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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 g ist ic 回归在职业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应用

北京 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心实验室 ( 1 0 0 0 8 3) 赵一鸣

L O g飞 t记 回归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 种具有广泛

应用前途的多因素统计方法
。

我们在职业流行病学研

究中应用这种新的研究手段
、

结合专业特点提出了一

些新的方法
,

解决了一些难题
,

提高了职业流行病学

研究的质量和 水平
。

现将体会
、

收获简述如下
。

1 校正混杂因素的千扰
,

正确评价职业 . 皿与疾病

的联系

在职业流行病学研究中混杂因素是普遍存在的
。

通常解决混杂 阅素干扰的方法有配对设计
、

分层分析

等
。

这些方法可 以在一 定程度上避免混杂 因 素 的 干

扰
,

但立实际工作中这些方法存在许多不 足之处
,

如

配对研究时不易配到足够的对子数
、

分层分析时需要

较大的样本量等
,

L o g l就记 回归在校正混杂因素干扰

方面可以克服这些缺点
。

我们在研究噪声与高血压病

关系时了解到许多研究报告的结果很不一致
。

通过分

析发现
,

混杂因素干扰是造成结果不一致 的 主 要 原

因
。

我们在应用助 g ist 记 回归校正年龄
、

遗传
、

盐摄

入量等 因素的影响之后观察到噪声暴露与高血压的联

系强度略低于单因素分析的结果
。

与过去许多研究相

比
,

这一结果处于中间水平
。

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我们

的研究结果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

在教练员 与高脂血症

关系的调查中发现
,

由于存在多个混杂因素的干扰
,

教练员的高脂血症患病率虽然略高于对 照组
,

但是无

显著差异
。

而用 L o ig 就沈 回归校 正多个混杂因素干扰

后教练员这种特殊的人群和职业与高脂血症的联系就

明显增大
。

这些工作表明
,

用 L og jst ic 回归可以校正

馄杂因素的干扰
,

使我们能够客观地评价职业暴露与

疾病的联系
。

2 荆皿
一
反应关系研究

职业暴露与疾病之间是否存在剂量
一
反应关 系 是

职业流行病学研究中确定职业暴露与疾病联系的重要

依据
。

以往研究常采用分层分析的方法
,

但结果比较

粗糙
。

现有的切 g ist ic 回归分析软件允许连续变量进

入模型
。

同时oL g it 曲线是 S型的
,

它的不 同部分可 以

近似地拟合直线
、

对数和指数曲线
,

非常适用于剂量

·反应关系研究
。

利用这些特点分析噪声强度和 累 积

噪声暴露量与高血压关系时发现
,

在校正了多种因素

影响后工人接触噪声的强度每增加 ld B ( A )时高血压

的 O R 为 1
.

03 3
。

如果一个工人从 70 d B ( A ) 的环境

调换到 l o o d B ( A )的环境中长期工作
,

他患高血压的

危险性 (O R ) 二 ( 2
.

0 3 5 ) 1 . 卜 , 。 = 2
.

65
。

用这种方法可

以计算出任何噪声强度暴露时高血压的 O R
,

而分层分

析不能进行这种细致的分析
。

3 比较多种危脸因素在疾病发生中的作用强度 和 相

对比例
,

确定职业危容在疾病发生中的地位

职业流行病学研究非常希望 了解职业暴露造成的

危害究竟有多大
,

它与其它危险因素相比哪一个更重

要
,

以指导选择合理的措施来预防疾 病 的 发 生
.

例

如
,

噪 声可 以引起高血压
,

盐摄入量过高也可 以引起

高 血压
,

如果两者各自都可 以引起高血压 而且危险程

度相似
,

不论降低噪声或减少盐摄入量都可 以达到降

低高血压病发生的目的
。

在制定防治措施时人们可 以

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采取什么方法进行预防
。

但是
,

要

了解不同危险因素在疾病发生中的作用强度和相对 比

例有实际困难
,

如危险因素的变量类型可能不同 (连

续变量
、

等级变量和二分变量 ) , 变量的内涵不同
。

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
,

实际上不可能进行这类 比

较
。

因此需要采用标化的方法来做这类分析
。

L o g ist 记

回归可以采用三种不同的标化方法比较各危险因素在

疾病发生中的作用强度和相对比例
,

最大 似 然 值 差

值
、

标化偏回归系数平方和标化偏回归系数
。

在噪声

与高血压的研究中采用最大似然值差值比较各危险因

素引起高血压 的危险性
,

发现年龄的危险性约为噪声

的 10 倍
,

父母高血压史和盐摄入量过高分别为噪声的

2 倍
。

这一结果为我们今后选择 预防噪声危害的措施

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

4 对职业 . 皿估计摸型的优劣进行评价

由于 L o g ls t ic 回归可以接受连续变量作为预报变

量
、

可以校正 混杂因素的干扰
,

因此可用于评价不同

职业暴露估计模型的优劣
。

其原理是
,

当模型与实际

暴露情况愈接近时其估计的剂量
·
反应关系就拟 合得

愈好
,

OL g谕 ic 回归中的最大似然值愈大
。

用这种方

法分析了按等能量原理和等效应学说建立起来的累积

噪声暴露模型
,

发 现当模型的转换系数 (k) 为 2
.

9时最

大似然值最大
,

表明此时噪声暴露与高血压的剂量
一
反

应关系拟合得最好
。

这一数值与等能量原理 k = 3的转

换系数非常接近
,

提示稳态噪声暴露与高血压的关系

符合等能量原理
。



写 区分年龄与工龄在疾病发生中的作用

在稳定的职业人群中年龄与工龄往往存在着高度

相关的关系
,

这是职业流行病学研究中常见的现象
。

当某一疾病的发生与年龄有关
,

同时又与职业暴露长

短 (工龄 ) 有关
,

无论采用现有的单因素分析或多因

素分析方法都不能区分两者各自对疾病危 险性 的 大

小
,

助g讨允 回归也没有这种能力
.

但在 某些 情 况

下
,

可 以利用合并暴露强度和暴露时间来消除年龄与

工 龄高度相关的关系
,

进而利用助g ist ic 回归分析年

龄和职业暴露各自在疾病发生中的作用
。

在噪声与高

血压关系的研究中工人的年龄与工龄高度 相 关 (r =

0
.

97) ,
造成这两个变 量在 oL igs t ic 回归中产生多元

共线性
,

致使无法客观地分析年龄和噪声暴露年限与

高血压的关系
。

在进一步研究中利用等能量公式将噪

声强度与噪声暴游年限合并为累积噪声暴露量
,

此时

年龄与累积噪声暴露量的相关性明显降低 (r 二 0
.

4 1 ) ,

再用1丈召诚 ic 回归就可以同时分析年龄与噪声基露各

自与高血压的关系
。

6 对职业流行病学研究设计的影晌

玩乡跳 ic 回归作为一种具有广泛用途的多因素统

计方法
,

必然会影响职业流行病学研究设计
。

它的影

响首先表现为设计时应考虑采用多因素分析方法
,

设

计调查表时要全面考虑
,

以保证在分析资料时既可以

采用单因素分析方法
,

又可 以采用多因素分析方法
。

样本量设计的原则是
: 1丈 g) ist ic 回归研究所需的样本

量 以每一个危险因素与所观察的疾病进行单因素分析

够用即可
。

劫g ist ic 回归可以完全代替分层分析的方

法而不需要增加样本量
。

设计时应尽量避 免 配 对 设

计
,

因为配对研究的设想很好
,

但实际应用时往往难

以找到合适的对子
,

使许多资料无法使用
。

同时
,

配

对设计可 以控制的棍杂因素一般不超过三个
,

过多的

控制因素可以造成
“

过度配对
” ,

也会造成偏倚
。

一

般情况下选择成组设计比较合理
,

只要保证各组在主

要混杂因素方面保持基本均衡即可
。

但特别要注意设

计调查表时一定要包括所有可能存在的混杂因素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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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在分析时考察和校正
。

采用成组设计的方法对研究

对象的选择可 以相对放宽
,

只要职业暴露情况清楚
、

各项资料齐全都可 以作为研究对象
。

相对 小 的 样本

量
、

比较宽松的选择研究对象的条件和避免做配对调

查
,

是助9 .151 记 回归给职业流行病学研究设计带来的

有利条件
,

可 以使我们在更加宽阔的领域内更加 自由

地开展研究
。

7 L o g is t ic 回归的块点和应注愈的事项

L o g讨记 回归有许多优点
,

但它并不是十全十美

的
。

多元L og 玉st le 回归要求每一个进入模型的研究对

象的每一个项目都必须有可靠的信息
。

如果 出现缺失

值
,

该研究对象将被删除
。

因此
,

缺失很多 的数据不

宜用 I力g i st 记 回归进行分析
。

L o g峨 ic 回归模型允许

不 同类型 的变量作为危险因素同时进入模型
,

但只允

许 二分变量作为结果在模型中出现
。

如研究高血压时

每个人的血压都有实际测量值
,

但在助 g j峨 ic 回归中

必须按照一定的标准将研究对象区分为高血压和非高

血压
.

这样做实际上丢失了一部分信息
,

使研究所需

要的样本量增大
。

L og ist ic 回归特别适用于多种危险

因素造成一种疾病的研究
。

但某一个危险因素与疾病

的联系太强烈
、

样本量又相对较小时
,

这个危险因素

不存在时可能没有一个研究对象得病
,

不能计算 O R

值
,

不能用助 g ist ic 回归
。

在做 乙唱城犯 回归分析之

前要做好单因素分析
,

因为多元 I刀g岌抢知 回 归分析往

往要参考单因素分析的结果
。

某些功g峨 ic 回归分析

程序可以自动根据一定的规则筛选变量
,

但这种方法

容易出现失误
,

最好采用人工干预的方法一步一步分

析
。

这样虽然慢一些
,

但可 以结合单因素分析结果和

专业知识
,

分析的结果比较符合实际 情况
。

L o g ist ic 回归在职业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应用刚刚

开始
,

还有许多间题有待探索
。

我们希望能够合理地

使用这种方法
,

以达到加快职业流行病学 研 究 的 速

度
、

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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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浓度均与其个体白细胞水平密切相关
。

笔者以为当

日下午班中或班末终末呼出气及班末尿中苯浓度可视

为当日的接触水平
,

第二天班前呼出气中的苯浓度可

视为苯在机体内的蓄积水平
。

我们的调查还发现在此环境中工作的52 名作业工

人的白细胞计数均值呈逐年渐降趋势
。

在工龄》 5 年

后的 168 人次检查中
,

W B C ( 4 义 1。 ,/ L者 n 人 次
,

4 x

10 ,一 4
.

5 x 10 ,
/ L者 26 人次

,

其均值水平比工龄 < 5

年值明显降低 ( P < 0
.

0 1)
。

本次调查的班末
、

第二天

班前终末呼出气及班末尿中苯浓度均值均高于笔者曾

提出的生物接触限值
。

为 了更好地保护作业者健康
,

有必要研究制订苯及其代谢物在呼出气及尿液中的生

物接触限值
,

配合最高容许浓度值一起运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