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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吸烟对CYP2E1遗传变异与小细胞肺癌发病风险的

影响：吸烟分层分析表明，未吸烟人群中，至少携带1

个一1239C等位基因者与未携带者相比，患小细胞肺癌的风

险降低41％(OR=O．59，95％CI：0．35～0．99)；在吸烟人群

中，一1239G／C变异并不影响小细胞肺癌的发病风险(OR=

0．81．95％CI：0．48—1．37)，见表3。

表3 CYP2E1基因型与小细胞肺癌发病风险关系的

吸烟分层分析

注：表内数据分子为病例，分母为对照

3．讨论：国内有很多CYP2E1—1239G／C多态性与肺癌

发病风险相关的报道，由于研究样本量较少，结果不尽相

同。叶蔚云等妇1在包括58例肺癌病例的研究中报道

CYP2E1—1239G／C多态性并不增加肺癌发病风险。石云

等o’对120例肺癌患者及相应对照进行研究，发现CYP2E1

—1239GG基因型携带者比一1239GC／CC基因型携带者肺癌

发病风险高2倍。本研究在增加样本量的同时，针对肺癌中

的特定类型小细胞肺癌进行研究，发现仅携带1个一1239C等

位基因的个体罹患小细胞肺癌的风险较GG基因型携带者低

30％。

吸烟分层结果显示，未吸烟人群至少携带1个C等位基

因的个体对肺癌具有保护作用；在吸烟人群中，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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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P2E1—1239G／C多态性对小细胞肺癌发病有影响。李代

蓉等[41报道一1239GG基因型的吸烟者患肺癌的风险明显高

于一1239C等位基因携带者个体。Wang等”1对不吸烟的中国

人群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一1239C等位基因携带个体患肺癌风

险下降。吸烟与CYP2E1—1239G／C多态性对小细胞肺癌发

病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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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属于国际合作项目社区健康干预(CIH)项目基

线调查的一部分，旨在了解杭州市企业职工慢性病相关指标

异常率及其影响因素。

1．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为杭州市下城、拱墅、西湖区12家企事业

单位在岗职工，企业类型包含机械制造、餐饮服务、电子商

务、行政管理等行业。采取职工自愿应答原则，最终调查在

岗职工2066名，占总职工人数的36．3％。

(2)调查方法：采用CIH项目组统一设计的健康调查问

卷。利用标准度量尺及经矫正后的体重仪测量身高、腰围、

皮褶厚度及体重等指标；利用标准腕式电子血压计测量血

压、心率，其中血压测量3次，心率测量2次；利用生化检测仪

测量血脂类相关指标。

(3)相关定义：①食用相关食物每周>3 d为经常食用，

余则为较少食用；②吸烟为现在每天或几乎每天吸；③规律

性运动为每周≥5 d，每天至少30 min的中等和／或高强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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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力活动；④饮酒为每天至少喝一听或1／5瓶葡萄酒(黄酒)

或≥50 ml白酒；⑤超重为BMI，>24 kg／m2；⑥腰围异常为腰

围男性≥85 cm、女性>／80 cnl；⑦心率异常为心率<60或>

100次／分；⑧高血压为3次非同时测量DBP／>90 mm Hg或

SBP≥140 mm Hg；(r9)TG≥2．26 mmol／L、TC>／6．22 mmol／L、

LDL—C≥4．14 mmol／L、HDL—C≤1．04 mmolfL定义为单纯指

标异常，该4项指标中任意一项或多项异常定义为血脂异

常；⑩血糖异常为FPG>一6．1 mmol／L。

(4)统计学分析：应用SPSS 1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人群

分布比较采用f检验，影响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

2．结果：

(1)不良行为率、健康指标异常率：HDL．C、BMI、腰围、

TG、FPG、DBP的异常率分别为44．07％、28．12％、25．84％、

8．58％、8．28％、7．24％，而SBP等4项指标异常率低于5．0％；

男性BMI、腰围、SBP、DBP、TG、HDL．C、FPG异常率均高于

女性(P<o．05)，而女性心率异常率高于男性(P<0．05)；肱三

头肌、肩胛下皮褶厚度分别为(14．87±6．70)cm、(18．38±

6．73)Clll。缺乏规律性运动、不经常食用水果、蔬菜率分别达

到66．1％、51．4％、33．1％；而吸烟、经常性吃零食率分别为

25．2％、23．2％；经常性食用高糖、脂、盐的率分别为19．7％、

11．3％、16．1％。

(2)高血压、血糖异常及血脂异常的人群分布：高血压、

血糖异常及血脂异常总检出率分别为8．7％、8．3％、50．5％，其

中男性高血压、血脂异常、血糖异常检出率均高于女性；高学

历企业职工更易罹患血脂异常，而低学历更易罹患血糖异

常；随着年龄的增加，血糖异常及高血压检出率显著升高

(P<0．05)，见表1。

表1杭州市部分企业职工高血压、血糖异常

及血脂异常人群分布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检出率(％)

(3)血脂异常的影响因素分析：将血脂异常与否作为应

变量，将性别、年龄、学历作为可能的混杂因素，将6种体检

指标异常与否及10种日常行为因素发生与否作为研究因

素，分别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经逐步回归

分析结果见表2。

表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注：BMI<18．5 kg／m2=1。18．5 kg／m2≤BMI<24 kg／m2=2，

24 kg／m2≤BMI<28 kg／m2=3．BMI≥28 kg／m2=4；男性=1，

女性=2；不吸烟=1，吸烟=2

3．讨论：本次调查表明，杭州市部分企业职工HDL．C异

常率及血脂异常检出率>40％，BMI、腰围异常率>25％，不

经常摄入水果蔬菜比例也高于国内人群报道。血脂异常

检出率高，除与我国人群特有的血脂异常类型(高TG和低

LDL．c)外亦与增长的患病率有关；反映肥胖的BMI、腰围指

标异常可能与目前膳食结构改变和体力活动减少有关⋯。

本文调查对象的年龄大多<50岁，由于生理、环境等因素影

响，中青年男性人群大部分慢性病指标异常率高于女性，但

女性进入更年期后，体内各种激素水平及机能出现急剧变

化，导致性别间指标异常率尚无差异甚至女性高于男性，这

可能是本研究男性BMI等7项指标异常率及高血压、血糖异

常和血脂异常检出率高于女性的原因。随着年龄的增加，高

血压与血糖异常检出率均呈增高趋势，符合常见慢性病患病

率与年龄呈正相关的一般规律。相对低学历，高学历更易罹

患血脂异常，这与报道相符乜1，可能与高学历人群所从事的

职业性质、生活条件有关。本次调查还显示肥胖和吸烟可能

为血脂异常的危险因素。有研究证明吸烟能提高TG、

LDL．C及降低HDL．C水平且存在明显相关关系口3。美国国

家营养与健康调查显示，超重组血脂异常患病率明显高于

正常体重组，且随BMI的增加而上升，许多研究也有类似报

道¨1。本研究属于横断面研究，调查方式采用调查对象自愿

自填形式，其数据代表性可能存在一定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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