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李顺品#男#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儿科疾病诊治研究+

!

#

!

通讯作者#

UD"#K?

!

-P"K=

1

VH#=

1

0

%))*

"

'%*(J@"

+

!论
!!

著!

攀枝花市克山病发病周期及粮食中硒含量论证研究

李顺品!刘云兴!卢明章#

!高
!

伟!曾文海

"四川省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
!

*'3)*R

$

!!

摘
!

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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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攀枝花市克山病流行周期及粮食中硒含量进行论证研究&方法
!

按年度及月份对攀枝花市
'E*3

#

%)'&

年

报告的克山病病例进行汇总分析&比较
%))*

年和
%)'F

年当地粮食标本硒含量检测结果&分析粮食标本硒含量与克山病报告情

况的相关性&结果
!

攀枝花市克山病发病有一定的周期性!高发期持续约
&

#

0

年!

3

#

E

月为高发月份&

%)'F

年粮食标本硒含量

结果与
%))*

年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就攀枝花市整体而言!粮食中硒含量与克山病发病呈正相关"

!

$

)()0

$#就曾有克山病病例报告的乡镇而言!粮食中硒含量与克山病发病无相关性"

!

%

)()0

$&结论
!

克山病发病可能与粮食中

硒含量无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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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山病又名地方性心肌病#是一种原因未明的以心肌病变

为主的疾病'

'D&

)

+该病于
'E&0

年首先在黑龙江省克山县发现#

故以克山病命名+克山病是国内地方病防治工作的重点疾病

之一#而其确切病因与发病机制尚无定论#缺硒被认为是其病

的因素之一'

FD0

)

+本研究根据攀枝花市地方病防治工作实际情

况#分析了克山病发病情况及其与粮食中硒元素水平的相关

性+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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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攀枝花市
'E*3

#

%)'&

年报告的克山病病例+

粮食标本包括
%))*

年用于背景值检测的
'FF

个样品及
%)'F

年用于论证检测的
'&)

个样品+所有粮食标本均为攀枝花市

F

个县*区自产的成熟未收割入户的稻谷*玉米*小麦等主要

粮食+

$(/

!

方法
!

根据病例报告情况#对
'E*3

#

%)'&

年各年度克山

病发病报告情况#以及各月份累计报告情况进行分析+粮食标

本现场采样方法参照
B.

"

A0))ED%)')

等相关国家标准*规范+

由四川大学等
&

个机构实验室完成粮食中硒含量检测+检测

方法为原子荧光光谱法和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D

质谱分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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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U

N

$#;#&('

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

!4!!'E()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计量资料以
8b5

表示#多个样本均数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多个样本均数的两

两比较采用
-!/

法%相关性分析采用单因素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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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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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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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

粮食中硒含量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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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FF

份粮食标本硒元素含

量检测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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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份粮食标本硒元素含量检测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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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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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粮食标本硒元

素含量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

&

个机构

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

&

个机构检测结

果两两比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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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个县*区粮食

标本硒含量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两

两比较显示#仁和区*西区和米易县粮食标本硒含量检测结果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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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边县与其他
&

个县区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0

&#盐边县粮食标本硒含量检

测结果最低+

/(/

!

粮食中硒含量与克山病流行强度相关性分析
!

单因素相

关分析结果显示#粮食中硒含量与克山病发病情况呈正相关

$相关系数为
)(&R&

#

!

$

)()0

&#即粮食中硒含量越高#克山病

发病例数越多+仅对曾有克山病病例报告的乡镇进行粮食中

硒含量与克山病发病情况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相关系数为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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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即克山病发病例数与该地区粮食中硒含量

无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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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山病发病周期性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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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攀枝花市全市克

山病病例资料进行汇总分析#结果显示#该地区克山病发病有

一定的年度周期性#每个高发周期持续
&

#

0

年#见图
'

+按季

节汇总分析显示#该地区每年个季节均有克山病病例报告#高

(

)E%%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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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季节为秋季$

3

#

E

月&#见图
%

+

图
'

!!

攀枝花市
'E*3

#

%)'&

年各年度克山病病例报告情况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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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
'E*3

#

%)'&

年各月份克山病病例报告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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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

就发病时间而言#攀枝花市克山病发病有一定的年度周期

性#每个高发周期持续约
&

#

0

年#每年
3

#

E

月为高发月份+

攀枝花市各区*县土壤中普遍缺硒'

*

)

#各区*县粮食中硒含量水

平也相对较低#但仅有
%)

个乡镇有克山病病例报告#且克山病

的发病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和周期性#与传染病的流行特征较为

类似#考虑可能克山病与某种病原微生物的感染有更为重要的

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攀枝花市
%)'F

年粮食中硒含量检测结

果与
%))*

年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且
&

家机构的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说明各

机构检测结果趋于一致#有一定的代表性+攀枝花市属缺硒地

区#当地硒元素水平甚至低于克山病高发地区#如黑龙江省克

山县'

%D&

)

+

然而#本研究发现#就攀枝花市整体而言#粮食中硒含量与

克山病发病情况呈正相关#即粮食中硒含量越高#克山病发病

例数越多%就曾有克山病病例报告的当地乡镇而言#粮食中硒

含量与克山病发病情况无相关性+这一结论与目前关于克山

病发病与缺硒*营养不良等诱发因素相关的认识是不符合的+

因此#笔者考虑克山病发病可能与病原微生物感染有关#将其

归入自然疫源性$生物源性&地方病更为合适+在过去的地方

病分类中#一般将克山病划入.某些明确病因的疾病/#即明确

为.地方性硒缺乏/所引起的地方性疾病+而本研究表明#克山

病的发病可能与粮食中硒含量没有相关性#因此考虑可能和病

原微生物感染有关+

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仅检测了
%

个时间点的粮食中硒含

量水平#分析了粮食中硒含量与克山病报告情况的相关性#但

没有分析粮食中硒含量与人群外周血硒含量的相关性#也没有

对外周血硒含量与克山病报告情况进行相关性分析+因此#本

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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