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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低剂量电离辐射对东莞市放射工作

人员甲状腺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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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调查并分析长期低剂量电离辐射对东莞市放射工作人员甲状腺功能的影响%方法
!

利用流行病学现况调查

方法!选取东莞市
"+(G

年接受职业健康检查的
"++

例放射工作人员作为研究组!另选取
"",

例无职业性电离辐射接触人员作为

对照组!调查分析其甲状腺功能检查结果%结果
!

放射工作人员甲状腺激素水平与累计剂量关系密切!且不同累计剂量阶段的三

碘甲状腺原氨酸"

@-

$&甲状腺素及促甲状腺激素"

@6A

$水平均存在差异!数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研究组人员结

节患病率较对照组低!且其多发结节发病率也较对照组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

%

+)+,

$%研究组
@-

水平高于对照组!

@6A

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多因素
?4

C

82&87

回归分析显示!女性&年龄增长及有吸烟史是导致甲状腺疾病的

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

长期低剂量电离辐射对放射工作人员甲状腺功能有一定影响!但其影响对患甲状腺结节疾病影响较小#其

中年龄增长&女性及吸烟等因素可能导致甲状腺结节发病率升高%因此!长期低剂量电离辐射可能对医院放射性工作人员甲状腺

功能影响甚微!不是导致其致病的原因%

关键词"电离辐射#

!

放射工作人员#

!

甲状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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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放射诊疗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

用于医疗系统#而随着放射防护水平的提升#人们对辐射影响

健康的关注也逐步加强+

(!"

,

'近年来#虽然放射诊疗技术逐步

成熟且给患者的治疗带来极大便利#但相应也带来了负面的影

响+

-

,

'有研究指出#医院放射工作人员甲状腺功能聚集性出现

异常#严重者甚至发生甲状腺癌+

*

,

'当然这可能与医院放射性

工作人员长期接触电离辐射有关#但甲状腺功能异常还与患者

的性别-年龄-遗传-摄入碘元素过多或过少等诸多因素有关'

因此#本文对广东省东莞市
"+(G

年共
"++

例放射工作人员进

行研究#调查分析长期低剂量电离辐射对甲状腺功能的影响#

为临床提供一定科学依据#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东莞市
"+(G

年接受职业健康检查的

"++

例放射工作人员作为研究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

龄
""

#

G,

岁#平均$

*+)-]=)(

&岁%工龄
(

#

*+

年#平均

$

((),]H)G

&年%有吸烟史
H<

例#饮酒史
<=

例%有家族甲状腺

疾病史
=

例'另选取
"",

例无职业性电离辐射接触人员作为

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G*

岁#平均

$

*+)(]<)*

&岁%工龄
(

#

-=

年#平均$

(()"]H)-

&年%有吸烟史

H=

例#饮酒史
<H

例%有家族患甲状腺疾病史
H

例'两组研究

对象工龄-吸烟-饮酒等临床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E

$

+)+,

&#具有可比性'

$)/

!

纳入标准
!

$

(

&无甲状腺疾病史者%$

"

&

(

年内未接触有

毒有害物质者%$

-

&

(

年内未接受放射诊断和治疗者%$

*

&无肝

肾等重要脏器疾病者%$

,

&无神经系统疾病者%$

G

&无妊娠者'

所有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

!

方法

$)')$

!

资料收集
!

收集整个东莞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及历年

放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监测档案数据'自行设计编制)甲状

腺异常影响因素调查表*#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以面对面

询问的方式进行调查#调查后确定研究对象'调查内容包括性

别-年龄-家族史$是否有甲状腺疾病史&-吸烟史-饮酒史等'

连续吸烟达
G

个月以上或者吸烟量在
(++

支以上为有吸烟史#

饮酒达
,

年以上且每周至少饮用
(

次以上为有饮酒史'对研

究对象个人辐射剂量-甲状腺彩超及甲状腺功能进行检测'

$)')/

!

辐射剂量检测
!

收集
"+(G

年全年个人剂量监测结果#

其监测方法为!放射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佩戴一枚个人剂量

计#剂量计的领取-发放-佩戴及回收由专人负责#每年监测
*

次#每次监测
-

个月'监测过程严格按照)职业性外照射个人

监测规范*$

gBf("<b"++"

&要求进行'

$)')'

!

甲状腺彩超检测
!

应用日本日立公司彩色
B

型超声

波仪对研究对象进行检测#由彩超检测专业人员应用仪器对研

究对象颈部淋巴结-甲状腺两侧叶-峡部进行常规扫查#观察其

形态-大小-对称性-内部回声及包膜完整性'

$)')1

!

甲状腺功能指标测定
!

于清晨空腹采集研究对象静脉

血
*I?

#离心分离血清后应用免疫化学发光法测定患者血清

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

&-甲状腺素$

@*

&及促甲状腺激素

$

@6A

&'检测仪器为日本西门子公司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仪#雅培
8(+++6: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试剂为苏州

新波生物技术公司产品#检测严格按照试剂说明书进行操作'

其参考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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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指标
!

调查分析研究对象个人辐射剂量-甲状腺彩

超及甲状腺功能检测结果'超声诊断评定!甲状腺超声正常表

现为腺体内部回声正常#无结节及肿大%甲状腺单发结节表现

为甲状腺体积正常#仅检测出单个结节#甲状腺多发结节表现

为甲状腺体积正常#检测出
"

个及以上的结节'

$)2

!

统计学处理
!

本研究采用
6.66((),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

据处理#计量资料以
L]:

表示#采用
6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

率表示#采用
!

" 检验#影响因素采取
?4

C

82&87

回归分析#以
E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放射工作人员
@6A

水平与电离辐射年均和累计剂量的

关系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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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工作人员
@6A

水平与电离辐射年均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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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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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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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间关系甚微#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

&#但其激素

水平与累计剂量关系密切#且不同累计剂量阶段的
@-

-

@*

及

@6A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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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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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工作者
@6A

水平与电离辐射年均

!!!

剂量的关系$

L]:

'

电离辐射

年均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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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放射工作者
@6A

水平与电离辐射累计

!!!

剂量的关系$

L]:

'

电离辐射

累计剂量$

I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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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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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人员甲状腺结节患病情况比较
!

见表
-

'观察比较

两组人员甲状腺结节患病情况#发现研究组人员结节患病率较

对照组低#且其多发结节发病率也较对照组低#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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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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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人员甲状腺结节患病情况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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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无结节 单发结节 多发结节 结节合计

研究组
"++ (+-

$

,(),+

&

GH

$

--),+

&

-+

$

(,)++

&

=H

$

*<),+

&

对照组
"", =*

$

*()H<

&

H"

$

-")++

&

,=

$

"G)""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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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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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人员甲状腺功能指标检测结果比较
!

见表
*

'观察

两组人员甲状腺水平#发现研究组
@-

水平高于对照组#

@6A

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

%

+)+,

&#但两组
@*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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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人员甲状腺功能指标检测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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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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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I4P

"

?

&

@*

$

9I4P

"

?

&

@6A

$

I\

"

?

&

研究组
"++ ()G,]+)-" (+H)GG]"-)-- ()-G]+)-<

对照组
"", (),*]+)-- ((+)==](<)=+ ()G=]+)-H

6 -)*H=" ()G"-= =)+G(,

E +)+++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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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工作人员发生甲状腺结节因素分析
!

见表
,

'将所

有放射工作人员作为目标人群#以是否患甲状腺结节为因变

量#以年龄-性别-吸烟史-工龄等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
?4!

C

82&87

分析后发现#性别-年龄和吸烟史
-

个因素进入回归#多

因素分析该
-

个因素后发现其是发生甲状腺结节的危险因素#

且女性-年龄增长及有吸烟史的人员患病风险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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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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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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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

-I !%,0 RD =,Z=. E

性别
()(+* +)",+ (=),+( -)+"( ()+("

#

,)(*- +)+++

年龄
+)+,< +)+(= =)-(H ()+*- ()+((

#

()+=< +)++"

吸烟史
+)<"- +)-G+ ,)""G ")"G, ()+*-

#

*)-," +)+(*

'

!

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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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离辐射是原子以电磁波$

*

射线或
`

射线&或粒子$中

子-

-

或
!

粒子&形式传递时所释放的一种能量#其对组织或器

官的损害程度取决于接受辐射的剂量#吸收剂量造成的潜在损

害取决于辐射的类型及不同组织-器官的敏感性'作为人体最

大的内分泌腺体#甲状腺易受电离辐射影响产生功能或形态

改变+

(

#

,

,

'

目前有关长期低剂量接触电离辐射对接触人群甲状腺影

响的研究相对较少#不同作者调查所得结论并不一致#甚至相

矛盾+

G

,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
@-

水平高于对照组#

@6A

水平低于对照组#这与李建杰等+

H

,曾报道放射工作人员的
@-

-

@*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

@6A

水平高于对照组不一致'王恰

等+

<

,研究中放射组
@-

水平高于对照组#

@6A

水平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与长期接触低剂量电离辐

射引起甲状腺功能降低的结论相反'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研

究组人员结节患病率较对照组低#且其多发结节发病率也较对

照组低#说明其患甲状腺癌的风险较小'由于甲状腺激素水平

参与内分泌复杂的调节过程#与代谢状态等诸多因素相关#因

此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这一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放射工作人员甲状腺激素水平与年均剂

量间关系甚微#与累计剂量关系密切#且不同累计剂量阶段的

@-

-

@*

及
@6A

水平均存在差异#由此说明甲状腺疾病发病与

累计剂量有关'因此#在工作中应提高放射工作人员的放射防

护意识'在工作中加强对甲状腺部位的放射防护#不断改善防

护条件#以保护甲状腺功能#保障放射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减

少职业性放射损伤发生#节省经济支出#促进社会和谐'

综上所述#长期低剂量电离辐射不会增加放射工作人员甲

状腺患病的概率#但对
@-

和
@6A

水平有一定的影响#其中年

龄增加-女性及吸烟等因素可能导致甲状腺结节发病率升高'

因此#长期低剂量电离辐射可能对医院放射工作人员甲状腺功

能影响甚微#不是医院放射工作人员甲状腺疾病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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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

$

--

&!

"GH!

"G=)

+

H

, 李建杰#莫素芳#张静波#等
)

低剂量电离辐射对人体外周

血象影响流行病学分析+

^

,

)

医学动物防制#

"+(G

#

(+

$

-"

&!

((*G!((*<)

+

<

, 王恰#李宏玲#赵娜#等
)

广东省
H+*

名放射工作人员甲状

腺激素水平分析+

^

,

)

中国职业医学#

"+((

#

-<

$

"

&!

(-=!

(*()

$收稿日期!

"+(H!+"!(,

!!

修回日期!

"+(H!+*!""

&

!临床探讨!

儿童血培养病原菌分布特征及耐药性分析"

苏
!

敏!黄海林!杜廷义!蒋洪超!庄
!

宇#

"云南省昆明市儿童医院检验科
!

G,+""<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近
-

年昆明市儿童医院血培养分离病原菌变化规律!对比分析新生儿组"

+

#

"<0

$&婴儿组"

$

"<0

至

(

岁$&幼儿组"

$

(

#

-

岁$和儿童组"

$

-

#

(*

岁$

*

个年龄组病原菌构成差异和菌株耐药性!以期为临床经验用药提供依据并指导

临床合理用药%方法
!

使用
3AaF1@,)G

和
6.66(<)+

软件对
"+("b"+(*

年分离出的
(++,

株病原菌数据进行回顾性统计分

析%结果
!

"+("

&

"+(-

&

"+(*

年革兰阳性球菌分离率分别为
*<)HZ

&

G+)*Z

&

GG)"Z

!革兰阴性杆菌分离率分别为
,+)=Z

&

-G)"Z

&

"=)HZ

!真菌分离率分别为
+),Z

&

-)*Z

&

*)(Z

%

*

个年龄组革兰阳性球菌分离率分别为
G-)+Z

&

G()=Z

&

,=),Z

&

-*)=Z

!革兰阴

性杆菌分离率分别为
-,),Z

&

-,)*Z

&

-<)GZ

&

G()<Z

!真菌分离率分别为
(),Z

&

")HZ

&

")+Z

&

-)"Z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及金

黄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耐药率分别为
=G),Z

&

=H)=Z

!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检出率为
<()=Z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

球菌检出率为
<)-Z

!未发现耐万古霉素&利奈唑胺的革兰阳性球菌%大肠埃希菌及克雷伯菌属对氨苄西林耐药率分别为
<*),Z

&

=H)=Z

!相对应的产超广谱
-

!

内酰胺酶检出率为
-")<Z

和
,+)<Z

%结论
!

从时间分布来看!昆明地区儿童血液感染病原菌中革

兰阳性球菌和真菌近
-

年检出率呈上升趋势!而革兰阴性杆菌呈逐年下降趋势#从年龄分布来看!革兰阳性球菌检出率随年龄增

加而减少!革兰阴性杆菌和真菌检出率随年龄增加而增加#主要病原菌对一线抗菌药物耐药日趋严重!定期监测病原菌的分布和

耐药性变化!对儿科感染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儿童#

!

血培养#

!

病原菌#

!

耐药性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GH"!=*,,

"

"+(H

$

(G!"*"H!+-

!!

血液感染是儿科常见全身感染性疾病#掌握病原菌的分布

及耐药情况是治疗成功的关键+

(

,

'血培养是用于检测血液标

本中有无病原微生物存在的一种微生物学检测方法#对于菌血

症-败血症和细菌性心内膜炎等血液和循环系统感染的诊断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

'由于病原菌的菌种分布和耐药性受多

种因素的影响#血培养病原菌株的构成比和耐药性有较明显的

地域性差异和时间差异+

-!,

,

'此外#不同年龄败血症患者感染

病原菌和耐药性情况也不同+

G

,

'如忽视这些差异#则可能导致

经验性治疗失败+

H

,

'对此#本研究对本院
"+("b"+(*

年住院

患儿血培养阳性致病菌株分布情况-年龄组变化情况及耐药状

况进行临床分析及研究#以期为临床经验用药提供依据#同时

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b"+(*

年
-

年住院及门诊患

者送检的血培养标本中分离的不重复病原菌
(++,

株$排除污

染菌&'

$)/

!

仪器与试剂
!

培养系统!用法国生物梅里埃
B'7@

"

>P%K&

-E

全自动血培养仪及美国
BEB>Q@1QỲ

全自动血培养仪%

培养基!血琼脂平板-巧克力平板-麦康凯平板#均来自郑州安

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鉴定及药敏系统!英国
6%928&8&K%

>K82"̀

荧光法全自动鉴定药敏分析系统'

$)'

!

质量控制
!

采用金黄色葡萄球菌$

>@QQ",="-

&-大肠埃

希菌$

>@QQ",=""

&-粪肠球菌$

>@QQ"="("

&及铜绿假单胞菌

$

>@QQ"H<,-

&进行药敏试验质量控制'

$)1

!

统计学处理
!

操作及结果判断参考
FQQ?6"+(+

年标准#

应用
3AaF1@,)G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采用
6.66(<)+

软件

进行数据统计#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
!

" 检验#以
E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株血培养分离菌株
"+("b"+(*

年分布情况
!

见表

(

'

"+("b"+(*

年全院共送检
G(<"H

份血培养标本#分离
(

<G*

株病原菌#其中
<,=

株分离出的血浆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

QF6

&依据血培养瓶阳性报警时间及临床回访联系等因素综

合判定为污染菌#污染率为
()*Z

#符合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

化协会
$*H!>

指南提出的污染率要低于
-Z

的要求'排除污

染菌后的
(++,

株病原菌为本研究分析对象#其分离率为
()

GZ

$

(++,

"

G(<"H

&'在
(++,

株分离菌中#革兰阳性球菌
,H"

株#占
,G)=Z

%革兰阴性杆菌
*(+

株#占
*+)<Z

%真菌
"-

株#占

(

H"*"

(

检验医学与临床
"+(H

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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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G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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