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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工业粉尘监测系统已经工作

近 70年 ,到 1992年共登记 68 000名矿工的体检资

料。胸片由放射专家按 1930年约翰内斯堡会议报告

的标准为诊断依据。 为了调整吸烟和氡暴露后肺癌

危险与矽肺的关系 ,从数据库中共选出 328名矿工 ,

再分别按出生日期和摄片时间随机抽出 3名胸片正

常的矿工配对比较。 从每 4个一组配对病例被诊断

为矽肺时起 ,计算癌症发病率 ,并与安大略普通人群

比较计算出 SIR(标化发病比 )。 使用病例对照的方

法把 31例 (患或未患矽肺 )肺癌男性矿工分别与 3

例对照配对 ,比较患与未患肺癌矿工的各种相关情

况 ,包括以前是否得过矽肺、矿物类型和累积氡暴

露。 采用了条件 Log istic回归分析进行统计。

结果: 矿工矽肺发病率随着从业时间延长而增

加 ,首次暴露 17年时肺癌发病率低于 2 /10 000,而

暴露后 35年已达 2～ 4 /1 000。 在癌症发病随访中 ,

患矽肺的矿工 ( 15例 )中肺癌例数明显上升 ( SIR为

2. 55; 95% ;可信限为 1. 43～ 8. 28) ;未患矽肺的矿工

( 16例 )其肺癌发病率与安大略地区市民的平均发病

率相同 ( SIR为 0. 90; 95% ;可信限为 0. 51～ 1. 47)。

在配对的肺癌病例 -对照研究分析中 ,氡的累积照射

剂量与肺癌的危险相关 (比数比增加 0. 4% WLM- 1 ;

95%可信限为 - 0. 3% ～ 1. 1% )。把矽肺列入模型中

分析 ,矽肺对肺癌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危险因子 (比

数比为 6. 99, 95% ;可信限为 1. 91～ 25)。 矿工肺癌

危险的增加是由矽肺所引起 ,而氡的危险系数则降

低 (比数比增加 - 0. 5% W LM- 1; 95%可信限为

- 1. 4% ～ 0. 4% )。

结果发现 ,当肺癌危险进行了矽肺发病调整后 ,

氡的致肺癌危险系数下降。 这项研究说明从矿工得

出的氡危险系数不经修正即应用于普通人群的结论

之前 ,应做进一步的研究。

(夏　英摘　张守志　王燮华校 )　　

114　医用诊断 X射线与甲状腺癌 [英 ] /Inskip PD

…∥ J Natl Cancer Inst. -1995, 87( 21) . -1613～ 1621

方法: 瑞典中部乌普萨拉健康管理区所辖 6个

县 1980～ 1992年间国家癌症登记中心和乌普萨拉 -

厄勒布鲁地区癌症登记中心记录的且经病理专家复

核确认的乳头状和滤泡状甲状腺癌 484例作为调查

对象 ,其中乳头状癌 357例 ,滤泡状癌 127例。 对照

选自瑞典人口登记中心一般人群 ,按病例发病时的

年龄 (± 1岁 )、性别和居住地进行 1∶ 1随机抽样配

对。 按其住地列出有关医院的名单 ( 48个 )获得调查

对象终生受照史记录。同时由其它人员抽查复核 ,以

控制调查质量。 每种类型 X射线检查所致甲状腺的

剂量通过瑞典 1973～ 1975年和美国 1970年调查测

量所得的平均值来近似估算。用比数比 ( OR,近似于

RR)评价诊断剂量与甲状腺癌的关系 ,并用条件 lo-

g istic回归模型分析。

结果:病例组和对照组分别接受了总数为 3 853

次和 4 039次医学诊断 X射线照射 ,减去癌诊断前 5

年内受照次数后 ,分别为 2 937次和 3 211次。 涉及

受照部位为颈、脊柱上段、颅骨、脸、上消化道和胸。

主要照射类型为胸透和胸片。 根据对 X射线检查的

年代和受照年龄的分布分别分析的结果 ,即使在防

护差的 1960年前和对射线诱发甲状腺癌敏感性较

高的儿童、青少年 ,都没有发现病例曾受到对甲状腺

剂量有较大贡献的特殊类型照射 (即头 、颈部照射 )

的增加。 估算甲状腺的平均累积剂量 ,病例组为

5. 9m Gy,对照组为 5. 7m Gy。 据分析 ,未发现甲状腺

癌 RR(相对危险 )值与头、颈及脊柱上段受 X射线检

查次数之间有关联 ,也未发现 RR随估算剂量增加

而呈显著性增加的趋势。 根据线性剂量反应模型分

析结果 , ERR(超额相对危险 )为 0. 02 /cGy ( 95% CI:

- 0. 11～ 0. 15) , RR与甲状腺所受 X射线累积剂量

之间无显著相关 (双侧检验 P= 0. 80)。

结论: 未发现医疗诊断 X射线引起甲状腺癌发

病的增加 ,即使有也很小。

(邹剑明摘　陶祖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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