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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长期摄取过量的氟对人体胰岛 B 细胞功能的影响
。

方法 对暴露组和对照组人群进行

X 线检查
、

尿氟测定
、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O G T T )
、

血清胰岛素及 C 肤释放试验
,

对其饮用 水进行水质分析
。

结

¹ 暴露组饮水含氟量
、

尿氟总体几何均数明显高于对照组
;
º 暴露组空腹血糖及服糖后峰值均明显高于对照

,

峰值出现时间明显延迟
;
» 暴露组糖尿病

、

著高于非氟骨症者
;
¼暴露组空腹血清胰岛素

糖耐量减低 (I G T ) 的检出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

暴露组中氟骨症者显
、

C 肤测定值低于对照组
,

服糖后的峰值明显高于对照组
,

且峰值明

果组

显延迟
。

结论 长期摄取过量的氟对人体胰岛 B 细胞功能具有损害作用
,

且与氟中毒程度呈正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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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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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长期摄 取过量的氟对人体胰岛 B 细

胞功能的影响
,

我们对暴露组和对照组人群进行了

对比研究
,

结果如下
。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1
.

1
.

1 暴露组
:

为高密市边远的近距离无低氟水
,

而又未改水的高氟村 40 一 68 岁者
。

尿氟测 定 4 00
例

,

男女各半
。

经流行病学调查
、

体检及 X 线摄片

(骨盆正位
、

右前臂正位 )检查
,

检 出重度氟骨症 31

例
,

随机抽取与其性别
、

年龄相 同
,

体重指数 ( BM D

[收稿民期 ] 1 9 9 9 一 0 4 一0 5 ; [修订日期〕1 9 9 9 一1 1一0 8

[基金来源〕山东省高密市科研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谢永平
,

男
, 1 9 5 6 年生

,

副主任 医师

相 近
,

即分别为 ( 21
.

3士 2
.

2 )
、

( 21
·

6 士 1
·

9 ) k g / m Z ,

尸 > 0
.

05 钓非氟骨症 31 例
,

共 62 例
。

该组人群符

合 以下条件
:

¹ 同村长期 居住 ; º 饮水 含氟量恒定 ;

» 尿氟含量 明显高于正常人群 ; ¼无 内分泌代谢性

疾病
、

高血压及肝肾疾病史
; ½ 无糖尿病家族史 ; ¾

重度氟骨症者有典型的 X 线改变[lj
。

1
.

1
.

2 对照组
:
为高密市饮水含氟量 < 1

.

o m g / L
,

经济收入
、

生活 习惯和居住 条件与暴露组基本相 同
,

与重度氟骨症者性别
、

年龄相 同
,

BM I 相近
,

即分别

为 ( 2 2
.

3 士 2
.

2 )
、

( 2 1
.

5士 2
.

1) k g / m Z ,

P > 0
.

0 5 的

62 例
,

无相关疾病病史及家族史 ( 同暴露组 )
。

1
·

2 研究方法

1
.

2
.

1 水质分析
:

水氟测定用氟离子选择 电极法
,

K + 、

N a+
、 c a “+ 、

M g “+测定用 原子 吸收法
,

P 3
用磷钥

酸按 比色法
.

CI 用硝酸银测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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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2 尿氟测定
:

对两组各 4 00 例 (男女各半 )用氟

离子选择电极法进行测定
,

计算尿氟总体几何均数
。

1
.

2
.

3 胰 岛 B 细胞 功 能 检 查
:

对 两 组 人群进行
O G T T

、

血清胰 岛素释放试验及 C 肤 释放试验 (血

清胰岛素
、

C 肤测定用放射免疫分析法 [z,
“」)

。

检查前

1 0d
,

停用可能影响血糖代谢的药物
。

将葡萄糖 7 59

溶于 25 o m l温开水 中
,

sm in 内饮完
。

从饮第 1 口糖

水计时
,

空腹和服糖后 6 0
、

1 2 0 和 1 8 o m in 分别取静

脉血测定血糖
、

血清胰岛素和 C 肤
,

同时测定尿糖
。

采血时点前后误差 < 3m in
。

1
.

3 统计 学处理 数据采用 妥士
:

或百分率表示
,

差异用 t 检验或卡方检验
。

2 结果

2
.

1 水质 分析 暴露组 饮水含 氟量 7
.

39 ~ 8
.

68

m g / L
,

均 值 8
.

03 m g / L
,

高 于 对 照 组 ( 0
.

5 一 。
.

7

m g / L
,

均值 。
.

6m g / L )的 1 3
.

4 倍
。

C a Z+
暴露组低于

对照组
,

K 十 、

N a+
、

CI
、

M g Z + 、

P 3

等指标 2 组无显著

性差异 ( 尸 > 。
.

05 )
。

2
.

2 尿 氛 测 定 暴露组尿 氟 总体几何均 数 6
.

32

m g / L
,

高于对 照组 (1
.

12 m g / L ) 5
.

64 倍
,

有非 常显

性差异 (尸 > 0
·

0 5 )
。

2
.

3 胰 岛 B 细 胞 功 能 检 查 暴露组 与对照 组

O G T T
、

血清胰岛素及 C 肤释放试验结果
,

见表 1
。

结果表 明
:

¹ 暴露组空腹血糖及服糖后血糖峰值明

显高于对照组
,

峰值出现于服糖后 120 m in
,

较 对照

组 ( 60 m in ) 明显延迟
; º 暴露组糖尿病

、 I G T [’j 的检

出率分别为 n
·

29 %和 20
·

97 %
,

对照组均为 0 。 .

暴

露组中
、

重度氟骨症两者的检 出率分别为 22
.

58 写
,

35
.

48 %
,

明显高于非氟骨症者 (。
,

6
.

5肠 ) ; » 暴露组

空腹血清胰岛素
、C 肤低于对照组

,

服糖后的峰值显

著高于对照组 ( 尸 分别 < 0
.

05 和 0
.

01 )
,

峰值 出现

于 120 m in
,

较对照组 ( 60 m in) 明显延迟
。

上述结果表

明
,

暴露组胰岛 B 细胞功能明显低于对照组
。

同时

发现 在 暴 露组 中
,

重度氟 骨 症 与 非 氟 骨症 者 的

O G T T 、

血清胰岛素及 c 肤释放试验结果也有显著

性差异 (表 2 )
,

重度氟骨症者的胰岛 B 细胞功能明

显低于非氟骨症者
,

说明长期摄取过 量的氟对人体

胰岛 B 细胞功能具有 损害作用
,

其受损程度与氟中

毒程 度 呈 正 相 关
。

但 暴 露 组不 同性 别
、

年 龄 间

O G T T 、

血清胰岛 素及 C 肤释放试验结果 比较
,

无

显著性差异 ( 尸 > 0. 05 )
。

著性差异 ( 尸 < 0
.

01 ) 。

2 组性别间尿氟均值无显著

表 1 暴拼组与对照组人群 O G T T 、

血清胰岛素
、c 肚释放试验结果 ( 王士 、 , , 一 62 )

空腹

组别 血糖

( m m o l/ L )

血糖

( m m o l/ L )

6 0 n lln

胰岛素

m t ; / L )

暴露组

对照组

5
.

12士 0
.

5 9
偏 件

4
.

6 1士 0
.

4 8

胰岛 素

( m t / L )

1 0
.

5 7 士 5
.

9 4 食

13
.

10 士 6
.

7 2

C 肤

(“g / L )

0
.

8 1士 0
.

2 0
, 番

1
.

0 9士 0
.

4 5

8
.

6 5士 1
.

7 6 资 怪

7
.

0 2生 1
.

35

1 0 4
.

6 0士 24
.

12
肠 .

7 1
.

9 7士 32
.

5 0

C 肤

( 拜g / L )

3
.

7 1士 0
.

5 4 怪 件

4
.

33士 0
.

7 3

组别 血糖

( m m o l/ L )

120 m in

胰岛素

m U / L )

C 肤

(拜g / L )

3
.

9 6士 1
.

9 6 畏 蛋

3
.

21士 1
.

7 1

血糖

( m m o l/ L )

18 0m in

胰岛素

m U / L )

暴露组 8
.

9 2士 1
.

5 8 ‘ ,

对照组 4
.

9 7士 1 14

110
.

6 4士 28
.

4 0
长 畏

47
.

27士 26
.

5 6

4
.

6 9士 0
.

8 7 居 苍

4
.

28 士 0
.

5 9

37
.

43士 18
.

4 0 苍 苍

13
.

6 8士 7
.

8 2

C 肤

( 拜g / L )

1
.

7 8士 0
.

8 6 ”
1

.

4 5 土 0
.

6 9

注
:
与对照组 比较

, *
尸 < 0

.

0 5 , 二 二
尸 < 。

.

01

表 2 氟骨症与非氟骨症人群 O G T T
、

血清胰岛素
、C 肤释放试验结果 ( 王士

、 , n 一 31 )

空腹

组别 血糖

( m m o l/ L )

胰岛素

( m U / L )

C 肤

(拌g / L )

0
.

7 6士 0
.

22 香 怪

0
.

9 6士 0
.

27

一

血糖

( m m o l/ L )

6 0 m ln

胰岛素

( m U / L )

氟骨症

非氟骨症

5
.

4 6士 0
.

6 5
. 赞

8
.

28 士 5
.

20 份 9
.

4 8 士 1
.

8 6
资 .

122
.

8 7生 22
.

5 4 苍 粉

4
,

8 0 士 0
.

5 5 11
.

4 9 士 6
.

0 4 8
.

0 4 士 1
.

7 1 8 3
.

6 6士 28
.

6 8

C 肤

(拜g / L )

4
.

18士 0
.

5 8 怪 粉

3
.

2 7士 0
.

5 2

组别

氟骨症

非氟骨症

血糖

( nl m o l/ L )

1 0
,

36士 1
.

9 2
’ ‘

7
.

6 3士 0
.

8 4

120m ln

胰岛素

( m U / L )

C 肤
二2 / L )

血糖

( m m o l/ L )

18 0m
i n

胰岛素

m U / L )

134
.

38士 31
.

5 8
趁 .

4
.

9 2士 2
.

23
.

5
.

0 3士 1
.

34
’

4 2
.

0 7士 20
.

6 0 怪 .

7 6
.

39士 2 7
.

0 1 3
.

7 1士 1
.

8 2 4
.

42士 0
.

7 1 28
.

9 2士 1 6
.

6 4

C 肤

( 拜g / L )

2
.

1 7士 0
.

9 8 苍 书

1
.

62士 0
.

7 6

注
:
与非氟骨症者比较

, *
尸 < 。

.

05
,
关 二 尸 < 。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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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自 M o lle r

和 G u d jo n s s o n s 1 9 3 2 年首次提 出地

方性氟中毒的命名以来
,

围绕氟与疾病
,

国内外学者

进行 r 大量 的研究工作
,

但缺少对长期摄取过量 的

氟对人体胰 岛 B 细胞功能影响的研究
。

本研究结果

显示
,

长期摄取过量的氟对人体胰岛 B 细胞功能具

有损害作用
,

其受损程度与氟中毒程度呈正相关
。

由

于 IG T
、

糖尿病患者高 血压
、

高脂蛋白血症和冠心病

的发病率 显
.

著增加 LS」 ,

氟对人体胰岛 B 细胞功能 的

损害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

我国氟病区分布广泛
,

由于

种种原 因
,

目前仍有相当 一 部分人群未能彻 底摆脱

氟害
。

因此
,

及早进行彻底的改水
,

对氟病 区人群采

取相应的保护性干预措施
,

对于降低氟病 区
,

乃至整

个人群 IG T
、

糖尿病 的发 生率
,

降低高血压
、

冠心病

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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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站
,

云南 保 山 6 7 8 0 0 0 )

腾 冲 县是我 国三 大地热区之 一
,

高

温沸泉
、

气 泉
、

喷 泉 及一般温 泉 (群 ) 79

处
,

遍布全 县各 乡 (镇 )
。

为查清腾冲县高

氟温泉区地氟病流行情况
,

确 定病区
,

由

省
、

地
、

县三级人员组成调查组进行流行

病学调查
。

1 材料与方法

根据腾冲县温泉 区域构造
,

选择温

泉规模大
,

附近居 民居住集中 的界头
、

瑞

滇
、

固东等 8 个 乡的 n 个村 (寨 )为调查

点
;
采集调查村 (寨 )居 民所有饮用 水水

源 及附近 的温泉水
,

用 电极法测定尿氟

含量
;
在调查点中随机抽取 4 个村 ( 寨 ) ,

各采集 8一 1 2 岁学生 即时尿 50 份
,

用电

极法 测定尿氟含量
;
在调查村 (寨 ) 随机

抽取 5 个村 (寨 )
,

用 D ea n 氏法检查其所

有 8 一 1 2 岁在 校 学 生的 氟斑牙患 病情

况
,

受检率 1 00 %
。

水氟含量几何均值为 0
.

In l g / L ( 。
.

04 一

1
.

88 m g / L ) ,

其 中水氟含量 > 1
·

。m g / L

1 处
,

位于 固东 乡河头寨
,

约 1 0 00 人饮

用
;
采集非饮用 水 (温泉水 ) 19 个

,

水氟

含量 几何 均值 为 2
.

97 m g / L ( 0
.

13 一

1 5
·

4 5 m g / L )
。

共采集 8 一 12 岁 学生即时尿 209

份
,

尿 氟 几 何 均 值 。
.

35 m g / L
,

> 1
.

5

m g / L 7 人
,

占 3
.

3 %
,

见表 1
。

表 1 各调查点尿氟测定结果

检 氟含量 ( m g / L )

调查村 查

—
数 范围 G > 1

.

5

固东河头村 5 1 0
.

2 3一 1
.

4 2 0
.

3 7

界头大塘村 5 4 0
.

0 7一 0
.

3 3 0 1 2

古永胆扎村 5 2 0
.

2 2一 5
.

3 9 0
.

6 5 5

荷花囊烟村 5 2 0
.

1 9一 2
.

8 3 0
.

5 2 2

合训 2 0 9 0
.

0 7一 5
.

3 9 0
.

3 5 7

2 结果与讨论

艺
.

1 水氛
、

尿氛及 氛斑 才检测 结呆 n

个 调杏点共采集饮 用水 (山泉水 ) 21 个
,

「收稿 日期口1 9 9 9
一

0 5 1 0 ; [修订 日期习1 9 9 9 一 0 7 一 2 0

[作者简介 ] 七珊珊
,

女
,

1 9 6 4 年生
,

主管医师

5 个调查村 (寨 ) 共检查 8 一 12 岁学

生 9 95 人
,

查 出氟斑牙可疑 7 人
,

极轻 10

人
,

未查 出轻度及 以 卜氟斑牙患者
,

氟斑

牙 患 病率 为 1
.

0 0 肠
。

根据 以 上结果分

析
,

水氟
、

尿氟
、

氟斑牙 扭项指标分别 为

0
.

1
、

0
.

3 5 m g / L 和 1
.

0 0 %
,

均 未达到 国

家病 区标准
,

因此不能定为病区
。

2
.

2 此次调查所选各调查点均 为温泉

规模大
,

居 民生活集中的地区
,

腾冲县水

资源十分丰 富
,

境 内以花岗岩及混合岩

为主的深变质岩系
,

表部 50 一 10 o m 富

水性好
,

蕴藏裂隙水流
,

出露范 围广
,

随

地貌折裂带发育
,

依 山顺水
,

形成龙川

江
、

大盈江
、

槟榔江三条河流
,

年产水量

80
·

3 6 m
3 ,

且 水质优 良
,

是理想 的 饮 用

水
。

由此可以解释生活在高氟温泉区的

居民未受高氟温泉水侵害的原因
。

2
.

3 查 出 的可疑极轻度氟斑牙均住在

固东乡河东寨
,

这与水氟测 定结果一致
。

这年当地居民已废除此井
,

饮用新水源
。

2
.

4 由于温泉分布非常广泛且泉水 直

接流入 田地或小河流
,

可见氟源依然 存

在
,

当外环境及地质情况发生变化时
,

氟

极有可能危及居 民
,

因 此对饮 用水的 定

期监测
,

掌握水氟含量的动态变化
,

具有

重要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