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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论坛
·

职 业 流 行 病 学 的 应 用

上海医科大学劳动卫生教研室 顾学其 傅 华

某畜牧场医务室医生发现近一 年来该牧场工人甲

沟炎发病的病例增多
,

且反复发作
,

影响了工人的健

康
,

也影响了牛奶的产量和卫生质量
。

面对这样的问

题
,

作为一名医生
,

首先应该考虑什么
:

埋头治疗求

医的病人 ? 还是在治疗的同时
,

想想可能致病的因素

是什么
,

并追查其病因以采取防治对策
,

杜绝这种疾

病的流行?

近代医学的目标已从单纯的治疗和预防
,

进入预

防疾病和促进健康的新观念
` 1 ’ 1 〕 。

其服务对象是群

体
,

既要为每一个人解除疾苦
,

又要促进社会人群健

康和增寿
。

职业卫生与职业 医学都属于预防医学的范

畴
,

其服务对象是所有从事各种职业活动的人群及个

体
。

前者偏于人群
,

后者以个体为对象
,

但两者都需

要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作为基石
。

人类发展工业 的最早时期
,

不知矿产开发和加工

在促进文明进步的同时
,

会发生许多前所未见的
“

怪

病
” ,

以后统称职业病
p

随着整个科学和 医 学 的发

展
,

人们认识疾病可分为两大类
:

一类病因明确
,

如

传染病和职业病 ; 而另一类 目前还不能找 到直 接 病

因
,

如一些遗传病
、

老年性疾病
,

这些疾病虽病因未

明
,

但可用现代流行病学和统计学方法
,

找到该病的

危险因素
,

而予以控制
。

后者只有在近代预防医学发

展的基础上
,

才逐步找到预防的方法
。

因而
,

不论对

哪一种病
,

用三级预防的观念
,

都能找到一些预防措

施
,

给人们带来幸福
。

在临床医学中所遇到的病种或分科
,

都有预防的

成份
,

这属于 防治的 内容
。

各国的传统医学中
,

都有

治疗和预防两个部分
,

这仅是预防医学的萌芽
。

近代

预防医学作为独立的学科
,

应以人群为对象
,

树立预

防为主的思想
。

针对社区人群中疾病消长规律
,

用基

础医学
、

临床医学和环境卫生科学探索环境中自然和

社会因素对人群健康作用的规律
,

并应用卫生统计学

和流行病学的原理和方法
,

分析环境中主要因素对人

群健康和疾病的影响
,

并给予定量评价
,

通过 公 共

(社会 ) 卫生措施
,

促进人群健康和预 防 疾 病
、

伤

残
、

夭折
。

从上面的定义出发
,

在职业卫生和职业 医学中
,

要寻求人群或个体所受到职业危害因素的影响
,

除用

诊断学观察个体的病情外
,

对人群健康的诊断还需要

检酗环境中有害因素和运用临床医学中所用的各种方

法
,

同时还必须应用卫生统计学和流行病学方法
。

长

期以来在劳动卫生工作中已将一些统计学的概念和方

法
,

应用于现场调查
。

随着人们对影响健康因素认识

的深入以及评价改进措施效益方面的需要
,

只用卫生

学调查显然是不够的
,

所以必须发展应用现代流行病

学方法
。

譬如
,

在一次对接触苯
、

甲苯和二甲苯的工

人健康影响的调查分析中
,

若用一般的统计方法
,

把

三个接触组的白细胞均数与对照组作比较
,

结果发现

三个接触组的白细胞均比对照组显著下降 (P < 0
.

01 )
,

但却未能揭示出这三种化学物质哪个危害严重
。

应用

现代流行病学危险度的分析方法
,

以白细胞数下限值

作为诊断白细胞下降的标准
,

结果表明接触苯者的相

对危险度最大 (R R ” 2
。

5)
,

接触甲苯 ( R R 二 1
.

2 2) 和

二甲苯 ( R R = o
。
5 1) 的相对危险度都较小

` 3 、 ,

得出了

与生物医学意义相符合的结论
。

由于流行病学 以人群

为研究对象探索病因
,

这就为预防工作提供了直接的

人群依据
,

加上传统流行病学在控制传染病上所做出

的贡献
,

以及现代流行病学方法研究多种疾病所具有

的坚实科学理论基础
,

使得在以特定的职业人群为对

象的职业卫生领域里应用流行病学显得越来越重要
。

职业卫生和职业医学中要预防的疾病 除 职 业 病

外
,

尚应预防工伤和与工作有关疾病
。

工伤属于劳动

中的意外事故
,

对其预防
,

我国在分工中属于劳动部

门的事
,

未把它列为卫生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
,

这是

不合理的
。

工伤除了机器和劳动组织不善等因素外
,

尚

有人的心理和精神因素
,

是可以通过一定措施达到预

防目的
。

与工作有关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

职业因素不

是唯一的直接病因
。

因此工伤和与工作有关疾病都需

要用流行病学方法
,

分析其危险因素
,

并实施预防〔4〕
。

本文开头引用的案例是用流行病学方法调查和控

制与工作有关疾病的一个典型例子
。

该医务室的医生

怀疑这甲沟炎的多发可能与工作有关
,

因此进行了一

次横断面的流行病学调查
。

结果他们发现
: ( 1) 甲沟

炎发病的人群分布有明显的职业联系
,

28 名挤奶工有

21 人发病
,

而 3 0名非挤奶工仅有 1 人发病 ; ( 2 ) 在挤

奶过程中
,

操作方式不同
,

发病率不同 , ( 3 )挤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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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环境污染严重
,

工人不注意个人卫生
,

为甲沟炎

的发生创造了细菌感染的条件
。

通过这样一 次很容易

开展的流行病学调查
,

明确了病因
,

医生与牧场领导

教育工人改变不良的操作方式
,

加强个人卫生
,

改善

工作环境的卫生条件
,

结果控制了甲沟炎的流行
。

流行病学研究常用的方法有横断面调查
、

病例 对

照研究和定群研究
。

其内容概括起来有
: ( 1) 描述人

群健康的分布状况
,

可获悉什么人 (w h o )
,

什么地

点 (w h e 咒)
,

什么时候 (w h e n ) 发生疾病多 , ( 2 )

解释疾病的病因 (w h y ) , ( 3 ) 预测疾病发生的数量

以及不 同人群的健康状况 , ( 4 )采取控制人群中疾病

的措施以及评价橇务措施的效果
。

选择方法取决于研究

的目的以及现有的人力
、

物力等实际情况
。

横断面调

查是选择一组接触某一可疑因子 的靶人群的一个断面

进行调查
,

确定在这断面人群中有多少人患病
,

得出

的患病率与不接触组进行比较
,

以了解可疑的病因与

疾病关系的初步线索
。

上面列举的案例就是一次简单

的横断面调查
。

病例
一
对照研究是寻找一批确诊为某种

疾病
,

并满足一定研究条件的病人作为指示病例
,

又

从一般人群中选出未得此病的可比个体作为对照
,

调

查他们对于该疾病各种可疑危害因素的暴露史
,

通过

统计分析
,

确定各因素与疾病间的关联
,

以及诸因素

的交互作用
,

进而评价相应的病因学假说
。

例如
,

为

了探讨农民肺的致病因子
,

在一规定范围内的1 0 5 4名

农民中按统一的诊断标准查出 120 例农 民 肺
,

同 时
,

在这一人群随机选取同年龄
、

同性别的 1 07 名对照
,

分

析了两组农 民血清的特异性沉淀素 (普通高温放线菌

为病因 ) ,

以比较这些指标在病例组和对照组之间的

差异
,

验证原来调查所提出的假设
〔 s 〕 。

定群研究是根

据某一病因假说
,

确定一组接触可疑因素但没有出现

疾病的人群
,

追踪观察一定的时间
,

用接触人群的发

病率与非接触组进行比较
,

以肯定某病因的假说
。

就

这三种方法而 言
,

后一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比较肯定
,

但因其费用大
,

需要时间长和投入人力多 ; 前两种方

法省钱
、

省时
、

省人力
,

且从一 定的角度讲
,

得出的

结论也不一定亚于后者
,

所以
,

就基层工作来说
,

应

首先考虑选用前两种方法
。

目前
,

职业流行病学研究在我国已蓬 勃开 展 起

来
,

如何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

使职业流行病学在解决

工人健康的实际问题中发挥更大的效益
,

这也是值得

我们注意的问题
。

首先要善于发现间题
,

在一些视以

为常的疾病现象中多想想这是否与职业有关
。

二是调

查资料要客观
。

由于历史的原因
,

许多资料得不到很

好的记录和保存
,

因此保证调查质量
,

控制混杂和减

少偏倚
,

在实际工作中是很艰 巨的
。

三是要把研究间

题和解决间题联系起来
,

发现 了病因
,

就要把它告诉

给群众
,

通过宣传教育
,

以及多部门的通力协作来消

除或控制病因
。

四是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

目前流

行病学在职业卫生的应用中仍存在着极不合理的
“

两

极分化
”

现象
。

一方面
,
是许多基层卫生人员的流行

病学知识匾乏 , 另一方面
,

在一些学校
、

研究所
,

脱

离实际去研究这样那样的教学模型
,

结果 模 型 归 模

型
,

职业危害归职业危害
,

危害工人健康间题的因素

依然如故
。

因此
,

应该认真总结这些年来工作开展的

经验
,

逐步提高基层职业卫生及职业 医学医生的流行

病学调查能力
,

研究方向要落实到实处
,

使我国职业

流行病学沿着正确的轨道向纵深发展
。

1 9 8 4年世界卫

生组织与美国国立职业安全与卫生研究所 ( N OI S l l )

协作
,

发起编写职业流行病学案例
,

一书
,

提供各成员 国

作为培训教材 “ 〕 。

这本书避开纯理论的叙述
,

而是 以

一个个职业卫生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案例
,

用启发式的

指导方法
,

引导读者如身临其境地去思考和分析
,

就不

同的实例介绍不同的职业流行病学工作开展的实施方

法和步骤
,

这对帮助我国普及职业流行病学知识
,

广

泛地开展预防
,

无疑是
一
项十分有益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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