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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山病是我国一种特有独立的地方性心肌病，经多年的

综合防治，近年发病明显减少。本研究综合分析山东省克山

病和非克山病病区扩张型心肌病(DCM)的病情及发病相关

因素。

1．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根据《全国克山病监测方案(试行)》要求，

选择沂水、莒县、邹城、沂源、莒南、滕州、青州7个县(市、区)

作为克山病调查项目单位；按照《全国非克山病病区扩张型

心肌病调查实施方案》要求，选取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与

病区相似的高密市、博山区、淄川区、沂南县、苍山县、兖州

市、临邑县7个非克山病病区作为DCM调查项目单位。每

个项目单位随机选择2个乡(镇)，每个乡(镇)选择1个自然

村作为调查点；调查点内全部常住人口列为调查对象，以村

常住人口600人以上为宜，要求检诊率不低于80％。

(2)调查内容和方法：调查对象进行临床查体和心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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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记，可疑患者拍摄后前位x线胸片及心脏超声检查。统计

各调查点确诊的慢性克山病、潜在型克山病、DCM以及“类

潜在型克山病”(即非病区临床表现与病区潜在型克山病相

同，但不具备克山病流行特点的患者)检出情况及异常心电

图检m率、x线胸片心脏增大例数和心脏超声检查心腔增大

例数等。每个调查点选择男性20人(儿童和成年人各10

人)；采集头枕部毛发(距发根<2 cm，每份2 g)及小麦、玉米

各20份(每份200 g)和不同方位土壤8份测定内、外环境硒

含量。收集各调查点当地居民年人均收入及主食粮种类等

基本资料。

(3)硒含量测定方法：采用日立Z一8000型荧光分光光度

计，利用2、3二氨基奈荧光法测定硒含量。质控物质由中国

科学院上海原子能研究所提供。

(4)诊断标准：克山病诊断依据GB／T 210—2011；心电图

判定依据《临床心电图学》”1和《简明小儿心电图学》”1；DCM

诊断按照2007年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提出的“心肌

病诊断与治疗建议”标准。

(5)统计学分析：所有数据录入Epi Info数据库，应用

SPSS 11．5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用百分数(％)表

示，率的比较采用)C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互±s表示，均数比较

采用t检验。

2．结果：病情调查、内外环境硒含量检测、基本资料分析

结果见表1～3。

3．讨论：山东省是全国克山病重病区之一，发病经历了

高发年(1960—1979年)、低发年(1980一1989年)和基本控

制年(1990年至今)3个阶段【31。目前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下

降，病情相对稳定。本研究选择山东省7个克山病病区和7

个非病区，对12 812名居民进行临床查体(心电图、x线胸部

摄片和心脏超声检查)，确诊慢性克山病9例，潜在型克山病

98例，DCM 2例，类潜在型克山病111例。经统计学分析，非

表l 山东省两类地区克山病与心肌病调查

注：4慢性克山病与DCM比较；‘总检出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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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山东省两类地区内外环境硒含量测定(互±s，mg／kg)

表3山东省两类地区基本资料情况

病区心肌病总检出率与病区克山病总检出率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O．783)，但非病区DCM检出例数明显低于病区

慢性克山病检出例数(P=0．032)；病区与非病区心脏超声检

查各腔室增大例数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01)，但病区

异常心电图检出率明显高于非病区(P=0．001)，x线胸片检

查心脏增大例数也明显高于非病区(P=O．034)。说明病区

居民心肌受损危险程度高于非病区居民。

研究已证实，克山病发病与微量元素硒缺乏有一定关

系[4]。本研究通过内外环境硒含量检测证实，尽管在病区开

展了多年补硒、改水、换粮等综合性防治措施，非病区人群头

发、小麦、玉米、土壤等样品硒含量仍然明显高于病区(P<

0．001)。非病区居民年人均收入(6 758元)稍高于病区(6 079

·10l·

元)，尽管主食种类均为面粉，但非病

区食用其他粮食比例(12％)明显高于

病区(7％)，说明非病区整体生活水平

高于克山病病区。本次调查非病区居

民主食购入比例(16％)低于病区

(36％)，可能与病区长期以来采取的

防治措施宣传和健康教育促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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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1950--2012年的鼠疫患者资料进行流行病学分

析，并重点论述不同年龄组人群的发病特点，为鼠疫风险评

估提供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资料来源：中国各省区报告的鼠疫个案资料，收集有

年龄记载的患者2458例。

(2)统计学方法：年龄构成检验采用行×列表z2检验

和#分割法，发病趋势检验采用Daniel检验，统计学软件为

SPSS 19．0和Excel 2007。

2．结果：

(1)一般特征：对1950--2012年的鼠疫患者分析发现，

各年龄段均有发病，最小3月龄，最大95岁。随着年龄增大

发病总体呈减弱趋势(Daniel检验，rs=一O．976，P<0．001)，

11～20岁年龄组发病最多，占24．08％(592／2458)，≥7l岁发

病最少，占1．87％(46／2458)，见图1。

(2)不同疫源地分布特点：统计分析前，将患者数较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