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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调查全民食盐加碘前后近
!"

年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甲状腺癌住院构成比的变化#探讨碘摄入和甲状

腺癌发病之间的关系*

方法
!

对食盐碘化前后长海医院近
!"

年收治的甲状腺疾病患者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计算每年的甲状

腺癌构成比*依据年份将患者分为
S

组!

#HH%e#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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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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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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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比较各组间甲状腺癌构成

比*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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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立法全民补碘后#甲状腺癌构成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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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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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食盐碘化初期'年度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HF

'#而
J

)

A

&长期

食盐碘化'年度段较
'

或
Y

均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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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短期补碘对甲状腺癌的发病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补碘
#"

年后甲状腺癌检出率明显增高#长期碘盐的摄入也许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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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
>

张
!

雯#等
>

全民食盐加碘近
!"

年某院甲状腺癌住院构成比的变化

!!

甲状腺癌是近
!"

年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实体恶

性肿瘤#其发病率在全球以惊人的速度增加+

#G!

,

*

!""D

年的国际癌症中心数据显示#全球甲状腺癌年

龄调整发病率平均为
%>#

"

#"

万#男性和女性分别为

#>F

"

#"

万和
S>&

"

#"

万+

%

,

*近年#我国甲状腺癌发

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

S

,

#根据我国卫生部国家癌症

登记处报道#我国
!"#!

年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为

$>F$

"

#"

万#已成为大陆十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女

性发病率较男性高#达
#"

"

#"

万以上+

F

,

*甲状腺癌

的病因目前仍在讨论之中#少数确定的原因之一是

辐射+

$

,

#其他如碘摄入的增加)自身免疫性甲状腺

炎)肥胖等也可能与甲状腺癌的发病有关+

&

,

*但甲

状腺癌确切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我国自
#HHS

年立

法全民补碘以来#地方性甲状腺肿的发生明显减少#

但甲状腺癌的发生却逐渐增多+

D

,

*人群碘摄入和甲

状腺癌的发生是否明确相关仍未证实*为深入研究

碘摄入和甲状腺癌的风险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对食盐

碘化前后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近
!"

年收治的甲状

腺疾病进行了统计及分析#了解甲状腺癌的构成比及

其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探究其变化的可能原因#从而

为甲状腺癌的防治提供相关线索和依据*

>

!

资料和方法

#>#

!

病例来源及分组
!

#HH%e!"#!

年
!"

年间第

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收治的所有甲状腺患者共
#S

DF"

例&不包含门诊'#其中属良性病&包含甲状腺良

性肿瘤)结节性甲状腺肿)甲状腺炎及甲亢等'甲状

腺患者
#!DHF

例)恶性病+包含甲状腺乳头状癌

&

NRJ

')甲状腺滤泡状癌)甲状腺髓样癌以及甲状腺

未分化癌#其中
NRJ#H!$

例#占
HD>F!T

,患者共

计
#HFF

例*

#>!

!

研究方法
!

统计每年甲状腺癌占同期甲状腺

疾病的百分比*按年份对所有患者进行分组#分别

为
#HH%e#HH&

年间收治患者&

'

组')

#HHDe!""!

年间收治患者&

Y

组')

!""%e!""&

年间收治患者&

J

组')

!""De!"#!

年间收治患者&

A

组'#各组再分为

出院诊断为甲状腺癌的患者&病例组'和甲状腺良性

疾病的患者&对照组'

!

个亚组#比较各组患者的年

龄)性别资料#统计分析甲状腺癌在各组中的分布变

化*本研究是以搜集以往资料数据为主而进行的科

学研究#不涉及人体试验#不损害患者的利益#故没

有违反医学伦理学原则*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N55!!>"

统计分析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

T

'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
%

!检验*检验水准&

$

'为
">"F

*

B

!

结
!

果

!>#

!

甲状腺癌的构成分析
!

结果&表
#

'显示#全民

食盐加碘后随着补碘时间的延长#

#"

年后甲状腺癌

检出率明显增高*但在全民食盐碘化初期甲状腺癌

构成比曾有所下降!

#HH&

年甲状腺癌的构成比为

F>H"T

#比前
S

年内的甲状腺癌构成比均降低(

!""#

年的甲状腺癌构成比 &

D>$ST

'低于
!"""

年

&

##>%DT

'#表明短期补碘对甲状腺癌的发病可能有

一定的抑制作用*而按年份分组后#

'

)

Y

)

J

)

A

组甲

状腺癌的构成比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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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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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甲状腺癌患者的构成比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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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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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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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F

#

2

$

">""#

(

%

!

`

F">S$S

#

2

$

">""#

'#

J

组高于
'

组&

%

!

`#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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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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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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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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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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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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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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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海医院
>NND

*

BU>B

年甲状腺癌的构成分析

年份
甲状腺疾病总例数

8 #̀S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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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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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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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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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性别及年龄组甲状腺癌的构成分析
!

将

各组甲状腺疾病患者进一步按性别)年龄分组分析#

结果&表
!

'显示#

'

)

Y

)

J

组
%

组组内甲状腺癌的性

别)年龄构成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2

&

">"F

'*

A

组甲状腺癌的性别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

年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F

'#年龄段在

!F

"

SH

岁的甲状腺疾病患者中甲状腺癌的构成比高

于其他年龄段&

2

$

">"F

'*

表
B

!

各组患者甲状腺疾病性别及年龄的统计分析

,

&

T

'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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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对照组

8 #̀!D$

病例组

8 #̀#!

Y

组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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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组

8 !̀S#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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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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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组

8 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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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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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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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HH%e#HH&

年间收治患者(

Y

组!

#HHDe!""!

年间收治患者(

J

组!

!""%e!""&

年间收治患者(

A

组!

!""De!"#!

年间收治患者
>

#

2

$

">"F

与组内其他年龄段比较

D

!

讨
!

论

!!

#H&H

年国务院批转/食盐加碘防治地方性甲状

腺肿暂行办法0#规定食盐加碘的政策是$病区居民

加碘#非病区居民不加碘%*至
#HHS

年国务院/食盐

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0规定全民食盐加

碘+

H

,

*基于全国的监测数据#我国对食盐碘含量进

行过
%

次调整*第
#

次是
#HH$

年#规定了食盐碘含

量的上限值&不超过
$",

O

"

_

O

'(第
!

次调整是
#HH&

年#要求碘盐覆盖率已经大幅度提高的多数地区停

止碘油丸的投服(第
%

次调整是将生产环节的碘出

厂含量由不低于
S",

O

"

_

O

下调为平均
%F,

O

"

_

O

+

#"

,

*在碘盐食用方面#世界卫生组织&

\KB

'推

荐的食盐摄入量为每人每天
%

"

F

O

#但据调查显示

我国食盐摄入量普遍高于该标准*本回顾性研究发

现#全民食盐加碘后随着补碘时间的延长#短期&

#"

年内'对甲状腺癌的发病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

长期&

#"

年后'甲状腺癌检出率明显增高*表明甲

状腺癌的逐年升高的构成比除了与不断提高的诊断

技术有关+

##G#S

,外#长期碘盐的摄入可能是其重要的

原因之一*

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发现#全民食盐加碘后

随着补碘时间的延长#短期可能对甲状腺癌的发病

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长期&

'

#"

年'甲状腺癌检出

率明显增高*碘摄入量与甲状腺疾病的关系呈$

9

%

型曲线#即碘摄入过低和过高均可诱发甲状腺疾

病+

#F

,

*甲状腺癌的逐年升高的构成比可能与高碘

的摄入有密切的关系*

b/3/2+3

等+

#$

,在甲状腺癌高

发的夏威夷进行了研究#发现高碘摄入量是甲状腺

癌的危险因素*

<1)2(+;(M-

等+

#&

,研究表明低碘导致

的促甲状腺激素升高#以及高碘引起的甲状腺肿大

都有可能导致甲状腺癌的发生增加*钱碧云等+

#D

,

对
#HD#

1

!""#

年天津市甲状腺癌的发病率进行了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甲状腺癌的年发病率呈上升趋

势#这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天津地理位置靠近沿海#导

致人群中碘的摄入量相对偏高*关海霞等+

#H

,对黄

骅地区
#HHS

1

!"""

年间甲状腺癌发病情况进行统

计#结果发现甲状腺癌发病率的增多与碘营养状况

关系密切#在碘过量地区补碘可能会促进甲状腺癌

发病率的增加*

\)2

O

等+

!"

,认为高尿碘可能是甲状

腺恶性肿瘤一个危险因素#也从侧面反映了高碘摄

入与甲状腺癌的关系#尤其是
NRJ

发生率的升高*

高碘摄入能激发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

!#

,

#

!"T

的

桥本病&

KR

'患者可能会发展成
NRJ

#患
KR

比不

-

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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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张
!

雯#等
>

全民食盐加碘近
!"

年某院甲状腺癌住院构成比的变化

患
KR

的患者更容易得
NRJ

+

!!G!%

,

*

<-/1+

等+

!S

,通过

对
#%&%D

名
KR

患者进行研究分析得出
NRJ

在伴

有结 节 的
KR

患 者 中 有 显 著 的 高 发 病 率*

?);-3+-)*-;

等+

!!

,认为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R

O

'=

'是

NRJ

的一个潜在标记物*

R

O

'=

是自身免疫性甲状

腺疾病患者血清中的一种常见自身抗体*由于本研

究仅为单中心资料#虽然患者群体可辐射长江三角

洲#但仍缺少地区性流行病学资料#所以甲状腺癌的

总体患病率难以精确计算#其确切的影响因素尚待

进一步研究*高碘摄入)高
R

O

'=

)

NRJ

发病率增高

三者的内在联系有待进一步研究*碘的摄入量与甲

状腺癌的具体相关程度尚需大量的流行病学及基础

资料证实*

本研究统计分析中未发现甲状腺癌的高发病率

与性别有关#但是
C1-=)11+2

等+

!F

,发现女性甲状腺癌

的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女性甲状腺肿病史和颈部

辐射史是甲状腺癌的危险因素*很多调查者一致认

为性别可以被视为甲状腺癌的危险因素*本研究未

能得出此结论可能与研究收集的只是某院一段时间

内的数据有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K)

8

,)17

等+

!$

,

报道#在分化型甲状腺癌的
R@6

分期中#年龄是重

要的预测因素#

$

SF

岁的分化型甲状腺癌发病率较

高*美国甲状腺癌男性患者平均年龄为
F%

岁#而女

性为
S&

岁+

!&

,

*本研究显示
!""D

1

!"#!

年间年龄

段为
!F

"

SH

岁的甲状腺疾病患者中甲状腺癌的构

成比较其他年龄段高#与上述结论一致*年龄可能

是甲状腺癌的独立危险因素#尚需大量临床资料统

计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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