年达拉特旗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监测

全覆盖实施方案》、《2023 年达拉特旗饮茶型地方性氟中毒

监测全覆盖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此页无正文）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5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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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达拉特旗饮水型地方性 
砷中毒监测全覆盖实施方案 

 

为持续推进健康达拉特行动，巩固地方病防治成果，掌

握全旗饮水型地方性砷中毒消除情况，根据《2023 年内蒙

古自治区饮水型地方性砷中毒监测全覆盖实施方案》相关要

求，制定本方案。 

一、目的 

以自然村为单位，动态评价病区改水进度、改水工程运

行使用情况及水砷情况，掌握病区砷中毒病情变化趋势和患

者随访管理情况，为饮水型地方性砷中毒防治策略制定和消

除评价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二、内容与方法 

（一）监测范围 

我旗全部饮水型地方性砷中毒病区村和高砷村，以及新

发现的高砷地区，以自然村为单位开展工作。 

（二）监测内容及方法 

1.监测旗及监测村的基本情况。调查自然村的基本情况，

包括旗、苏木镇、村、监测村经纬度、户籍人口数、常住户

数、常住人口数、历史（改水前）水砷含量等； 

2.生活饮用水砷监测。如果自然村（屯）已经改水，则

调查改水工程有关情况，并采集1份水源水水样测定水砷含

量（每份水样进行2次平行测定，计算平均值）。一个村有多个工

程的，分别采集各个工程的水源水进行测定，备注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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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小型理化改水的自然村，需进行问卷调查，了解除砷装

置的使用及维护服务情况。每个病区村的每种不同品牌型号

批次的净水器均需要在5户家庭开展调查，填写净水器使用

情况现场调查表。同时每个品牌批次的除砷装置需要随机在

5户居民家庭各采集1份末梢水，共5份水样进行水砷检测。

如果自然村未改水或采取分散式改水方式，在每户高砷暴露

家庭逐一采集1份饮用水样，测定水砷含量； 

3.砷中毒病情和远期危害监测。对全村正在和（或）以

往暴露过高砷水的常住人口进行体检，检查率不低于 95%，

查找砷中毒新发病例，登记砷中毒病人的增加和减少情况。

同时，调查高砷暴露人群的癌症发生情况； 

4.死亡人口监测。收集各病区村和高砷村的居民全人口

死亡情况，对 2023 年度的死者情况进行调查，包括性别、

年龄、死亡原因、是否有砷暴露等； 

5．砷中毒患者随访管理。对全村确诊的砷中毒患者按

照《地方病患者管理服务规范》开展健康随访管理工作，记

录患者的体检和随访等情况； 

6．尿砷重点监测。各饮水型地方性砷中毒病区村和高

砷村开展尿砷监测。每村至少选择 30 人采集即时尿样，测

定尿砷。（采样要求：监测村所有病人全部采集尿样，病人

不足 30人的用可疑、正常人补齐）。 

（三）病例诊断及样品检测方法 

1．砷中毒诊断。按照地方性砷中毒诊断标准

（WS/T211-2015）进行检查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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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砷检测。采用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无机非金

属指标（GB/T5750.5-2006）测定，并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GB5749-2022)进行水砷超标与否的评价； 

3．尿砷检测。按照尿中砷的测定-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

法（WS/T474-2015）进行检测。 

三、质量控制 

（一）人员培训 

1.旗疾控中心负责对各苏木镇、村（社）监测人员进行

内容培训，确保监测方法统一、技术规范和协调有序； 

2.从事生活饮用水样品采集、砷中毒诊断和患者健康随

访管理、水砷和尿砷检测、数据录入的相关业务人员，需参

加统一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二）实验室检测 

1.外部质量控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每年制作水砷

检测质控样品，向承担监测任务的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

放，并组织考核，经外部质量控制考核合格的实验室，方可

开展实验室检测工作。该项考核需在本年 6月份前完成； 

2.内部质量控制。承担水砷检测和质量管理的旗县级疾

控中心实验室，须按照《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水样采集

与保存》（GB/T5750.2-2006）、《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水

质分析质量控制》（GB/T5750.3-2006）进行样品采集、保管

和检测工作质量控制； 

3.我旗样品采集总量的 10%送市疾控中心进行复核检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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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管理 

旗疾控中心对各苏木镇报送的监测数据进行审核，发现

问题及时调查、整改，保障监测数据质量。 

四、职责与分工 

各部门参照《地方病预防控制工作规范（试行）》，做好

监测工作的组织和协调，保障饮水型地方性砷中毒监测工作

有序开展。 

（一）卫生健康委员会 

旗卫健委负责组织实施监测工作；向旗人民政府和相关

部门通报监测信息。 

（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负责实施并完成方案要求的各项调查及监测工作，指

导培训各苏木镇相关业务人员开展水砷和尿砷样品采集； 

2.负责我旗调查监测数据的收集、录入、分析、报送； 

3.负责我旗饮水型地方性砷中毒健康教育宣讲工作。 

（三）各苏木镇人民政府。 

负责各辖区水砷和尿砷样品采集工作。 

（四）各级医疗卫生机构 

旗人民医院负责砷中毒患者的随访管理及治疗；各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负责服务半径内监测村（社）的沟通协调，组

织监测对象接受检查；收集、管理、上报砷中毒患者信息；

协助采集监测样品和录入监测数据。 

五、报告与反馈 

旗疾控中心于 10月 31日前完成本年度监测数据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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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和分析工作，并将监测报告报送旗卫健委，旗卫健委负

责向旗人民政府报告监测信息 

六、信息利用 

在旗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旗卫健委要与有关部门通力协

作，齐抓共管，努力做到监测有序、信息顺畅、响应及时、

措施有力，确保以改水降砷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持续有效地

落实。 

旗卫健委要及时将监测信息通报有关部门，提高信息利

用的时效性和有效性。 

 

附件：1.工程改水地区现场调查表 

2.理化改水地区现场调查表 

3.未改水及分散改水地区现场调表 

4.砷中毒病情、砷暴露远期危害和尿砷检测调查表 

5.地方性砷中毒患者信息登记表 

6.病区及高砷区全人口死因调查（2023 年） 

7.死亡人口明细表（2023年） 

8.达拉特旗 2023年氟、砷样本采集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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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工程改水地区现场调查表  
 

          盟市           旗县（区）               乡镇（苏木）        行政村（嘎查）          自然村（浩特）   

行政区划代码             自然村位置（经纬度）                                   病区类型                 

户籍人口数             常住户数                常住人口数              村主任电话              

改水工程情况  
改水前水砷浓度          （mg/L）改水时间       年    工程名称              改水工程水源位置              

工程规模               工程覆盖人口数                工程覆盖自然村数              工程覆盖砷暴露村数              

水源类型                除砷处理方法              工程运转情况              

水源水水砷浓度 1          （mg/L）   水源水水砷浓度 2          （mg/L）   检测时间      年    月 

说明：①病区类型：1.潜在病区（即高砷地区）；2.轻病区；3.中病区；4.重病区；5.新发现的高砷地区。②改水工程水源位置：填写“××乡××

村”，不清楚村的填到乡。③工程规模：1.大型工程；2.小型工程。④水源类型：1.地下水；2.地表水；3.其他。⑤除砷处理方法：1.混凝沉淀；2.吸附

过滤；3.反渗透；4.电渗析；5.其他。⑥工程运转情况：1.正常运转；2.间歇运转；3.停止运转。 

调 查 人 ：                    审 核 人 ：                 填 报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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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理化改水地区现场调查表  

          盟市           旗县（区）               乡镇（苏木）        行政村（嘎查）          自然村（浩特） 

行政区划代码             自然村位置（经纬度）                                   病区类型              

户籍人口数             常住户数                常住人口数              村主任电话              

净水器使用情况  
改水前水砷浓度         （mg/L）  本村净水器数量          安装时间       年    月  村水砷含量均值         （mg/L） 

户主姓名          净水器品牌          型号         批次         生产厂家          初次使用水砷含量      （mg/L） 

是否正常使用     滤芯已使用时间    月  最近一次水砷含量      （mg/L） 检测时间      年    月  多长时间检测一次  月 

第一次换滤芯时间      年      月   多长时间换滤芯            最近一次换滤芯      年     月 

厂家是否有售后服务站（是、否）       如果有，售后服务期限（小于 3年  3年  3年以上  长期） 

有无更换滤芯的部门（有、无）        现在是否使用（是、否） 

说明：病区类型：1.潜在病区（即高砷地区）；2.轻病区；3.中病区；4.重病区；5.新发现的高砷地区。 

村水砷含量均值 ：若有样品水砷超标，即为超标样均值，若无超标样品，即为采集水样均值。 

调 查 人 ：                    审 核 人 ：                填 报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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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未改水及分散改水地区现场调查表  

          盟市           旗县（区）               乡镇（苏木）        行政村（嘎查）          自然村（浩特） 

行政区划代码             自然村位置（经纬度）                                   病区类型              

户籍人口数             常住户数                常住人口数              村主任电话              

是否改水   □是 □否     历史水砷浓度          （mg/L）     

编号               户主姓名                  水砷含量          （mg/L）       检测时间      年    月  

编号               户主姓名                  水砷含量          （mg/L）       检测时间      年    月 

编号               户主姓名                  水砷含量          （mg/L）       检测时间      年    月 

编号               户主姓名                  水砷含量          （mg/L）       检测时间      年    月 

编号               户主姓名                  水砷含量          （mg/L）       检测时间      年    月 

说  明： 病区类型：  1.潜在病区（即高砷地区）；2.轻病区；3.中病区；4.重病区；5.新发现的高砷地区。 

调查人：                   审核人：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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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砷中毒病情、砷暴露远期危害和尿砷检测调查表  
        县（市、区）          乡（镇）          行政村          自然村  水砷浓度        mg/L 

调查人数   人  砷中毒患者人数   人 可疑人数   人 本年度新发砷中毒患者人数   人 

癌症患者人数    人  本年度新发癌症患者人数    人 

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周岁） 

砷中毒诊断结果 是否为 

本年度新发病

例 

是否为癌症

患者 

癌症 

名称 

诊断 

时间 

诊断 

机构 

尿砷检 

测结果 

（mg/L） 
正常 可疑 轻度 中度 重度 

               

               

               

               

               

               

               

               

               

               

               

 

调查者：          检测者：            审核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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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地方性砷中毒患者信息登记表  
县（市、区、旗）       乡（镇、苏木）      行政村（嘎查）         自然村  

病区类型： 

□潜在病区（即高砷地区） □轻病区 □中病区 □重病区  □新发现的高砷地区 

编号： 

1 患者姓名：        性别： □男 □女       民族：            联系方式： 

2 身份证号：□□□□□□□□□□□□□□□□□□ 

3 患者职业： □农民 □牧民 □工人 □其他（ ） 

4 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5 是否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是 □否  卡号: 

6 是否评残： □一级 □二级 □三级 □ 四级 □否  残疾证号:  

7 是否参加农村合或城镇医保： □是 □ 否 是否为移民搬迁户： □是 □否 

8 砷中毒诊断结果：  □轻度  □中度 □ 重度 □ 皮肤癌 

9 是否为本年度新发病例：  □是  □否 

10 采取防治措施后病情：□减轻   □加重   □不变 

11 是否患有慢性病：□是  □否 

（1）常见慢性病：  □ 高血压病 □ 冠心病  □脑卒中  □肺心病 

（2）恶性肿瘤： □肺癌  □ 肝癌  □皮肤癌  □其他癌症                    

患病时间：                      诊断机构：                  

（3）代谢性疾病： □糖尿病  □甲状腺功能亢进  □永久性甲状腺功能减退   

（4）骨关节疾病： □风湿性关节炎  □类风湿关节炎   □强直性脊柱炎 

（5）其他： □ 其他慢性病                 

12 尿砷含量           （mg/L）  编号            检测时间        年    月 

13 是否完成本年度随访 □是 □否  未完成原因 □死亡 □搬迁  □未联系到  □其他 

 

调查人：                   审核人：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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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病区及高砷区全人口死因调查（ 2023 年）  
 

 

 

盟市 

 

 

 

旗县 

 

 

 

乡 行政

村 

病区

村或

高砷

村名 

 

 

 

户籍

人口 

常住

人口 

 

 

 

死亡

人数 

死因调查 

癌症死亡  

 

脑血

管病 

 

 

心脏

病 

 

 

呼吸

系统

疾病 

 

 

损伤

中毒 

消化

系统

疾病 

内分

泌营

养系

统疾

病 

其他

死因 肺

癌 

肝

癌 

胃

癌 

食管

癌 

宫颈

癌 

乳腺

癌 

皮肤

癌（及

鲍纹

氏病） 

其

他

癌

症 

                       

                       

                       

                       

                       

数据汇总人：         数据复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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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死亡人口明细表（ 2023 年）  

盟市 旗县 乡 行政村 

病区村

或高砷

村名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婚否 
死亡 

时间 

是否 

砷暴露 

暴露水

砷浓度

（mg/L） 

历史

水砷

浓度

（mg/

L） 

死因 备注 

                

                

                

                

填表说明：①死亡人口明细表调查全人口死亡情况，包含新生儿死亡人口情况。 

②死因：1=肺癌；2=肝癌；3=胃癌；4=食管癌；5=宫颈癌；6=乳腺癌；7=皮肤癌；8=其他癌症；9=脑血管病；10=心脏病；11=呼吸系统疾病；12=损伤中

毒；13=消化系统疾病；14=内分泌营养系统疾病；15=其他死因。 

调查人：                   审核人：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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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达拉特旗 2023 年氟、砷样本采集任务分解表 

苏木镇 行政村 氟自然村 砷自然村 

吉格斯太镇 

柳沟村 孟太社、柳沟社、冯西社、冯东社、杨木匠社、什拉塔社、五宽圪卜社  

梁家圪堵村 
三喇嘛营（理化）、公鸡林南社、东河头东社、东河头西社、周四北社、周四南社、河头西

社、红柳圪旦社、柳林社、鲁家圪旦社、南毛庵社、新建队社、梁家圪堵新村 
新村、河头二社 

沟心召村 
野鸡林、昌汉页素（理化）、田家圪梁（理化）、卜尔洞社、公乌素社、郝家圪卜社、申四

圪梁社 
野鸡林 

大红奎村 大红奎社  

蛇肯点素村 
白贵西社、北刘社、北蛇社、郝家圪坦社、艮蒙社、南刘家壕社、南蛇社、召北社、召南社、

召西南社、召西社、营东社、营西社、北赵社 
 

张义成窑子

村 

北十二社、北羊仁圈社、城里社、东十二社、东张义城社、南十二社、南羊仁圈社、西张义

城社、辛六社、辛三社、辛四社、辛五社、辛一社、翟二圪旦社、中十二社 
 

恩格贝镇 

蒲圪卜村 一社、二社、四社、五社、六社、七社、八社  

武大仓村 兴南北社  

茶窑沟村 上唐社、下唐社、达格图、大井  

乌兰村 乌兰七社  

柳子圪旦村 柳子二社、柳子五社、柳子一社  

新圪旦村 新圪旦五社、新圪旦六社、新圪旦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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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召镇 

杨家圪堵村 东四桂  

德胜泰村  田家圪旦一社 

德胜营子村  周家营子社 

宋五营子村 巴一社、巴二社、巴三社 
巴一社、巴二社、巴三社、

巴五社 

大淖村  

西仁圪堵、杨红台、渠口、

郭留营子、一社、二社、三

社、四社 

小淖村  
二社、三社、四社、五社、

八社 

东兴村  
一社、东坝社（二、五社）、

二安社（原兴丰二社） 

西社村  西社（1-4 社）、庆义合三社 

裕太奎村  裴五淖 

风水梁镇 

王家壕村 二瞒壕  

盐店村 北堰  

母哈日沟村 后常胜、赵家沟、张家湾  

乌兰壕村 掌不素梁社  

三眼井村 三眼井社  

马场壕村 南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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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林召镇 

林原村 

牧干区、郑东社、郑西社、西圪堵西社、西圪堵南社、西圪堵北社、红通湾东社、红通湾西

社、西油房、红通湾南社、郝二营子西社、郝二营子南社、郝二营子北社、二河滩东社、二

河滩西社、学校营子、保善堂社、大郑守坝社、大郑北社 

 

河洛图村 王家壕社、张家梁、白家梁社、贾家壕社、万胜隆东、万胜隆西社  

沙坝子村 沿路沟社、脑合赖社、老龙庙塔社  

沟心召村 李油房社、东川社、南圪台社、新丰社、召坡社  

白柜村 翟家圪旦社、海娃圪卜社  

草原村 三座塔社  

新民村  新民村一社 

张铁营子村 赵元营子社  

东海心村  

南福正、北福正东社、北福

正西社、刘家营子、西海心

社、南海心社、大海心东社、

大海心西社、关家营子东社、

关西社、东海心东社、东海

心西社、南桥梁社、北桥梁

社、铁户圪卜社 



 
 

 
 

- 17 - 

昭君镇 

巴音嘎查 油坊社、瓦窑滩  

柴登村 麻池社（理化）  

白家塔村 三合东社（理化）、三合西社（理化）  

吴四圪堵村 召湾社、大路壕南社、麒麝壕社、大路壕北社、老九塔社、苏家圪坦、榆树塔社  

侯家圪堵村 白泥窑东队社、斯凯湾西社、玉全奎旧社、白泥窑中队社  

沙圪堵村 五龙常  

赛乌素村 牛家圪台、李家梁  

门肯嘎查 刘存圪卜社、杨家茅庵社  

沙壕村 新村、王栓梁社、绿化社  

四村 付家营子  

二罗圪堵村  

二罗一社、二罗二社、二罗

三社、二罗四社、二罗色气

五社、二罗色气六社、二罗

色气七社、二罗色气八社 

羊场村  二社、三社、四社、五社 

二狗湾村  
二狗湾七社、八社、河畔九

社、河畔十社 

展旦召苏木 

塔并召村 巴茂社  

井泉村 二社、四社、五社、七社、八社、九社、十社、十二社  

长胜村 二社、三社 
一社、二社、三社、四社、

六社、七社 

中和西镇 宝日胡舒村 布 2-11 社  

白泥井镇 

侯家营子村 侯家营子社  

七分子村 东孟红社 杨二壕社 

海流素村 海流素社、黄胡圪梁社、隆胜成社 一社、三社、四社 

道劳窑子村 立新社、兴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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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达拉特旗饮水型地方性 
氟中毒监测全覆盖实施方案 

 

为持续推进健康达拉特行动，巩固地方病防治成果，掌握全

旗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控制情况，根据《2023 年内蒙古自治区

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监测全覆盖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制定本方

案。 

一、目的 

以自然村为单位，动态评价病区改水进度、改水工程运行

使用情况及水氟情况，掌握病区病情变化趋势和氟骨症患者随访

管理情况，为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防治策略制定和控制评价工作

提供参考依据。 

二、内容与方法 

（一）监测范围 

全旗所有的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病区村和高氟村，以及新

发现的氟超标地区，以自然村为单位开展工作。 

（二）监测内容及方法 

1.监测旗及村的基本情况。调查自然村的基本情况，包括

旗、苏木镇、村名称及代码、旗人口数、病区村户籍户数、户籍

人口数、常住户数、常住人口数和历史（改水前）水氟含量等； 

2.生活饮用水水氟含量监测。如果自然村（屯）已经改水，

则调查改水工程运转情况，并采集该工程 1 份水源水水样测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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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含量（每份水样进行 2 次平行测定，计算平均值）。一个村有

多个工程的，分别采集各个工程的水源水进行测定，备注中说明。

实施小型理化改水的自然村，需进行问卷调查，了解除氟装置的

使用及维护服务情况。每个病区村的每种不同品牌型号批次的净

水器均需要在 5户家庭开展调查，填写净水器使用情况现场调查

表。同时每个品牌批次的除氟装置需要随机在 5户居民家庭各采

集 1 份末梢水，共 5 份水样进行水氟检测。如果监测村（屯）尚

未改水或采取分散式改水方式，则按照东、西、南、北、中五个

方位在饮用水源各采集 1 份水样，饮用水源不足 5个的则全部采

集，测定水氟含量。 

3.氟斑牙病情监测。对所有病区村（屯）以及新发现的氟

超标地区全部 8-12岁儿童进行氟斑牙检查，检查率不低于 90%。 

4．氟骨症患者随访管理。对全村确诊的氟骨症患者按照《地

方病患者管理服务规范》开展健康随访管理工作，记录患者的治

疗、体检、随访等情况。 

5.成人氟骨症和尿氟重点监测。在全旗范围内选取 5 个行

政村开展成人氟骨症和尿氟监测。对重点村 25周岁以上常住成

人进行氟骨症检查，检查率不低于 90%。同时，至少采集 30 名

25 周岁以上成人即时尿样，测定尿氟。采样原则：氟骨症病人

全部采集尿样，若监测村氟骨症患者人数不足 30，则补充检测

正常人尿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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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成人氟骨症和尿氟重点监测村名单 

盟市 旗县 苏木镇 嘎查村 

鄂尔多斯 
达拉特

旗 

昭君镇 侯家圪堵村 

昭君镇 沙壕村 

昭君镇 门肯 

树林召镇 沟心召 

吉格斯太 梁家圪堵 

(三)病例诊断及样品检测方法 

1.氟斑牙诊断。采用氟斑牙诊断标准（WS/T208-2011）进行

检查和判定。 

2.氟骨症诊断。采用地方性氟骨症诊断标准（WS192-2021）

进行检查和判定。 

3.水样采集与保存。采用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5750.2-2006）。 

4. 水 氟 检 测 。 采 用 生 活 饮 用 水 标 准 检 验 方 法

（GB/T5750.5-2006），并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

进行水氟含量超标与否的评价。 

5.水质分析质量控制。采用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5750.3-2006）。 

三、质量控制 

（一）人员培训 

1.对各级监测人员进行监测方案相关内容的逐级培训，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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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方法统一、技术规范和协调有序。 

2.从事氟斑牙和氟骨症诊断、水氟和尿氟检测、数据录入的

旗级相关业务人员需经统一培训后方可上岗。 

（二）实验室检测 

1.外部质量控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制作水氟、尿

氟检测质控样品，向承担监测任务的省、市、县级疾病预防控制

（地方病防治）机构发放，并组织考核，经外部质量控制考核合

格的实验室，方可开展实验室检测工作。考核工作于本年 6月份

前完成。 

2.内部质量控制。承担水氟检测和质量管理的实验室，须按

照《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水样采集与保存》（GB/T5750.2）、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水质分析质量控制》（GB/T5750.3）

进行样品采集、保管和检测工作质量控制。 

3.我旗样品采集总量的 10%送上级疾控中心进行复核检测。 

（三）数据管理 

监测数据由旗疾控中心及时录入到全国地方病防治综合管

理系统中。 

四、职责与分工 

（一）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旗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监测工作；向旗人民政府和相

关部门通报监测信息。 

（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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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负责指导、培训各苏木镇完成辖区生活饮用水、村民

尿的样本的采集等相关工作。 

（2）负责我旗监测数据的收集、录入、分析、报送。 

（3）负责我旗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健康教育组织实施工作。 

（三）各苏木镇人民政府 

负责各辖区水氟和尿氟样品采集工作。 

（四）各级医疗卫生机构 

旗人民医院负责氟骨症患者的随访管理及治疗。各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负责服务半径内监测村（社）的沟通协调，组织监测对

象接受检查；收集、管理、上报砷中毒患者信息；协助采集监测

样品和录入监测数据。 

五、报告与反馈 

旗疾控中心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监测数据的收集、

汇总、分析，将所形成的监测报告报送旗卫健委和市疾控中心；

旗卫健委及时向旗直相关部门通报监测信息，并报送旗人民政府。 

六、信息利用 

旗卫健委要与有关部门通力协作，齐抓共管，努力做到监测

有序、信息顺畅、响应及时、措施有力，有效落实以改水为主的

综合防治措施，确保改水降氟工程持续有效运转。 

旗卫健委要及时将监测信息通报有关部门，提高信息利用的

时效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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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监测调查指标计算公式 
 

一、氟斑牙检出率 

氟斑牙检出率＝ 
极轻度及以上的病例数 

×100％  
被检查人数 

二、 氟斑牙指数 

 

氟斑牙指数＝ 

 

可疑数×0.5＋极轻度数×1＋轻度数×2 

＋中度数×3＋重度数×4 

被检查人数 

三、氟骨症临床诊断检出率 

氟骨症临床诊断检出率＝ 
临床诊断的病人数 

×100％ 
被检查人数 

四、氟骨症 X 线检出率 

氟骨症 x线检出率＝ 
X 线诊断的病人数 

×100％ 
被检查人数 

 
 
 
 
 
 
 



填表说明 
1.“自然村位置（经纬度）”按照百度地图“坐标拾取系统”：

输入网址，进入“坐标拾取系统”，在拾取坐标系统页面，点

击“更换城市”，选择自己需要的城市，然后在搜索框中输入具

体的自然村名称后，左侧列表中会有具体的经纬度信息，点击该

条信息或地图上的该点，都会将坐标显示在地图右上角的 input 

框中；或者在地图上用鼠标左键单击某个位置，同样可以在地图

右上角的 input 框中看到该位置的经纬度坐标值。然后点击复制

按钮，该点坐标就复制成功了，然后将坐标值粘贴到表格中相应

位置。 

2.工程井报废的自然村采水按照未改水村布点采样（东、南、

西、北、中）的方式进行。 

3.工程井水源水或出厂水都封闭，采集不到的，按照就近采

集的原则采水。 

4.自然村如果是每户居民家庭一口工程井（或水窖），按照

布点采样（东、南、西、北、中）的方式进行采水。 

5.以改水工程改水的自然村如果有个别家庭使用净水器除

氟的，忽略不计，不考虑其理化除氟效果。 

6.如果自然村使用净水器除氟的，只调查目前正在使用净水

器的，曾经使用过一小段时间的不予考虑。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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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一般情况现场调查表 

2.改水工程、已改水村调查表 

3.未改水村及分散式改水调查表 

4.一般情况及净水器使用情况现场调查表 

5.8-12 岁儿童氟斑牙患病情况现场调查表 

6.成人临床氟骨症现场调查表 

7.氟骨症病例 X线拍片现场登记表 

8.氟骨症现症病人随访登记表 

 



  
 

 

附件 1 

一般情况现场调查表  

         盟市          旗县（区）        县代码        县人口数 

   乡镇（苏木）     乡镇代码       行政村（嘎查）      行政村代码      自然村      

病区类型：      建村（屯）时间：    （年）    常住户数：（户）    常住人口数：     （人） 

其中男性：    （人）、女性：（人）    ，其中儿童（指 18 岁以下人群）：   （人）；氟斑牙总人数    （人）。 

氟骨症人数：    （人）。 

 

病区改水水源及饮水情况  

历史水氟含量    是否改水    改水时间：        （年）     供水方式：自来水、供水点 （个） 

分散式供水点              （个）   每年供水时间：（月）     现水氟浓度（mg/L）               

覆盖人口数：（人）饮水人数：（人）  实际受益人数：（人） 是否到达控制标准 

说明：病区类型：1、历史病区村、2.新发现的氟超标地区 

数据汇总人：           数据复核人：                日期： 

 



  
 

 

附件 2 

改水工程、已改水村调查表  
          盟市           旗县（区）          县代码         县人口数  

       乡镇（苏木）          乡镇代码          行政村（嘎查）          行政村代码           自然村  

改水工程名称                           改水工程地址                                        

自然村位置经度                 自然村位置纬度                病区类型：               

常住户数：           （户）  常住人口数：        （人）  是否改水        改水前水氟含量        (mg/L) 

水源类型         改水形式        工程规模         覆盖人口数        （人）实际受益人口数        （人） 

改水时间                （年）  除氟方式                 运转情况              

水源水或出厂水水氟浓度  第 1 次测定         (mg/L)   第 2 次测定         (mg/L)     均值         (mg/L) 

数据汇总人：               数据复核人：                日期 

说明：水源类型 1：1地面水（江河、湖泊、水库、溪水、沟塘）2 地下水  改水方式 1打井 2引水 3理化除氟 4 水窖  病区类型： 1、

历史病区村  2.新发现的氟超标地区  除氟方法 4：1.混凝沉淀 2.吸附过滤 3.反渗透 4.电渗透 5.其他 工程规模 5：大型集中供水（日供

水在 1000m3 及以上或供水人口在 1万人及以上）填 1；小型集中供水（日供水在 1000m3 以下或供水人口在 1万人以下）填 2.  运行情况

6：1 正常：除正常检修外，一年所有时间每天都能按时供水；2 间歇：一年累计有 4 个月及以上不能正常供水；3 报废：完全停止供水。

同一工程覆盖多个自然村应将自然村逐一填写，其中水源水共用一组数据，工程井报废的自然村、每户一口井（或水窖）的自然村均按照

东西南北中末梢水采 5份，其余每个村采 2份。检测时间填写检测水源水水氟氟浓度的时间。 



  
 

 

附件 3 

未改水村及分散式改水调查表  
                 盟市                   旗县            乡镇（苏木） 

说明：采样方位分别为东、西、南、北、中共五条数据 

数据汇总人：                 数据复核人：                    日期： 

行政村 自然村 
是否为病

区村 
是否改水 

自然村位置

（经度） 

自然村位

置（纬度） 
户数 

常住人口

数 

采样方位 

 

户主姓

名 
水氟（mg/L） 

水氟 

均值 

检测时

间 
备注 

              

              

              

              

              

              



  
 

 

附件 4 

一般情况及净水器使用情况现场调查表  
 

盟市          旗县（区）        县人口数 

乡镇（苏木） 行政村（嘎查）自然村（浩特）     行政村代码     

户籍户数             户籍人口数        常住户数           常住人口数 

自然村位置（经纬度）       病区类型：      村主任电话：  

净水器使用情况  
本村净水器数量本村水氟均值（mg/L） 

户主姓名净水器品牌型号 批次 生产厂家原水氟含量（mg/L）    

安装时间年 月  过滤后水氟含量（mg/L）   最近一次水氟含量（mg/L） 检测时间年月    

多长时间检测一次 第一次换滤芯时间年月      多长时间换滤芯    最近一次换滤芯年月   

厂家是否有售后服务站（是、否）       如果有，售后服务期限（小于 3年  3年  3年以上  长期） 

有无更换滤芯的部门（有、无）        现在是否使用（是、否）  

说  明： 病区类型：  1、农区  2、牧区  3、半农半牧   4、林区  5、城区 

村水氟含量均值 ：若有样品水氟超标，即为超标样均值，若无超标样品，即为采集水样均值。 

数据汇总人：         数据复核人：          日期： 



  
 

 

附件 5 

8-12 岁儿童氟斑牙患病情况现场调查表  
 

 
市（盟）县（市、区、旗、）    

 
说明：氟斑牙诊断结果分为：1 正常； 2 可疑；  3 极轻度；  4 轻度；  5 中度；  6 重度。 

 
 
调查人：                      审核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乡镇（苏木） 行政村（嘎查） 自然村 是否改水 
水氟均

值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氟斑牙诊

断结果 
备注 

            

            

            

            

            

            



  
 

 

附件 6 

成人临床氟骨症现场调查表  
盟（市）区（县）乡镇（苏木）行政村（嘎查）自然村  

 是否改水水氟均值（mg/ L） 

说明：1、轻度：关节疼痛指颈、腰和四肢大关节持续性休息痛症状（3 个以上部位），不受季节、气候变化影响，可伴有肢体抽搐、麻木，关节晨僵， 

腰部僵硬。  2、中度：除上述关节疼痛症状外，伴有颈、腰、上肢、下肢关节运动功能障碍体征，生活、劳动能力降低。 3、重度：严重的颈、腰、上

肢、下肢关节运动障碍，肢体变形，生活、劳动能力显著降低或丧失，瘫痪。   4、在诊断依据和诊断结果相应栏下的格内用“1”标注检查结果。 

填表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              填表人：       审核人：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龄 

氟斑

牙 

症状及体征 
诊

断

结

果 

尿

氟

含

量 

是否

饮用

砖茶 

是否

为新

发病

例 

备注 

轻度标准 中度标准 重度标准 

持续性休息痛,不受季节、气

候变化影响  
关节

僵硬 

上肢

屈曲 

屈肘

搭肩

困难 

摸对侧

耳廓困

难 

上举

180°

困难  

摸对侧

肩胛下

角困难  

下蹲

困难  

脊柱

僵硬  
驼背 

肘膝

关节

变形  

瘫痪  

颈 腰 肘 膝 肩 其他 

                           

                           

                           

                           



  
 

 

附件 7 

氟骨症病例 X 线拍片现场登记表  

市（盟）县（区、旗）乡（镇、苏木）行政村  行政区划代码自然村 

是否改水  水氟均值 (mg/L)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诊断依据 
诊断结果 

轻度 中度 重度  

 

其它 

征象 

挠骨嵴

增大、

边缘硬

化、表

面粗糙 

尺桡

骨骨

间膜

轻微

骨化 

胫腓

骨骨

间膜

轻微

骨化 

闭孔

膜明

显骨

化 

尺挠

骨骨

间膜

骨化 

胫腓骨

骨间膜

骨化 

旋前圆

肌附着

处骨皮

质松化 

尺桡骨间膜、胫腓

骨间膜、闭孔膜、

骶棘韧带、骶结节

韧带等多处明显

骨化 

比目

鱼肌

肌腱

骨化 

 

 

正常 

 

 

轻度 

 

 

中度 

 

 

重度 

                                  

                                  

                                  

                                  

                                  

                 

                 

                 

                 

 
注：诊断依据和诊断结果栏：是填1，否填0。 

 
填表人：                  阅片人：                                审核人：            填报 



  
 

 

附件 8 

氟骨症现症病人随访登记表  
 

县（市、区、旗）       乡（镇、苏木）      行政村（嘎查）         自然村  

编号： 

1 患者姓名：   性别： □男 □女       民族：            联系方式： 

2 身份证号：□□□□□□□□□□□□□□□□□□ 

3 患者职业： □农民 □牧民 □工人 □其他（ ） 

4 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5 是否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是  □否    卡号:  

6 是否评残： □一级 □二级 □三级 □ 四级 □否   残疾证号:  

7 是否参加农村合或城镇医保： □是 □ 否 是否为移民搬迁户： □是 □否 

8 氟骨症诊断结果：□轻度 □中度 □重度 

9 是否为本年度新发病例： □是 □否 

10 采取防治措施后病情：□减轻   □加重  □不变 

11 是否开展了治疗□是 □否 （若选否，以下(1)(2)项具体内容跳过不填） 

（1）□药物治疗 

是否愿意进行药物治疗：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药物治疗： □是 □否 药物名称：  

 药物治疗费用（元）：  

其中报销金额（元）：  

药物治疗效果： □痊愈 □显效 □基本有效 □无效 

（2）□手术治疗 

是否愿意进行手术治疗：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手术治疗： □是 □否 术式名称：  

手术治疗费用（万元）：  

其中报销金额（万元）：  

手术治疗效果： □痊愈 □显效 □基本有效 □无效 

12 是否患有慢性病：□是 □否 



  
 

 

现患慢性病种类（可多选）：  

（1）常见慢性病：  □ 高血压病 □ 冠心病  □脑卒中  □肺心病 

（2）恶性肿瘤： □肺癌  □ 肝癌  □皮肤癌  □其他癌症  

（3）代谢性疾病： □糖尿病 □甲状腺功能亢进  □永久性甲状腺功能减退 

（4）骨关节疾病： □风湿性关节炎  □类风湿关节炎   □强直性脊柱炎 

（5）其他： □ 其他慢性病 

13. 尿氟含量         mg/L 

14. 是否完成本年度随访 □是 □否  未完成原因 □死亡 □搬迁  □未联系到  □其他 

 

调查人：               审核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2023 年达拉特旗饮茶型地方性 
氟中毒监测全覆盖实施方案 

 

为持续推进健康达拉特行动，巩固地方病防治成果，做

好饮茶型地氟病的预防控制工作，根据《2023 年内蒙古自治

区饮茶型地方性氟中毒监测全覆盖行动实施方案》相关要求，

制定本方案。 

一、目的 

及时掌握病区居民户合格砖茶普及情况，动态评价病区

人群饮茶型地氟病流行趋势，掌握氟骨症患者随访管理情况，

为制定防治策略和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二、内容与方法 

(一)监测范围 

在全旗有大量饮砖茶习惯的苏木镇的所有行政村开展

监测工作。 

（二）监测内容及方法。 

1．生活习惯调查。在每个监测村随机抽取 10 户家庭，

入户调查登记每户家庭砖茶饮用情况和日饮茶水量，并采集

其砖茶、饮用水和砖茶水样品，测定氟含量。 

2．氟斑牙病情监测。检查全村当地出生并居住的 8-12

周岁儿童氟斑牙患病情况，检查率不低于 90%。 

3．成人氟骨症病情和尿氟监测。对监测村 25 周岁以上

常住成年人进行氟骨症检查（拍片要求：拍成人前臂带肘关

节和小腿带膝关节正位片），临床检查率不低于 90%，查找新



  
 

 

发病例，登记氟骨症患者的增加和减少情况（检查要求：先

临床筛查，有疑似的进行 X 线拍片确诊）。同时，随机采集

至少 30名 25周岁以上成人即时尿样，采样原则：氟骨症病

人全部采集尿样，若监测村氟骨症患者人数不足 30，则补充

检测正常人尿样。 

4．氟骨症患者随访管理。对全县确诊的氟骨症患者按

照《地方病患者管理服务规范》开展健康随访管理工作，记

录患者的治疗、体检、随访等情况。 

5.知晓率调查。对监测村 25 岁以上人口进行饮茶型地

氟病相关知识摸底调查，要求调查率不低于 90%。 

（三）病例诊断及样品检测方法 

（1）氟斑牙诊断。采用氟斑牙诊断标准（WS/T208-2011）

进行检查和判定。 

（ 2）氟骨症诊断。采用地方性氟骨症诊断标准

（WS192-2021）进行检查和判定。 

（3）砖茶氟含量。采用砖茶含氟量标准（GB19965-2005）

检测，并进行砖茶氟含量超标与否的评价。 

（4）水样采集与保存。采用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5750.2-2006）。 

（ 5）水氟检测。采用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 GB/T5750.5-2006 ）， 并 按 照 生 活 饮 用 水 卫 生 标 准

(GB5749-2022)进行水氟含量超标与否的评价。 

（6）水质分析质量控制。采用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

法（GB/T5750.3-2006）。 



  
 

 

（7）尿氟测定。采用尿中氟的离子选择电极测定方法

（WS/T 30-1996）。 

三、质量控制 

（一）人员培训 

1．对各级监测人员进行监测方案相关内容的逐级培训，

确保监测方法统一、技术规范和协调有序。 

2．从事氟斑牙和氟骨症诊断、水氟、茶氟及尿氟检测、

数据录入的相关业务人员需经统一培训后方可上岗。 

（二）实验室检测 

1．外部质量控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制作茶

氟、水氟检测质控样品，向承担监测任务的自治区、盟市、

旗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发放，并组织考核。考核工作于本

年 6 月份前完成。经外部质量控制考核合格的实验室，方可

开展实验室检测工作。 

2．内部质量控制。承担茶氟、水氟、茶水氟检测和质

量管理的实验室，须按照《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水样采

集与保存》（GB/T5750.2）、《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水质

分析质量控制》（GB/T5750.3）进行样品采集、保管和检测

工作质量控制。 

3.我旗采集的 10%的样品送市疾控中心进行复核检测。 

四、职责与分工 

（一）旗卫健委 

旗卫健委负责组织实施监测工作；向旗人民政府和相关

部门通报监测信息。 



  
 

 

（二）旗疾控中心。 

（1）负责指导、培训各苏木镇完成辖区生活饮用水、

村民尿的样本的采集等相关工作。 

（2）负责我旗监测数据的收集、录入、分析、报送。 

（3）负责我旗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健康教育宣讲工作。 

（三）苏木镇人民政府 

负责各辖区水氟和尿氟样本采集工作。 

（四）各级医疗卫生机构 

旗人民医院负责氟骨症病人随访管理及治疗。各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负责服务半径内监测村（社）的沟通协调，组织

监测对象接受检查；收集、管理、上报氟中毒患者信息；协

助采集监测样品和录入监测数据。 

五、报告与反馈 

旗疾病预防中心，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监测数

据的收集、汇总、分析，将所形成的监测报告报送旗卫生行

政部门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旗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向旗相

关部门通报监测信息，并报送旗人民政府。 

六、信息利用 

旗卫健委要与有关部门通力协作，齐抓共管，努力做到

监测有序、信息顺畅、响应及时、措施有力，有效落实以低

氟砖茶供应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 

旗卫健委要及时将监测信息通报有关部门，提高信息利

用的时效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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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调查指标计算公式 

一、年人均砖茶消耗量 

二、人日均茶氟摄入量 

三、氟斑牙检出率 

氟斑牙检出率＝ 
极轻度及以上的病例数 

×100％  
被检查人数 

四、氟斑牙指数 

 

氟斑牙指数＝ 

 

可疑数×0.5＋极轻度数×1＋轻度数×2＋中度数×3＋重度数×4 

被检查人数 

五、氟骨症检出率 

氟骨症检出率＝ 
X线诊断的病人数 

×100％ 
被检查人数 

年人均砖茶消耗量（kg） ＝ 
∑家庭年砖茶消耗量(kg) 

∑家庭常住人口数 

人日均茶氟摄入量（mg） ＝ 
∑[家庭年砖茶消耗量(kg)×砖茶氟测定结果(mg/kg)]÷365 

∑家庭常住人口数 



  
 

 

附件 2 

饮用砖茶情况调查表 
县（市、区）          县（市、区、旗）代码          县常住人口数           

乡（镇）          乡（镇）代码          行政村          行政村代码          常住户数          常住人口数           

编号 
户主 

姓名 

家庭 

人口 

数 

常住 

人口 

数 

16 周岁 

以上常住 

人口数 

水氟

含量 

是否 

饮用 

砖茶 

家庭年砖茶消 

耗量（kg） 

购买 

渠道 

砖茶 

品种 

砖茶 

产地 

砖茶 

品牌 

生产 

日期 

砖茶氟 

测定结果 

（mg/kg） 

砖茶熬 

制方式 

茶水氟 

测定结果 

（mg/L） 

家庭日饮 

茶水量 

（L） 

                 

                 

                 

                 

                 

                 

                 

                 

                 

说明：1.砖茶品种填青砖、黑砖、茯砖、红砖、马茶、康砖、米砖、花砖或其他。 

2.购买渠道填超市、商店、专卖店、农贸市场、茶叶批发市场、亲朋赠送、政府免费发放或其他。 

3.砖茶熬制方式：填泡茶、煮茶、煮茶加奶、煮茶加盐、煮茶加碱、煮母茶、预制茶或其他。 

调查人：                                审核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3 

8-12 岁儿童氟斑牙患病情况现场调查表 
 

         市（盟）          县（市、区、旗、）                是否改水                   
 

 

调查人：                      审核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乡镇（苏木） 行政村（嘎查） 自然村 姓 名 性别 年龄 

氟斑牙诊断结果 

正常 可疑 极轻度 轻度 中度 重度 

             

             

             

             

             



  
 

 

附件 4 

成人临床氟骨症现场调查表 

       盟（市）      区（县）        乡镇（苏木）        行政村（嘎查）     自然村 是否改水    水氟均值   （mg/ L）  

说明：1、轻度：关节疼痛指颈、腰和四肢大关节持续性休息痛症状（3个以上部位），不受季节、气候变化影响，可伴有肢体抽搐、

麻木，关节晨僵， 腰部僵硬。  2、中度：除上述关节疼痛症状外，伴有颈、腰、上肢、下肢关节运动功能障碍体征，生活、劳动能

力降低。 3、重度：严重的颈、腰、上肢、下肢关节运动障碍，肢体变形，生活、劳动能力显著降低或丧失，瘫痪。   4、在诊断依

据和诊断结果诊断依据和诊断结果栏：是填1，否填0。 

填表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              填表人：       审核人：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迁入

时间 

氟

斑

牙 

症状及体征 
诊断结果 

轻度标准 中度标准 重度标准 

持续性休息痛,不受季

节、气候变化影响  关节

僵硬 

上

肢

屈

曲 

屈肘

搭肩

困难 

摸对

侧耳

廓困

难 

上举

180°

困难  

摸对侧

肩胛下

角困难  

下蹲

困难  

脊

柱

僵

硬  

驼

背 

肘膝

关节

变形  

瘫

痪  

正

常  

轻

度  

中

度 

重

度 
颈 腰 肘 膝 肩  

其

他 

                           

                           

                           

                           



  
 

 

附件 5 

氟骨症病例 X 线拍片现场登记表 
         市（盟）        县（区、旗）        乡（镇、苏木）       行政村 自然村          是否改水      水氟均值     (mg/L)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诊断依据 诊断结果 

轻度 中度 重度  

其

它 

征

象 

桡骨嵴增

大、边缘硬

化、表面粗

糙 

尺桡骨

骨间膜

轻微骨

化 

胫腓骨骨

间膜轻微

骨化 

闭孔膜

明显骨

化 

尺桡

骨骨

间膜

骨化 

胫腓骨

骨间膜

骨化 

旋前圆肌

附着处骨

皮质松化 

尺桡骨间膜、胫腓

骨间膜、闭孔膜、

骶棘韧带、骶结节

韧带等多处明显

骨化 

比目

鱼肌

肌腱

骨化 

 

正

常 

 

轻

度 

 

中

度 

 

重

度 

                 

                 

                 

                 

                 

注：诊断依据和诊断结果栏：是填1，否填0。 

填表人：                    阅片人：                                 审核人：               填报日期： 

 



  
 

 

附件6 

成人氟骨症诊断和尿氟检测调查表 
 

       县（市、区）        乡（镇）         行政村 

调查人数       人  临床症状和体征阳性人数       人  氟骨症人数       人 

本年度新发氟骨症患者人数       人 

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周岁） 

水氟含量

（mg/L） 

茶氟含量

（mg/kg） 

日饮用茶

水量（L） 

茶水氟含

量（mg/L） 

砖茶熬 

制方式 

临床症状 

和体征是 

否阳性 

典型 X线 

征象是否 

阳性 

氟骨症诊断结果 是否为本年 

度新发氟骨 

症患者 

尿氟检 

测结果 

（mg/L） 正常 轻度 中度 重度 

                 

                 

                 

                 

                 

                 

                 

                 

                 

                 

说明：1.按照地方性氟骨症诊断标准（WS/T 192）进行氟骨症的检查和判定，先在人群中开展临床症状和体征的检查，在临床表现阳性人群中进一步拍

摄 X线片进行氟骨症的确诊。 

2.砖茶熬制方式：填泡茶、煮茶、煮茶加奶、煮茶加盐、煮茶加碱、煮母茶、预制茶或其他。 

3.进行尿氟监测的正常人群也需填写基础信息，包括水氟含量、茶氟含量、日饮茶水量、茶水氟含量、砖茶熬制方式 
 

调查者：          检测者：            审核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7 

氟骨症现症病人随访登记表 
县（市、区、旗）       乡（镇、苏木）      行政村（嘎查）         自然村  

编号： 

1 患者姓名：          性别： 男 □女       民族：            联系方式： 

2 身份证号：□□□□□□□□□□□□□□□□□□ 

3 患者职业： 农民 □牧民 □工人 □其他（ ） 

4 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5 是否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是 否卡号:                        

6 是否评残：□是 否□一级 □二级 □三级 □ 四级 残疾证号:  

7 是否参加农村合或城镇医保： □是 □ 否 是否为移民搬迁户： □是 □否 

8 氟骨症诊断结果： 轻度 中度 重度 

9 是否为本年度新发病例： 是 否    

10 是否为进三年新发病例： 是 否   

11 采取防治措施后病情：□减轻   □加重  □不变 

12 是否开展了治疗是 否 （若选否，以下(1)(2)项具体内容跳过不填） 

（1）药物治疗    是否愿意进行药物治疗：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药物治疗： 是 否 药物名称：  

 药物治疗费用（元）：  

其中报销金额（元）：  

药物治疗效果： 痊愈 显效 基本有效 无效 

（2）手术治疗    是否进行了手术治疗： 是 否 

是否愿意进行手术治疗：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手术治疗： 是 否 术式名称：  

手术治疗费用（万元）：  

其中报销金额（万元）：  

手术治疗效果： 痊愈 显效 基本有效 无效 

13 是否患有慢性病：是 否 



  
 

 

14 现患慢性病种类（可多选）：  

（6）常见慢性病：  □ 高血压病 □ 冠心病  □脑卒中  □肺心病 

（7）恶性肿瘤： □肺癌  □ 肝癌  □皮肤癌  □其他癌症                    

（8）代谢性疾病： □糖尿病 □甲状腺功能亢进  □永久性甲状腺功能减退   

（9）骨关节疾病： □风湿性关节炎  □类风湿关节炎   □强直性脊柱炎 

（10）其他： □ 其他慢性病                   

15 是否完成本年度随访 □是 □否  未完成原因 □死亡 □搬迁  □未联系到  □其他 

 

 调查人：              审核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8 

饮茶型地氟病问卷调查 
 

您好！以下是关于饮茶型地氟病氟中毒的调查问卷。本

问卷采用匿名调查方案，您的名字与隐私将不会出现在统计

数据中，请您放心填写问卷。感谢您的配合！ 

一、基本情况 

1、您的性别        男         女 

2、您的年龄： 

A、15岁及以下         B、16---25 岁 

C、26---45岁          D、46以上 

3、您在此地居住有多久了？ 

A、10年以下  B、10-20年  C、20-30年   

D、30-40年  E、40以上 

4、您的受教育程度    

A、小学及以下  B、初中  C、高中   

D、本科  E、硕士及以上 

5、您的职业 

A、农民  B、牧民   C、工人 

D、企事业单位及公务员  E、其他 

6、您是否有饮用砖茶的习惯 

A、是     B、否 

二、调查问题（100 分） 

1、长期大量饮用砖茶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吗？（5分） 



  
 

 

A、会   B、不会   C、不知道 

2、为什么长期饮用砖茶会对人体造成危害？（10分） 

A 砖茶中氟含量超标 

B 砖茶中铝含量超标 

C 砖茶中茶含量超标 

3、长期饮用砖茶会对人体造成哪些危害？（多选 10分） 

A、心脏病  B、大黄牙   

C、四肢大关节或腰、髋关节疼痛 

D、水肿   E、瘫痪  F、不清楚 

4、您知道茶树哪个部分氟含量高吗？（10分） 

A、嫩芽   B、老叶     

C、树干    D、不知道 

5、怎样选择砖茶能够防止氟中毒？（10 分） 

A、饮用高氟茶   B、饮用低氟茶   C、不知道 

6、砖茶氟含量的国家标准是多少？（10 分） 

A、≤300mg/kg   B、≤350mg/kg     

C、≤400mg/kg  D、﹥500mg/kg 

7、氟斑牙（大黄牙）容易在哪些人群发病？（10分） 

A、学龄前儿童   B、青壮年     

C、中老年   D、不清楚 

8、氟骨症（四肢大关节或腰、髋关节疼痛）易在哪些

人群高发？（10分） 

A、8-12岁    B、30-50岁 

C、60岁以上    D、不清楚 



  
 

 

9、氟中毒可以治疗吗？（10分） 

A、可以  B、不可以  C、不知道 

10、氟中毒可以治愈吗？（10 分） 

A、可以  B、不可以  C、不知道 

11、您认为引起本地区地氟病的原因是什么？（5 分） 

A、饮用高氟水   B、习惯性长期饮用高氟砖茶  

C、不清楚 

 

调查人：       审核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