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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群饮茶与肺癌关系的Meta分析

靳子义韩仁强刘爱民王旭善武鸣 张作风赵金扣

【摘要】 目的探讨中国人群饮茶与肺癌发生的关系。方法检索中英文文献，选择在中国

人群中进行的饮茶与肺癌相关研究。运用Meta分析方法．计算合并OR值及其95％C1，探讨饮茶与

肺癌的联系及剂量反应关系。结果共纳入12篇文献，饮茶者相对不饮茶者患肺癌危险性有所

下降(OR=O．66，95％C1：0．49一O．89)。结论饮茶可能是中国人群肺癌的保护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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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ea drinking and the risk of lung

carlcer in Chinese population．Methods All relevant published articl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database were identified．Meta．analysis was conducted．Combined odds ratio(OR)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CI)were calculated to estimate the associations and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 drinking and the risk of lung cancel Results Twelve studies were included．An inverse

association with lung cancer Was observed on tea dritakers when compared to non-tea drinkers(0R=

O．66．95％CI：0．49-0．89)．Conclusion Tea drinking might sc圩've as a protective factor on lung cancer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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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为世界普遍饮品，其有效成分主要是茶多

酚“。1。体外和动物实验研究表明，茶或其活性成

分——茶多酚可减少肿瘤形成、肿瘤大小和顶端增

殖t引。许多流行病学研究探讨了茶与肿瘤包括肺癌

之间的关系，然而研究结果却不尽一致¨J。国内有

研究表明饮茶可降低中国人群的肺癌发生风险，但

仍需进一步明确。因此，本研究选取中国(包括香

港、台湾地区)人群．搜集截至2012年1月所有在国

内外发表的相关文献进行Meta分析，以探讨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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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饮茶与肺癌发生的关系。

资料与方法

1．文献纳入：以“茶”、“危险因素”、“肺癌”为关

键词在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查找中文

相关文献，以“Tea”、“Lung cancer”、“Lung tumor”、

“Lung carcinoma”、“China”、‘‘Hong Kong”、“Taiwan”、

“Macau”为关键词在PubMed、Embase和Google

Scholar数据库查找英文相关文献。同时或单独使

用以上关键词，时间范围从各数据库建库至2012年

1月。文献纳入的标准必须同时具备：①肺癌；②研

究对象为中国人群；③研究类型为病例对照研究或

队列研究；④暴露危险因素涉及饮茶，并有OR值或

RR值及其95％C1，或能通过计算补全。

2．数据提取：从每篇文献中提取第一作者姓名、

发表年份、调查年份、地区、研究类型、对照类型、样

本量(病例数和对照数)、饮茶情况、调整OR值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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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CI和相关混杂因素的调整情况。

3．统计学分析：通过合并各研究中饮茶或最高

饮茶量相对不饮茶情况的OR值及其95％C1，得出总

OR值及其95％CI来分析饮茶与肺癌之间关系。对

饮茶单位量不同者均换算成统一的“g／d”。按照科
学饮茶每B约12 g，分3—4次冲泡计算⋯，对Bonner

等哺’、Xu等阳1和Lin等n们的研究中单位为非重量项进

行估算。

饮茶与肺癌的剂量反应关系，采用Greenland

和Longneckert儿】、Orsini等¨21提出的广义最小二乘

估计(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 for trend estimation，

GLST)方法。本研究共有6篇研究含有2个级别以

上的饮茶量旧。1仉¨。15】，且具有相应区间肺癌病例组和

对照组的样本量值、OR值及其95％CI，满足该方法

所需条件。因而取这6篇研究饮茶量区间中点值作

为该区间饮茶剂量，计算得到各研究斜率，给予一次

冲泡茶量约4 g作为剂量反应研究量"1，从而得到每
篇研究中在平均基础上多饮茶4 g量与肺癌的OR值

及其95％c，。最后通过随机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

析得到合并OR值及其95％CI。

使用p和J『2进行异质性检验，当P<0．1时认为

存在异质性n6。。本研究观察到异质性存在，因此通

过对可能影响因素进行分组分析以消除异质性。若

仍未消除异质性，则通过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统计分

析。通过Begg秩相关法和Egger回归法检验发表偏

倚，P<0．1时认为存在发表偏倚¨“，并绘制相应的漏

斗图。本研究统计分析均使用Stata 10．0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

结 果

1．人选文献基本信息：按照入选标准共得到20

篇文献阻mm’1¨¨“。因只有l篇队歹lJ研究文献n“，故

本文只对病例对照研究结果进行Meta分析；顾晓平

等(I刚研究因与韩仁强等⋯1有重复被剔除；林勇等¨训和

樊丽辉㈣1强文因在陈星⋯1研究中更薪被剔除；项永兵

和高玉堂陋¨、刘恩菊等∞】、钟礼杰等∞1和K00m1的文

章因与Zhong等“纠数据来源相同被剔除。最终得到
12篇文献纳入本次Meta分析(表1)阻m·睁u弭剐。共

有肺癌患者4867例，对照6883例；发表时间1990—

2012年；其中l篇为巢式病例对照研究，其余为回顾

性病铡对照研究：5篇文章对照人群为其他菲旆癌

病例，其余则为社区正常人群；调查地区包括上海

市，广东省广州市。辽宁省鞍山市，云南省宣威市，福

建省福州市，安徽省合肥市．江苏省常问市、大丰市、

赣榆县及香港和台湾。饮茶类型中，仅Tewes等协】

研究涉及红茶与肺癌的关系；8篇研究明确饮茶类

型为绿茶涵”J屯"岱’291；其他5篇未具体指明饮茶类

型n孔如强划。因此在综合分析后另分成3组进行探讨。

2．饮茶与肺癌关系：包括未经调整的数据，对各

研究中饮茶或者最高饮茶量相对不饮茶情况的OR

值及其95％CI进行Meta分析(表1)。结果表明，饮

茶人群相对不饮茶人群，饮茶对肺癌有保护作用

(OR=O．66，95％CI：0．49～0．89)。其中饮绿茶对肺

癌的保护作用比较明显(OR=O．59，95％C1：0．39～

0．90)：饮红茶和饮茶类型不明者无统计学意义

(OR----0，64，95％CI：0．40。1，02)；红茶(仅1篇文献)

(OR=1．43，95％c，：0．88～2．33)(图1)。Begg秩相

关法(P=0．95)和Egger回归法(P----0，90)检验均未
显示发表偏倚，漏斗图对称性较好(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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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人选文献发表偏倚检验漏斗图

3．饮茶与肺癌的剂量反应关系：共6篇有饮茶与

肺癌关系齐j量反应分析的研究迸^Meta分移亍￡¨。’湃"j，

结果显示在平均基础上，每天多饮用一杯茶(约4 g

绿茶)，肺癌的OR=O．76(95％C!：O．61～0，94)(图3)。

4．异质性检验：经检验有统计学意义(P<O．1．

f=81．2％)，存在异质性。对可能影响因素进行分

组后，较大样本量(中位数以上)、对照为其他非肺癌

病例和肺疾病家族史因素调整后研究异质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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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2篇人选文献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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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3中国人群饮茶与肺癌剂量反应关系Meta分析森林图

而限制这些因素后饮茶对肺癌的保护作用得到加

强，OR值分别降至O．54、O．4l和0．49；其他因素对整

体异质性影响较小(表2)。经过吸烟因素调整后共

有7篇”““”“。2“2⋯，结果显示饮茶对肺癌保护作用无

统计学意义(OR=O．68，95％C1：0．43～1．06)。

讨 论

本文针对中国人群饮茶与肺癌之间关系进行分

析，结果发现饮茶对肺癌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进一

步的剂量反应研究发现，在平均基础上再每天多饮

茶4 g者患肺癌的危险性也下降。本研究文献中大
多数表明调查饮茶类型为绿茶，单独分析显示绿茶

对肺癌的保护作用更明显，而其余项未发现有统计

学意义．因此本研究结果主要适用于绿茶。

目前对饮茶与肺癌关系的研究结论不一致。

Marchand等“1在美国人群中进行的病例对照研究中

发现绿茶(OR=0．90，95％C／：0．50—1．60)和红茶

(OR=110．95％CI：0．70一1．80)均与肺癌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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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中国人群饮茶与患肺癌关系的分组分析

可能异黜来源胭子妻譬衄∽s％c，，需鬻‰

一些在日本开展的队列研究，如Nakachi等¨1发现绿

茶对肺癌有保护作用(OR=O．33，95％Cl：0．11—

0．94)，而Kuriyama等№’研究显示绿茶与肺癌无相关

(OR=1．18，95％CI：0．8I～1．72)。中国人群中饮茶

是肺癌的保护因素曲’’0’”·15·2引、危险因素旧3和无关

联【8·“’2。27-29’3刮均有报道。Tang等b21对2008年11月

之前国内外发表研究进行Meta分析显示为绿茶对

肺癌有保护作用，而红茶与肺癌无关；进一步分组分

析时在西方国家和日本人群中均未显示饮茶与肺癌

关系，其可能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大多饮用红茶，且茶

加工方法与中国、日本不同等原因。因此准确验证

饮茶与肺癌关系还需更多对饮茶的类型、浓度、温

度、量、冲泡方式和饮用方式等细致研究及饮茶与其

他因素之间交互作用的分析。

饮茶对肺癌的保护效应在生物学上主要由于

茶中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剂如茶多酚及其衍生物可

显著诱导人类癌细胞凋亡及细胞周期阻滞∞引。动

物模型也有类似表明，将绿茶儿茶素作为饮用水给

大鼠，能够阻止肺肿瘤的发生发展和抑制肿瘤的自

发形成㈣1。一些流行病学研究还针对绿茶与其他癌

症的关系进行探讨，如同一调查地区(江苏省大丰

市)。顾晓平等¨31和韩仁强等¨t研究发现饮茶对肺癌

有保护作用；刘爱民等b}研究显示饮茶对胃癌有保

护作用；wh等m1研究得出饮用绿茶对食管癌并无保

护作用，且饮烫茶能增加食管癌的发生危险。因此

饮茶对各种肿瘤的作用可能不同。

本研究结果显示存在异质性。分组分析表明样

本量大小、对照类型和有无肺疾病家族史调整因素

可能是主要的异质性原因。当限制一些影响因素，

选取较大样本量、对照为其他非肺癌病例和经过肺

疾病家族史因素调整的研究，异质性降低所得OR值

进一步下降，饮茶对肺癌的保护作用更加明显，同时

提示饮茶对减少肺癌的效果仍需进一步研究。

然而所纳人研究中，样本量较小者如陶文虎

等‘2“、Bonner等‘引、Tewes等汹J、Ko等【301研究的肺癌

病例均<200例；陶文虎等乜6‘、张科等”71及雷毅雄

等b引文章中OR值未经过混杂因素调整；以上研究结

果均显示饮茶对肺癌保护作用无统计学意义。

Huang等【371于1990一1991年对四川地区135例肺癌

的病例对照研究也未得到饮茶对肺癌保护作用有统

计学意义。陈伟¨¨对上海市人群的队列研究中并未

显示出饮茶对肺癌保护作用有统计学意义。此外从

所获文献中能得到饮茶、吸烟等变量的定义以及对

肺癌的病理分型较少。因此需要更多较大样本量和

控制好各种混杂因素的精心设计研究，并若加入干

预机制研究，将能更加准确验证饮茶与肺癌之间的

关系m]。

本Meta分析结果也受到一些因素限制。首先，

部分文献未指明饮茶类型，但中国人群多以饮绿茶

为主。第二，尽管从纳入研究文献中得到的OR值大

多经过调整．但调整冈素不一。且研究类型多为回顾

性病例对照研究，可能存在偏倚和混杂因素。第三，

剂量反应分析中，由于各研究饮茶量分级不同，对结

果准确性可能有一定影响；平均水平是根据所有纳

人研究的饮茶量计算而得，并不能代表一般人群的

饮茶平均水平。最后，文献中调查的地区只包括中

国的少部分地区，因此对其代表性有待确证。尽管

如此，本文搜集了至今所发表的关于饮茶与中国人

群肺癌关系的研究，并进行Meta分析，结果表明饮

茶对中国人群患肺癌可能有一定保护作用，然而还

需更多大样本或者前瞻性队列研究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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