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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调查成都地区女性乳腺癌危险因素 , 为确定高危人群 、提出预防措施提供依

据。方法　对过去3 年中成都地区经病理证实的乳腺癌265 例进行 1∶1 配对病例对照研究。结果

在单因素分析中 ,达到显著性水平的危险因素为行经期≥35 年 、服用避孕药 、良性乳腺疾病史 、被

动吸烟及常食用蜂王浆等 ,达到显著性水平的保护因素为哺乳及常食豆类食品。条件 lo gistic 多元

回归分析显示 ,重要的有统计学显著意义的乳腺癌危险因素是良性乳腺疾病史 、被动吸烟 ,重要保

护性因素是常食豆制品及哺乳。结论　成都地区女性乳腺癌重要危险因素为良性乳腺疾病史及

被动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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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 tect the risk facto rs of breast cancer in women living in Chengdu in

o rder to identify high risk population and to conduct proper interventions.Methods　A matched case-

control study was performed in 265 cases w ith breast cancer who lived in this area.Results　In the

univariate analy sis , menarche to menopause period ≥35 years , taking oral contraceptives , histo ry of

benign breast diseases , passive smoking , and sy rup drinking are th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isk factors of

breast cancer , whereas breast feeding and soybean food consumption are protective factors.Conditional

logistic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tha t histo ry of benign breast diseases and passive smoking are risk

factors while soybean food products and breast feeding are protective factors.Conclusion　The risk

factors of breast cancer in women living in Chengdu are history of benign breast diseases and passive

sm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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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过去 3年中我院就诊的成都地区

经病理证实的乳腺癌 265例进行了访谈 ,并

以年龄因素等 1∶1配对选取健康人群 ,进行

了病例对照研究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一 、病例及对照选择:所有病例选自我院

1994年6月 ～ 1997年6月住院手术 、病理诊

1　华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外科　成都 610041

2　华西医科大学临床流行病学资源培训中心

3　南京鼓楼医院

断证实为乳腺癌且家居成都地区的女性患

者 ,对照则选自病房内家属陪伴 、探视者或病

员的邻里朋友 ,或已证实为良性疾病的门诊

患者 。病例与对照比例为 1∶1 ,要求年龄相

差在 5岁以内 、居住地区相同 ,职业与文化水

平类似。

二 、调查内容:除一般人口学资料外 ,包

括月经 、生育史 、过去乳腺疾病史 、乳腺癌家

族史 、服避孕药物史 、主动与被动吸烟史 、饮

酒 、饮茶 、饮用蜂王浆及食用豆制品等变量。

三 、调查方法:由经过训练的调查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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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按格式化表格逐项询问填写。

四 、资料整理及分析:所有资料均输入微

机 ,应用 S TATA 软件进行配对统计分析。

危险度估计值用 OR及其 95%可信限表示 ,

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 ,对重要变量进行多

元条件 logistic回归分析。

结　　果

一 、一般资料:乳腺癌组 265 例 ,年龄

26 ～ 82岁 ,平均(47.2±9.4)岁 ,对照组 265

例 ,年龄 28 ～ 82 岁 ,平均(46.8±9.4)岁 ,两

组职业分布及文化程度一致。

二 、单因素分析:月经 、生育等因素与乳

腺癌的关系见表 1 。从表 1 可见 ,行经期≥

35年 、生育多于 2 胎次 、服避孕药及良性乳

腺疾病史是乳腺癌危险因素 ,而哺乳是保护

因素。月经初潮年龄 、绝经年龄及第一胎生

育年龄与乳腺癌发生无统计学联系 。烟酒茶

嗜好因素与乳腺癌的关系见表 2。从表 2可

见 ,被动吸烟是乳腺癌危险因素。主动吸烟

可增加患乳腺癌的危险性 ,饮酒及饮茶呈轻

度保护作用 ,但未达统计学显著水平。饮食

因素与乳腺癌关系见表 3。常食用豆制食品

有保护作用。常服用蜂王浆者危险度估计值

增加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鱼类食品及蔬菜

水果也可减少患乳腺癌危险性 ,但未达显著

水平 。

三 、条件 logistic 多元回归分析:将上述

重要的乳腺癌危险因素引入条件 logistic回

归分析 ,结果见表 4。从表 4可见 ,重要的有

统计学显著意义的乳腺癌危险因素是良性乳

腺疾病史 、被动吸烟 ,重要保护性因素是常食

豆制品及哺乳。用上述 4个变量建立 logist ic

模型 ,4个变量都仍然具有统计学意义 ,详见

表 5。

讨　　论

一 、关于月经 、生育 、哺乳 、乳腺良性疾病

史与乳腺癌的关系:不少研究报告月经初潮

年龄早 、绝经年龄晚 、行经期长是乳腺癌发生

的危险因素 ,认为是由于乳腺暴露于雌激素

的时间长所致[ 1] 。本研究中 ,单因素分析时

行经期≥35 年被证明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危险因素 , 与上述报道是一致的 。Minami

等[ 2]报告生育因素与乳腺癌的关系在不同

年龄组有所不同 ,而本组资料仅显示生育胎

次≥3与 1或 2胎次比较在单因素分析时增

加乳腺癌危险性。对服避孕药与乳腺癌的关

系各家报道差异较大 , 为此 1982 ～ 1988 年

WHO进行了肿瘤与甾体激素关系的国际性

协作研究 ,发现口服避孕药与乳腺癌有一定

相关性[ 3] ,本组单因素分析时也证实口服避

孕药者患乳腺癌危险性呈升高趋势 。
表 1　月经 、生育因素 、哺乳 、服避孕药及

良性乳腺疾病与乳腺癌的关系

类　别 乳腺癌组对照组 OR 95%CI(OR)

月经初潮年龄(岁)

　≥17 　　55 　60 1.00 　　-

　14～ 16 120 135 0.97 0.62～ 1.50

　≤13 90 70 1.40 0.87～ 2.27

绝经年龄(岁)

　≤44 17 23 1.00 　　-

　45～ 49 49 45 1.47 0.70～ 3.09

　≥50 35 30 1.58 0.72～ 3.47

行经期(年)

　<35 231 247 1.00

　≥35 34 18 2.78 1.30～ 5.95＊

第一胎生育年龄(岁)

　≤25 95 104 1.00 　　-

　25～ 29 142 137 1.13 0.79～ 1.63

　≥30 23 23 1.09 0.58～ 2.07

　未生育 5 1 5.00 0.58～ 42.79

经产妇生育胎次

　1或 2 77 107 1.00 　　-

　≥3 183 157 1.77 1.17～ 2.68＊

哺乳

　从未哺乳 61 42

　哺　　乳 204 223 0.59 0.36～ 0.94＊

服避孕药

　未服 206 226

　服用 59 39 1.80 1.10～ 2.93＊

良性乳腺疾病史

　无 204 246

　有 61 19 4.23 2.31～ 7.74＊

　　＊配对比较　P<0.05

本组哺乳显示一定的保护作用 ,与近年

的一些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多与哺乳期间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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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在一段时间内停止月经周期的组织学改

变 ,使卵巢功能相对“静止”有关[ 1 ～ 3] 。

在不少研究中乳腺良性疾病史显示与乳

腺癌有一定关联。Dupont 等
[ 4]
报告非典型

性乳腺增生妇女患乳腺癌的危险性4.3倍于

无乳腺增生疾病者。国内文献报告曾患乳腺

纤维腺瘤 、乳腺炎
[ 5 ,6]

妇女的 OR 值均 >

2.0 ,并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 ,本研究也证实

良性乳腺疾病为乳腺癌重要危险因素。
表 2　烟茶嗜好因素与乳腺癌关系

　嗜好因素 病例组 对照组 OR 95%CI(OR)

主动吸烟　无 　 259 　252

　　　　　有 13 6 2.75 0.87～ 8.65

被动吸烟　无 90 147

　　　　　有 175 118 2.54 1.74～ 3.72＊

饮　　酒　无 238 227

　　　　　有 27 38 0.66 0.38～ 1.14

饮　　茶　无 146 124

　　　　　有 119 141 0.73 0.52～ 1.02

　　＊ P<0.05

表 3　饮食因素与乳腺癌关系

食品因素 病例组 对照组 OR 95%CI(OR)

黄豆类食品

　偶食用 102 　 65

　常食用 163 200 0.71 0.57～ 0.89＊

鱼类食品

　偶食用 185 176

　常食用 80 89 0.84 0.57～ 1.24

蔬菜

　每日半斤以下 23 20

　每日半斤以上 242 245 0.72 0.49～ 1.05

脂肪

　少食用 139 139

　多食用 126 126 1.00 0.71～ 1.41

水果

　偶食用 101 83

　常食用 164 182 0.74 0.51～ 1.06

蜂王浆

　少或未服用 243 258

　常服用 22 7 2.64 1.34～ 7.36＊

　＊ P<0.05

　　二 、关于被动吸烟与乳腺癌的关系:被动

吸烟可对健康造成多种危害 ,且被动吸烟年

龄愈早危险愈大 。国内外均有报告被动吸烟

与乳腺癌有关[ 5～ 8] 。本研究再次证实被动

吸烟是有统计学显著意义的乳腺癌独立危险

因素 。

本课题对主动吸烟 、饮酒及饮茶与乳腺

癌的关系也进行了调查 ,但由于有此类习惯

的被调查对象较少 ,未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

三 、饮食因素与乳腺癌的关系:饮食因素

与乳腺癌的关系一般来说很微弱并且很复

杂 ,研究的难度很大 ,结论常常不一致[ 9] ,但

基础研究确提供了客观证据
[ 10]

。本研究表

明 ,喜食豆制品是有显著意义的保护性因素 ,

喜食鱼类和蔬菜水果有微弱保护作用。这些

结果提示合理的饮食结构对预防乳腺癌有一

定作用。
表 4　乳腺癌危险因素的条件 logistic回归分析

危险因素 OR 95%CI(OR) P 值

行经期≥35年(是 1 ,否 0) 2.33 1.03～ 5.62 0.059

生育胎次≥3 1.61 0.99～ 2.59 0.051

良性乳腺疾病史(有 1 ,无 0) 4.14 2.15～ 8.00 0.000

服避孕药(服用 1 ,未服 0) 1.54 0.88～ 2.74 0.137

被动吸烟(有 1 ,无 0) 2.21 1.43～ 3.41 0.000

饮蜂王浆(有 1 ,无 0) 2.28 0.35～ 5.75 0.082

豆制品(喜食 1 ,少或无 0) 0.58 0.36～ 0.92 0.020

哺乳(哺乳 1 ,未哺乳 0) 0.55 0.31～ 0.97 0.039

　　P<0.05

表 5　乳腺癌独立危险因素的多元条件

logistic回归分析

危险因素 OR 95%CI(OR) P 值

良性乳腺疾病史(有 1 ,无 0) 4.50 2.34～ 8.63 0.00

被动吸烟(有 1 ,无 0) 2.49 1.65～ 3.77 0.00

哺乳(有 1 ,无 0) 0.56 0.33～ 0.95 0.03

豆制品(喜食 1 ,少或无 0) 0.56 0.36～ 0.87 0.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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