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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该文利用地形地貌资料 4502 个数据，鼻咽癌死亡调查资料 1977 例，研究了鼻咽癌死亡率与人

群生存区的地形地貌类型(山区、丘陵、岗地、平原}的相关性。

关键词 鼻咽癌地形地貌类型相关性

Abstract This paper pre世nts the studies on the relativities between death rate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na 

and types of topc;恕raphy(mountain. hill. mound and plain) in the living areas of people by m四ns of 4507 to萨布raphic da

ta and 1977 examples of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death 四used by nasopharyngeal carcin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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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已有的研究成果，癌症与环境因素有明显的关系，即有 80 % -90 %是环境因素引起

的(1)。地形地貌是重要的环境因素之一，但它与鼻咽癌的关系尚无报道。为了探明鼻咽癌与

地形地貌的关系，我们从"七·五"期间牙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本文根

据我们的研究成果，利用了经质控与审定的全省 91 个县、市的地形地貌类型资料 4502 个数

据，鼻咽癌死亡资料 1977 例，简要的探讨了鼻咽癌死亡率与地形地貌类型(山区、丘陵、岗地、

平原)的相关性。

1 材料与方法

1. 1 鼻咽癌死亡资料调查与方法

采用回顾性的调查方法，由经过培训的调查专业人员，根据逐级年报死亡数，深入基层，对

全省 91 个县、市 1973-1975 年的全部死亡人口逐个进行家访，按规定方法和要求审定死因，

汇总上报，再由县、地(市)逐级复审后交江西省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统一查核、验收，凡发现年

龄、性别和死因不符等情况，即函告所属县市卫生局重新组织力量复查，并根据复查的结果，将

错误纠正。在调查的 1977 例鼻咽癌死亡者中，生前经县级以上医疗单位诊断的占 81. 4 %，具

I 、 E 、田级诊断的占 87.8% 。

① 地矿部科研项目"江西省癌症分布与地质环撞相关性研究"成果之一，获江西省科技三等奖 。 参加i周研工作的还有

本所李福生、蔡伟炜、许从德、多超美.以及江西医学院的刘延芳、颜世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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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癌症的流行趋势以及地区分布在十年后的变动情况，曾于 1987 年选择了具有不同

的环境地质条件类型和癌症死亡率的高发、中发、低发的县，采用同样的回顾性调查方法，结果

表明，癌症死亡的地区分布变化不大，而且可信度高(县级以上医疗单位诊断1的占 87.1 %. 1 、

H 、皿级诊断的占 80.3.% ) 。 因此，采用了 1973-1975 年的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研究。

1. 2 地形地税类型的调查与方法

地形地貌类型是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1962 年提出的"山岳分类"标准(海拔高度和

切割深度)确定的 。 我省仅有中山和低山，本文将此统称为山区，其分布范围和面积是地貌技

术人员在实地进行调查并在 1 : 5 万地形图上标定，然后编制成 1:20 万地形地貌图并经野外检

查验收认可后，再用球积仪确定，其精确度比较高，数据可靠。

1. 3 鼻咽癌死亡率与地形地貌关系的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了等级相关法，计算它们之间的等级相关系数，其计算公式 (2) 如下:

式中:

γs 一 1-~三至一
-J. n(n2 - 1) 

Y.一等级相关系数 ;d一每对观察值的等级差数 ;n一县、市数，本文为 91 。

然后作显著性检验。

2 鼻咽癌死亡率与地形地貌类型的相关性

鼻咽癌的'发生和发展与人群生存区的地形地貌类型的关系，我们从"七，五"期间以来，进

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江西省的鼻咽癌死亡率仅与人群生存的山区有相关性，而与

丘陵、岗地、平原无相关见表 1 。

表 1 鼻咽撞死亡率与地形地就类型的相关性统计表

地形地貌类型

等级相关系数

P 

山区

0 . 2593 

<0.01 

丘陵

一 0 . 1089

>0 . 05 

岗地

0 . 1282 

>0 . 05 

平原

0. 0121 

>0.05 

由表可知，江西省的鼻咽癌死亡率与人群生存的山区呈正相关，相关性显著。即生存在山

区的人群易产生鼻咽癌。 我省大余、寻乌、龙南、崇义、铜鼓等县山区面积均占 65% 以上，而死

亡率均大于 5.0/10 万。 一飞阳县山区面积仅占 22.1 %.而死亡率为 0.5/10 万，为全省最低数。

3 结论

地形地貌是地壳外部形态的表现，它不但反映着地质构造和岩石性质， 而且反映出景观要

素(气候 、土壤、植物、地表水与地下水的物质成分及其补 、淫、排条件)的关系。 因此，江西省的

鼻咽癌死亡率与山区的关系，虽然不一定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它是上述景观要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也就是说，江西省山区的上述景观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造成了鼻咽癌的发生和发

展，是否如此，有待深入的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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