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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报道·

某市医用 X线工作者口腔白斑病调查

杨敏

(大连市口腔医院 大连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 辽宁 大连　116021)

　　口腔白斑病是一种常见的口腔黏膜的非传染性慢性疾
病 , 常以颊 、 舌部最重。 国内外学者对其发病情况和病因有

不少研究 , 但对医用 X线诊断工作者中的发病情况未见报道。

本文对大连市医用 X线工作者口腔白斑病的患病情况进行了

调查 , 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为大连市 10 所医院放射科工作 1 年以上的 X 线

工作者 , 共 285名 , 其中男 269 名 、 女性 16 名 , 年龄 25 ～ 58

岁 , 连续从事放射工作 2 ～ 30 年 , 平均工龄 10.2 年。所有受

检者均排除不良修复体 、 残根残冠 、 错位牙 、 磨损牙等局部

刺激因素 , 口腔检查怀疑为白斑病的患者经病理检查确诊。

2　调查结果

2.1　白斑病检出情况分析

285位医用 X线工作者中发现口腔白斑病 58 例 , 患病率

为20.35%。患者均为男性 , 年龄 28～ 56 岁。其中有吸烟史者

49 例 , 占 84.5%。从发病部位分析 , 颊部 30例 , 舌部 19 例 ,

唇部 3 例 , 齿龈部 6 例。病变分型表现为斑块状 23 例 , 颗粒

状 20例 , 皱纸状 12 例 , 疣状 3例。

2.2　患病率与放射工龄的关系

58 例阳性病人中 , 放射工龄最长 32 年 , 最短 5 年 , 平均

18 年 , 从表 1 可见 , 放射工龄越长 , 其患病率越高。

表 1　不同放射工龄 X线工作者口腔白斑病患病情况

放射工龄 (年) 受检人数 检出人数 患病率 (%)

1～ 38 3 7.9

5～ 91 8 8.8

10～ 83 15 18.1

15～ 73 32 43.8

合计 285 58 20.4

2.3　患病率与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受照剂量的关系

58 例白斑病患者个人年受照射剂量范围 70.66 ～ 196.80

mSv , 平均 126.50 mSv;而未患白斑病的 X 线工作者年受照射

剂量范围 17.70～ 131.00 mSv , 平均 52.94 mSv , 两者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3　讨论

口腔白斑病在组织病理上的变化 , 符合癌前损害的特征

———上皮异样增生 , 因此接触 X 线放射医务人员应高度重视

并严加防护。该病发病原因与局部刺激因素及吸烟有关 , 但

与白色念珠菌感染 、 缺铁性贫血 、 射线及口干症等亦具有密

切关系。本次调查结果表明 , 接触 X线的时间越长 , 白斑病

患病率越高 , 其患病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口腔白斑病的患病

率 (10.47%)[ 1] 。被调查的从事放射性诊断工作的白斑病患病

人员的平均年剂量当量为 3.020 mSv , 虽低于国家规定剂量限

值的 1/10 (5 mSv/年), 但也明显高于本市 1997年放射工作人

员年剂量当量 (0.91 mSv/年)。有文献报道 , 医用X 线工作者

出现免疫功能低下 , T 淋巴细胞明显降低 , 糖皮质激素明显减

少 , 神经衰弱症候群发病率明显高于一般人群[ 2 , 3] 。本次调查

表明 , 口腔白斑病在医用 X 线工作者中发病率较高 , 可能与

免疫功能降低有关。因此应加强对这一特殊人群的监督管理 ,

提高作业人员与管理人员的防护意识和业务素质。放射工作

人员应合理安排工作时间 , 减少不必要的曝光及受照剂量 ,

从而保障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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