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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儿外科门诊就诊的 )## 例非肿瘤'非遗传性免疫C内分泌疾病患儿作为对照组%进行病例对照研究& 通过问

卷调查的方式记录两组儿童及其父母的基本特征'日常行为生活方式及环境暴露'父母孕期暴露情况和家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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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及多因素16D0:805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分析%并计算!""&)E#$#

值& 结果!按时预防接种"!"F#G#')%&)E#$!#G#%% B#G"$'#是儿童患急性白血病的保护因素%而儿童患传

染病"!"F%G&'&%&)E#$!"G#'" B2G*(##'感冒次数增加"!"F"G**"%&)E#$!$G**" B(G"*)#'农药C杀虫剂

接触"!"F'G$**%&)E#$!"G%#( B"'G&%'#以及母亲孕期挥发性物质接触"!"F$G'2(%&)E#$!$G"#* 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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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物质接触可能与儿童急性白血病发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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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白血病是最常见的儿童恶性肿瘤%严重影

响儿童的生命健康($%")

& 随着诊疗技术的进展%儿

童白血病的病死率逐渐降低%然而其发病率却逐年

增高(%)

& 儿童白血病的发病%除了与感染因素以及

遗传易感性有关%环境因素也同样重要%如新型材料

及各种化学制品的暴露& 目前研究较多的白血病环

境危险因素包括电离及非电离辐射'苯等化学制剂'

农药'杀虫剂'吸烟'病毒感染等(()

& 本研究重点关

注上述环境因素%利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并

分析其与儿童急性白血病发病的相关性&

=4对象与方法

=>=4研究对象!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以 "#$(-

#( B"#"#-#'本中心收治的初发急性白血病患儿)%"例

作为病例组%诊断年龄为 # B$* 岁%经骨髓组织病理

学'免疫分型'细胞遗传学明确诊断& 同时期选取本

中心儿内科及儿外科门诊就诊的 )## 例非肿瘤'非

遗传性免疫C内分泌疾病患儿作为对照组& 对照组

儿童就诊的主要疾病包括!常见的呼吸道及消化道

疾病'斜颈'骨折以及健康体查& 两组儿童均排除其

他血液系统疾病'免疫C内分泌相关性疾病及先天性

疾病&

=>?4调查内容与方法4采用自行编制的调查问卷%

由统一培训并合格的调查员对符合纳入标准的病例

组与对照组儿童的父母或监护人进行面对面访谈式

调查或线上问卷调查& 调查表主要包括儿童及其父

母的基本特征'患儿及父母日常生活方式及环境暴

露'父母孕期暴露情况'家族肿瘤或其他疾病史以及

家庭室内室外暴露情况& 其中%基本特征包括儿童

性别'年龄'出生体重'分娩方式'出生孕周和父母的

生育年龄'民族'平均月收入及文化程度等$儿童及

父母日常行为生活方式主要包括传染病史"麻疹'水

痘'腮腺炎'结核'肝炎等#'按时预防接种'喂养方

式'农药C杀虫剂接触'放射性检查'父母吸烟史'饮

酒史等$父母孕期暴露情况主要包括母亲流产史及

死胎C死产史'母亲孕期疾病史"哮喘'中重度贫血'

高血脂'先兆流产'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及

其他妊娠期异常#'母亲孕期被动吸烟'母亲孕期服

药史'母亲孕期挥发性物质接触"喷雾杀虫剂'香烟

味'烧香味'蚊香味#'父母孕期放射性检查'烫C染

发情况$家庭室内室外暴露情况主要包括人均居住

面积'室内装修'近 $ 年有新添置家具'患儿卧室有

电器'住宅周围有高压电线'住宅周围有工厂& 变量

赋值见表 $&

表 $!主要调查项目的赋值方法

!调查项目 !赋值方法

喂养方式
$ F母乳喂养$" F混合喂养$

% F人工喂养

分娩方式 $ F顺产$" F产钳助产$% F剖宫产

出生孕周
$ F]%2 周$" F%2 B(" 周$

% F (̂" 周

儿童感冒次数 $ F

!

) 次C年$" F )̂ 次C年

儿童传染病史 # F无$$ F有

儿童按时预防接种疫苗 # F无$$ F有

儿童放射性检查 # F无$$ F有

儿童农药C杀虫剂接触 # F无$$ F有

父母的生育年龄 $ F]")岁$" F") B%)岁$% F %̂)岁

父母的文化程度
$ F小学及以下$" F初中及中专$

% F高中及大专$( F本科及以上

父母的平均月收入
$ F]( )## 元$" F( )#$ B& ### 元$

% F &̂ ##$$( F无工作

父母的民族 $ F汉族$" F其他民族

母亲流产史 # F无$$ F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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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调查项目 !赋值方法

母亲死胎C死产史 # F无$$ F有

母亲孕期用药史
# F无$$ F解热镇痛药$" F避孕药$

% F中成药C中药$( F其他或不知道

母亲孕期挥发性物质接触 # F无$$ F有$" F不清楚

父母饮酒史 # F无$$ F有

父母吸烟史 # F无$$ F有

母亲孕期被动吸烟 # F无$$ F有

父母孕期c线检查 # F无$$ F有

父母孕期C孕前烫C染发 # F否$$ F有

家族血液C肿瘤病史 # F无$$ F有

家族中其他疾病史 # F无$$ F有

人均居住面积
$ F]$) .

"

$" F$) B%# .

"

$

% F %̂# .

"

家庭室内装修 # F无$$ F有

近 $ 年有新添置家具 # F无$$ F有

儿童卧室有电器 # F无$$ F有

住宅周围有高压电线 # F无$$ F有

住宅周围有工厂 # F无$$ F有

=>@4统计学方法4应用 ?Z??")G# 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处理%采用单因素
!

" 检验和多因素16D0:805回归

模型分析影响儿童急性白血病发病的环境危险因

素%并计算 !""&)E#$#值& 由于不同项目缺失人

数不同%各调查项目总例数有所差异%缺失数据不参

与相应的统计分析& H]#G#)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结果

?>=4两组儿童及父母的基本特征比较!在病例组中%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5;8M1S.N>6O1/:8051M;QM.0/%

Idd#有 ($& 例"2'G2*E#%急性髓系白血病"/5;8M

.SM1607 1M;QM.0/%IXd#有 $$%例""$G"(E#& 两组儿

童在性别'年龄'出生体重以及母亲民族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H #̂G#)#& 而两组儿童在分娩方式'

出生孕周'喂养方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G#)#&

另外%病例组儿童父亲为少数民族的比例较对照组

高%而对照组儿童父母的平均生育年龄'文化水平以

及平均月收入均高于病例组"H]#G#)#& 见表 "&

?>?4两组儿童日常行为方式及环境暴露情况比较

采用单因素
!

" 检验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对照组儿童

按时接种疫苗的比例明显高于病例组"H]#G#)#&

而病例组儿童感冒及常见传染病的患病率较对照组

高%且更多地接触到农药C杀虫剂"H]#G#)#& 两组

儿童在放射性检查方面也存在差异%但对照组儿童

的放射性检查率高于病例组"H]#G#)#& 见表 %&

表 "!两组儿童及父母的基本特征比较!E"1I1#$

组!别
性别 年龄"岁# 出生体重"QD# 喂养方式

男 女
!

) )̂ ]"G) "G) B( (̂ 母乳喂养 混合喂养 人工喂养

病例组
)&G22

"%$'C)%"#

(#G"%

""$(C)%"#

*%G)#

"%%(C)"*#

%*G)#

"$&"C)"*#

*G"2

"%%C)"*#

'&G&"

"(2%C)"*#

%G'#

""#C)"*#

))G$'

""&%C)%$#

%#G%"

"$*$C)%$#

$(G)#

"22C)%$#

对照组
)(G&$

""2(C(&&#

()G#&

""")C(&&#

*'G(#

"%("C)###

%$G*#

"$)'C)###

'G*"

"(%C(&&#

'2G)'

"(%2C(&&#

%G'$

"$&C(&&#

)%G'#

""*&C)###

%2G*#

"$''C)###

'G*#

"(%C)###

!

"

"G(&" "G2(# "G#)* $$G'"*

H #G$$( #G#&' #G%)' #G##%

组!别
分娩方式 出生孕周"周# 母亲生育年龄"岁#

顺产 产钳助产 剖宫产 ]%2 %2 B(" (̂" ]") ") B%) %̂)

病例组
2$G'%

"%'#C)"&#

#G%'

""C)"&#

"2G2&

"$(2C)"&#

)G')

"%$C)%##

&%G)'

"(&*C)%##

#G)2

"%C)%##

%%G"#

"$2#C)$"#

)&G22

"%#*C)$"#

2G#%

"%*C)$"#

对照组
)2G'#

""'&C)###

$G"#

"*C)###

($G##

""#)C)###

2G($

"%2C(&&#

'&G%'

"((*C(&&#

%G"$

"$*C(&&#

"$G'#

"$#&C)###

*(G(#

"%""C)###

$%G'#

"*&C)###

!

"

"%G$(* $$G$)( "%G&22

H #G### #G##( #G###

组!别
父亲生育年龄"岁# 母亲民族 父亲民族

]") ") B%) %̂) 汉族 其他民族 汉族 其他民族

病例组
$'G2(

"&)C)#2#

*'G#)

"%()C)#2#

$%G"$

"*2C)#2#

&)G'$

")#%C)")#

(G$&

"""C)")#

&*G)2

")#2C)")#

%G(%

"$'C)")#

对照组
$$G'#

")&C)###

*)G##

"%")C)###

"%G"#

"$$*C)###

&2G$'

"('"C(&*#

"G'"

"$(C(&*#

&'G)&

"('&C(&*#

$G($

"2C(&*#

!

"

""G#') $G(#% (G%()

H #G### #G"%* #G#%2

*&"$*

!!中国临床新医学!"#"$ 年!" 月!第 $( 卷!第 " 期



!续表 "

组!别
母亲的文化程度 父亲的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及中专 高中及大专 本科及以上 小学及以下 初中及中专 高中及大专 本科及以上

病例组
$"G%'

"*)C)")#

)%G2$

""'"C)")#

"$G)"

"$$%C)")#

$"G%'

"*)C)")#

'G##

"("C)")#

)$G"(

""*&C)")#

"(G2*

"$%#C)")#

$*G##

"'(C)")#

对照组
#G"#

"$C)###

""G*#

"$$%C)###

%*G(#

"$'"C)###

(#G'#

""#(C)###

$G"#

"*C)###

"%G##

"$$)C)###

%(G(#

"$2"C)###

($G(#

""#2C)###

!

"

""$G')% $(*G#*'

H #G### #G###

组!别
母亲平均月收入"元# 父亲平均月收入"元#

]( )## ( )#$ B& ### &̂ ### 无工作 ]( )## ( )#$ B& ### &̂ ### 无工作

病例组
)2G'&

""'*C(&(#

$*G$&

"'#C(&(#

$#G)%

")"C(&(#

$)G%'

"2*C(&(#

)%G#"

""*%C(&*#

%#G"(

"$)#C(&*#

$)G2%

"2'C(&*#

$G#$

")C(&*#

对照组
$'G(#

"&"C)###

%%G*#

"$*'C)###

"&G*#

"$('C)###

$'G(#

"&"C)###

$#G*#

")%C)###

%'G'#

"$&(C)###

(&G*#

""('C)###

$G##

")C)###

!

"

$2'G%** "%%G'"%

H #G### #G###

表 %!两组儿童日常行为方式及环境暴露情况比较!E"1I1#$

组!别
感冒次数"次C年# 传染病史 按时预防接种史 放射性检查 农药C杀虫剂接触

!

) )̂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病例组
*)G2&

"%)#C)%"#

%(G"$

"$'"C)%"#

$%G%)

"2$C)%"#

'*G*)

"(*$C)%"#

'%G&%

"(((C)"&#

$*G#2

"')C)"&#

"%G)'

"$")C)%##

2*G("

"(#)C)%##

*G()

"%(C)"2#

&%G))

"(&%C)"2#

对照组
')G##

"(")C)###

$)G##

"2)C)###

)G'#

""&C)###

&(G"#

"(2$C)###

&'G*#

"(&%C)###

$G(#

"2C)###

(%G*#

""$'C)###

)*G(#

""'"C)###

$G##

")C)###

&&G##

"(&)C)###

!

"

)#G'*% $*G22$ *2G&%# (*G(#% "#G'2%

H #G### #G### #G### #G### #G###

?>@4两组儿童父母日常生活方式及孕期暴露情况

比较4单因素分析显示%病例组患儿父亲的吸烟率

及饮酒率高于对照组"H]#G#)#%而两组儿童母亲

的吸烟率'饮酒率'既往的流产'死胎C死产情况比例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 #̂G#)#& 关于父母孕期的暴

露情况%病例组母亲在孕期较对照组接触挥发性物

质的机会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G#)#%而两组

儿童的母亲孕期用药'被动吸烟以及父母孕期C孕前

烫C染发'父亲孕前 c线接触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H #̂G#)#& 然而%病例组儿童母亲孕期 c线检

查以及母亲孕期患病的比例低于对照组%两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H]#G#)#& 见表 (&

表 (!两组儿童父母日常生活方式及孕期暴露情况比较!E"1I1#$

组!别
母亲流产史 母亲死胎C死产史 母亲孕期用药史 母亲孕期疾病史

有 无 有 无 解热镇痛药 避孕药 中成药C中药 其他或不知道 无 有 无

病例组
"2G*#

"$(*C)"&#

2"G(#

"%'%C)"&#

(G($

""%C)""#

&)G)&

"(&&C)""#

$G2&

"2C%&##

#G"*

"$C%&##

"G'"

"$$C%&##

(G'2

"$&C%&##

&#G"*

"%)"C%&##

$"G*"

"*2C)%$#

'2G%'

"(*(C)%$#

对照组
%#G(#

"$)"C)###

*&G*#

"%('C)###

(G'#

""(C)###

&)G"#

"(2*C)###

#G*#

"%C)###

#G##

"#C)###

#G##

"$&C)###

(G'#

""(C)###

&#G'#

"()(C)###

""G##

"$$#C)###

2'G##

"%&#C)###

!

"

#G&'# #G#&# (G*&& $)G&($

H #G%"" #G2*( #G%"# #G###

组!别
母亲孕期挥发性物质接触 母亲饮酒史 父亲饮酒史 母亲吸烟史 母亲孕期被动吸烟

有 不清楚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病例组
"'G%'

"$)$C)%"#

#G##

"#C)%"#

2$G*"

"%'$C)%"#

#G$&

"$C)"(#

&&G'$

")"%C)"(#

*G&#

"%)C)#2#

&%G$#

"(2"C)#2#

#G%'

""C)"*#

&&G*"

")"(C)"*#

)(G&&

""&"C)%$#

()G#$

""%&C)%$#

对照组
$#G'#

")(C)###

#G(#

""C)###

''G'#

"(((C)###

#G(#

""C)###

&&G*#

"(&'C)###

%G(#

"$2C)###

&*G*#

"('%C)###

$G*#

"'C)###

&'G(#

"(&"C)###

(&G"#

""(*C)###

)#G'#

"")(C)###

!

"

)$G2** #G%'% *G%#& %G&)" %G(*#

H #G### #G*$* #G#$" #G)'#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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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组!别
父亲吸烟史 母亲孕期c线检查 父亲孕前c线接触 母亲孕期C孕前烫C染发 父亲孕期C孕前烫C染发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病例组
(#G##

""#'C)"##

*#G##

"%$"C)"##

"G*%

"$(C)%"#

&2G%2

")$'C)%"#

"G'%

"$)C)%##

&2G$2

")$)C)%##

#G$&

"$C)"'#

&&G'$

")"2C)"'#

#G2)

"(C)%$#

&&G")

")"2C)%$#

对照组
"&G'#

"$(&C)###

2#G"#

"%)$C)###

)G(#

""2C)###

&(G*#

"(2%C)###

(G"#

""$C)###

&)G'#

"(2&C)###

#G##

"#C)###

$##G##

")##C)###

#G"#

"$C)###

&&G'#

"(&&C)###

!

"

$$G*)2 )G$2' $G(%$ #G&(' $G*%(

H #G##$ #G#"% #G"%" #G%%# #G"#$

?>A4两组儿童家族情况及家庭室内室外暴露情况

比较4关于家族的患病情况%两组儿童家族中其他

亲人发生血液病C肿瘤以及其他疾病的比例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H #̂G#)#& 对于家庭室内室外暴露情

况%病例组在出生后进行过室内装修'卧室有电器或

者住宅周围有工厂的比例高于对照组"H]#G#)#&

而两组儿童的人均居住面积'接触新家具以及住宅周

围有高压电线的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 #̂G#)#&

见表 )&

表 )!两组儿童家族情况及家庭室内室外暴露情况比较!E"1I1#$

组!别
家族血液C肿瘤病史 家族中其他疾病史 人均居住面积".

"

#

家庭室内装修

有 无 有 无 ]$) $) B%# %̂# 有 无

病例组
$&G$%

"$#$C)"'#

'#G'2

"("2C)"'#

$&G$'

"&'C)$$#

'#G'"

"($%C)$$#

"#G22

"$#%C(&*#

)&G"2

""&(C(&*#

$&G&*

"&&C(&*#

%"G'"

"$2"C)"(#

*2G$'

"%)"C)"(#

对照组
$*G*#

"'%C)###

'%G(#

"($2C)###

$*G'#

"'(C)###

'%G"#

"($*C)###

$)G"#

"2*C)###

*%G*#

"%$'C)###

"$G"#

"$#*C)###

"*G'#

"$%(C)###

2%G"#

"%**C)###

!

"

$G$$' #G&*' )G"%2 (G(%"

H #G"&# #G%") #G#2% #G#%)

组!别
近 $ 年有新添置家具 儿童卧室有电器 住宅周围有高压电线 住宅周围有工厂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病例组
"&G2&

"$)(C)$2#

2#G"$

"%*%C)$2#

$"G22

"**C)$2#

'2G"%

"()$C)$2#

2G2&

"($C)"*#

&"G"$

"(')C)"*#

%$G*%

"$*2C)"'#

*'G%2

"%*$C)"'#

对照组
"'G'#

"$((C)###

2$G"#

"%)*C)###

'G"#

"($C)###

&$G'#

"()&C)###

*G'#

"%(C)###

&%G"#

"(**C)###

""G'#

"$$(C)###

22G"#

"%'*C)###

!

"

#G$"# )G*"& #G%2( $#G#2'

H #G2"& #G#$' #G)($ #G##"

?>B4儿童急性白血病发病相关环境危险因素的多

因素16D0:805回归分析结果!将上述单因素分析中

具有统计学差异的环境因素作为自变量%将儿童是

否患急性白血病作为因变量%纳入多因素 16D0:805回

归分析模型中%采用相应的方法对变量进行筛选

"向后!@6<70806</1$纳入标准 #G#)%排除标准 #G$##%

在模型中校正了父母的民族'生育年龄'文化程度以及

平均月收入& 结果显示%按时预防接种"!"F#G#')%

&)E#$!#G#%% B#G"$'#是儿童患急性白血病的保护

因素%而儿童患传染病"!"F%G&'&%&)E#$!"G#'" B

2G*(##'感冒次数增加"!"F"G**"%&)E#$!$G**" B

(G"*)#'农药C杀虫剂接触"!"F'G$**%&)E#$!"G%#( B

"'G&%'#以及母亲孕期挥发性物质接触"!"F$G'2(%

&)E#$!$G"#* B"G&$%#是儿童患急性白血病的危险

因素& 另外%儿童放射性检查"!"F#G"&&%&)E#$!

#G$&% B#G(*%#'母亲孕期疾病"!"F#G*%"%&)E#$!

#G(22 B#G'%'#以及母亲孕期c线检查"!"F#G$*#%

&)E#$!#G#(& B#G)"$#与儿童急性白血病呈负关

联& 见表 *&

表 *!儿童急性白血病发病相关环境危险因素的多因素16D0:805回归分析结果

!调查项目
"

JK

!

"

H !" &)L#$

预防接种史 +"G(*& #G('( "*G#'$ #G### #G#')

#G#%% B#G"$'

/

传染病史 $G%'% #G%%" $2G(#( #G### %G&'&

"G#'" B2G*(#

/

近 $ 年感冒次数 #G&2& #G"(# $*G)22 #G### "G**"

$G**" B(G"*)

/

放射性检查 +$G"#' #G""% "&G%)* #G### #G"&&

#G$&% B#G(*%

/

农药C杀虫剂接触 "G$## #G*(* $#G)'% #G##$ 'G$**

"G%#( B"'G&%'

/

母亲孕期疾病史 +#G()& #G$(( $#G$*& #G##$ #G*%"

#G(22 B#G'%'

/

母亲孕期挥发性物质接触 #G*"' #G"") 2G2&# #G##) $G'2(

$G"#* B"G&$%

/

母亲孕期c线检查 +$G'%" #G*#" &G")% #G##" #G$*#

#G#(& B#G)"$

/

家庭装修 #G%&* #G"$" %G('( #G#*" $G('* #G&'# B"G")%

住宅周围有工厂 #G%*2 #G"$& "G'$% #G#&% $G((% #G&(# B"G"$*

!注!

/模型校正了父母的民族'生育年龄'文化程度以及平均月收入

*$%$*

!!中国临床新医学!"#"$ 年!" 月!第 $( 卷!第 " 期



@4讨论

@>=4儿童急性白血病的发病率逐年升高(%)

%但其

发病原因仍未十分明确& 由于儿童白血病发病年龄

小%人们对儿童急性白血病的病因探讨中特别关注

环境危险因素在儿童出生前及出生后不同时期对儿

童健康的影响())

& 不同时期父母或儿童对化学物

质的接触以及儿童出生后常见的病毒感染是其中潜

在的危险因素&

@>?4,e病毒与霍奇金淋巴瘤以及人类K细胞嗜淋

巴病毒与成人K细胞白血病C淋巴瘤的关系提示((%*)

%

病毒感染可能是儿童急性白血病病因之一& 病毒诱

导感染细胞的不断增殖和转化可能直接导致肿瘤产

生(*)

& 另外当机体存在先天性免疫功能失调或某些

胚系基因变异%机体对常见病原体的特异性反应可能

导致白血病前克隆转化为前体 e淋巴细胞白血病

"N9M5;9:69e5M111S.N>6O1/:8051M;QM.0/%N9M-e-Idd#

(()

&

本研究发现%儿童传染病史'感冒次数增加与儿童急

性白血病发病风险相关& 曲延章(2)的研究也有类

似的结果%提示病毒感染与儿童白血病发生有一定的

关系& 然而%不同的研究存在不一致的结果(')

& 有其

他学者(&)认为%病毒感染可以刺激机体早期的免疫系

统从而降低儿童患急性白血病的风险& U;9f/;:M<

(')

的荟萃分析提出了一个假说!当广泛传播的病毒存

在复制能力时通常是非致癌性的%但当其复制缺陷

的病毒基因组通过特定的染色体修饰感染细胞时%

它可能导致白血病发生%这解释了既往相关研究的

不一致& 此外%本研究发现%按时接种疫苗对儿童患

急性白血病具有保护作用%这与 X699/等($#)的研究

结果一致& X699/进一步将特定疫苗分开单独研

究%发现接种卡介苗与疾病风险降低相关%其他疫苗

接种与白血病无明显相关性& 而X/等($$)则发现乙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可以降低儿童患白血病风险%接

种 %剂或以上者保护作用更强& 分析其原因%可能因

为儿童在生命早期接触疫苗中的微生物病原体%可以

模仿感染触发天然免疫系统反应($#)

%降低了后续病

毒感染的风险& 也有学者($#)认为%接种疫苗可以提

高血浆中皮质醇含量%有利于白血病细胞的清除&

@>@4室内外环境质量会影响我们的健康状态%室内

高浓度的污染物可能导致皮炎'哮喘'心血管病'白

血病及其他肿瘤发生($")

& T/6等($%)对我国上海急

性白血病患儿和健康儿童的家庭室内环境污染水平

进行测量%包括健康儿童在内%几乎所有家庭室内空

气中均检测到甲苯及二甲苯%其中二甲苯的中位水

平高于日本和法国& 这些空气污染物可以来自二手

烟'蚊香'室内装修材料等%我国的传统习俗烧香也

会产生苯等污染物& 本研究发现%母亲孕期经常暴

露于二手烟'蚊香'烧香等挥发性化学物中%会使后

代患急性白血病的风险增加& 张经纬等($()研究也

提示母亲孕期二手烟暴露与儿童急性白血病风险增

加有关&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减轻空气污染的

吸附材料也在不断发展%g;M等($))认为金属有机框

架比传统的吸附材料有更高的吸附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及ZX"G) 的能力& 因此%除了生活中应尽量减少

蚊香'传统烧香的使用之外%还可以考虑使用这些吸

附材料改善室内空气污染&

@>A4家庭农药'杀虫剂暴露一直以来都是人们非常

关注的儿童白血病环境危险因素& 最近关于农药'杀

虫剂与儿童急性白血病相关性的 XM8/分析研究($*)

发现%在儿童生长发育的任何时期%包括怀孕前'怀

孕期间母亲接触杀虫剂以及儿童出生后的杀虫剂暴

露%均与儿童急性白血病发病有关& 本研究发现%急

性白血病患儿农药C杀虫剂暴露比例明显高于对照

组%儿童接触农药C杀虫剂是儿童急性白血病的独立

危险因素& 相关实验($*)证实%杀虫剂中的有机磷酸

酯'拟除虫菊酯在体外导致人造血干细胞分化能力

下降以及 Ỳ I损伤%从而容易导致白血病转化& 随

着城镇化不断推进%人们接触农药机会逐渐减少%但

室内蚊香'电热蚊香等驱蚊剂的使用率仍然很高($2)

%

因此%为有效避免常用杀虫剂对儿童健康的影响%仍

需进一步研究与儿童急性白血病相关的杀虫剂类型

以及其暴露水平&

@>B4在本研究中%两组儿童放射性检查'母亲孕期

c线检查以及母亲孕期疾病史与儿童急性白血病呈

负关联%但这与本领域普遍认识相反& 电离辐射是公

认的致癌物质%能导致细胞死亡及遗传物质改变($')

&

因此在本研究中%不能认为儿童放射性检查及母亲孕

期放射性检查与儿童急性白血病发病相关& 本研究

中母亲孕期疾病史包括哮喘'中重度贫血'高血脂'先

兆流产'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及其他妊娠期

异常& 孕母患有这些疾病可能间接或直接影响胎儿

及儿童出生后的健康状态($&%"#)

& @</880<D0;:等("$)的

研究也表明%母亲怀孕期间高血压与儿童患急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有关& 因此%不能认为本研究中母亲

孕期疾病史是儿童患急性白血病的影响因素& 出现

上述结果可能是因为对照组儿童主要是门诊就诊的

儿童%多数因呼吸道及消化道疾病就诊%部分为骨折

及斜颈患者%因此可能存在入院率偏倚& 另外%调查

的内容主要来源于家长回忆%因此也存在回忆偏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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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本研究是基于医院就诊儿童的回顾性研究%对

照组来源于门诊就诊儿童%大部分信息来自儿童家

属的回忆%存在回忆偏倚及入院偏倚& 本研究发现

了多个儿童急性白血病的环境危险因素%但对其与

疾病发病的定量关系及作用机制仍未十分明确%以

后可改进各种暴露因素的评估方法%并开展更大样

本量的病例对照研究& 同时%这些风险因素与遗传

因素如何共同作用参与儿童急性白血病的发生%仍

有待开展大样本量出生队列以及相关基础实验进一

步研究%以深入探讨儿童白血病中环境与基因的交

互作用&

参考文献

($) 曹卡加%刘奕龙%马国胜4广州市城区 "### B"##( 年儿童恶性肿

瘤发病和死亡率分析(_)4癌症%"#$#%"&"%#!%)& +%*"4

(") V/<Dg% T/6Z% d0/<DT% M8/14X/8M9</1N9M</8/1M=N6:;9M86M<L0-

96<.M<8/1R/5869:/<7 90:Q 6R5>017>667 /5;8M1S.N>65S8051M;QM.0/!

/>6:N08/1-O/:M7 5/:M-56<8961:8;7S0< @>0</(_)4@/<5M9,N07M.061%

"#$&% )'!$(* +$)"4

(%) fM<1MS?_% V/97 ,X% ?5688?% M8/14I<<;/19MN698868>M</806< 6<

8>M:8/8;:6R5/<5M9% N/98

!

! </806</15/<5M9:8/80:805:(_)4@/<5M9%

"#"#% $"*"$##!""") +""(&4

(() ,7M< K4IM80616DS6R5>017>667 1M;Q/M.0/(_)4@/<5M9K9M/8HML%

"#$#% %*"(#!"'* +"&24

()) 薛连国%姚玉前%蔡志梅%等4影响儿童急性白血病发病的相关因

素分析(_)4中国实验血液学杂志%"#$&%"2"*#!$2&& +$'#)4

(*) X/8:;6Q/X%_M/<DhK4f;./< K-5M111M;QM.0/L09;:8SNM$"fKdb-$#

/<7 1M;QM.0589/<:R69./806<! L09/10<RM580L08S% K/=% fei/<7 8>M9/NS

(_)4j<56DM<M% "#$$% %#"$"#!$%2& +$%'&4

(2) 曲延章4儿童急性白血病影响因素分析(_)4中国公共卫生%

"#$(%%#"$"#!$*#* +$*#24

(') U;9f/;:M< f4@>017>667 1M;QM.0/:/<7 68>M9>M./86N60M805./10D-

</<50M:! 0<8M97MNM<7M<5MOM8PMM< /< 0<RM5806;:MLM<8/<7 5>96.6-

:6./1.670R05/806<:(_)4A<8_@/<5M9% "##&% $") "' #!$2*( +

$22#4

(&) a0D;M96/?@% hM<<M7S@_% VM::M10<D@% M8/14,/91S0..;<M:80.-

;1/806< /<7 5>017>667 /5;8M1S.N>6O1/:8051M;QM.0/0< @6:8/H05/! /

56.N/90:6< 6R:8/80:805/1/NN96/5>M:(_)4,<L096< HM:%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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