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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室内环境污染对哮喘及哮喘样症状的影响%方法
!

通过成组涉及的病例对照流行病

研究方法选取
;93#

年
3

月至
;934

年
7

月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呼吸内科病房和门诊确诊为哮喘的患者
399

例

为病例组!同时选取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其他科室无过敏性疾病与呼吸疾病的社区居民
;99

例为对照组%病

例对照分析和
A)

/

'Z.'$

回归分析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两组室内环境"被动吸烟&房屋类型&住房

面积&装修&床褥晒频率&起居室地面材料&厨房卧室分开&排烟抽油&取暖&宠物或家禽&养花$!职业!吸入史及

居住类型等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94

$%对室内环境危险因素的多因素
A)

/

'Z.'$

回归分析发现*燃煤&

房屋平房&装修材料劣质&养动物&不勤晒床褥是引起人哮喘的独立室内环境危险因素"

!

$

9:94

$%结论
!

平房

住房&装修&养动物&不勤晒床褥等与哮喘发生可能存在联系!加重哮喘!与生物燃料的燃烧&被动吸烟等尤其相

关!人们应加强对哮喘室内危险因素的防范意识和预防措施%

!关键词$

!

室内环境#哮喘#流行病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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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是一种有多细胞和细胞分组参与的气道慢

性炎症为特点的常见呼吸道疾病&该类疾病的典型症

状为反复发作"胸闷"气喘"咳嗽#

3

$

!近年来我国每年

哮喘病的发病率居高不下&而且呈逐渐上升趋势&且

具有年轻化的趋势!

;937

年&我国哮喘病患病人数高

达
;499

万#

;

$

!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黔北地区成人

哮喘的患病率为
3:8N

&成人哮喘及哮喘相关症状总

患病率为
3!:3N

#

!

$

&根据医学临床研究发现&造成哮

9##!

重庆医学
;938

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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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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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发病率提升的因素并非只和遗传因素和哮喘病诊

疗技术水平有关!环境污染对于哮喘病的影响已经

被逐渐证实#

#

$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居住

环境也在相应改善&建筑物的封闭性提高&室内通风

不畅&类型多样的装修材料污染"室内活动的习惯"室

内的环境特征等都和我国居民哮喘病发病率的提升

有着密切的联系#

4"7

$

!目前室内环境与人类健康的关

系已经成为学术界广泛研究的课题!本文以室内环

境为切入点&以遵义地区为研究区域%市区内以遵义

市为研究范围&农村地区以遵义市凤岗县为研究范

围'借助于多种科学方法和实践调研分析来探讨室内

环境因素对哮喘病及哮喘病症的影响!

!

!

对象与方法

!:!

!

对象
!

根据课题组前期研究选取
;93#

年
3

月

至
;934

年
7

月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呼吸内科病房和

门诊确诊为哮喘患者
399

例为病例组&同时选取遵义

医学院附属医院其他科室无过敏性疾病%如哮喘"过

敏性鼻炎和过敏性皮炎等'与呼吸疾病的社区居民

;99

例为对照组!纳入标准)哮喘患者&在目前居住环

境中居住时间
;

年以上&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

会哮喘诊断标准#

<

$

!%

3

'反复发作喘息"气急&胸闷或

咳嗽&多与接触变应原&冷空气"物理"化学性刺激及

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运动等有关(%

;

'发作时在双肺

可闻及散在或弥漫性&以呼气相为主的哮鸣音&呼气

相延长(%

!

'上述症状和体征可经治疗缓解或自行缓

解(%

#

'除外其他疾病所引起的喘息"气急&胸闷或咳

嗽(%

4

'临床表现不典型者%如无明显喘息或体征'&应

至少具备以下
3

项试验阳性)

*

支气管激发试验或运

动激发试验阳性(

+

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
c1̂

3

增加

大于或等于
3;N

&且
c1̂

3

增加绝对值大于或等于

;99+A

(

,

呼气流量峰值%

M1c

'日内%或
;

周'变异

率大于或等于
;9N

!符合
3

!

#

条或
#

"

4

条者&可诊

断为哮喘!

!:"

!

方法
!

本次调查方法采用最新全国统一的流行

病学调查问卷.室内环境与居民健康状况调查表/&进

行自填式问卷调查#

8

$

&对于有哮喘可疑症状者&由调

查员进行第
;

次询问式调查!调查员均经过流行病

学调查知识培训并考核&并依照相应的问卷填写要求

和诊断标准来配合调查&严格按诊断标准纳入&排除

他病&减少+现患病例
"

新发病例偏倚,和+回忆偏倚,&

尽量选择新发病例!同时&对于问卷信息均由呼吸专

科医师负责审核&凡是存在漏选"误选的问卷均予以

及时纠正&对不合格问卷作废处理!

!!

问卷主要收集的信息包括#

>

$一般社会人口学特

征"疾病健康状况"吸烟史"室内环境状况"职业接触

史及家族史等信息!对非过敏性"药物控制及带有类

似症状的特异性严重疾病进行排除!包括
!

类可能

与成人哮喘有关的危险因素!%

3

'室内环境因素)如

住房类型&现住房面积"装修&床褥晾晒频率&起居室

地面"厨房与卧室分开"室内油烟污染"冬天取暖方

式"家中养家禽或小动物等!如对于住房面积的大小

划分主要以
399

平往上&以
;9

平递增&分别计算不同

住房面积的影响情况(对于装修来说&选材用料的质

量优劣作为评定标准&装修材料中的甲醛含量依据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等
#

部法规

对民用建筑内释放的甲醛含量作为参考和评定标准!

%

;

'职业接触因素)如粉尘"有害化学物或气体的职业

接触(%

!

'吸入史)有无吸烟!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EMEE;9:9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

; 检验(单因素分析采

用两样本间
!

;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
A)

/

'Z.'$

多元回

归分析&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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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一般情况
!

两组在性别"民族"婚姻"学历"

OFC

"经济收入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9:94

'&

见表
3

!

表
3

!!

两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比较"

%

#

项目 对照组%

%P;99

' 病例组%

%P399

'

!

;

!

性别
3:;!7

"

9:94

!

男
394 <;

!

女
>4 ;8

民族
9:998

"

9:94

!

汉族
3#4 <;

!

少数民族
44 ;8

婚姻
3:49<

"

9:94

!

未婚
398 4#

!

离异
;9 33

!

已婚
<; !4

学历
9:7><

"

9:94

!

初中及以下
7> !#

!

高中
3;# 7;

!

本科及以上
< #

OFC

%

\

/

*

+

;

'

;:>7#

"

9:94

!$

38:4 ;; 39

!

38:4

!

;4:9 374 8!

!"

;4:9 3! <

经济收入%元'

!:997

"

9:94

!"

4999 39> 4#

!&

4999 >3 #7

":"

!

哮喘的流行病学调查的单因素分析
!

两组吸烟

情况"装修材料劣质"床褥晒频率"养动物"燃料"平房

3##!

重庆医学
;938

年
>

月第
#<

卷第
;7

期



房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94

'&见表
;

!

":#

!

哮喘的流行病学调查的多因素分析
!

吸烟的多

因素
A)

/

'Z.'$

分析
!

被动吸烟及吸烟是引起哮喘的

危险因素&见表
!

!平房住房"装修材料劣质"养动物"

不勤晒床褥是引起人哮喘的独立室内环境危险因素&

见表
#

!燃煤是引起人哮喘燃料的危险因素&结果见

表
#

!

表
;

!!

哮喘的流行病学调查的单因素分析!

%

"

N

#$

项目 对照组%

%P;99

' 病例组%

%P399

'

!

;

!

吸烟情况
4<:#;3

$

9:94

!

被动吸烟
#>

%

;#:4

'

7;

%

7;:9

'

!

吸烟
3;9

%

79:9

'

34

%

;3:9

'

!

不吸烟
!3

%

34:4

'

;!

%

;!:9

'

房屋类型土坯
3:7;< 9:;9;

!

是
;

%

3:9

'

!

%

3!:9

'

!

否
3>8

%

>>:9

'

><

%

8<:9

'

住房宽敞
3:9>4 9:;>4

!

否
#4

%

;;:4

'

;8

%

;8:9

'

!

是
344

%

<<:4

'

<;

%

<;:9

'

装修材料劣质
3>:8;>

$

9:94

!

是
78

%

!#:9

'

73

%

73:9

'

!

否
3!;

%

77:9

'

!>

%

!>:9

'

床褥晒频率
79:4>!

$

9:94

!

每月不少于
3

次
34!

%

;7:4

'

!9

%

!9:9

'

!

每月少于
3

次
#<

%

<!:7

'

<9

%

<9:9

'

起居室地面材料地毯
9:7!7 9:#;4

!

是
#9

%

;9:9

'

;#

%

;#:9

'

续表
;

!!

哮喘的流行病学调查的单因素分析!

%

"

N

#$

项目 对照组%

%P;99

' 病例组%

%P399

'

!

;

!

!

否
379

%

89:9

'

<7

%

<7:9

'

厨房卧室分开
9:4>> 9:#!>

!

是
3>;

%

>7:9

'

>#

%

>#:9

'

!

否
8

%

>7:9

'

7

%

7:9

'

排烟抽油
9:4!9 9:#77

!

是
3<7

%

88:9

'

84

%

84:9

'

!

否
;#

%

3;:9

'

34

%

34:9

'

燃料
47:#87

$

9:94

!

燃煤
;3

%

39:4

'

#!

%

#!:9

'

!

生物燃料
!!

%

37:4

'

37

%

37:9

'

!

液化气
3;;

%

73:9

'

;;

%

;;:9

'

!

电
37

%

8:9

'

3;

%

3;:9

'

!

混合燃料
8

%

#:9

'

<

%

<:9

'

养动物
8:7;<

$

9:94

!

是
;7

%

3!:9

'

44

%

44:9

'

!

否
3<#

%

8<:9

'

#4

%

#4:9

'

养花
3:;99 9:;<!

!

是
<3

%

8<:9

'

#;

%

#;:9

'

!

否
3;>

%

3!:9

'

48

%

48:9

'

接触粉尘"化学物"气体
9:488 9:##!

!

有
!3

%

34:4

'

3>

%

3>:9

'

!

无
37>

%

8#:4

'

83

%

83:9

'

平房房屋
49:!>3

$

9:94

!

是
87

%

#!:9

'

87

%

87:9

'

!

否
33#

%

4<:9

'

3#

%

3#:9

'

表
!

!!

吸烟情况的多因素
A)

/

'Z.'$

分析

变量
S M(D( 80?I M6

1

( D"

@

%

S

'

>4NG3

下限 上限

被动吸烟
!:;9# 3:98< 3!:93! 9:999 3!#:9#9 39:9!> !>8:;!<

吸烟
#:749 3:8>; ;:!3< 9:993 ;:!#9 3:<;; ;:>47

不吸烟
L3:!<# 9:87< ;:43; 9:;#3 9:>8< 9:7<; ;:>98

表
#

!!

哮喘的流行病学调查的多因素分析

变量
S M(D( 80?I M6

1

( D"

@

%

S

'

>4NG3

下限 上限

燃煤
!:83> 3:!#< 3!:48! 9:999 33;:9#9 >:99< !#4:;!<

生物燃料
L3:749 9:7;! #:!3< 9:!!3 9:343 9:!;; ;:>47

液化气
L!:3#4 9:<7# 7:;!3 9:97# 9:<7; 9:3#! 3:!#;

电
L#:7<# 3:;9! 38:<>9 9:!8! 9:8#3 9:;!> 3:434

混合燃料
3:<>3 9:483 39:;8< 9:#<! 39:;89 9:!38 ;3:<33

平房房屋
3:478 9:!;7 39:8>9 9:99; >:99< ;:7<!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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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哮喘的流行病学调查的多因素分析

变量
O E:1: d%J6 E'

/

: 1_

X

%

O

'

>4NG3

下限 上限

装修材料劣质
!:44! 3:88< ;!:3!9 9:999 3;:4<9 #:9<9 !3:;7>

养动物
#:<<3 3:9<7 3>:743 9:999 9:998 9:993 9:9<9

不勤晒床褥
3:3>; 9:4;7 33:;;> 9:9;7 9:!9# 9:398 9:84;

#

!

讨
!!

论

!!

黔北地区处于贵州省煤烟地质储藏地带北部&有

烟煤与无烟煤储量较为丰富!再加上经济条件的限

制&遵义农村经济欠发达地区多以煤炭为燃料&特别

是遵义凤岗县等贫困地区&农村人口众多&

89N

以上

的家庭烹饪和取暖时主要使用燃煤#

39"3;

$

&煤燃烧所释

放出的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烟尘"放射性飘尘"氮氧

化物等不仅会加剧外在的大气污染&而且导致室内的

空气有毒害物质富集&长期生活在该环境中会对呼吸

道系统造成难以逆转的损害&这一特点是黔北地区的

主要环境问题#

3!

$

!黔北地区为我国西部老工业基地&

城市地处山间盆地&静风频率高&逆温现象普遍&大气

自净差&空气中吸入性颗粒物浓度长期居高不下&且

住房结构封闭性日益提升&室内通风性极差的缺点进

一步增加了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烟尘"放射性飘尘"

氮氧化物的密度#

3#

$

!黔北地区室内燃煤污染带来的

健康危害不容忽视!本研究显示&燃煤"房屋平房"装

修材料劣质"养动物"不勤晒床褥"被动吸烟是引起人

哮喘的独立室内环境危险因素!与上述观点一致!

与此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室

内居住环境的要求也在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注重室内装修#

34

$

!经过对装修公司和市场调研分析

发现&受经济条件的限制&黔北地区的室内装修所选

取的装修材料质量不高!同时市面上并没有对室内

装饰的有毒物质含量进行检测&不合格的装修材料十

分普遍!这些室内装修造成了大量的甲醛等有害有

毒物质密度增加&可诱发人体多种疾病&尤其是呼吸

道疾病#

37

$

!本研究显示&装修材料劣质是引起人哮喘

的独立室内环境危险因素!甲醛属于一种十分最常

见的醛类物质&长期接触含有甲醛的空气可出现记忆

力减退"嗜睡等神经衰弱症状&是室内空气中的主要

污染物&也是反映室内空气污染状况的较敏感的指

标!如果成年人长期居住和暴露在含有甲醛的屋子

里&极容易产生一系列呼吸系统相关的疾病#

3<

$

!据相

关药物学研究文献资料表明&甲醛是刺激人体呼吸道

并诱使呼吸道疾病发病率提升的主要物质&室内高浓

度甲醛与哮喘有关#

38

$

!本研究结果还证实住房是平

房也同样是哮喘呼吸道疾病的诱发因素&这可能是因

为平房室内环境条件差%如厨房无排烟设备&排烟渠

道通向墙内烟道等'&室内燃料燃烧产生的室内污染

物诱发和加重了哮喘!另外&平房通风透光差&室内

相对较潮湿&滋生尘瞒和菌是诱发哮喘发作的重要因

素之一!

另外&黔北地区的新建住房建筑结构出现变化&

密封性更强&空气不流通!动物的变应原易于在空气

中传播&特别是猫&因猫的变应原是强烈的气道致敏

剂&主要的致敏蛋白除唾液外&在猫毛"皮质分泌物及

尿液中均被发现!本研究发现黔北地区哮喘患者养

家禽或小动物比例较高&多因素分析结果与上述观点

一致!

目前国际公认的潜在室内变应原和哮喘呼吸道

疾病的诱发因素主要是室内的尘螨#

3>

$

!有研究显示

室内的尘螨和霉菌是诱发哮喘呼吸道疾病的重要因

素!另外研究证实&对室内环境中的危险因素实施相

应的干预措施&如经常性打开窗户通风透气以控制室

内霉菌密度&经常性晾晒被褥以减少室内尘螨浓

度#

;9

$

&干预组哮喘无症状明显多于对照组!本研究显

示&多晒被褥可以降低室内哮喘的发生&可减轻哮喘

的症状&降低哮喘的发生率&是其独立保护因素!可

能是因为保持床褥的干燥减少了尘螨和霉菌的滋生&

以及室内尘螨的浓度!

综上所述&燃煤"房屋平房"装修材料劣质"养动

物"不勤晒床褥等与哮喘发生可能存在联系&是其发

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可能会加重哮喘的发生!应加强

对支气管哮喘防范意识&注意烹饪燃料及装修材料的

绿色选择&注意装修时间&加强通风换气&经常晾晒床

褥&对爱好养动物的人士进行健康教育&降低哮喘的

发作&提高患有哮喘倾向和伴有特应性体质儿童的家

庭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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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 1UC^

&

2M2A2 U R

&

CI1R ^ ]:B$$Y

X

%.')(%J

%Z.5+%

)

6'%

/

()Z.'$$5%JJ*(

/

*Z%(6+%(%

/

*+*(.6'J*++%Z

#

Q

$

:0Y&&B

X

'(MYJ+ F*6

&

;93<

&

;!

%

;

')

3<<"38!:

#

3;

$

?RRCBA2"F?mB̀ M

&

ACb

&

F2R1S̀ TIS

&

*.%J:S5*

_*()*Z.&)

/

*(Z,'

X

5*()J"2%(6()(

-

J

X

5*()J6'VV*&*(.'%JJ

-

&*

/

YJ%.*+*.%JJ)

X

&).*%Z*"+*6'%.*6Z5*66'(

/

)V1@cRJ'

/

"

%(6Z

#

Q

$

:Q0*JJM5

-

Z')J

&

;938

&

;!!

%

!

')

;;#<";;47:

#

3!

$顾希茜&段红梅&向莉
:

儿童哮喘控制测试在门诊定期随

访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Q

$

:

中华护理杂志&

;93#

&

#>

%

4

')

7;4"7;8:

#

3#

$

G?2]@0D

&

ACd

&

G̀2]@Dc

&

*.%J:2(.'"'(VJ%++%"

.)&

-

%$.'['.'*Z)V@Y%(

/

"M5*&*.'+%*_.&%$.'(J'

X

)

X

)J

-

Z%$"

$5%&'6*"Z.'+YJ%.*6R2d;7#:<+Y&'(*+%$&)

X

5%

/

*Z

#

Q

$

:

OF00)+

X

J*+*(.2J.*&(F*6

&

;938

&

38

%

3

')

#7:

#

34

$

0B?S?R1Q

&

O1]"EGBEG2] F

&

MC]12?02

&

*.%J:

R'Z\)V%JJ*&

/

'$$)(6'.')(Z'($5'J6&*(,)&(.)W)+*(W'.5

Z

-

Z.*+'$JY

X

YZ*&

-

.5*+%.)ZYZ

#

Q

$

:2&.5&'.'Z 0%&* R*Z

%

G),)\*(

'&

;938

&

<9

%

;

')

!34"!3>:

#

37

$

2]SC0U

&

Q1AC0C0Q

&

SR2QTB̂ C0@

&

*.%J:CZ'.

X

)ZZ'"

,J*.)'+

X

&)[*

X

&)

/

()Z.'$[%JY*)V]00]"CMC'(

X

%.'*(.Z

W'.56'VVYZ*J%&

/

*O$*JJJ

-

+

X

5)+%

-

S5*

X

&)

/

()Z.'$Z'

/

"

('V'$%($*)V$)+)&,'6'.'*Z

#

Q

$

:2((G*+%.)J

&

;938

&

><

%

;

')

;7<";<7:

#

3<

$

dRC@GSAE

&

RCc2E"EGCF2]EA

&

BT1] 1

&

*.%J:

M&*(%.%J%(6*%&J

-

A'V*V&Y$.)Z*

&

V&Y$.)Z*"$)(.%'('(

/

,*["

*&%

/

*Z

&

%(6 +'6$5'J65))6%Z.5+%

#

Q

$

:2(( 2+ S5)&%$

E)$

&

;938

&

34

%

;

')

;3<";;#:

#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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