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素分析选出的 6项危险因素有 3个未进入

logistic回归方程。其中“家族中有其他黑素

疾病史”一项的 OR值为0.19 ,显示为该病的

保护因素 ,详细的原因尚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化妆品应用中“是否应用化妆品”的 OR

值为3.18 ,显示与该病的发病有较强的联系 ,

说明暴露于化妆品的人群中 ,其发病危险度

增大 。“应用量”和“应用时间”未进入回归方

程 ,说明化妆品应用量的多少 、应用时间的长

短和其发病与否并无关系 ,只要人群暴露于

化妆品即可能引起发病。但是 ,这并不说明

“应用量”和“应用时间”与病情的轻重没有关

系 ,恰恰相反 ,临床上很多使用化妆品较多或

时间较长的患者中 ,其皮疹也多 ,颜色也较

深。因为颧部褐青色痣是一个新发现的病

种 ,其病情轻重度的划分尚无一定标准 ,故我

们调查时未对病情进行分类 ,只是笼统地分

为患者和正常人 。至于化妆品与病情轻重度

的联系 ,尚有待于扩大样本量进行更详细的

调查 。

“紫外线”的 OR值为11.79 ,说明暴露于

紫外线的人群中 ,其发病危险度增大 ,显示与

该病的发生有极强的联系强度 ,这与单因素

分析结果相符 。

虽然性别因素本文未予显示 ,实际上性

别因素也是颧部褐青色痣的危险因素 ,因为

本病尤多见于女性 ,女性比例高达97.00%。

总之 ,颧部褐青色痣的发病机理非常复

杂 ,遗传和环境因素均参与其中 。我们初步

认为该病患者有“遗传易感性”存在 ,应用化

妆品和暴露于紫外线可促进其发病 。在很多

母女共患的家族中 ,常可见到不用化妆品的

母亲发病较晚 ,皮疹较少而淡 ,女儿由于较早

较多地使用化妆品而发病提前 ,皮疹也较多

而深 。这些因素在该病发病中各占何比重 ,

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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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部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流行病学调查

严　彬　雷保虎　王　蕊　王燕炯　索南草　赵先兴

　　近年大量研究表明 ,幽门螺杆菌(Hp)是慢性活

动性胃炎的病因和消化性溃疡的重要致病因素。国

内对 Hp 感染在部队的研究报道较少。为制定防治

措施提供依据 ,我们对部队就诊人员 Hp 感染情况进

行了普查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一 、对象与方法:部队就诊人员随机抽样检测

348 人 ,其中战士 248 人 , 年龄 16 ～ 23 岁 , 干部 100

人 ,年龄 24～ 35岁。Hp 检测:每名受试者均进行尿

素酶试验及组织切片染色 , 两者均阳性为 Hp 阳性 ,

两者均阴性为 Hp 阴性。

作者单位:武警甘肃总队医院　兰州 730050

二 、结果:348 人中 Hp 阳性 206 人 , 阳性率

59.20%。基层连队战士 124 人 , Hp 阳性 86 人 , 阳

性率69.35%;机关连队战士 124 人 ,Hp 阳性 58 人 ,

阳性率46.77%。 基层连队干部 50 人 , Hp 感染率

52%, 机关干部 50 人 ,Hp 感染率32%, 基层Hp 感染

率64.37%(112/ 174), 机关 Hp 感染率42.53%(74/

174), 两者差异有显著性(P<0.05)。

以上结果表明 , 基层指战员 Hp感染率明显高于

机关指战员 Hp 感染率 , 这可能与该地区的经济状

况 、地理位置 、卫生状况 、生活习惯密切相关 , 相应的

防护意识和防护措施有待加强 ,对于防止 Hp 感染传

播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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