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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为了研究职业因素与冠心病发病的关系 ,本文应用 1 1配对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对职业因

素与冠心病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共对 150对资料进行了单因素分析、 叉生分析、 条件 Log istic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 ( 1)劳动类型中的脑力劳动 ( OR= 2. 93)、 职业类型中的企事业管理人员 ( O R= 3. 10)、

接触职业性有害因素种类中的工作紧张 ( OR= 2. 43)、 有机溶剂 ( OR= 9. 50) 与冠心病的发病密切相

关 , 其中脑力劳动可能是冠心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 ( 2)脑力劳动、企事业管理人员、 工作紧张与高血压、

高血脂之间存在明显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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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matched case-contr ol method w as used to identif y th e r ela tionship betw een occupa-

tiona l fa ctor s and cor onar y hear t disea se ( CHD) . Th e data fo rm 150 pairs of cases we re ana ly sed with

Chi-squa re test, two facto rs and conditional Logistic r eg 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ed tha t th e men-

tal labour in type o f w o rk ( OR= 2. 93) , the management in so rt of w o rk ( O R= 3. 10) , high wo rk pres-

sure in occupa tional haza rd factor s ( OR= 2. 43) and or ganic so lv ent in chemical expo sur e ( OR= 9. 50)

had close r elationship wi th C HD; among them, the mental labour might be the most impor tant risk fac-

to r, and ther e were some synergic effect betw een other fac tor s mentioned above and hyper tension, hy-

perlipoid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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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心病是当前国内外最常见和危害最大的

心脏病。冠心病发病的危险因素如高血压、高血

脂、吸烟等已被大量医学研究所证实。近年来 ,包

括职业因素在内的各种环境、社会心理因素在冠

心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与其他危险因素间

的关系问题 ,引起了人们广泛高度的重视。本文

应用 1 1配对病例对照研究方法 ,对职业因素与

冠心病发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997年 3～ 5月间 , 我们依据 1979年 WHO

冠心病诊断标准 , 从福州市省、 市级综合性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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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院现症冠心病患者中选取病例 ,共 157例 ,实际

调查 150例。同时从同一级医院中选取同性别、

同年龄组、同居住地区的非冠心病患者为对照

(排除其他心血管病、内分泌疾病、肿瘤疾病的

患者 )。

采用 1 1配对病例对照研究方法 , 在病史

摘录的基础上按统一设计的调查表对病例和

对照逐例进行询间 , 调查内容除一般情况以及

其他可能的危险因素外 , 重点调查了职业因

素。职业因素包括劳动类型、劳动强度、职业类

型、 接触职业性有害因素种类等 (见表 1)。

对资料的处理采用了单因素分析、 叉生分

析和多因素分析 , 应用 EPI 5. 0软件及

M U LTLR软件在计算机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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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职业因素的定义和数量化方法

　因素 数量化方法 　因素 数量化方法

劳动类型 1= 脑力 ; 2= 体力 工作紧张 1= 是 ; 2= 否

职业类型 (共 8种 ) 劳动强度 1= 轻 ; 2= 中重

　技术人员 1= 是 ; 2= 否 服务业人员 1= 是 ; 2= 否

　企事业管理人员 1= 是 ; 2= 否 农林牧渔业 1= 是 ; 2= 否

　公务员 1= 是 ; 2= 否 工业及运输业 1= 是 ; 2= 否

　商业人员 1= 是 ; 2= 否 其他 1= 是 ; 2= 否

接触职业性有害因素种类 (共 17种 ) 有机溶剂 1= 有 ; 2= 无

　农药 1= 有 ; 2= 无 其他有机硝酸酯 1= 有 ; 2= 无

　硝酸甘油 1= 有 ; 2= 无 CO 1= 有 ; 2= 无

　粉尘 1= 有 ; 2= 无 其他刺激性气体 1= 有 ; 2= 无

　其他窒息性气体 1= 有 ; 2= 无 金属 1= 有 ; 2= 无

　高铁血红蛋白生成剂 1= 有 ; 2= 无 噪音 1= 有 ; 2= 无

　寒冷 1= 有 ; 2= 无 振动 1= 有 ; 2= 无

　放射 1= 有 ; 2= 无 工作注意力集中 1= 是 ; 2= 否

　其他 1= 有 ; 2= 无

2　结果

2. 1　资料均衡性

对病例组和对照组的年龄、 性别、 居住地

区、 医院来源作均衡性检验。结果显示 P>

0. 90, 表明两组间有较好的可比性。

2. 2　单因素分析

见表 2。分析结果表明劳动类型中的脑力

劳动 ( O R= 2. 93) , 职业类型中的企事业管理

人员 ( O R= 3. 10) , 接触职业性有害因素种类

中的工作紧张 ( OR= 2. 43)、 有机溶剂 ( O R=

9. 50) 可能是冠心病的危险因素。

表 2　职业因素与冠心病发病关系的单因素分析

　因素 O R OR95% CI i2 P值

脑力劳动 2. 93 1. 63～ 5. 77 13. 29 0. 0003

企事业管理人员 3. 10 1. 52～ 6. 32 9. 76 0. 0018

工作紧张 2. 43 1. 30～ 4. 53 7. 52 0. 0061

有机溶剂 9. 50 2. 21～ 40. 79 12. 91 0. 0005

2. 3　叉生分析

为了探讨职业因素与冠心病三大主要危

险因素 (高血压、高血脂、吸烟 )的相互作用 ,

我们进行了叉生分析。

2. 3. 1　脑力劳动与高血压、高血脂、吸烟叉

生分析 (见表 3、 4、 5)。

表 3　既往高血压病史与劳动类型叉生分析

无高血压病

体力劳动　脑力劳动

有高血压病

体力劳动　脑力劳动

病例 34 55 16 45

对照 68 70 11 1

OR 1 1. 57 2. 91* 90. 00* *

　　* P < 0. 05, * * P < 0. 01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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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高血脂史与劳动类型的叉生分析

无高血脂

体力劳动　脑力劳动

有高血脂

体力劳动　脑力劳动

病例 37 67 13 33

对照 77 69 2 2

OR 1 2. 02* * 13. 53* * 34. 34* *

表 5　吸烟与劳动类型的叉生分析

不吸烟

体力劳动　脑力劳动

吸烟

体力劳动　脑力劳动

病例 33 55 17 45

对照 40 50 39 21

OR 1 1. 33 0. 53 2. 60* *

　　结果显示脑力劳动与高血压、 高血脂、 吸

烟之间在表现出各自的独立作用的同时还表

现了它们之间的协同作用。

2. 3. 2　工作紧张与高血压、高血脂、吸烟叉

生分析 (见表 6、 7、 8)。
表 6　既往高血压病史与工作紧张的叉生分析

无高血压病

工作不紧张　工作紧张

有高血压病

工作不紧张　工作紧张

病例 54 35 40 21

对照 104 34 11 1

OR 1 1. 98* 7. 00* * 40. 44* *

表 7　高血脂史与工作紧张的叉生分析

无高血脂

工作不紧张　工作紧张

有高血脂

工作不紧张　工作紧张

病例 78 26 16 30

对照 113 33 2 2

OR 1 1. 14 11. 59* * 21. 73* *

表 8　吸烟与工作紧张的叉生分析

不吸烟

工作不紧张　工作紧张

吸烟

工作不紧张　工作紧张

病例 55 33 39 33

对照 62 28 53 7

OR 1 1. 33 0. 83 3. 70* *

　　结果显示工作紧张与高血压、 高血脂、 吸

烟之间在表现出各自的独立作用的同时也表

现了它们之间的协同作用。

2. 3. 3　企事业管理与高血压、高血脂、吸烟

叉生分析 (见表 9、 10)。结果显示 , 企事业管理

与高血脂之间在表现出各自独立作用的同时

也表现了它们之间的协同作用。

表 9　既往高血压病史与企事业管理人员的

叉生分析

无高血压病

非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

有高血压病

非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

病例 56 33 26 35

对照 90 48 12 0

OR 1 1. 10 3. 48* *

表 10　高血脂史与企事业管理人员的叉生分析

无高血脂

非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

有高血脂

非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

病例 60 44 22 24

对照 99 47 3 1

OR 1 1. 54 12. 10* * 39. 60* *

2. 3. 4　接触有机溶剂与高血压、 高血脂、 吸

烟叉生分析结果表明 ,接触有机溶剂与三大主

要危险因素之间未显示明显的协同作用。

2. 4　多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控制各因素间的混杂作用 , 单因

素筛出有显著意义的因素进行了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 (见表 11) ,结果提示除了几个常见的

危险因素 (如高血压、 高血脂等 ) 外 , 职业因

素中的脑力劳动与冠心病的联系依然存在

( O R= 10. 86)。

3　讨论

近年来 ,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 职业因

素在冠心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已引起了有关

学者的高度重视。有资料表明 , 冠心病较多见

于那些过着案牍生活 , 缺少体力活动的人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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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冠心病危险因素条件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危险因素 偏回归系数 标准差 OR O R　 95% CI

口味偏咸 0. 6271 0. 2279 1. 872 1. 198～ 2. 924

A型性格 1. 2893 0. 4936 3. 630 1. 380～ 9. 552

嗜甜食 0. 8961 0. 4162 2. 450 1. 083～ 5. 525

高血压史 1. 9713 0. 5267 7. 180 2. 558～ 20. 00

高血脂史 3. 2179 1. 1059 24. 976 2. 857～ 200. 00

脑力劳动 2. 385 0. 5577 10. 860 3. 636～ 32. 358

Tomasoni曾报道接触 CS2是冠心病的危险因

素
[2 ]

, 接触硝酸甘油等毒物对冠心病的发生发

展有直接或间接作用
[3 ]

。本次研究的单因素分

析结果表明 , 脑力劳动、 企事业管理、 工作紧

张、 接触有机溶剂与冠心病的发生有关联 ; 进

一步的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 脑力劳动与冠心

病的联系依然存在。

冠心病危险因素协同作用已被大量研究

所证实。美国 6个定群调查结果表明 , 同时存在

吸烟、 高血脂、 高血压、 肥胖时相对危险度提

高 40倍 [4 ]。但是有关职业因素与其他冠心病危

险因素的相互作用 , 国内外较少报道。本次研

究结果表明: ( 1) 脑力劳动和工作紧张与高血

压、高血脂之间除了显示出它们各自的独立作

用 , 也显示了它们之间的协同作用 ; ( 2) 企事

业管理与高血脂之间也具有各自独立作用和

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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