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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分析 了饮水 氛含量与氛中毒的
、}备床表现之间存在剂量一反应关系

。

饮 水 氯含 量

与氏斑牙率
、

骨X 线改 变率
、

骨X 线改变指数和尿 氛含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

将 骨X 线改变 须 率

和程度作综合评价的骨X 线改变指数抚反映客观规律
,

又 有重大实用价值
。

本文并探讨 了病 区程

度的划分
。

氛中毒与骨关节退行性 变率无明显 相关
,

但可 加重其程度
。

骨周软组 织骨化不是 氛中

毒的早期改 变
。

关键词 饮水 氮含量 骨X 线 改变 氯斑 牙率

我们用单因素相关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方 14 一 18 分
,

一个地区的总积分除以被查人数得

法分析了氟
、

钙和镁的摄入量及钙
、

镁与氟的 骨 X 线改变指数
。

在饮水氟含量 0
.

2 选
、

0
.

80
、

比值对氟中毒程度的关系
,

仅发现饮水中的氟 1
.

00 m g / L地区已查骨X 线的 6 一 2 0岁 人 中 随

含量对氟中毒程度的改变有影响作用
。

本文定 机抽取 20 人用管球焦点 0
.

l m m 2 、

放大2倍的X

量地分析它们之间关系的结果
,

以期在研究剂 线机作放大摄影
,

检查骨盆
,

脆骨下段和尺挽

量一反应关系规律基础上探讨这类地区饮水中 骨上段
、 ,

股骨下段和胫骨上段的骨小梁形态
。

氟的适宜浓度
,

病区判定的指标
。

结 果 分 析

调 查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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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无氟污染
、

饮水井单一或饮水氟含量 0
.

2 4 ( 0
.

10 一0
.

3 0 )
、

彰 武 县 何 家 为 0
.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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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与尿无机氟含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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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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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四间房 为 3
.

1 2 ( 2
.

50 一

量用氟电极测定
。

普查与氟中毒有关的症状和 5
。

00 )
、

放汉旗小王爷地为1
.

00
、

木头营子为

体征
。

在每10 岁为一年龄组中按不同性别分层 5
.

6 。( 4
.

0 0 ~ 7
.

00 )
、

朝阳县蝴蝶 沟 为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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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抽取 5个居民 (不足 5人全查 ) 作骨 X 线检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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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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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县义 合 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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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脊柱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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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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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斑牙和骨X 线改变的判定标准 见 文 献 I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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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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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家窝堡为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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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一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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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每个被检查者的各种阳性改变 ( 骨质和骨旁 m 灯L
。

软组织
,

不包括骨关节退行性变 ) 判定分数
,

一
、

饮水氛含量与氛斑 牙的关 系

极轻1分
,

轻度 2
,

一 6分
,

中度 8 ~ 12 分
,

重度 饮水氟含量与乳齿氟斑牙 的关系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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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饮水氛含皿与乳齿象斑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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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饮水氟含量与当地 出生者恒齿氟斑牙的关系

表 2

饮水氟含量
( m g / L )

饮水报含 t 与恒齿报斑牙程度

氟斑牙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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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斑牙
。

饮水氟含量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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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或达到 1 00
.

0 %
。

饮水氟含量与恒齿氟斑

牙率呈幂函数关系 ( 图 1 )
。

回归方程 是 L g

( 1 00
.

02 一 y ) 二 3
.

2 2 17 一 4
.

2 1 0 4 L g ( X +

1
.

8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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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斑牙的比例随饮水氟含量的增 高 而

升高 ( 表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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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饮 水氛含量与氛中毒症状
、

骨关 节功能障碍
、

月支体变形和截瘫 的关系

表 3 饮 水 奴 含 t 与 奴 中 毒 症 状 的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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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和表 4 可见
,

在饮水氟含量很低的

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氟中毒症状 ( 骨及关节部

位疼痛
、

头痛
、

头昏
、

手足麻木和抽搐等 ) 和

骨关节功能障碍
。

饮水氟含量与症状及关节功

能障碍呈正相关关系
。

在低年龄组的出现率很

低
,

随年龄的增大而升高
,

但在饮水氟含量高

2 2



表 4 饮 水 报 含 皿 与 骨 关 节 功 能 障 礴 的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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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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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计算一个地区的骨关节功能障碍指数
,

其

趋势也呈正相关关系 ( 表 5 )

表 5 饮水奴含 , 与骨关节功能障碍程度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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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6 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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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饮水氟含最与骨X 线改变率的关系 图 3 饮水氟含量与骨 X 线改 变指数 的关系

饮水撅含盘与不同年龄组骨 X 线改变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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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与不 同年龄组骨 X 线改变的关系 一

岁儿童骨中钙量很少
,

难以判定骨X 线改变
,

但

在 2 岁以上儿童中确可见到骨盆小梁有异常改

变
。

从表 7
、

8 中可见
,

在各年龄组中
,

饮水

2 4



氟含量与骨X 线改变率和指数呈明显正相关
。

但在各饮水氟含量地区
,

年龄组与骨 ,X 线改变

率和饮水氟含量相对低地区的改变指数基本无

明显相关
,

只在饮水氟含量极高地区
,

年龄组

与骨X线改变指数才显示明显正相关
。

3
、

与骨X线改变性质的关系

本研究所见绝大部分为硬化型
,

疏松和混

合型少见
,

确有少数软化型
。

骨疏松和软化型

大都出现在饮水氟含量 4
.

10 m g / L 以上地区
。

1 0
.

27 和 Io
.

81 m g / L 地区的低年龄组也可见到
。

表 9 饮 水 奴 含 且 与 骨 周 软 组 织 骨 化 的 关 系

饮水氛含仑 (m g / L )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8 3
合 计

调查人数 阳 性数 肠

从表 9 可见骨周软组织骨化耍在 30 岁以后

出现
,

仅在饮水氟含量极高地区的低年龄组见

到
。

重度骨质改变只在饮水氟 含 量 1 0
.

2 7 和

I o
.

sl m g / L地区见到
。

在重度骨X 线改变中绝

大部分是骨周软组织骨化
。

骨质改变影响骨 X

线改变率
,

而骨周软组织骨化则影响骨 X 线改

变指数
。

表 1 0 饮水氟含盆与骨关节退行性改变的关系

饮水氟含量 调查 骨 关 节 退 行 性 改 变

(m g / L ) 人数 丽袒仄委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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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3 0
.

6 8

3 5
.

2 9

3 0
.

3 7

2 0
.

6 8

3 6
.

9 0

3 7
.

8 0

34
.

2 5

4 1
.

0 3

3 9 3 6

8 5

3 2

2
.

6 3

6 8 7

关节囊
、

关节软骨
、

关节周围 韧 带 的 骨

化
、

关节骨质改变
、

骨质增生和关节腔内的游离

体形成等退行性改变率与饮水氟含量无明显相

关 ( r ~ 0
.

凌9 2 6
,

t
r

一 1
.

吐9 7 6
,

P > 0
.

0 5 )
,

但骨关节退行性改变指数与饮水氟含是呈正相

关 关 系 ( r = 0
.

9 3 4 9
,

t
r

= 6
.

9 1 3 9
,

P <

0
.

0 0 1 ) ( 表 1 0 )
。

4
、

X 线放大摄影检查骨小梁 在放大摄

影的X 线片子上可见正 常骨小梁纹理清楚
,

粗

细均匀
、

结构规整
。

异常骨小梁则粗细不均
,

纹

理模糊
、

结构混乱
。

两者区别明显
。

饮水氟含

量 0
.

24 m g / L 地区骨小梁异常率也有 1 7
.

65 %

( 3八 7 )
,

而 0
.

sm g / L 地区为 5 5
.

0 0 % ( 1 1 /

2 0 )
,

1
.

0 0 m g / L地区为 6 5
.

0 0 % ( 1 3/ 2 0 )
,

前者与后两者有明显区别 ( X Z
分别为 3

.

98 和

6
.

58
、

P < 0
.

05 )
。

这种异 常骨小梁是典型的

氟骨症表现
。

5
、

与尿氟含量的关 系 饮水氟含量 0
.

24

m g / L地区人群尿氟含 量平均 。
.

53 m g / L
。

尿

氟含量与饮水氟含量呈直线正相关关 系 ( r =

0
.

9 5 5 0
,

t
r

= 1 4
.

3 2
,

P < 0
.

0 1 )
。

回 归 方 程

仁
0

.

6 6 3。+ 0
.

5 7 0 4双
,

R : = 0
.

9 7 7 2 ( 图4 )
。

讨 论
1

、

国内外大量调查表明人每夭 都从 饮

水
、

食品和空气中摄入一定量的氟
,

我们的调

查结果也证实这点
。

许多报告都证明在饮水氟

含量很低的地区人群中有一定量的斑釉
,

本文

报告饮水氟含量 o
.

2 4 m g / L地区的情况相同
,

版
‘



还有一定量的氟中毒症状
,

骨关节功能障碍和

骨X 线改变
,

这些现象不能排除 不 是 氟 的 影

响
,

也可能与其它疾病有关
。

可被看成是一般

地区的本底
。

去o J刀 五0 了。 里。

饮水奴含入衡
. 几一一
11 口 m 灯l

图 4 饮水氟含最与尿氟含 量的关系

在饮水氟含量 0
.

8一 1
.

o m g / L 地区已有很

高的氟斑牙率
,

骨X 线 改 变 率 也 达 3 5
.

2 9一

44
.

19 %
,

X 线放大摄影证实这地区确有 氟 骨

症 的存在
。

因此制订饮水氟含量安全阂值不能

仅以氟斑牙为指标
,

骨X 线改变是不能或缺 的

指标
,

也不能认为 0
.

8一 1
.

o m g / L 地区是安全

的
。

2
、

本文报告表明在饮水氟含量 2
.

o m g /

L 以下时氟斑牙率随饮水氟含量 的升高而敏感

地直线上升
,

但超过 2
.

o m g / L 时氟斑牙率已

达1 00
.

00 %
,

不再随饮水氟含量的变化而变化

了
。

故氟斑牙率在2
.

o m g / L 以下时适合作病区

划分的指标
,

超过 2
.

Om 幻L 则不适合了
。

马

春林等的报告 1 2 1与此相 同
。

3
、

迄今尚未见有国外关于饮水氟含量与

骨X 线关系系统的研究报告
。

国内 虽然也有一

些以骨X 线改变率为指标的研 究报告 〔3 1[ ‘J
,

但没有考虑X 线改变的程度
。

我们首 次以 骨X

线改变指数将改变频率和程度结合进行综合评

价
,

描述的分布曲线客观地反映了饮水氟含量

与骨X 线改变关系的规律性
。

曲线的 前半段平
缓

, ‘

后半段急剧上升
,

说明前后两部分的病情

程度有明显差异
。

变化的转折点 在 4
.

o m 酬L

处
。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
,

可以认为饮水氟含量

4
.

0 二g / L 以上为重病 区
,

4
.

o m g / L 以下 为

一 个等级
,

但因氟斑牙率 变 化 的 转 折 点在

2
.

o m g / L
,

故可把 2
·

1一 4
.

o m g / L划分为中等

病区
,

1
.

1 一 2
.

Om g / L为 轻病区
。

1
.

Om g / L 以

下有氟骨症的地区需进一步研究
。

4
、

在氟中毒病区的居民中常可见有骨关

节部位 的退行性改变
。

许多作者意 见 分 岐颇

大
。

黄嗣王等〔5 1认为骨关节 改变也是氟 骨症

的改变之一
。

何汉域等报告 . ]燃 煤 污染氟骨

症绝大部分只有骨周及关节损害而无明显骨质

改变
。

杨德娟等 [ 5 1提出将关节改 变 列入分度

之 中
。

徐均超等 [ 5 1在实验动物的病 理 切片上

观察到氟对关节软骨和髓板软骨等的损害
。

但

成金 山等 〔6 〕报告未发现饮水氟含 量 与关节改

变率有明显相关性
。

刘炳坤等〔s 〕认为氟 性骨

关节改变在X 线影像上不具备特异性
。

李 明健

等 1 5 1报告燃煤污染食物型氟骨症的 关 节改变

比水源氟骨症明显得多
,

可能是不同病区的生

活习惯
、

劳动强度和耕作方式不同有关
。

本文

报告饮水氟含量与关节改变率无相关
,

而与关

节改变指数呈正相关
,

说 明氟中毒是有促进关

节改变程度的作用
。

综上所述
,

我们认为氟中

毒与关节退行性变有一定关系
,

但 并 无 特 异

性
,

不能作为诊断氟骨症的依据
。

应重视李明

健等的意见
。

要在严密设计条件下作流行病学

调查
,

以阐明燃煤污染型氟中毒病区骨关节改

变的分布规律
。

本文认为
,

骨周改变出现的年龄很晚
,

不

能作为早期诊断的指标
。

参加 本研究 的还有冯 文治
、

王锡形
、

王家

碌
、

马春林
、

成金山
、

吉春英
、

谭荣光
、

张新

习
、

陈海 良
、

李永强
、

刘宰忠
、

苏广民
、

鲁海

萍
、

王增
、

乔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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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甲 病 病 区 的 聚 类 和 判 别

江苏省卫生防疫站 戴胜利 童 身以

一
、

问题的提 出

如何把地方性甲状腺肿 ( 以下 简称 地 甲

病 ) 的流行区域恰当地划分为若干个病区
,

以

利于从量 (患病率 ) 和质 ( 患病严重程度 ) 等

诸方面去研究各病区的病情特斌 以便确定防

治重点
,

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

这是地甲病防治

工作中的一项基础工作
。

我们用聚类分析法
,

把湖北省的13 个病区进行了分类
。

用聚类分析

法来划分病区有这样一些优点
: 1

、

可以根据

实际需要把病区分成若干类
,

可以分成二类
,

也可以分成 三 类 等 等 ; 2
、

可以从各个方面

对病区进行分类
:

可以按各型各度的患病率
、

构成比进行分类
,

也可以按年龄组患病率进行

分类
,

从而可以对各病区的患病情况作出更全

面更具体的分析 ; 3
、

在划分病区时
,

不是单

一考虑总的患病率的高低
,

而是综合考虑了各

型各度 的患病率
,

就是说
,

考虑了病情 的严重

程度
; 4

、

根据聚类分析结果
,

可以建立判别

函数
,

判别本病区以外的某一病区
,

按本病区

的分类
,

应列入哪一类
。

二
、

聚类的方法

我们按各型各度的患病率
、

构 成 比 和 性

别
、

年龄别患病率等方面进行聚类分析
,

得到

以下结果
。

各表中13 个地区的编号
,

是按原调

查资料的顺序编排的
。

( 一 ) 根据患病率聚类

1
、

根据各型各度的患病率进行聚类 ( 数

据见表 1 )
。

2
、

根据各型的患病率进行聚类 ( 数据见

表 1 中小计 )

( 二 ) 根据 构成比进行聚类

1
、

根据各型各度的构成比进行聚类 ( 数

据见表 2 )
。

2
、

根据各型的构成比 进 行 聚 类 ( 数据

表 2 小计 )
。

( 三 ) 根据性别
、

年龄别 的患病率进行聚

类 ( 原资料缺12 号数据 )

1
、

男性患病率按年龄别进行聚类 (数据

见表 3 )
。

2
、

女性患病率按年龄别进行聚类 (数据

见表 4 )
。

3
、

合并性别后
,

按年龄别患病率进行聚

类 ( 数据略 )
。

、

山 东省地方性氛中毒流行病学调查协作组
:

山东省部

分地 区地方 性氟 中毒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中华预防

医学杂志 x 6 ( 6 ) : 35 9 , 19 8 2

、

刘昌汉等
:

黑龙江省地方 性氟中毒 的流行病学研 究

中国地方病 学杂志 3 (3 ) : 1 8 7 , 1 9 84

,

地方病科学委员会地氟病专题组编
:

X 线诊断部 分

全国第二 届地方 性氟 中毒 学术交 流会议论文摘要汇编

吉林 94
,

8 1
,

8 8
,

1 1 1 , 8 0
,

1 13
,

1 9 8 5

、

成 金山等
:
昭 乌达盟孟柯流域 自然人 群 中氟骨症 X 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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