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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沿海某部官兵皮肤病发病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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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东南沿海部队官兵在新时期军事训练环境下皮肤病的流行病学特点#分析发病原因#提出防治措

施&

方法
!

采用整群抽样'分层抽样和单纯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多阶段抽样方法从东南沿海某部官兵中选出
$!D

名官兵#对他

们进行皮肤病问卷调查&对全体被调查者进行体格检查并给出相应诊断及治疗&应用
3/

N

-;7-(

多重回归分析皮肤病与其可能

的发病原因之间的关系&

结果
!

回收有效问卷
D$F

份#有效率
F#<"Qd

&被调查官兵年龄
#&

$

Q$

岁#共
!$Q

例$

Q$<Q"d

%发

生皮肤病&共检出皮肤病类型
Q"

种#发病频次为
%Q$

#其中感染性皮肤病$发病频次
#F&

#

D$<FQd

%'变态反应性皮肤病$发病

频次
B"

#

!%<#!d

%'心身性皮肤病$发病频次
%%

#

F<DQd

%占据全部皮肤病的大多数&各类皮肤病病因复杂&

结论
!

东南沿

海部队官兵皮肤病发病情况与气候'环境'穿着装备和精神状况有关&应采取倡导合理生活习惯'科学训练'普及皮肤病防治

常识'改善生活条件'提高医务人员诊治水平等预防措施#降低皮肤病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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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沿海某部官兵皮肤病发病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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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军事训练针对的是高技术条件下的信息化

战争)

#E!

*

#与既往的军事训练相比#其内容更为复杂'

精细#技术难度大#信息化程度高#机动性更高#对军

人的身体'心理素质要求更高)

%ED

*

&皮肤病一直是军

队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病因复杂#是影响战斗力的重

要因素之一&我军既往对战时皮肤病影响战斗力的

认识不足#在经历了西南边境作战及长江流域抗洪

抢险等平时战时的特殊环境后#才认识到皮肤病对

一线指战员身心健康的危害和对战斗力的影响)

$

*

&

为了解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部队皮肤病的发病情况#

分析发病特点#为同类部队提出相应的防治皮肤病

的建议#本研究严格按照统计抽样调查方法进行了

病例
E

对照研究#现报告如下&

>

!

资料和方法

#<#

!

调查对象
!

作为一个大规模部队皮肤病流行

病调查项目的一部分#本研究选取了东南沿海某部#

以整群抽样'分层抽样和单纯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多

阶段抽样方法选出
$!D

名官兵#覆盖空勤人员'地勤

人员等
$

个不同亚单位&

#<!

!

调查方法
!

参与调查者需完成由皮肤病学专

家和统计学专家共同预先设计的皮肤病调查表&填

写调查表前首先由皮肤科医师对被调查者进行皮肤

病防治知识讲座并详细解读调查表内容&调查表内

容包括个人一般情况$身高'体质量'年龄'饮食习

惯'军龄'军衔%'现患皮肤病情况$部位'症状'体征'

患病时间%'既往病史'个人卫生习惯'生活环境'参

加训练情况'心理压力'睡眠情况'可能诱发皮肤病

的其他因素#以及官兵自认为的发病诱因&全体被

调查者需接受由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医师和所在

部队卫生队军医进行的体格检查并给出相应诊断及

治疗#各类皮肤病的诊断标准以3中国临床皮肤病

学4

)

&

*为准&

#<%

!

统计学处理
!

将所收集的
$!D

份问卷进行初

筛#排除填写不规范的问卷#对剩余有效问卷进行数

据整理与分析&采用
5c55#B<"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

处理&离散型数据采用
"

!检验#连续性变量采用成

组
"

检验&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
3/

N

-;7-(

回归分析

计算优势比$

@X

值%和
FDd

置信区间$

KA

%#使用

3/

N

-;7-(

回归分析时均进行年龄和性别的校正&检

验水准$

(

%为
"<"D

&

?

!

结
!

果

!<#

!

调查对象的分布特征及患病率
!

本次共填写

调查问卷
$!D

份#其中
D$

份因填写不完整'不规范

被排除#回收有效问卷共
D$F

份#问卷有效率

F#<"Qd

&

D$F

名被调查者年龄
#&

$

Q$

岁#平均

$

!Q<!QiD<#$

%岁(男
DDQ

例#女
#D

例&患有皮肤病

的官兵共
!$Q

例$

Q$<Q"d

%#其中患有
#

种皮肤病的

有
!"%

例#同时患有
!

种皮肤病的有
QD

例#同时患

有
%

种皮肤病的有
##

例#同时患有
Q

种皮肤病的有

D

例$表
#

%&与文献)

B

*比较#同时患
!

种及以上皮

肤病的比例均有所下降&

表
>

!

同一地区调查对象同时患有皮肤病的种数及人数

同时所患皮肤

病种类数

患病率

,

$

d

%

!""F

年驻岛部队

患病率$

d

%

)

B

*

# !"%

$

&$<BF

%

D!<""

! QD

$

#&<"D

%

%#<$%

&

% #$

$

$<"$

%

#$<%$

合计
!$Q

$

#""<""

%

#""<""

!<!

!

皮肤病分类及各类皮肤病比例
!

检出皮肤病

Q"

种#发病总频次为
%Q$

&其中真菌感染性皮肤病居

多#包括足癣$频次
#"Q

%'体股癣$频次
!&

%'甲癣$频

次
#%

%'花斑癣$频次
&

%#占总频次的
Q%<$Qd

$

#D#

"

%Q$

%&我们将
Q"

种皮肤病按照病因学分为
D

类!$

#

%

感染性皮肤病$频次
#F&

#

D$<FQd

%#主要是由病毒'

细菌'真菌感染所致的疣'毛囊炎'痤疮'体股癣等皮

肤病($

!

%变态反应性皮肤病$频次
B"

#

!%<#!d

%#由

机体变态反应所致的湿疹'荨麻疹'皮炎等皮肤病构

成($

%

%心身性皮肤病$频次
%%

#

F<DQd

%#是由心理或

情绪因素为主诱发的神经性皮炎'斑秃'银屑病等皮

肤病($

Q

%先天性皮肤病$频次
#F

#

D<QFd

%#是由先天

性遗传所致的皮肤病#如毛周角化'鱼鳞病'膨胀纹'

瘢痕体质等($

D

%外因性皮肤病$频次
#&

#

Q<F#d

%#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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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

日晒'虫咬'擦伤引起的日光性皮炎'虫咬性皮炎'胼

胝等&常见皮肤病的发病情况见表
!

&

表
?

!

常见皮肤病发病频次及百分比

疾病
频次

,

$

d

%

既往

百分比$

d

%

)

F

*

足癣
#"Q

$

%"<#

%

%"<#

痤疮
$%

$

#B<!

%

QD<Q

湿疹
Q&

$

#%<$

%

#"<!

体股癣
!&

$

&<B

%

#"<B

荨麻疹
!D

$

&<!

%

D<!

皮肤附属器疾病$甲真菌病'脱发等%

!#

$

$<#

%

E

神经性皮炎
#"

$

!<F

%

E

寻常疣等病毒感染
F

$

!<$

%

E

花斑癣
&

$

!<"

%

&<Q

脂溢性皮炎
&

$

!<"

%

E

瘢痕疙瘩
D

$

#<Q

%

E

虫咬性皮炎'日晒伤
D

$

#<Q

%

E

皮肤色素性疾病
Q

$

#<!

%

E

其他皮肤病
#!

$

%<D

%

E

!!

既往数据来源于以往文献)

F

*中同地区同期数据
<Fa%Q$

!<%

!

各类型皮肤病的
3/

N

-;7-(

回归分析
!

如表
%

所

示#被调查者中单次训练时间大于
%L

'工作环境潮

湿'每日吸烟量多于
#"

支'患有过敏性鼻炎及饮食

油腻者更易患皮肤癣菌病$

-

#

"<"D

%#年龄大于
!D

岁'工作环境富于化学物质'饮食油腻者更易患湿疹

$

-

#

"<"D

%#年龄不大于
!D

岁'中度以上精神压力'

患有龋齿等口腔疾病者易患有痤疮$

-

#

"<"D

%#在

有辐射和噪音的环境中工作更易诱发神经性皮炎

$

-

#

"<"D

%&

F

!

讨
!

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同一调查对象同时患
!

种

及
!

种以上皮肤病的比例比
!""F

年驻岛部队皮

肤病调查结果有所减少)

B

*

#这一方面说明近
$

年

来#随着卫生条件及技术装备的改善#我军在皮

肤病防治方面取得了进步(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

驻岛部队所处环境较陆上部队更为艰苦#提示有

必要再次对当今驻岛部队进行皮肤病调查分析#

更新现有数据&

表
F

!

几种皮肤病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和多因素
2*

'

$3&$1

回归分析

皮肤病种类 变量 变量分类
参与人数

FaD$F

#

,

$

d

%

患病人数

,

单因素分析

@X

$

FDdKA

%

-

值

多因素分析

@X

$

FDdKA

%

-

值

皮肤癣菌病 单次训练时间
'

%L #%B

$

!Q<%

%

!# #<"" #<""

Fa#%"

%

%L Q%#

$

&D<&

%

#"F !<"%

$

#<!#

#

%<Q!

%

"<""B #<B&

$

#<"F

#

%<!"

%

"<"!!

每日吸烟数量
'

#"

支
QBD

$

BD<!

%

#"" #<"" #<""

%

#"

支
BQ

$

#Q<B

%

%" !<##

$

#<!B

#

%<QF

%

"<""% !<"!

$

#<!"

#

%<Q"

%

"<""B

过敏性鼻炎 未患
D!"

$

F#<Q

%

### #<"" #<""

$曾%患
QF

$

B<$

%

#F !<#B

$

#<#&

#

Q<"D

%

"<"#Q !<"F

$

#<"F

#

Q<""

%

"<"!&

工作环境潮湿 否
%D!

$

$#<F

%

$% #<"" #<""

是
!#&

$

%B<#

%

$& !<"&

$

#<%F

#

%<"B

%

#

"<""# #<F!

$

#<!&

#

!<BF

%

"<""!

饮食习惯油腻 否
QD#

$

&F<%

%

F% #<"" #<""

是
##B

$

!"<&

%

%& #<&$

$

#<#!

#

!<&&

%

"<"#Q #<DF

$

"<FF

#

!<DQ

%

"<"D$

湿疹 年龄
'

!D

岁
%B"

$

$$<B

%

!# #<"" #<""

FaQB

%

!D

岁
#BF

$

%%<!

%

!& !<BB

$

#<D&

#

D<!B

%

"<""# !<B$

$

#<DQ

#

D<!B

%

"<""#

工作环境富于化学物质 否
Q%B

$

&&<"

%

%" #<"" #<""

是
#%#

$

!%<"

%

#B !<#$

$

#<#D

#

Q<"D

%

"<"#& !<!#

$

#<#&

#

Q<#&

%

"<"#D

饮食习惯油腻 否
QD#

$

&F<%

%

%# #<"" #<""

是
##B

$

!"<&

%

#& !<!$

$

#<#F

#

Q<!B

%

"<"#% !<%#

$

#<!#

#

Q<Q#

%

"<"##

痤疮 年龄
%

!D

岁
%B"

$

$$<B

%

Q #<"" #<""

Fa%$

'

!D

岁
#BF

$

%%<!

%

%! %<FF

$

#<%B

#

##<D%

%

"<"## Q<$Q

$

#<D&

#

#%<$F

%

"<""D

龋齿 未患
D!$

$

F!<Q

%

!B #<"" #<""

$曾%患
Q%

$

&<$

%

B D<"%

$

!<"D

#

#!<%#

%

#

"<""# Q<#&

$

#<$$

#

#"<Q$

%

"<""!

有中度以上精神压力 否
Q&%

$

B%<#

%

!Q #<"" #<""

是
F$

$

#$<F

%

#! !<F&

$

#<Q"

#

$<!B

%

"<""Q !<D"

$

#<#D

#

D<Q%

%

"<"!#

神经性皮炎 工作环境有辐射 否
Q#B

$

&%<D

%

# #<"" #<""

Fa#"

是
#D#

$

!$<D

%

F !$<Q&

$

%<%"

#

!#!<!F

%

"<""! #D<F%

$

#<F%

#

#%#<$Q

%

"<"#"

工作环境有噪音 否
%DF

$

$%<#

%

# #<"" #<""

是
!#"

$

%$<F

%

F #$<"%

$

!<"!

#

#!&<D%

%

"<""F B<%F

$

#<"#

#

$F<&!

%

"<"QF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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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沿海某部官兵皮肤病发病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皮肤癣菌病是由可侵犯角化组织的并在其中繁

殖的真菌所致的浅部真菌感染疾病&本次调查结果

同以往一样#以皮肤癣菌病为主的感染性皮肤病占

据全部皮肤病的
D$<FQd

#其中#皮肤癣菌病占所有

皮肤病的比例更是高达
Q%<$Qd

&调查中还发现皮

肤癣菌病的发病与失眠之间存在相关性$

-

#

"<""#

#结果未列出%#而由于失眠对于发病来说可能

亦因亦果#因此在多变量
3/

N

-;7-(

回归分析中没有加

入.失眠/这一因素#以免干扰分析结果&通过单'多

因素
3/

N

-;7-(

回归分析$表
%

%#被调查者中单次训练

时间大于
%L

'工作环境潮湿'每日吸烟量多于
#"

支'患有过敏性鼻炎及饮食油腻者更易患皮肤癣菌

病&根据皮肤癣菌喜于生长在潮湿温暖环境的特

性#我们容易理解单次训练时间越长'工作环境越潮

湿#发生皮肤癣菌感染的可能性越大)

#"

*

(但是每日

吸烟量多于
#"

支'既往曾患过敏性鼻炎'饮食习惯

油腻等因素与皮肤癣菌感染的关系目前尚无报道&

这可能是与吸烟会影响皮肤表面的屏障功能导致皮

肤癣菌更易于寄生有关#也可能是由于重度吸烟者

个人卫生习惯较差'以致感染皮肤癣菌(饮食油腻者

皮肤分泌更多油脂#易于皮肤癣菌的寄生&我们期

待着基于更大样本量的调查分析以证实上述结果#

并继续探讨其中的发病机制&另外#本课题组前期

着重调查甲真菌病的发生部位#结果显示约
$"d

$

&"d

的甲癣患者初发于拇趾$结果未列出%#这可能

与高强度的军事训练所致的甲下出血后继发真菌感

染有关&

湿疹常伴有剧烈瘙痒#故对官兵#尤其是飞行员

的训练'休息造成极大影响&本次调查分析显示年

龄大于
!D

岁'工作环境富于化学物质'饮食油腻者

更易患湿疹$表
%

%&本次调查发现皮炎'湿疹类皮

肤病较以往报道)

F

*明显增多#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现

代军事训练中#随着越来越多的新装备的应用#官兵

们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化学物质等过敏原#导致了湿

疹'皮炎等过敏性疾病的发生&

痤疮的发病与诱发因素间的
3/

N

-;7-(

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表
%

%#年龄不大于
!D

岁'中度以上精神

压力'患有龋齿等口腔疾病者易患有痤疮&年龄不

大于
!D

岁者更易于患有痤疮#这与现有知识)

##

*相

符合&痤疮的发病与精神压力有关#抑郁或焦虑可

诱发痤疮)

#!

*

#而痤疮的发生可能又加重了官兵尤其

是较年轻官兵的心理负担&本次调查痤疮的发病率

较以往文献报道)

F

*有所降低#这可能由于所调查部

队并非一线作战部队#年龄稍长的军官比例较高'部

队卫生条件基础好'官兵训练强度较低'心理压力相

对较小有关&量化后的每周饮酒量分级与痤疮之间

显著相关$

-

#

"<"D

#结果未列出%#即每周经常饮酒

的人群相比于几乎不饮酒的人群更易患痤疮&值得

注意的是#本次调查还发现患有龋齿等口腔疾病者

易患有痤疮&近来#相关研究表明#牙周疾病不仅是

局限于牙周局部炎症#而且很可能是很多系统性疾

病$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类风湿性

关节炎等%的危险因素)

#%E#D

*

(而通过有效的治疗提高

口腔健康水平可以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减少系统性

疾病的死亡率)

#$

*

&另外有证据表明#喜吃甜食既可

以导致龋齿)

#&

*

#也可以刺激皮脂腺分泌更多皮脂进

而导致痤疮的发生&随着本课题组样本量的扩大#

龋齿与痤疮之间的关系将得到进一步证实&由于本

次调查的样本中女兵较少$

!<$d

%#故未进行性别差

异分析&

经分析$表
%

%#在富于辐射或噪音的环境中工

作可能更易诱发神经性皮炎&这可能是因为个人在

辐射'噪音环境下会变得烦躁'焦虑#进而导致神经

性皮炎的发生)

&

*

&

总体来说#真菌感染性皮肤病发病率为

Q%<$Qd

#其中足癣的发病率为
%"<"$d

#发病率最

高#其主要原因为!$

#

%广东气候湿热#衣物鞋袜长期

潮湿($

!

%训练强度大#出汗多#胶鞋透气性较差($

%

%

部分战士不注重个人卫生#清洁不到位($

Q

%卫生环

境较差#物品公用&大部分皮肤病#甚至包括痤疮#

在各年龄段均有发病#其原因主要为!$

#

%工作训练

压力大#各方面环境造成官兵精神紧张($

!

%部分战

士特殊的工作环境($

%

%饮食及生活习惯诱发#如辛

辣及油腻饮食'吸烟和饮酒习惯($

Q

%部分战士不注

重个人卫生#清洁不及时'不彻底($

D

%训练过程中对

阳光'化学'噪声刺激无有效防护措施&

据此#本课题组提出以下措施!$

#

%加强对官兵

的皮肤病预防知识培训#由军医对官兵提出针对性

的生活指导#避免不良的饮食习惯诱发或加重皮肤

病的发病#倡导少烟少酒#注意个人卫生($

!

%建立更

加完善有序的卫生环境#避免物品共用#控制皮肤病

在官兵间的相互传染($

%

%针对湿热的气候#设计'研

+

%&%

+



书书书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

!"#$

年
%

月#第
%&

卷

发并配备更加有效的洗衣'晾衣'烘鞋设备#降低因

潮湿和出汗诱发皮肤病的可能($

Q

%针对新时期军事

训练特点#研制给药方式更加简易'方便'有效的药

物剂型#研发抗菌效果更好的衣物'鞋袜($

D

%对军事

训练中所遇到的诸如辐射'噪声'日晒'化学性物质

等刺激#做好充足的防护措施($

$

%尝试组织更多的

休闲娱乐活动#缓解官兵的精神压力($

&

%针对感染

性皮肤病'变态反应性皮肤病的多发现状#在连队卫

生所合理配备药物($

B

%加强军队皮肤病防治教学网

络建设#为基层部队军医提供更多进修机会(设计更

为合理的基层军医考核'晋升制度#促使基层部队医

务人员主动学习以提高自己的对常见皮肤病的诊治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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