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3 58

·

中国工业 医学杂志1 9 9 6年第 9 卷第 6期

接触石棉工人 胃癌死亡 回顾性队列研究

青岛市卫生防疫站 ( 26 6 0 01 )张华强 张忠群 王元林

石棉已成为举世公认的致癌物质
。

国 内外的一些

石棉致癌研究发现
,

石棉接触工人胃肠道癌死亡率增

加
。

为探讨石棉接触与胃癌发病的关系
,

我们应用 回顾

性队列调查方法
,

对青岛某石棉厂石棉接触工人的胃

癌死亡情况进行了分析
,

以便为今后的石棉致癌研究

积累基础资料
,

为石棉行业职业性肿瘤防治提供科学

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调查对象

1 9 7 2 年在册的
、

工龄一年以上的 53 0 名直接接触

石棉的工人列入观察队列
,

进行追踪及随访至 1 9 9 4 年

1 2 月 3 1 日止
。

1
.

2 调查方法

应用 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
,

对存活职工通过历年

职工工资册
、

职工健康卡进行逐人调查 ; 对 23 年观察

期 内退休工人随访到人 ;对调离人员进行追踪函调 ;对

死亡者
,

除根据职工死亡登记卡及人事
、

劳资
、

工会等

部门提供情况外
,

必须有医疗单位的死亡诊断证明书
。

1
.

3 统计分析

以标化死亡比 ( S M R ) 作为指标进行统计分析
,

以

职工在册年数作人年计算
。

2 结果

2
.

1 一般卫生学情况

该石棉厂建于 1 9 5 0 年
,

由手工作坊式作业逐步发

展为机械化生产方式
,

目前共有职工 8 42 人
。

主要产品

有石棉纺织制品
、

石棉制动制品
、

石棉橡胶制品等
,

所

用石棉原料主要是温石棉
。

根据监测资料
,

车间粉尘浓

度 一般 高 于 国 家卫 生标准
,

50 ~ 60 年 代最 高达

4 1 5 m g /m 3 ,
7 0 ~ 8 0 年代最高达 3 5

.

3 m g / m 3
。

2
.

2 队列观察组追踪结果

队列 观察组共 5 30 人 (男 16 0 人
,

女 3 70 人 )
,

男

女 比例 l
:

2
.

3
,

观察人年 数 1 1 3 3 9 (男 3 3 6 6
,

女

7 9 7 3 )
。

年龄构成如下
:

3 0 ~ 3 9 岁占 2 1
.

5 0 %
,

4 0 ~ 4 9

岁占 2 1
.

5 1 %
,

5 0 岁以上占 5 4
.

7 2 %
。

队列 2 3 年 ( 1 9 7 2

~ 1 9 9 4) 追踪观察期间
,

恶性肿瘤死亡 22 例
,

其中胃

癌 5 例
,

全部为男性
。

2
.

3 胃癌死亡率及其构成 比

2 2 例恶性肿瘤死亡中胃癌 5例
,

占全部恶性肿瘤

死亡的 2 2
.

7 %
,

仅次于肺癌
,

列第二位
,

死亡率为

44 .0 9 6 / 1 0 万
,

见表 1 ; 胃癌死亡占全部男性恶性肿瘤

死亡的 41
.

7 %
,

列第一位
,

死亡率为 1 4 85
.

4 4 / 1 0 万
,

见表 2
。

表 1 全部恶性肿瘤死亡率和构成比

肿瘤名称 死 亡数 死亡率 ( 1 / 10 万 ) 构成比 ( % )

肺 癌 9 7 9 3
.

7 2 40
.

9

胃 癌 5 4 4 0
.

9 6 2 2
.

7

子宫颈癌 2 1 7 6
.

3 8 9
.

1

子 宫 癌 1 8 8
.

1 9 4
.

5

肝 癌 1 8 8
.

1 9 4
.

5

食 管 癌 1 8 8
.

1 9 4
.

5

肾 癌 1 8 8
.

1 9 4
.

5

骨 癌 1 8 8
.

1 9 4
.

5

乳 腺 癌 1 8 8
.

1 9 4
.

5

合 计 2 2 1 9 4 0
.

2 1 1 00
.

0

表 2 男性各种恶性肿瘤死亡率和构成比

肿瘤名称 死亡数 死亡率 ( 1 / 10 万 ) 构成 比 ( % )

胃 癌 5 1 4 8 5
.

4 4 4 1
.

7

肺 癌 3 8 9 1
.

2 7 25
.

0

食 管 癌 1 2 9 7
.

0 9 8
.

3

肝 癌 1 2 9 7
.

0 9 8
.

3

,

肾 癌 1 2 9 7
.

0 9 8
.

3

骨 癌 1 2 9 7
.

0 9 8
.

3

合 计 1 2 3 56 5
.

0 6 10 0
.

0

2
.

4 胃癌 S M R 分析

表 3 所示
,

胃癌和 男性 胃癌的 S M R 值分别为

44 .0 14 和 78 .7 40
,

尸 值在统计学上均有显著意义
。

表 3 青岛石棉厂全部工人和男性

工人胃癌 S M R

观察死亡数 预期死亡数 S M R

全部工人

男性工人

1
.

1 3 6

0
.

6 3 5

4 40
.

1 4 二

7 8 7
.

4 0 二

尸 < 0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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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胃癌死亡的接尘年限与工种分布

经统计胃癌死亡集中在接尘 巧 年至 2 5年之间
。

5

例胃癌中
,

编织工
、

仓库工各 1 例
,

维修保全工 3 例
。

2
.

6 胃癌潜伏期和平均死亡年龄

从首次接触石棉至确诊 胃癌
,

潜伏期最短的 18

年
,

最长的 26 年
,

平均 22
.

6年
。

胃癌平均死亡年龄为

5 9
.

6 岁
。

3 讨论

石棉接触与胃肠道癌的关系目前正在观察中
,

尚

无定论
。

美国流行病学调查
,

发现石棉接触工人中胃肠

道癌死亡率是非石棉接触工人的 2
.

7倍
。

本次调查结果
,

该石棉厂石棉接触工人胃癌死亡

率为 4 40
.

9 6 / 1 0 万
,

与当地居民的 23
.

7 8 / 1 0 万相 比
,

高出 1 7
.

5 4倍 ( S M R 4 4 o
.

1 4
,

P < 0
.

0 2 )
。

如仅以男性

工人而言
,

胃癌死亡率为 1 4 85
.

44 / 10 万
,

与当地男性

居民的 3 4
.

2 7 / 1 0 万相比
,

高出 4 2
.

5 5倍 ( S M R 7 8 7
.

4 0
,

p < 0
.

01 )
。

胃癌死亡明显超额
,

与国外报道一致
。

在该 石 棉 厂恶 性 肿 瘤 死 亡 中
,

胃癌 死 亡 占

2 2
.

7 %
,

仅次于肺癌列第二位 ; 在男性恶性肿瘤死亡

中
,

和当地男性居民恶性肿瘤死因位次一致
,

胃癌死亡

列 第一位
,

但 构成 比 4 1
.

7 %高于 当地男性 居 民 的

27
.

64 %
。

从 胃癌平均死亡年龄看
,

该石棉厂职工胃癌

平均死亡年龄为 59
.

6 岁
,

当地居民为 63 岁
。

上述结果提示
,

长期从事石棉作业工人有患胃癌

危险增加的可能性
,

应进一步加强石棉行业职业性肿

瘤预防和石棉致癌的调查研究
。

(收稿
: 1 9 9 5一 1 0一 2 0 修 回

: 1 9 9 6一 0 3一 2 6 )

深圳市 3 0 5 名健康成人尿 中

硫氰酸盐正常参考值的探讨

深圳市卫生防疫站 ( 5 1 8 0 2 0) 陈 卫 何 彩 陈湘莹

尿中硫氰酸盐是接触氰化物的生物监测指标
。

为 1
.

2 测定方法

探讨深圳市尿硫氰酸盐正常参考值
,

我们对该市 3 05 采用线引林主编 《生物材料中有毒物质分析方法

名无职业性接触氰化物的健康成人作了尿硫氰酸盐测 手册 》 中尿硫氰酸盐的毗陡
一

巴比妥酸分光光度测定方

定
,

以供氰化物中毒诊断作参考
。

法进行测定
。

尿比重均在 1
.

0 10 ~ 1
.

0 30 间
。

, 对象与方法 2 结果

1
.

1 受检对象 首先将不吸烟的人分为男
、

女两组
,

进行晨尿硫氰

30 5 名受检者均无职业性接触氰化物史
,

身体健 酸盐含量测定结果常态检验
,

结果样品频数呈正偏态

康
,

包括工人
、

机关干部等
。

其中不吸烟者男性 1 55 名
,

分布
,

故选用对数正态曲线法进行统计学分析处理
,

结

女性 11 5 名
,

年龄在 17 一 40 岁
,

吸烟者 35 名
。

果见表 1
。

男女两组经 t 检验无显著性差异
。

表 1 男女两组不吸烟尿硫氰酸盐结果 年m ol / L )

性别 人 数 范 围 几何均值 几何标准差
t 尸

男 1 5 5 8
.

0 0~ 3 1 5
.

2 5 9
.

24 2
.

3 6 8

女 1 1 5 8
·

i

卜 30 9
.

6 5 9
.

47 2
.

4 2 6 0
·

1 4 9 > o
·

0 5

再将不吸烟男女资料合并统计为不吸烟组
,

将吸 经两均数差别的显著性检验
, t一 7

.

28
,

尸< 0
.

01
,

两组

烟的人统计在一起为吸烟组
,

两组均选用对数正态分 差异非常显著
。

吸烟组明显高于不吸烟组
。

应分别制定

布法进行统计
,

结果见表 2
。

不吸烟组与吸烟组结果
,

尿硫氰酸盐正常参考值
。

表 2 吸烟组与不吸烟组尿硫氰酸盐结果 (拌m ol / L )

组 别 人 数 范 围 几何均值 几何标准差
上限值 (单侧 )

9 5 %

吸烟组

不吸烟组

3 5

2 7 0

3 9
.

8~ 6 9 0
.

9 1 4 5
.

5 1
.

9 50 4 3 6
.

6

8
.

0 0~ 3 1 5
.

2 58
.

8 3 2
.

38 9 2 4 6
.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