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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舰艇在长期远航各阶段艇员的疾病构成变化&

方法
!

以长期远航某舰艇的舰员为对象#统计长期

远航全程'早期'中期和后期不同疾病的例数#计算各阶段的疾病构成比并排序比较&

结果
!

舰艇长期远航全程#疾病构成比

从高到低排序为呼吸道感染'急性胃肠炎'腰肌劳损'失眠'运动病'皮炎'口腔溃疡'结膜炎'创伤'心血管疾病'甲沟炎和泌尿

系结石(长期远航早期#疾病构成比从高到低排序为运动病'呼吸道感染'创伤'急性胃肠炎'腰肌劳损'心血管疾病'失眠和皮

炎(长期远航中期#疾病构成比从高到低排序为呼吸道感染'急性胃肠炎'腰肌劳损'失眠'皮炎'口腔溃疡'创伤'结膜炎'泌尿

系结石和甲沟炎(长期远航后期#疾病构成比从高到低排序为呼吸道感染'腰肌劳损'失眠'皮炎'口腔溃疡'急性胃肠炎'结膜

炎'运动病'心血管系统疾病'创伤'泌尿系结石和甲沟炎&

结论
!

舰艇长期远航不同阶段艇员的疾病及构成比有所改变&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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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军的发展#海军舰艇执行长期远航任

务逐渐增多&为了完成长期远航舰艇的医疗保

障任务#一方面要求医务人员能够了解舰艇长期

远航期间舰员所患疾病种类及疾病构成(另一方

面#随舰医务人员还需了解长期远航不同阶段疾

病的构成情况#当处于不同阶段时#医务人员可以

+

H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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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
<

覃林花#等
<

某舰艇长期远航各阶段的艇员疾病构成

重点防治多发疾病&中国海军长期远航全程的常见

病已有报道)

#ED

*

&我们前期也报道了某舰艇从驻地

码头航渡至任务海域期间所患疾病#发现运动病发

病率最高#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疾病占

比较大)

$

*

&中国海军舰艇多数执行长期远航任务#

每批次约耗时
!""*

#本研究将某舰艇执行某次远航

任务的时间分为早'中和后期#对该舰舰员在各阶段

的疾病发生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以了解远航各阶段

的常见病&

?

!

材料和方法

#<#

!

调查对象
!

选取某执行长期远航任务舰艇未

经筛选的
!&!

名舰员为调查对象#其中
H

名舰员有

高血压病史#这
H

名舰员出航前血压控制好#均小于

#H"

"

F",,Y

O

$

#,,Y

O

"̀<#%% \̂)

%#其余
!$B

名

舰员既往体健&

#<!

!

调查方法
!

对该舰执行长期远航任务共计

!"#*

进行均分!第
#

"

$&

天'第
$B

"

#%H

天和第

#%D

"

!"#

天#分别界定为早期'中期和后期&对

门诊病历登记情况进行统计#对舰员在远航全

程'早期'中期和后期所患疾病进行分类'计数并

计算各疾病的构成比&各种疾病的诊断依据其

诊疗指南&血压升高指静息状态下连续
%*

血压

均超过
#H"

"

F",,Y

O

)

&

*

#室性期前收缩诊断依据

心电图#血压升高和室性期前收缩均归类为心血

管疾病&

@

!

结
!

果

!<#

!

长期远航全程的疾病构成
!

某舰艇长期远航

全程疾病构成中#排在前七位的疾病构成比均超过

DS

#这些疾病分别是呼吸道感染'急性胃肠炎'腰肌

劳损'失眠'运动病'皮炎和口腔溃疡#构成比低于
DS

的疾病为结膜炎'创伤'心血管疾病'甲沟炎和泌尿

系结石$表
#

%&

表
?

!

某舰长期远航舰员的疾病构成

!!

疾病名称 例数 构成比$

S

% 排名

呼吸道感染
#$$ %"<D&

!!

#

!

急性胃肠炎
B# #H<F!

!!

!

!

腰肌劳损
&! #%<!$

!!

%

!

失眠
$# ##<!%

!!

H

!

运动病
H! &<&%

!!

D

!

皮炎
H# &<DD

!!

$

!

口腔溃疡
%! D<BF

!!

&

!

结膜炎
#& %<#%

!!

B

!

创伤
#$ !<FD

!!

F

!

心血管系统疾病
F #<$$

!!

#"

!

甲沟炎
% "<DD

!!

##

!

泌尿系结石
% "<DD

!!

##

!

合计
DH% #""<""

!!

!<!

!

长期远航早期的疾病构成
!

长期远航早期疾

病共计
B&

例#排在前六位的疾病构成比均超过

DS

#这些疾病为运动病'呼吸道感染'创伤和急性胃

肠炎'腰肌劳损及心血管疾病#构成比低于
DS

的疾

病为失眠和皮炎$表
!

%&

!<%

!

长期远航中期的疾病构成
!

长期远航中期#排

在前四位的疾病构成比均超过
DS

#这些疾病分别

为呼吸道感染'急性胃肠炎'腰肌劳损和失眠#构成

比低于
DS

的疾病为皮炎'口腔溃疡'创伤'结膜炎'

泌尿系结石和甲沟炎$表
!

%&

表
@

!

长期远航各时期疾病及构成

长期远航早期
/ B̀&

疾病名称
,

$

S

% 排名

长期远航中期
/ #̀BB

疾病名称
,

$

S

% 排名

长期远航后期
/ !̀$B

疾病名称
,

$

S

% 排名

运动病
%"

$

%H<HB

%

#

呼吸道感染
&$

$

H"<H%

%

#

呼吸道感染
$B

$

!D<%&

%

#

呼吸道感染
!!

$

!D<!F

%

!

急性胃肠炎
HF

$

!$<"$

%

!

腰肌劳损
H!

$

#D<$&

%

!

创伤
F

$

#"<%H

%

%

腰肌劳损
!%

$

#!<!%

%

%

失眠
H"

$

#H<F%

%

%

急性胃肠炎
F

$

#"<%H

%

%

失眠
#B

$

F<D&

%

H

皮炎
%!

$

##<FH

%

H

腰肌劳损
&

$

B<"D

%

D

皮炎
B

$

H<!$

%

D

口腔溃疡
!$

$

F<&"

%

D

心血管疾病
$

$

$<F"

%

$

口腔溃疡
$

$

%<#F

%

$

急性胃肠炎
!%

$

B<DB

%

$

失眠
%

$

%<HD

%

&

创伤
H

$

!<#%

%

&

结膜炎
#D

$

D<$"

%

&

皮炎
#

$

#<#D

%

B

结膜炎
!

$

#<"$

%

B

运动病
#!

$

H<HB

%

B

泌尿系结石
#

$

"<D%

%

F

心血管系统疾病
%

$

#<#!

%

F

甲沟炎
#

$

"<D%

%

F

创伤
%

$

#<#!

%

F

泌尿系结石
!

$

"<&D

%

##

甲沟炎
!

$

"<&D

%

##

+

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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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远航后期的疾病构成
!

长期远航后期排

在前七位的疾病构成比均超过
DS

#这些疾病为呼

吸道感染'腰肌劳损'失眠'皮炎'口腔溃疡'急性胃

肠炎和结膜炎#构成比低于
DS

的疾病为运动病'心

血管疾病'创伤'泌尿系结石和甲沟炎$表
!

%&

B

!

讨
!

论

以往关于长期远航疾病构成的研究)

#E%

*提示#

呼吸道感染'急性胃肠炎'皮炎和口腔溃疡在长

期远航不同舰艇中疾病构成比虽略有差别#但均

明显居前#疾病构成比接近或超过
DS

&本研究

结果与此一致#在长期远航全程发生的疾病中#

上述疾病的构成比均超过
DS

&但其他一些疾病

在长期远航不同舰艇中的构成比差别较大&钱

钢等)

#

*对长期远航疾病构成的研究显示创伤在

其所研究舰艇中的疾病构成比位居第二#超过

!"S

#仅次于呼吸道疾病&朱智明等)

%

*的研究显

示创伤的构成比为
B<#S

#本研究中创伤的构成

比仅为
!<FDS

#而在曾葭等)

!

*的研究中未有表

述&腰肌劳损在曾葭等)

!

*的研究中构成比为

F<&S

#在本研究中为
#%<!$S

#均位居前列#但

在钱钢等)

#

*和朱智明等)

%

*的研究中未有表述&

本研究中#失眠和运动病的构成比高#失眠为

##<!%S

#运动病为
&<&%S

#而在钱钢等)

#

*

'曾葭

等)

!

*和朱智明等)

%

*的研究中却未有表述&长期

远航舰艇的疾病构成分析提示!$

#

%长期远航涉

及内科'外科'五官科'口腔科和皮肤科等各科疾

病#要求舰艇上的医务人员具有全科医生的能

力#能诊治各专科疾病#因此执行长期远航任务

的医务人员需适当培训#补充不足的医学知识#

提高疾病诊治范围($

!

%呼吸道感染'急性胃肠

炎'皮炎'运动病'口腔溃疡和失眠在长期远航舰

艇的疾病构成比高#舰艇上需足量配备治疗上述

疾病的药物&腰肌劳损在长期远航中多发#舰艇

上应该配备适当的理疗器材&而心血管系统等

疾病在长期远航中的疾病构成比低#舰艇上只需

少量配备&

长期远航早期'中期和后期的疾病构成比的分

析结果显示#呼吸道感染和急性胃肠炎在长期远航

的各阶段的疾病构成比均位居前列$呼吸道感染!

!D<!FS

'

H"<H%S

'

!D<%&S

#急性胃肠炎!

#"<%HS

'

!$<"$S

'

B<DBS

%#其原因可能为!其一#舰艇空间

小#患病舰员与健康舰员密切接触(其二#舰员工作

强度和精神压力大#舰员的免疫力降低&由于呼吸

道感染和急性胃肠炎在长期远航的各期构成比均

高#治疗这些感染性疾病的药物如抗生素'解热镇痛

药和口服补液炎等#需全程足量配置于诊疗舱室&

长期远航早期#运动病构成比最高#达
%H<HBS

#

创伤和急性胃肠炎的构成比仅次于运动病和呼吸道

感染#其构成比均为
#"<%HS

#构成比超过
DS

的还

有腰肌劳损和心血管疾病&通风不良'噪音'特殊气

味'情绪紧张'睡眠不足'过度疲劳及身体虚弱等均

易诱发运动病)

B

*

&长期远航的舰员有些为首次在舰

船生活#舰船上与陆地生活相比#通风不良'噪音大'

有一定气味#而且舰员值更执勤频繁'睡眠不足#容

易导致过度疲劳及身体虚弱#诱发运动病'创伤和心

血管疾病(航行海况差也易使舰员发生运动病&随

着航行时间延长#舰员逐渐适应了舰船生活#特别是

海况变好后#舰员发生运动病和创伤的概率减少&

为了不耽误疾病诊治#长期远航早期应在诊疗舱室

中适度增加诊治创伤和运动病的药物和器材&

在长期远航后期的疾病中#呼吸道感染占比最

多#为
!D<%&S

#其余构成比超过
DS

的疾病有位居

第
!

至
&

位的腰肌劳损'失眠'皮炎'口腔溃疡'急性

胃肠炎和结膜炎&腰肌劳损是腰骶部肌肉'韧带和

筋膜等软组织的慢性损伤#是临床中腰腿痛的常见

原因之一)

F

*

&舰艇空间小#舰员活动和休息的空间

狭小#长期远航时#舰员长时间蜷缩在铺位上#容易

导致腰肌劳损#越往后期舰员越容易发生腰肌劳损&

失眠是指患者自诉睡眠的发生或维持出现障碍#睡

眠的质和量不能满足生理需要#其发病原因包括情

绪调整不良'环境干扰等)

#"

*

&长期远航时#舰员长

时间随舰远海漂流或航行#与家人朋友联系少#饮食

单一'口感差(另外#舰上仪器设备多#工作'生活长

期处于仪器造成的噪声中#舰员出现烦躁'郁闷情绪

概率增加#导致失眠&皮炎'口腔溃疡和眼病的发生

与维生素缺乏有关)

##E#%

*

&长期远航时蔬菜水果稀

缺#维生素不足以满足舰员身体的需要#皮炎'口腔

溃疡和干眼病容易发生&皮炎和眼病的发生还与环

境因素有关)

##

#

#%

*

&长时间处于亚丁湾等热带沙漠气

候#受强紫外线照射#舰员容易发生皮炎(长期远航

时#很多时间处于海风吹的环境中#也易发眼病&此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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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
<

覃林花#等
<

某舰艇长期远航各阶段的艇员疾病构成

外#口腔溃疡和眼病的发生也与免疫力降低'微量元

素缺乏相关)

#!E#%

*

&长期远航过程中#舰员工作强度

大#精神持续高度紧张#睡眠不足#饮食结构单一#均

可能引起免疫力降低'微量元素缺乏#随着时间延

长#舰员易发生口腔溃疡和眼病&

总之#呼吸道感染和急性胃肠炎在长期远航各

阶段的疾病构成比均位居前列#运动病和创伤在长

期远航早期的疾病构成比明显居前#腰肌劳损'失

眠'皮炎'口腔溃疡和结膜炎在长期远航后期的疾病

构成比排序明显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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