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讨　　论

　　相对于初等概率论是研究静态性质的数

学方法 ,随机过程论则是研究随机现象的动

态特性 ,研究随机现象发生、发展过程的一个

数学分支 ,并已发展成为应用极广泛的数学

工具之一 ,而时间序列研究又是随机过程论

中应用性特别强的组成部分。

研究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时 ,首先要研

究它的分布 ,这是描述性流行病学的基本任

务。正确地描述疾病的时间分布 ,往往能反映

或提示某些因素与发病的关系 ,更为我们深

入调查指明途径和方向 ,因此又是分析性流

行病学的基础。基于这些原因 ,本文主要对累

积 10年的广东乙脑发病规律是否存在季节

性周期升高进行了研究。这种资料是一组时

间序列 ,构成 r× c表是双向有序的列联表 ,

诚然分析时间序列的方法较多 ,随数据的性

质和分析目的而异。流行病学者调查收集所

得资料仅是一样本资料 ,虽知当以样本数据

推论总体的流行趋势时 ,应考虑抽样误差的

影响 ,这往往易被某些人忽视 ,单纯从罗列出

来的发病数据就断然下结论 ,正确的做法 ,应

寻找相应的数理统计方法进行检验 ,检验的

结论才具科学性和可靠性。 固然一种统计检

验方法往往有多种用途 ,但分析同一问题 ,也

可以应用多种统计方法。本文着重针对同一

资料 ,应用两种不同的检验方法 ,对于获得广

东乙脑发病存在季节性周期这一结论却是殊

途同归的。
(收稿: 1997-05-14　修回: 1997-06-19)　　

漳平市象湖村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流行病学分析

陈文金　郑清源　杨寿钦

　　为了解我市象湖村饮水型氟中毒流行情况 ,

1982年我站组织力量对该村开展了氟中毒流行病

学调查。 结果报告如下。

一、调查内容与方法:采用氟离子选择电极法测

定该村饮水和人群尿样氟含量。 按中共中央地方病

办公室制定的《地方性氟中毒防治工作标准 (试

行 )》 ,开展现场人群氟中毒调查 ,对有氟骨症临床表

现者作 X线摄片诊断。

二、结果与分析:

1.氟中毒流行程度: 该村饮水点共有 20处 ,水

氟含量在 0. 2～ 7. 0mg / L,中位数为 3. 2mg /L,超出

1. 0mg /L饮水占 70% ,饮高氟水人数占 65. 8% (部

分居民有混饮高低氟水现象 ) ;人群氟斑牙率为

75. 7% ( 502 /663) ,其中 8～ 15岁人群患病率为

73. 9% ,以着色型、中度病变为主 ;氟骨症率为 3. 2%

( 21 /663) ,临床表现以 Ⅱ 度为主 ( 62% ) ,无 Ⅲ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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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 , X线检查以 I度 (含早期改变 )为主 ( 81% ) , 16

岁以上人群Ⅲ 度氟骨症率为 0. 8% ;病区与低氟区

人群尿氟含量的几何均值分别为 3. 6mg / L ( 37份 )

和 0. 6mg /L ( 51份 )。该病区经模糊综合评判划定为

中等病区。

2.氟中毒流行病学关系: 水氟含量与氟斑牙、氟

骨症率有较好的对应上升趋势 (P < 0. 001) ;氟斑牙

率与年龄呈余弦曲线关系下降 (P < 0. 001) ,氟骨症

率与年龄则为指数曲线上升 (P < 0. 001) ,女性的氟

斑牙、氟骨症率均显著高于男性 (P < 0. 05) ;氟斑

牙、氟骨症率均随着饮水年限的增加而上升 (P <

0. 001) ,但表现出中毒程度与年限长短的此高彼低

或此低彼高现象。此外 ,外地迁入者的氟斑牙率明显

低于当地生长者 (P < 0. 001) ,而前者的氟骨症率显

著高于后者 (P < 0. 05) ;未生育女性的氟骨症率显

著低于生育者 ,且生育胎数多者Ⅱ度以上患者所占

比例大 (P < 0. 001)。

(收稿: 1997-06-21　修回: 1997-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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