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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丰 县 地 方 性 氟 中 毒 现 况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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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丰县地方性氟中毒现况及病因 。方 法 采 用 整 群 随 机 抽 样 的 方 法 ，对1个城区和2个乡镇

9 0 0余人进行调查 。 采用Dean法进行氟斑牙诊断 。结 果 丰 县 氟 斑 牙 患 病 率 为 7 7 . 0% ，氟骨症患病率为

23 .7％。 饮用浅层地下水的居民氟斑牙患病率为84 .8% ，饮用自来水的人群其患病率是74 .2% ，二 者有差异（尸

< 0 .01） 。 改水前后出生的人群氟斑牙患病率分别是78 .0％ 、63 . 9％ 。 2 组 人 群 氟 斑 牙 患 病 率有差异（ P <

0 .01） 。吸烟的人群氟斑牙患病率为85 .4% ，非吸烟人群患病率是73 .8% ，吸烟人群氟斑牙患病率高于非吸烟的

人群（尸 ＜ 0 .01） 。 常食高钙食物者氟斑牙患病率是 72 .2% ，不常食高钙食物者患病率为84 .7% ，两者比较有统计

学意义（尸 ＜ 0 .01） 。 以柴为主要燃料的居民氟斑牙患病率（84 .3%） 高于其他人群（煤： 74 .2% ；气：70 . 1%）。 专

科及以上文化程度人群氟中毒患病率（60 .3 %）最低 ，与其他人群相比有差异（文盲：84 .3% ；小学：87 .3% ；初中：

74 .0% ；高中：71 .6 % ）。地 方性氟中毒患病率城市明显低于乡村 。结 论 改 水 取 得 了 一 定 效 果 ，但丰县地方性氟

中毒病情仍然较重 ，该地区地方性氟中毒不仅与饮用水有关 ，也与饮食结构 、行为生活方式 、文化程度 、卫 生 服 务

等有关 ，防治工作需多方位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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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 status quo ofendemicfluorosisinFengCounty , JiangsuProvinceanddis -

cuss itsetiolo 即 ． MethodsA s u到e y w a s conductedhyclusterrandomsampling o n o v e r 900residentsfrom one urban

and two ruraltownships . Dentalfluo 功 515 was detorminedhyDeanclassification . ResultSTheprevalenceofdentaland

skeletalfluorosisinFengCounty was 77 .0%and23 .7% , respectively . The rate ofdentaIfluorosisinresidentsdrinking

shallowgroundwaterand tapwator was 84 .8%and74 .2% , respectively , whicllindicated a significantdifference(P <

0 .01) . TheprevalenceofdentalfluorosisinpeoplebornbeforeandafterWaterimprovement was 78 .0%and63 .9% ,

respectively , with a significantdiffe, nce (P < 0 .01) . Theohservationoftheprevalenceofthedentalfluorosisinsmok -

ers (85 .4%)andnonsmokers(73 . 8%)had a Significantdifference(P < 0 .01) . StatisticalSignificancewaSobtained

betweenthe group withcalcium一richdietandthe group without , whoseprevalenceofdentalfluorosis was 72 .2% , and

84 .7% , respectively . Peopleusingthefirewood as the,,lainfuelhad a higherprevalenceofdentalfluorosis(84 .3%)

thanthoseusingotherfuels(coal:74 .2% , gas: 70 . 1%) . Thelowestprevalence(60 .3%) was obtainedinthepeople

withjuniorcollegeeduc 滋 ion or above , which15obviouslydifferentfromother groups (illiteracy:84 . 3%;prima 叮

school:87 .3%;juniorhighschool:74 .0%andseniorhighochool:71 .6%) . Thepreval 即 c e ofendemicfluorosisin

tlrban areaswas significantlylowerthanthatinrural areas. ConclusionsDespitetheachievementsinWaterimprove -

nlent, the status ofendemicfluorosis15stillseriousinFengCounty . ThefluorosisinFengCounty15 not onlycorrel 吐 ed

withdrinking water, bulalsowithdieta 卿 structure, lifestyle , education , andhealthservice , etc,, andtherefore , mul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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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alprevention an( 1 treatment are required .

Keywords:endemicfluorosis;prevalence;epidemiological survey; dentalfluorosis

丰县位于江苏省西北部 ，地处苏 、鲁 、豫 、皖四省

交界，为黄河冲积平原 。全县总人 口109 万 ，以浅层

地下水为主要饮用水源 。大量资料表明该地区浅层

地下水氟含量严重超标
「’ 。

采取改水措施已经13

年，地方性氟中毒发病率没有明显 降低。为探讨该地

区氟中毒发病与饮 食习惯、营养状况 、个人嗜好 、摄钙

含量的多少等因素是否有关 ，进行了本次调查研究 。

资料和方法

1. 1 调 查 内 容 针 对 地 方 性 氟 中 毒 的 发 病 原 因 、疾

病类型 、临床表现以及目前所采取的主要预防措施 ，

进行氟斑牙 、氟骨症患病率流行病学调查 ，同时调查

当地居民饮水类型 、饮茶类型 、饮食结构 、燃料构成

和文化程度等 。

1 .2 调 查 方 法 采 用 整 群 随 机 抽 样 的 方 法 确 定 l

个城区和2个乡镇进行调查 ，对参与调查的人员进

行培训 ，掌握调查方法 、技巧和氟斑牙诊断标准

(Dean法） ；采用询问 、观察判断 、填写调查表等手段

收集资料 。

1.3 统 计 方 法 采用Epidata3 .0 进 行资料录人 ，

导人sPss13 .0 统计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 x ,

检验比较两组间的差另l]o 检验结果以尸 ＜ 0 . 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0 .01) ；城乡居民氟骨症患病率也存在地差异（尸 ＜

0 .01） 。见表2 。

表 1两组人群氟斑牙患病情况

组 别 调 查 例 数 患 病 例 数 患 病率（%)

蕊 1 3 岁 2 1 3 1 3 6 6 3 . 9

> 1 3 岁 5 7 8 4 5 1 7 8 . 0

表2城区和乡镇地方性氟中毒患病率

氟 斑 牙 氟 骨 症

地 区 调 查 患 病 患病率 调 查 患 病 患病率

人 数 人 数 （%） 人 数 人 数 （%)

城区2 2 0 1 5 6 7 0 .9 2 1 3 3 4 1 6 .0

乡 镇 3 6 5 2 9 4 8 0 .5 3 6 2 1 0 2 2 8 .2

2 .3 饮 水 类 型 与 地 方 性 氟 中 毒 丰 县 居 民 饮 水 类

型有自来水 、土井水和压把井水 ，其所占的比重分别

是73 .1% ,8 .5% ,18 .4％ 二 对饮水类型与氟斑牙患病

率之间对比分析 ，结果有统计学意义（尸 ＜ 0 . 01) ，饮

用压把井水的人群氟斑牙患 病率最高（表3） 。

表 3饮水类型与氟斑牙患病情况

饮水类型

自来水

土 井 水

压把井

调 查 人 数 患 病 人 数 患 病率（%)

4 4 5 3 3 0 7 4 . 2

5 2 4 2 8 0 8

1 1 2 9 7 86 . 6

2 结 果

2 . 1 地 方 性 氟中毒患病率及主要类型调查 收到

有效材料791份 ，氟斑牙现患率是77 .0％ 。 在氟斑

牙患者中 ，40 . 7％ 的牙齿完全失去光泽 并且有色素

沉着 ，30 .8％ 牙齿有缺损 ，28 . 5％ 的牙齿无光泽 ，且

有少量白恶色色素沉着 。氟骨症患病率23 .7% ，以

轻型为主 ，5 .5％ 的人群关节固定性疼痛 并伴有活动

受限。

2 .2 改 水 前后和城乡氟中 毒患病率比较

2 .2 . 1 改水的影响根据改水时间 ，将调查对象按

年龄分成两组进行氟斑牙患 病率调查和比较 ，结果

13 岁以下氟斑牙患病率低于14 岁以上者（尸 ＜

0 .01) ，详见表l 。

2 .2 . 2 城区 、乡 氟 中 毒 患 病 比 较 县 城氟斑牙和氟

骨症患病率分别是70 .9％和16 .0% ，将县城与乡镇

氟斑牙（80 .5 %）和 氟骨症（28 .2%） 分别统计分析 ，

结果 ，城区居民氟斑牙患病率低于乡 镇居民（尸 ＜

2 .4 饮 食结构与地方性氟中 毒 将 被 调 查 居 民 按

是否经常吃高钙食物 分成两组 ，经常 食用的高钙食

物种类有牛奶 、虾皮 、鱼松 、海带等 。收到有效资料

608 份。将经常食用高钙食物者和不 常食用高钙食

物者氟斑牙患病率对比 分析（表4) ，发现经常食用

高钙食物者氟斑牙患病率是72 .2% ，不常食高钙食

物者患病率为84 .7% ，两者比较有 统计学意义（尸 ＜

0 .01） 。 而食用不同种 类的高钙食物与氟斑牙患病

率之间无差异（尸 ＜ 0 .01） 。

饮食类型

表 4饮食结构与氟斑牙患 病率

调 查 例 数 患 病 例 数 患 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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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好 与 地 方 性 氟中毒

饮茶与地方性氟中毒 将调查结果分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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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饮茶和不饮茶两大类 ，对经常饮茶者又分为红茶 、

绿茶2种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饮茶与不饮茶氟

斑牙患病率有统计学差别（尸 ＜ 0 . 01) ，经 常 饮 茶 者

患病率低于不常喝茶者 。饮红茶和饮绿茶者氟斑牙

患病率也有统计学意义（尸 ＜ 0 . 01) ，饮绿茶者的患

病率高于饮红茶者 。见表 5 。

讨 论

表 5 饮茶与氟斑牙患病率

饮 茶 种 类 调 查 例 数 患 病 例 数 患 病 率 （ %)

不 常 饮 茶 3 0 4 2 2 8 7 5 .0

饮 红 茶 9 2 4 8 5 2 .2

饮 绿 茶 1 6 0 1 1 5 71 .9

2 .5 .2 吸 烟 与 地 方 性 氟 中 毒 收 回 有 效 问 卷 581

份 。不吸烟者417例 ，氟斑牙患者 306例 ；吸烟者

164份 ，氟斑牙患者140例 。分析结果显示 ，吸烟者

患病率（85 .4%） 高于不吸烟人群（ 73 . 8%)（尸 ＜

0 .01） 。

2 .6 文 化 程 度 与 地 方 性 氟 中 毒 被 调 查 对 像 按 文

盲、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水平分成 5 个 等

级 ，进行氟斑牙患病率比较 ，结果显示随着文化程度

的增高氟斑牙患病率降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尸 ＜

o ,01） 。 初中文化程度的患病率低于小学和文盲的

人群 ；初 、高中文化的人群之间没有差别 ；大专及以

上 文 化 水平的人群低 于其他人群（表6） 。

表6不同文化程度与氟斑牙患病率

文 化 程 度 调 查 人 数 患 病 人 数 患 病 率 （ % )

文 盲 1 2 1 1 0 2 8 4 .3

小 学 1 0 2 8 9 8 7 .3

初 中 2 1 9 1 6 2 7 4 .0

高 中 9 5 6 8 7 1 .6

大 专 及 以 上 7 3 4 4 6 0 .3

丰县地方性氟中毒患病率存在城乡差别 ，城市

明显低于乡镇 ，这与改水的力度 、经 济 条 件 、文化程

度等有关 。截止到 2004 年底 ，我国饮水型地方性氟

中毒病区中 44 .5％ 病区村实行了改水降氟
川 ，

江苏

改水率在全国最高（80 % )[，〕 。丰县1995实施改

水 ，改水后出生的儿童氟斑牙患病率（ 63 . 9%） 明显

低于改水前出生的人群（ 78 . 0%) ，表明改水对控制

地 方 性 氟 中 毒 有 效 。改水后出生的人群氟斑牙发生

率仍然较高 ，说明该地区地方性氟中毒除了与水氟

含量高有关外 ，还存在其他病因 。

经常摄人高钙食物的人群氟斑牙患病率明显低

于不常食高钙食物者 ，可能的原因是钙能抑制氟的

吸收 ，加快其排出 ，降低在体内的储存
川 。

经常饮

茶者患病率低于不常喝茶者 ，饮绿茶者的患病率明

显 高于饮红茶者 。这与本地区所饮茶叶的种类有关

（北方人很少饮含氟量高的砖茶） ，也可能是茶叶中

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对预防氟中毒有促进

作用〔’〕。吸烟和燃柴的人群氟中毒患病率均高于

不吸烟和使用其他燃料者 ，说明本地区烟草和作物

秸秆中氟含量可能较高 ，有待进一步研究 。

丰县氟中毒发率乡镇高于城区 ，发病主要原因

是饮用水氟含量过高 ，改水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丰县

地氟病病情仍然较重 。丰县地区地方性氟中毒不仅

与饮用水有关 ，也与饮食结构 、行为生活方式 、文化

程度 、卫 生 服 务 等 有 关 系 ，防治工作需多方位进行 。

饮用符合卫生标准的茶和高钙饮食对可抑制氟过量

对机体的损伤 。吸烟和燃柴可促使氟中毒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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