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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了探讨石棉与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关系 , 采用队

列研究方法调查长春石棉厂 667 名石棉工人 33年 (1972 ～ 2004

年)消化系统恶性肿瘤死亡率 , 石棉工人消化系统全肿瘤 、

肝癌 、 胃癌死亡率明显高于居民对照人群 , 长期接触石棉的

工人患消化系统恶性肿瘤 , 特别是肝癌 、 胃癌危险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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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是已公认的多致癌物质 , 国内外研究已确认石棉工

人肺癌高发 , 但消化系统恶性肿瘤是否高发尚无定论[ 1 , 2] 。为

了探讨石棉与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关系 , 为制订防护管理措施

提供科学依据 , 以保护石棉工人健康 , 我们对长春石棉厂接

触石棉工人进行了 33年追踪观察 , 现结果报告如下。

1　调查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1972年工资在册 、 接触石棉粉尘工龄 1 年以上的 667 名工

人作为本队列研究对象 , 其中男 455 人 , 女 212人。

1.2　调查方法

采用队列研究方法追踪 33年 , 其中前 10 年 (1972 年 1 月

1 日至 1981 年 12 月 31 日)应用回顾性队列研究 , 后 23 年

(1982 年 1月 1 日至 2004 年12月 31 日)为前瞻性队列研究。

队列研究对象均建立石棉作业工人健康体检表及流行病学调

查表 , 详细填写姓名 、 性别 、 出生日期 、 职业史 、 既往史 、

家庭肿瘤史 、 工种 、 工龄 、 死亡原因 、 死亡日期等。死因在

查阅工厂劳资部门发放丧葬费登记名单的基础上 , 以三甲医

院诊断书为准 , 肿瘤诊断全部要求为Ⅰ 、 Ⅱ级诊断。 死因分

类采用 “国际疾病分类 ICD-10” 为标准进行。

1.3　统计方法与指标

所有基础数据输入 SPSS 软件 , 统计石棉工人的 33 年总人

年数 , 各种指标均以人年数为基础计算。计算石棉工人的恶

性肿瘤 、 消化系统全肿瘤 、 肝癌 、 胃癌 、 肠癌 、 食管癌等粗

死亡率。与 2004 年长春市居民死亡率作对照 , 计算标准化死

亡比 (SMR)、 相对危险度 (RR)、 归因危险度 (AR)等指标。

2　结果

2.1　队列研究对象概况

33年总观察人年数19 258人年 , 其中男性12 585人年 , 女

性6 673人年 。观察期间内共死亡 185人 , 其中男性 161人 , 女

性 24人。死因分类中恶性肿瘤 66 人 , 居第一位 , 死亡率为

342.71/ 10万。

2.2　恶性肿瘤死因分类

恶性肿瘤死因中肺癌居第一位 , 依次为肝癌 、 胃癌 、 肠

癌 、 食管癌。消化系统全肿瘤共 33 例 , 死亡率 171.36/10 万 ,

见表 1。

表 1　石棉工人恶性肿瘤死亡率 、 构成比 、 位次

死因类别

男 女 合计

死亡

人数

死亡率

(1/ 10万)

构成比

(%)
位次

死亡

人数

死亡率

(1/ 10万)

构成比

(%)

位次 死亡

人数

死亡率

(1/10万)

构成比

(%)
位次

全肿瘤 59 468.81 7 104.90 66 342.71
消化系统全肿瘤 32 254.27 1 14.99 33 171.36
肺癌 25 198.65 42.37 1 4 59.94 57.13 1 29 150.59 43.94 1

肝癌 12 95.35 20.34 2 12 62.31 18.18 2

胃癌 9 71.51 15.25 3 9 46.73 13.64 3

肠癌 5 39.73 8.47 4 1 14.99 14.29 2 6 31.16 9.08 4

食管癌 3 23.84 5.08 5 3 15.58 4.54 5

胰腺癌 2 15.89 3.39 6 2 10.39 3.02 6

口腔癌 1 7.95 1.70 7 1 5.19 1.52 7
中耳癌 1 7.95 1.70 7 1 5.19 1.52 7

恶性淋巴癌 1 7.95 1.70 7 1 5.19 1.52 7

乳腺癌 1 14.99 14.29 2 1 5.19 1.52 7

膀胱癌 1 14.99 14.29 2 1 5.19 1.52 7

　 2.3　主要消化系统恶性肿瘤标准化死亡比 (SMR)

消化系统全肿瘤 、 肝癌 、 胃癌的 SMR 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 , P<0.01), 肠癌 、 食管癌 SMR亦高于对照组 , 但

无统计学意义 ,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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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消化系统恶性肿瘤 SMR

肿瘤

名称

男 女 合计

石棉工人

死亡率

(1/10万)

居民

死亡率

(1/10万)

石棉

工人

死亡数

石棉工

人预期

死亡数

SMR　

石棉工人

死亡率

(1/10万)

居民

死亡率

(1/10万)

石棉

工人

死亡数

石棉工

人预期

死亡数

SMR

石棉工人

死亡率

(1/ 10万)

居民

死亡率

(1/10万)

石棉

工人

死亡数

石棉工

人预期

死亡数

SMR

消化系统
全肿瘤

254.27 50.66 32 11.54 2.77＊＊ 14.99 25.00 1 — — 171.36 38.03 33 11.86 2.78＊＊

肝癌 95.35 22.99 12 5.22 2.30＊ 10.69 62.31 16.93 12 5.42 2.21＊

胃癌 71.51 15.21 9 3.40 2.64＊ 6.38 46.73 10.87 9 3.22 2.79＊

肠癌 39.73 8.94 5 2.07 2.41 14.99 7.33 1 — — 31.16 8.15 6 2.53 2.38

食管癌 23.84 3.51 3 0.83 3.61 0.60 15.58 2.08 3 0.66 4.53

　　与对照组比＊P<0.05, ＊＊P<0.01

2.4　主要消化系统肿瘤相对危险度(RR)和归因危险度(AR)

消化系统肿瘤死亡中女性仅1 例 , 男 、 女合计和男性消化

系统主要恶性肿瘤 RR、 AR均高于对照组 , 差异有显著性 (P

<0.01), 见表 3、 4。

表 3　男 、 女合计主要消化系统恶性肿瘤 RR、 AR

肿瘤名称
死亡率 (1/ 10万)

石棉工人 居民
RR 95%可信限 U 值　 AR (1/10万) χ2 值 P 值

消化系统全肿瘤 171.36 38.03 4.51 3.261 2～ 5.758 7 9.32＊＊ 133.33 83.48 <0.01

肝癌 62.31 16.93 3.68 1.688 6～ 5.671 4 4.77＊＊ 45.38 20.19 <0.01

胃癌 46.73 10.87 4.30 1.936 0～ 6.662 6 4.69＊＊ 35.86 18.93 <0.01

肠癌 31.16 8.15 3.82 0.990 1～ 6.649 8 3.48＊＊ 23.01 17.97 <0.01

食管癌 15.38 2.08 7.49 2.643 2～ 12.336 8 3.99＊＊ 13.50 10.33 <0.01

　　与对照组比＊＊P<0.01, 下表同。

表 4　男性主要消化系统恶性肿瘤 RR、 AR

肿瘤名称
死亡率 (1/ 10万)

石棉工人 居民
RR 95%可信限 U 值　 AR (1/10万) χ2 值 P 值

消化系统全肿瘤 254.27 50.66 5.02 3.710 4～ 6.329 7 9.89＊＊ 203.61 94.06 <0.01

肝癌 95.35 22.99 4.15 2.105 4～ 6.188 5 5.24＊＊ 72.36 24.53 <0.01

胃癌 71.51 15.21 4.70 2.274 6～ 7.128 4 4.99＊＊ 56.30 21.55 <0.01

肠癌 39.73 8.94 4.44 0.936 8～ 7.951 0 3.57＊＊ 30.79 9.64 <0.01

食管癌 23.84 3.51 6.79 2.098 4～ 11.505 1 3.72＊＊ 20.33 8.90 <0.01

2.5　主要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与接尘年限 (工龄)关系

接尘年限<5 年的工人未发现癌症 , 10～ 年组只发现肠癌

和胰腺癌各 1 例。大部分癌症集中在 15～ 年组以上 , 见表 5。

表 5　主要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与接尘年限关系

接尘年限

(年)
人年数

消化系统全肿瘤 肝癌 胃癌 肠癌 食管癌

死亡数
死亡率

(1/ 10万)
死亡数

死亡率

(1/10万)
死亡数

死亡率

(1/ 10万)
死亡数

死亡率

(1/10万)
死亡数

死亡率

(1/ 10万)

0～ 165 0 — 0 — 0 — 0 — 0 —

5～ 467 0 — 0 — 0 — 0 — 0 —

10～ 1 149 2 174.06 0 — 0 — 1 87.03 0 —

15～ 2 890 8 276.82 4 138.41 2 69.20 0 — 2 69.20

20～ 5 483 7 127.67 3 54.71 2 36.48 2 36.48 0 —

25～ 5 185 7 135.00 3 57.86 3 57.86 1 19.29 0 —

30～ 3 124 7 224.07 2 64.02 1 32.01 2 64.02 0 —

35～ 795 2 251.57 0 — 1 125.79 0 — 1 125.79

合计 19 258 33 171.36 12 62.31 9 46.73 6 31.16 3 15.58

3　讨论

石棉致消化系统肿瘤不仅至今尚无定论 , 而且除少数报

道胃癌之外 , 很少见到其他消化系统恶性肿瘤高发的记载[ 1] 。

本研究发现石棉工人总死因中恶性肿瘤居第一位 , 恶性肿瘤

死因分类中 , 肝癌 、 胃癌 、 肠癌 、 食管癌分别列第 2 ～ 5 位。

消化系统全肿瘤 SMR 2.78 , RR 4.51 , AR 133.33/ 10 万 ,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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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居民对照组 , 差异有显著性 (P <0.01)。

关于石棉所致肝癌 , 国内王治明等 1991 年曾报道 , 石棉

工人对照组未发现高发 , 但在用煤矿工人作对照时 , 发现石

棉工人肝癌 死亡率显 著增高 (SMR2.39 , RR2.72 , P <

0.05)[ 3 , 4] 。我们早在 1978 年时发现 , 在 12 例石棉肺死因中 ,

有5 例为癌症 , 其中肺癌 、 肝癌各 2 例[ 5] 。本研究结果表明肝

癌死亡率 62.31/10万 , 恶性肿瘤死因分类中居第 2 位 , 明显

高于居民对照组 , SMR 2.21 (P<0.05), RR 3.68 (P <0.01),

AR 45.38/10 万 (P <0.01)。

石棉接触与胃癌的关系国内外报道相对较多 , 但仍在观

察中[ 1] 。美国流行病学调查发现 , 石棉接触工人中胃肠道癌

症死亡率是非石棉接触工人的 2.7 倍[ 6] 。国内张忠群等报道 ,

石棉工人胃癌患病率比对照组高
[ 7]
。 本研究中胃癌的 SMR

2.79 (P <0.05), RR 4.30 (P <0.01), AR 35.86/10 万 (P <

0.01)。 1965年美国曾报道 , 石棉工人的结肠癌预测值高[ 8] 。

本研究中结肠癌 SMR 2.38 , 没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但

RR 3.82 , AR 23.01/10 万 , 有统计学意义 (P<0.01)。食管癌

也显示同样结果。肠癌 、 食管癌等与石棉的关系 , 今后尚需

进一步观察研究。主要消化系统肿瘤与接尘年限关系中发现 ,

<5 年的工人未发现癌症 , 10 ～ 年组少见 , 大多数超过 15 年 ,

相对间接说明消化系统主要恶性肿瘤与石棉呈剂量-反应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 , 石棉工人消化系统全肿瘤 、 肝癌 、 胃癌

死亡率明显高于居民对照组 , 并显示长期接触石棉的工人患

肝癌 、 胃癌危险性增加 , 应加强石棉工人职业肿瘤的健康监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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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对职业人群健康效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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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探讨甲醛对职业人群健康效应的影响。 横断面调

查研究甲醛对暴露人群的神经行为功能和血液系统等的损伤。

结果表明甲醛刺激作用明显 , 对暴露组工人神经行为 、 肝功

能均有一定影响 , 且 DNA断裂损伤明显。其中神经行为功能

改变和 DNA 断裂可考虑为其早期损害的敏感监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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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是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角 , 它广泛存在于人类的生产

生活环境中 , 并可对人体的多个系统造成损害 , 因此调查甲

醛对职业作业人群的健康影响 , 并寻找敏感的生物监测指标 ,

对保障甲醛生产和/或使用人群的健康 , 科学评价甲醛生产和

使用的安全性都有重要意义。 为此 , 本研究对职业接触甲醛

人群进行了职业流行病学调查。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昆山某木业公司接触甲醛的 31 名工人为暴露组 , 平均年

龄 25.8 岁 , 平均工龄 2.9 年;该厂不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 30

名工人为对照组 , 平均年龄 26.5 岁 , 平均工龄 2.2 年。两组

工人的年龄 、 工龄 、 性别 、 吸烟等分布差异无显著性。

1.2　材料

外周血:工人外周抗凝血 1 ml。 甲基纤维素溶液:0.5 g

甲基纤维素溶于 100 ml的生理盐水。 裂解液:配制 NaCl12.5

mmol/L、 乙二胺四乙酸 (EDTA)100 mmol/L、 Tris 10 mmol/ L

溶液 , 用 NaOH 调 pH10。临用前加入1%Triton X-100和 10%二

甲基亚砜 (DMSO), 4℃冰箱放置 30 ～ 60 min。电泳缓冲液:

配制 200 mmol/ L EDTA 贮备液和 10 mol/ L NaOH 贮备液 , 临用

前新鲜配制 EDTA 1 mmol/ L、 NaOH 300 mmol/ L的应用液 , 并

调 pH13 , 4℃冰箱放置。 中和液:配制 0.4 mol/L 的 Tris-HCl ,

并调 pH7.5 , 室 温放 置。 染 色液:配制 溴乙 锭 贮备 液

200 μg/ ml ,临用前新鲜配制应用液 20 μg/ml , 4℃冰箱放置。 凝

胶:正常熔点琼脂糖 (NMA , 上海第二生物有限公司产品),

用不含 Ca2+、 Mg2+的 PBS 配制成 0.75%的凝胶溶液;低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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