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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土壤微量元素数据 ( 1 972 944个 ) , 地形地貌数据 ( 4 502个 ) , 岩石类型数据 ( 1 092个 ) , 气象要素

数据 ( 6 361 080个 ) , 探讨鼻咽癌死亡率与人群生存的地质环境 (土壤微量元素、 地形地貌、 岩石类型 )和气象

环境 (年平均气温、 年平均温差、 年平均相对温度 ) 的相关性。结果表明 , 土壤中 Cr、 Sn、 Pb、 Co、 Be、 M n、

Cu、 V、 Ni、 Ti与鼻咽癌死亡率有相关性 , 等级相关系数 r分别为 - 0. 409 2( P < 0. 000 5) , 0. 442 9( P < 0. 000

5) , 0. 365 4( P < 0. 000 5) , - 0. 454 6( P < 0. 000 5) , 0. 343 9( P < 0. 000 5) , - 0. 292 2( P < 0. 005) , 0. 287 4( P

< 0. 01) , - 0. 262 0( P < 0. 025) , - 0. 266 6( P < 0. 025) , - 0. 245 8( P < 0. 025) ,并有较明显的剂量— 效应

关系 ;山区与鼻咽癌死亡率的 r = 0. 259 3( P < 0. 01) ,岩浆岩、碎屑岩与鼻咽癌死亡率的 r分别为 0. 399 4( P <

0. 000 5) , 0. 229 4( P < 0. 025) ,年平均气温、年平均温差、年平均相对湿度与鼻咽癌死亡率的 r分别为 0. 417 6( P

< 0. 000 5) , - 0. 481 9( P < 0. 000 5) , 0. 263 7( P < 0. 01)。鼻咽癌死亡率与地质和气象的综合影响系数呈正相

关 ,r = 0. 41( P < 0. 000 5) ,有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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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 een the mortality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 N PC) and the geo-

logical and meteor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areas people g rouping w ere analyzed wi th the data of

t race elem ents in soil ( 1972944 data) , the topographical g eomo rphic ( 4502 data) , the types of rock

( 1092 data) , the essential m eteorological factors( 6361080 data) , com bining the information of 1977

cases died of the nasopharyngeal ca rcinoma. The results show ed that the mortali ty of nasophoryn-

geal carcinoma was correlated to Cr, Sn, Pb, Co, Be, M n, Cu, V , Ni , Ti in Soil,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 ficients of gradation ( r ) w ere - 0. 409 2 ( P < 0. 000 5) , 0. 442 9(P < 0. 000 5) , 0. 365 4( P

< 0. 000 5) , - 0. 454 6(P < 0. 000 5) , 0. 343 9( P < 0. 000 5) , - 0. 292 2( P < 0. 005) , -

0. 287 4( P < 0. 01) , - 0. 262 0(P < 0. 025) , - 0. 266 6( P < 0. 025) , - 0. 245 8( P < 0. 025)

respectively. It rev ealed a remarkable content-effect relation. The r of the N PC mortality to moun-

tainous areas was 0. 259 3( P < 0. 01 ) ; and 0. 399 4( P < 0. 000 5) , 0. 229 4( P < 0. 025 ) respec-

tiv ely to m agmatic rock, clastic rock, and 0. 417 6 ( P < 0. 000 5) , - 0. 481 9(P < 0. 000 5) ,

0. 263 7( P < 0. 01 ) respectiv ely to annual mean air tem perature,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dif fer-

ence, annual mean relativ e humidity. The NPC mortali ty w as positiv ely correlated to the compre-

hensiv e influence coefficient of geology and m eteorology , r = 0. 41( P < 0. 000 5 ) , and revealed a

remarkable content-ef fect relation.

Key words　 nosopharyngeal carcinoma, g eological facto rs, meteorological factors, correlation coef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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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咽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 其死亡率 1. 88× 10
- 5
。鼻咽癌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发病率和死

亡率较高 , 欧洲、 美洲、 大洋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发

病率和死亡率较低 [1 ]。我国高发区主要集中在华南各

省 ,其死亡率均在 2. 1× 10- 5以上 ,并具有自南向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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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率逐渐降低的明显规律性。江西省鼻咽癌死亡率

2. 3× 10
- 5

, 居全国第五位。高发区主要分布于赣南。

有人提出 , 癌症有 80%～ 90%是环境因素引起的 [ 2]。

鼻咽癌的这种分布规律 , 与环境因素的关系如何?我

们从 “七五”期间开始对江西省的鼻咽癌进行深入的

研究。现就地质环境要素 (土壤微量元素、地形地貌、

岩石类型 )和气象环境要素 (年平均气温、 年平均温

差、年平均相对湿度 )与鼻咽癌死亡率的相关性及地

质与气象环境要素对鼻咽癌的综合影响进行探讨。

1　材料与方法

1. 1　鼻咽癌死亡调查资料与方法

　　采用回顾性的调查方法 ,由经过培训的专业调查

人员 , 根据逐级年报死亡数 , 深入基层 , 对江西省 91

个县市 1973年～ 1975年的全部死亡人口逐个进行家

访 , 按规定的方法和要求审定死因 , 汇总上报 , 再由

县、地 (市 )逐级复审后交江西省肿瘤防治研究办公

室统一查核、 验收 , 凡发现年龄、 性别和死因不符等

情况 ,即函告所属县市卫生局重新组织力量复查 ,并

根据复查的结果 ,将错误纠正。在调查的 1 977例鼻咽

癌死亡者中 , 生前经县级以上医疗单位诊断的占

81. 4% , 具Ⅰ 、 Ⅱ 、 Ⅲ级诊断的占 87. 8% 。

1. 2　其他资料的调查与方法

　　土壤微量元素测试资料与方法 ,地形地貌和岩石

类型的调查与方法 , 气象要素观测资料与方法 ,鼻咽

癌死亡率与地质和气象环境关系的分析方法等见文

献 [3]。

2　结果

2. 1　鼻咽癌死亡率与土壤微量元素的相关性

　　我们研究了土壤中的 Cr、 Co、 Mn、 V、 Ni、 Zn、

Sn、 Pb、 Cu、 P、 As、 Mo、 Ti、 Be、 F、 Fe、 Hg、 B

等 18个微量元素与鼻咽癌死亡率的相关性。其中 ,

Cr、 Sn、 Pb、 Co、 Be、 Mn、 Cu、 V、 Ni、 Ti与鼻咽

癌死亡率有关
[4～ 6 ]

, 其相关性见表 1。这些有相关性
表 1　鼻咽癌死亡率与土壤中微量元素的相关性

Tabl 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rtality of the nasopha-

ryngeal carcinoma and trace el ements of soil

元素

Elemen t

等级相关系数
Relational
coeffi cien t

of gradation

P

元素

Elem ent

等级相关系数
Relational
coef ficient

of gradation

P

Cr 0. 4092 < 0. 0005

Sn 0. 4429 < 0. 0005

Pb 0. 3654 < 0. 0005

Co - 0. 4546 < 0. 0005

Be 0. 3439 < 0. 0005

Mn - 0. 2922 < 0. 005

Cu - 0. 2874 < 0. 01

V - 0. 2620 < 0. 025

Ni - 0. 2666 < 0. 025

Ti - 0. 2458 < 0. 025

的微量元素对鼻咽癌的影响系数与鼻咽癌死亡率呈

正相关 , 相关性非常显著 ,等级相关系数 0. 50 ( P <

0. 000 5)。死亡率随影响系数的增大而上升。

2. 2　鼻咽癌死亡率与地形地貌的相关性

　　江西省鼻咽癌的死亡率 ,山区为 4. 4× 10- 5～ 6. 3

× 10- 5 ,丘陵为 1. 1× 10- 5～ 5. 0× 10- 5 ,岗地为 1. 0×

10
- 5
～ 4. 2× 10

- 5
, 平原为 1. 0× 10

- 5
～ 4. 5× 10

- 5
。表

明山区与鼻咽癌死亡率有显著相关性 ,等级相关系数

0. 259 3 ( P < 0. 01 ) [7 ]。

2. 3　鼻咽癌死亡率与岩石类型的相关性

　　江西省鼻咽癌的死亡率 , 岩浆岩区为 3. 6× 10- 5

～ 6. 2× 10- 5 ,变质岩区为 1. 1× 10- 5～ 4. 1× 10- 5 ,碳

酸盐岩区为 1. 2× 10- 5～ 4. 3× 10- 5 , 碎屑岩区为 3. 1

× 10- 5～ 6. 0× 10- 5 , 红色碎屑岩区为 0. 5× 10- 5～

4. 1× 10- 5 , 第四系松散岩区为 0. 5× 10- 5～ 3. 7×

10
- 5
。表明岩浆岩、碎屑岩与鼻咽癌死亡率有关

[7 ]
,其

相关性见表 2。这些有相关性的岩石类型对鼻咽癌的

影响系数与鼻咽癌死亡率呈正相关。相关性非常显

著 , 等级相关系数 0. 33 ( P < 0. 001)。死亡率随影响

系数的增大而上升。
表 2　鼻咽癌死亡率与岩石类型的相关性

Table 2　 Rel ationship between the mortality of the na-

sophargngeal carcinoma and the types of rocks

岩石类型
Type of r ocks

等级相关系数
Relational
coefficient

of g rada tion

P

岩浆岩 M agmatic rock 0. 399 4 < 0. 000 5

碎屑岩 Clastic rock 0. 229 4 < 0. 025

2. 4　鼻咽癌死亡率与气象环境要素的相关性

　　年平均气温、年平均温差、年平均相对湿度均与

鼻咽癌死亡率有关 , 其相关性见表 3。这些有相关性
表 3　鼻咽癌死亡率与气象要素的相关性

Table 3　 Rel ationship between the mortality of the nasopha-

ryngeal carcinoma and the essential meteorol ogical factors

气象要素

Facto rs of
meteoro logy

等级相关系数

Rela tional
co efficient o f

g radation

P

年平均气温 Annual mean
air temperature

0. 417 6 < 0. 000 5

年平均温差 Annual mean
tempera tur e difference

- 0. 481 9 < 0. 000 5

年平均相对湿度 Annua l
mean relativ e humidity

0. 263 7 < 0. 01

的气象要素对鼻咽癌的影响系数与鼻咽癌死亡率呈

正相关 , 相关性非常显著 ,等级相关系数 0. 51 ( P <

0. 000 5)。死亡率随影响系数的增大而上升 , 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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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剂量—效应关系 (表 4)。
表 4　鼻咽癌死亡率与气象要素影响系数的剂量—效率关系
Tabl e 4　 The content-eff ient rel ation between the mortality

of the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and inf luence coef f icient of

the essential meteorological factors

影响系数死亡率
Influence coefficient

死亡率

M or ta lity (× 10- 5 )
RR

≤ 0. 045 5 2. 04 1. 00

> 0. 044 5～ 0. 067 0 2. 04 1. 00

> 0. 067 0～ 0. 089 5 2. 71 1. 32

> 0. 089 5～ 0. 112 1 3. 90 1. 90

表 5　鼻咽癌死亡率与地质和气象环境的综合影响系数的剂
量—效应关系
Tabl e 5　 The content-eff ient rel ation between the mortality

of the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and the comprehensive in-

fl uence coef f icient of geological and meteorol ogical factors

　　综合影响系数
　 The comprehensiv e
　 influence coefficient

死亡率

M or tality
(× 10- 5 )

RR

　≤ 0. 013 3 1. 95 1. 00

　> 0. 013 3～ 0. 048 5 2. 54 1. 30

　> 0. 048 5～ 0. 065 7 2. 78 1. 42

　> 0. 065 7～ 0. 100 1 3. 00 1. 53

2. 5　地质和气象环境对鼻咽癌的综合影响

　　通过各县市地质和气象环境要素对鼻咽癌的综

合影响系数的计算 ,得出鼻咽癌死亡率与地质和气象

的综合影响系数呈正相关 ,相关性非常显著 ,等级相

关系数为 0. 41 ( P < 0. 000 5) ,死亡率随综合影响系

数的增大而上升 , 有明显的剂量 -效应关系 (表 5)。各

县市鼻咽癌死亡率与地质和气象环境的综合影响系

数为 0. 014 2～ 0. 121 0。表明鼻咽癌死亡率与地质和

气象环境要素的综合作用密切相关。

3　结语

　　研究结果表明 ,鼻咽癌死亡率与地质和气象环境

有密切关系。在年平均气温高、 年平均温差小、 年平

均温度大的岩浆岩、碎屑岩分布的山区 ,所居住的人

群 , 尤其是土壤中 Cr、 Sn、 Pb、 Be元素含量高 , Co、

M n、 Cu、 V、 Ni、 Ti元素含量低的地区 , 人群的鼻

咽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则高 ,而在年平均气温低、年平

均温差大、年平均温度小 ,尤其是 Cr、 Sn、 Pb、 Be元

素含量低 , Co、 Mn、 Cu、 V、 Ni、 Ti元素含量高的

地区 , 所居住的人群 , 鼻咽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则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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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与它的传染性和临床症状有关的基因 , 可以想象 , 人类最终防治和消灭这种性病已为时不远了。

已有的研究表明基因组全序列的测定是发掘基因资源最有效的方法 , 目前已经存在 DN A序列数据库中

的基因组全序列 ,大约有 40%的基因是功能未知的新基因 ,这是可供人类开发的一个巨大的基因宝库。人类社

会的生产力将会借助于遗传工程而扩展到极致的程度。以序列为基础的医药、农业、工业和环境科学也将应运

而生。

在世纪之交 ,几种重要的遗传学模式生物完成序列测定的时间表已经排定。在 1998年底按期完成秀丽隐杆

线虫的基因组合序列后 , 预定在 2000年测完植物拟南芥的全序列 , 在 2002年测完昆虫果蝉的全序列 , 到 2005

年哺乳动物小鼠的全序列也可望测完 ; 而人类基因组的全序列则将提前 2年于 2003年完成。这是人类基因组计

划献给 DN A双螺旋模型 50周年的一份厚礼 , 同时也吹响了向人类和其他生物遗传奥秘全面进军的号角。但是

考虑到编码全部基因和基因表达程序的遗传语言仅是由分别代表四种核苷酸的字母—— A、 T、 C、 G

(下转第 64页 Continue on page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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