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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流行病学与工作有关疾病

。

讲
·

皿
`

华北煤炭 医学院 韩向午

就职业流行病学某些新概念
,

谈谈 自己的

体会
。

把职业流行病学理解为是研究职业病的

分布及其决定因素 d( et e r m i n a m s ) 是很不全面

的
,

如认为是研究疾病在职业人群 中 的 分 布

及其决定因素也并不十分恰当
。

职 业 流 行病

学以研究职业危害因素与工人疾病和健康损害

的关系为主体
。

因此职业流行病学面临双重任

务
:

一方面研究工人 中的疾病与职业危害因素

的联系 (从疾病出发
,

描述疾病的分布 )
,

另

一方面也研究职业危害因素对 工 人 健康的影

响 (从职业危害因素出发
,

寻求职 业 环 境 中

疾病的决定因素 )
。

用流行病学方法研究古典

的职业病 ( e l a ss i e班 o c c u P a桩o n a l d is e a s e动
,

虽然也是职业流行病学的重要内容
,

但只是其

中的一小部分
。

随着经济的发展
,

科学技术的

进步明显的职业病会越来越少
,

而与此同时
,

进

入人类社会的职业危害因素的种类和数量会越

来越多
,

人类对 自己健康的要求又会越来越高
,

职业流行病学的研究内容因而会越来越丰富
、

越充实
,

需要通过流行病学研究解决的间题会

越来越多
。

一
、

病因联 系与疾病的连续谱

职工中的疾病从其与职业危害因素的联系

来看
,

有程度的不同
,

有的病完全是职业因素

所致如矽肺
,

有的病职业危害因素仅有部分作

用
。

按其间的关系可以把疾病与职业因素的关

系通解为存在一种连续谱 c( on t

~
) 的形

式
。

以经典的职业病为一端
,

即这类病完全是

由职业因素所致
,

也有的病职业因素有重要作

用
,

但不是全部作用
,

如联苯胺生产工人的膀脸

癌
。

职业癌与职业病不同
,

不在工作场所 接触

矽尘不可能患矽肺
,

而一名联苯胺染料工人患

的膀眺癌虽然是要诊断为职业癌的
,

但也可提

个问题
、

如果这名工人不接触联苯胺是否就一

定不会得膀臃癌? 社会上许多膀眯癌是没有职

业史的
,

只不过接触联苯胺患癌危险性高或高

得多罢了
。

所要着重讨论的是另外一些病
,

它

们与职业接触有关
,

但其病因复杂
,

职业因素

只能负责其病因的一部分
,

如煤矿工人的慢性

支气管炎
。

有些病
,

职业因素的作用更小
,

或

者说疾病与职业因素仅有微弱的联系
,

这可以

看作是连续谱的另一端
,

参见 图 1
。

病因作用所

占的百 分数 甸

图 1 职业病因联系的疾病谱构想图

如犯这个连续谱分为如图的四个区
,

有的

病职业因素起 的病因作用大一些
,

如图的 2 区
,

其职业病因作用所占的百分比高一些
;
有的可

能作用小一些
,

如 3 区职业病因作用占的百分

比低些
。

这类多因素疾病
,

职业因素在其病因

学 中都起一定作用 (程度有不同)
,

这类疾病

可统称为工作有关疾病
,

这个问题应引起我们

一定重视
。

二
、

工作有关疾病

这一专用术语还没有一个明确 限定 的定

义
。

按W H O 专家委员会的意见
,

工作有关疾病

所描述的不只是 已经确认的职业病
,

主要是工

人中的其他一些疾病
,

在它们的多种病因中
,

工

作环境或职业本身的性质和特点成为重要的病

因因素之一者
。

很明显如果明确职业暴露与某

种特异的病伤之间有病因学关系
,

则其职业性

要从医学上和法律上两方面来考虑
。

但并非所

有的工作有关疾病一时都有法律上的意义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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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看来工作有关疾病可有广义与狭义的理解
,

前者包括广泛
,

谁也不能否认职业病与职业癌

是与工作有关的
。

狭义 的工作有关疾病通常是

指一般社会人群中也常见 的疾病
,
而某种职业

人群中这种病的率 (发病率
、

患 病 率
、

死亡

率 ) 比一般人群者高或高得多
。

这就说明了职

业因素对该种病有明显 的病因学作用
。

应用流行病学方法来研究工作有关疾病有

其特殊意义
:

1
.

工作有关疾病可由多种环境因素
、

包

括各种职业接触和其他非职业性暴露
,

以及人

群的个体特征而致病
。

流行病学研究有助于鉴

别出职业危害因素的作用
,

并提出有效的控制

策略和预 防措施
,

包括职业场所的环境保护
,

工人及管理人员的安全卫生教育
,

采用安全的

工作方法以及应用人体工效学 (留go on m i cs )

的基本原则等
。

入 工作有关疾病都是多因素病因疾病
,

其发病与多种危险因素有关
,

包括工人的生活

方式
、

习惯嗜好
、

个体敏感性
、

个人疾病史及

家族疾病史等
。

这与特异性职业病不同
,

其病

因在工作环境中很明确
。

而工作有关疾病 的病
因很复杂

,

职业接触只是其中之一
,

茬多种因

素之间
、

各种因素与职业危害因素之间都存在

混杂干扰
,

交互影响及 /或效 应修 饰作用的复

杂关系
。

为解析这些问题
,

查清工作有关疾病

的病因关系 (定性的及定量的)
,

只有通过设

计精良的流行病学研究
,

取得 确 实可 靠 的数

据
,

作出强有力的科学论断
,

才能充分阐明
。

3
.

经验表明
,

正确组织实施职业安全和

卫生保健服务
,

建立和保持安全和健康的工作

环境
,

使得职工的身心健康达到最优水平
,

这

一切都需要流行病学研究
。

职业流行病学资料

对改善工作环境
,

为工人提供正规的健康监加

有基本的重要性
。

最近 ( 1 9阳 ) I L O / W H O联合委员会的一

篇技术报告
,

专门论述了工作有关疾病的流行

病学
,

并重点讨论了慢性非特异性呼 吸 系 病

( C N R D )
、

心血管系统疾病
、

肌 肉骨骼病损三

种病
。

着重提出这三种病的理由是①它们都是

常见病
,

特别是在职工中常为多发病
; ②都是

多病因疾病
; ③在不同条件下常与工作或者说

是与职业危害因素有关
。

三
、

职业性病因分数

为了控制和预防工作有关疾病
,

需要把职

业暴露因素鉴别出来
,

明确它的病因学作用
。

但同一种职业危害因素
,

在不同 厂矿 或 在 同

一厂矿的不同时期
,

都会有很大变动
,

即职业

危害有明显的变异性
。

因此与职业有关的因素

对职工疾病的病因学作用也会有很大程度的变

化
。

由于存在这种变异性
,

使得不同的研究结

果之间缺乏一致性
。

例如英国 和 芬兰 的研究

C S粼寸粘胶纤维业职工的冠心 病有 病 因学作

用
,

同样的职业危害因素对相同疾病
,

在另一

个地方 ( 日本 ) 就没有病因学作用 ( T ol o n e n

M
.

)
。

亦即在不同的环境背景 (包括人群特征 )

条件下
,

疾病与工作有关
一

的程度有很大变异
。

预防控制工作有关疾病要讲究实效
,

有针

对性
,

还要出于经济的目的
,

考虑成本效益
。

因此不只是需要鉴别出工作有关疾病
,

而且要

对这种病的职业病因作用作出定量估计
,

为此

提出了一个定量指标
:

职业性病因分数 (O c

--uC
p a t i o n a l E伽扬 ig c ia F r a 成i o n E酌

。

对某种

职业危害因素
,

在接触人群中其病因作用的强

度或病因分数
,

在一个特定研究项 目中可用 以

下公式计算
:

E F 二 ( R R 一 1) / R R

E F 是病因分数点值估计的最佳推断 (b e st

即 e邵 )
,

只R 是标化柑对危险度的点估计值
,

也

应给出可信限 (9 5%可信区间 )
,

以标志最佳

推断的准确性
。

举例
:

芬兰的定群研究
,

接触C S
:

男 工 8

年随访其冠心病死亡率是参照人群 组 的 笼
.

貂

倍 ( C L , 5 1
.

0 3一 4
二

7 7 )
。

这样 E F = (2
.

2 2 -

1/ 2
.

韶 = 邪%
, 9三%可信限 3 ~ 79 %

,

按 最 佳

推断男工中的冠心病死亡的约一半多可用接触

C S
:

来解释 ; 亦即研究队列中的冠心病死亡约

一半可归于接触 C S
: 。

还要补充的是
,

在 95 %概

率水平上死亡的至少 3 %
,

到不超过湘% 这个

范围内可奴之于 C鼠接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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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一项研究中的 职 业 病 因分

数
,

只适用子该项研究所涉及的特定职业人群
。

因为这取决于该项研究 中的职业危害因素的接

触水平
,

也决定于该特定人群组 的其他病因因

素的分布与强度
。

多因素病因疾病
,

因素间的关

系很复杂
,

有时因为对起作用的因素之间的交

互作用及 /或效应修饰作用缺乏了解
,

以及在什

么样的条件下才构成充分 因素不清楚
,

以致子

难以解释为什么同一职业危害因素在一些情况

下与某种病有关
,

而在另一些情况又不能证实

其间的联系
。

接触 C S
:

与冠心病的关系在欧洲

和日本的不同
,

也许是因为起效应修饰作用的

其他冠心病危险因素 (诸如吸烟
、

脂肪摄入量

等 ) 在欧洲和日本人中的分 布有 非均 匀性差

异
,

这或许能够有助于理解这种令人困惑的疑

难问题
、

四
、

困难
、

问题和方向

流行病学研究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预

防及改善工人的健康状况
。

许多常见病是与工

作有关的 (关联的程度有不 同 )
。

当然开展工

作有关疾病的研究还有许多困难和间题
。

1
.

工人 自己常认识不到他的病是否与工

作有关
,

还存在某些障碍
,

妨碍工人提出他的

病与工作有关
,

是怕失掉这份工作 就 是 其 中

的一项
。

卫生工作人员
、

企业主管不承认这种

病是与工作有关的
,

因而没有记录
,

以致无法

深入研究
。

2
`

有些病从暴露因素开始起作用
,

到出

现症状或作出诊断要经 过 相 当长 的潜 隐期

l( at e过匕y)
。

即使医生注意到了疾病与职业有

关
,
也不容易说服主管领导使之承认

,

当然谈

不上能采取措施
。

何况工作有关疾病都是多病

因的
,

除职业接触之外
,

职工还曾接受过多种

非职业性暴露因素
。

3
.

即使卫生人员与企业主管承认某种病

与工作有关
,

但职业
、

工种
、

岗位也很复杂
,

名称又常不统一
,

究竟什么工种的什么病要报

告登记
,

要求或规定又不严格
,

难 以作到资料

积累的完整性与确实性
。

4 职业病的问题本来是可以预 防的
,

如

果承认其职业危害因素与疾病有关
,

又让它继

续存在下去
,

在法律上
、

经济上是应有人负责

的
,

这也阻碍工作有关疾病的深入研究
。

为提高职业卫生工作水平
,

深入开展职业

流行病学研究
,

使之在改善工人健康状况的工

作上发挥作用
,

试提出下列一些问题供探讨
。

1
.

应在工矿企业广泛开展以慢性非特异

性呼吸系统疾病
、

心血管系统疾病
、

肌肉骨骼

系统疾病为主的一些工作有关疾病的流行病学

调查研究
。

不但要在性质上确认职业危害因素

与疾病的关系
,

而且应对职业病 因作用作出定

量估计
。

一

2
.

开展上述的调查研究应首先从患病率

研究着手
,

要注意调离者效应 (se l e C t iv e m卜

岁iat on 袱ce t )
,

以避免资料的选择性偏倚
。

在

患病率研究的基础上累积资 料
,

建立 研究 基

地
,

试用前瞻性定群研究或其他流行病学研究

方法
。

3
.

积累职业危害因素的监测数据
,

定期

估算工人的累积暴露剂量
。

,

不能忽视职业环境

中多种危害因素的联合效应
。

此外对工业人群

的一般健康危险因素
,

如工人的生活方式
、

习

惯 嗜好 (烟
、

酒 )
、

营养
、

疾病史
、

家族遗传病

史等人类学因素 (hu m姐 fa c t or ) 也应定期收

集资料
,

贮存备用
。

4
.

应建立工人疾病的登记制度
,

工人死

亡登记报告制度 (不只 限于职业病的 )
,

并应

与工人的职业史资料
、

健康检查资料
、

职业病

管理资料等进行联动
,

以求逐步应用记录联动

妙印 or d l运k a ge ) 系统来完善职业医学的信息

系统
。

5
.

应广泛开展以预 防工作有关疾病为 目

标的健康与安全教育
。

对工 人
、

工 程技术人

员
、

企业管理人员
、

各级工业卫生人员
、

厂矿

医务人员
,

以着眼于病因预防
、

危险因素的识

别
、

疾病的发现与康复以及重返工作岗位的要

求
一

与条件等方面进行宣传教育
,

以提高职业卫

生的管理与服务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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