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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与维吾尔族三阴性乳腺癌流行病学特征差异探讨

蒋威华 ，李涌涛 ， 张明帅 ， 王晓文 ， 张晨光 ，伊丽娜 ， 欧江华

摘要 目 的 通过对乳腺癌患者临床资料的调查分析 ， 探讨次数多 、哺乳时间长 、绝经早 、体力劳动为主 、文化程度低 ， 吸

汉 、维族三阴性乳腺癌 （
ＴＮＢＣ

） 患者流行病学特征差异 。 方烟或被动吸烟人数较少 ， 负性精神心理亦少发生 。 汉族患者

法 １７０ ８ 例乳腺癌 患者 ， 其 中 ＴＮＢＣ 患 者共 ３ ２０ 例 ， 分 为保护性因素有长期饮食４惯较均衡 ， 烟熏类食物摄人少 。 两

汉 、维两组 ， 采用查 阅病例 及 问 卷调查方式进行统计分 析 。民族间的 多因素差异是否影响到其发病率及与预后关系 ， 应

结果 两组在发病年龄 、乳腺癌家族史及饮酒方面差异无统采取进一步研究证实 。

计学意义 ，但在初潮年龄 、初产年龄 、产次情况 、哺乳情况 、绝关键词 汉族 ；维吾尔族 ；
三阴性乳腺癌 ； 流行病学

经情况 、文化程度 、职业 、长期饮食习惯 、吸烟或被动吸烟 、负中 图分类号 Ｒ７ ３ ７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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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尔族患者乳腺癌保护因素有初潮年龄及初产年龄早 、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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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〇 １ ６
－

〇２ ２２ 接收一

，

２０ １ ３ 年其 发病 率 占 女性 恶 性 肿 瘤 的 ２０％ ̄

基金项 目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 编号 ：
８ 丨 ２猶〇 ） ３０％

［

１

］

，
而三阴性乳腺癌 （

ｔｈｒｅｅ
－

ｎｅ
ｇ
ａ ｔ ｉ ｖｅｂｒｅａｓ ｔｃａｎ ｃ

－

作者单位纏医科大学附属 肿麵 院乳腺外科二病区 ， 乌鲁木齐ｅｒ
，ＴＮＢＣ ） 约 占全部乳腺癌患者 的 １ ２％ ？ ２０％

口 ］

。

８ ３００ １ １

作者简介 ：蒋威华 ， 男 ，
主治医师 ， 硕士研究生 ；
近几年对不同

＾
細丽 。 的差异问题 日 姐受到重

欧江华 ， 男 ，
主 任 医 师 ，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 责 任 作 者 ，

Ｅ －视 ，研究
［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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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特征及危险 因素进行分析研究 ， 为不 同 民＝ 〇 ．８７５
） 。

族 ＴＮＢＣ 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 同 时也为进
一步寻维吾尔族 ＴＮＢＣ 癌患者初潮年龄 （ ＜ １ ２ 岁 ） 构

求影响 ＴＮＢＣ 患者发生发展及预后因素提供一定的成比例小于汉族乳腺癌患者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线索 。 （ Ｘ

２

＝ ４ ．１ ５
，

Ｐ＝ ０ ．０４２
） ； 初产年龄两者 比较 ， 维吾尔

＝ ０ ． ００２
） ； 同时 ， 其产次情况也较汉族患者不 同 ， 大

１ ． １ 病例资料 选取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３０ 日
￣

２０ １ ３ 年部分维吾尔族患者生育 ２ 胎 （
Ｐ＜ ０ ．０００

） ； 哺乳时 间

１ ２ 月 ３０ 日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收治住院的相对较长 ， 多超过 ４ 个月 （
Ｐ＜ ０ ． ０００

） ； 患者绝经情

１７０ ８ 例维 、汉族乳腺癌患者 ， 均为女性 。 纳入标准 ：况方面 ，维吾尔族 ＴＮＢ Ｃ 患者在 ４９ 岁前绝经的人数

① 有完整的临床 、病理资料 ； ② 病理学检查证实为多于汉族患者 （ Ｘ

２

＝ ４ ．３ ８６
，

＜Ｐ＝ ０ ．０３６
） ；
而两组的乳

乳腺癌 ， 同时免疫组化方法检测 已确认雌激素受体腺癌家族史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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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孕 激素 受体 （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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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 ｔｅｒｏｎｅ维吾尔族 ＴＮＢＣ 患者文化程度偏低 ，

１ １ １ 名 患

ｒｅ Ｃｅｐｔ〇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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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性 、人表皮生长 因子受体 ２
（
ｈｕｍａｎ者 中高中 以上文化者只有 ４３ 名 （

３ ８ ＿７％
 ） ， 而 同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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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 性 或 的汉族患者比例达 ６６ ． ５％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尸 ＜

（
＋
） ；若 ＨＥＲ －２ 为卄 ，进一步 ＦＩＳＨ 检测确认 ＨＥＲ －２０ ．０５

） ； 同时 ， 维吾尔族患者从事体力劳动及无业者

基因无扩増 。 排除标准 ？

． 临床 、病理资料不完整 ，
无也较汉族患者偏多 （

Ｐ ＝
〇 ． 〇〇３

） 。

法进行统计分析者 ；

ＥＲ
、
ＰＲ

、
ＨＥＲ －２ 表达不 同时为两组在生活饮食方面的 比较 ， 维吾尔族 ＴＮＢＣ

阴性的患者 。 患者烟 熏 类食 物摄 人较 多 ， 素 菜摄人较少 ＝

１ ． ２ 观察指标 通过查阅病例及问卷调查的方式 ，０ ． ０ １ ７
） ； 吸 烟 或被动 吸 烟 的 人数 比例 ，

汉族组 为

维吾尔族与汉族 ＴＮＢＣ 患者流行病学统计指标包４ １ ．１ ％
， 维吾尔族组为 ２７ ．％

，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括 ： 发病年龄 、初潮年龄 、初产年龄 、产次情况 、哺乳义 （
Ｐ＝ 〇 ． 〇 １ ９

） ，但两组在饮酒习惯上差异无统计学

情况 、绝经情况 、乳腺癌家族史 、文化程度 、职业 、长意义 ；汉族 ＴＮＢＣ 患者负性精神心理活动更多见 （
Ｐ

期饮食习惯 、 吸烟或被动吸烟 、饮酒 、 负性精神心理＝ 〇 ． 〇 １ ７
） 。 见表 １

。

等醜 。

 ３ 讨论
１ ． 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 ８ ． ０ 统计分析软件

包进行数据处理 ， 两组 比较采用 Ｘ

２

检验 ；
ａ
＝

〇 ．〇５ＴＮＢＣ 患者总人数约 占个体乳腺癌患者总数的

为检验水准 。 １ ０％￣ １ ５％
， 其 中 以西班牙裔和非裔美 国 妇女居

２＾ 多 ；本研究 中 ＴＮＢＣ 占总 比为 １ ８ ．７％
， 维 、汉族

ＴＮＢＣ 患者分别 占各 自 民族比例为 ２２ ． １ ％ 、
１ ７ ．３％

，

２ ． １—般资料分析 发病人数构成方面 ，

１７０８ 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提示新疆地区维 、汉民族间发病

乳腺癌患者 当 中 ， 维吾尔族患者 ５０３ 例 （
２９ ． ４％

） ，比例有所差别 ；考虑与多方面因素有关 ， 例如种族遗

汉族患者 １２０５ 例 （
７０ ．６％

） ； 其 中 ＴＮＢＣ 共 ３２０ 例传 、社会背景 、环境因素 、地域文化等均可能影响乳

（
１ ８ ＿７％

 ，
３２０／ １７０８

） ， 维族患 者 １ １ １ 例 （
２２ ．１ ％

 ，腺癌的发生情况 。

１ １ １ ／５ ０３
 ） ，汉族患者 ２０９ 例 （

１ ７ ．３ ％
 ，

２０９／ １２０５
） ；
差内源性激素在乳腺癌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

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Ｘ

＝ ５ ．２０
，

Ｐ＝ ０ ．０２ ３
） 。用 ，乳腺癌的相对危险度随着游离雌二醇水平升高

在地域分布方面 ， 乌鲁木齐市女性 ＴＮＢＣ 发病而增加
［
６

］

。 报道
［

７
］

显示 ， 初潮年龄提前 ， 乳腺癌 的

人数最多达 ６０
，其次是 昌吉 、哈密地区分别为 ２０ 例危险性升高 １ ． ５ 倍 。 本研究通过对维 、 汉 间女性

和 １ ８ 例 ，其他地区 １ １ １ 例 。 维吾尔族 ＴＮＢＣ 患者地ＴＮＢＣ 的 月 经情况 的对 比分析显示 ： 维吾尔族患 者

域分布主要为喀什 、 和 田 、乌鲁木齐市 ， 发病人数分中初潮年龄 ＜ １ ２ 岁 者人数构成 比 明显低于汉族乳

别为 １ ８ 例 、
１ ７ 例 、

１ ５ 例 ，其他地区 ６ １ 例 。腺患者 ， 同时其绝经年龄 矣 ４９ 岁 者人数构成 比高于

２ ． ２ 其他流行病学指标分析 本研究 中维吾尔族汉族患者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提示汉族组暴露于

组 ＴＮＢＣ 发病年龄 ２７￣ ６７ 岁 ， 中位年龄 ４７ 岁 ；
汉族内源性激素的时间长于维族组 ； 维族患者绝经偏早

ＴＮＢＣ 患者发病年龄 ２９
￣

７２ 岁 ， 中位年龄 ５ ２ 岁 。 两考虑与其人群营养状况有关 。

组在发病年龄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Ｘ

２

＝ ０ ． ２６６ Ｎｏｒ ｓａａｄａｈｅ ｔａ ｌ

［

８
］

报道未生育引 起乳腺癌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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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

５１
（
５

）

表 １ 维吾尔族及汉族 ｔｎｂｃ 流行病学特征比较 ［
ｎ

（
％

） ］念有关 ，维族女性结婚年龄明显早于汉族女性 ，故初

流行病学特征
 

Ｘ

２

值Ｐ 值产年龄低段者 比例偏高 ；
也 由 于 国家计划生育政策

＾瘦
〇 ． ２６６〇 ． ８７５

的实施 ，其生育胎次 多 ２ 胎者人数构成 比也高于汉

幻 ５ ２５
（
２２ ． ５

 ）４２
（
２０ ． １

）族患者 ；
同时其哺乳时间也较汉族 ＴＮＢＣ 患者长 ， 差

３５
￣

６０ ７４
（
６６ ． ７

） １ ４３
（
６ ８ ． ４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两组 ＴＮＢＣ 患者在家族史方面

＾；

６

４ （ ＾ ）
１ ２

（
１ 〇 ＇ ８

）２４
（

１ １ ＇ ５
 ）

４ ． １ ５ ００ ． ０４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值得重视的是虽然维吾尔族

＾ １ ２

＾

 ９
（
８ ． １

） ３４
（

１ ６ ． ３
） ＴＮＢＣ 患者较汉族患者有更多的保护 因素 ， 但是其

＞ １ ２ １ ０２
（
９ １ ． ９

） １ ７５
（
８３ ． ７

）发病构成比例方面 ， 维吾尔族 ＴＮＢＣ 患者 的发病 比

１ ５
（

１ ３５
）７

（
３３

）
１ ２２０６° ＇ °０２

例明显高于汉族患者 ， 提示 ＴＮＢＣ 的危险 因素并非

２０
￣

３０ ７ ５
（
６７ ． ６

） １ ５０
（
７ １ ． ８

）完全是因为 内源性激素的暴露 ， 需进一
■步研究其可

＞ ３ ０ ２ １
（

１ ８ ． ９
 ） ５ ２

（
２４ ． ９

）能的原因 。

产次情况 （ 次 ） ５３ ． ３ ２６＜ ０ ． ００ １

文化程度高是乳腺癌的危险 因素之一
［

１ １

］

，本研
０ ４

（
３ ． ６

） １ ０
（
４ ． ８

）

１ ２２
（

１ ９ ． ８
） １ ２２

（
５ ８ ． ４

）究中 ，维吾尔族患者的文化程度明显低于汉族患者 ，

２ ６ １
（
５５ ． ０

）４ １
（

１ ９ ． ６
）同时 ，在职业构成上 ，维吾尔族患者从事体力劳动者

２４
（
２ １ ＇ ６

） ３ ６
（

１ ７ ＇ ２
）的人数也较汉族患者偏多 ，

已有研究
［

１ ２
］

表明体力劳
哺乳情况 （ 月 ） １ ８ ． ２ ８２＜ ０ ． ００ １

！
？ ４ １ ８

（
１ ６ ． ２

） ５ ８
（
２７ ． ８

）动者患乳腺癌的危险性较低 。 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在

５
￣

１ ２ ６ ５
（
５ ８ ． ６

）１ ３ ３
（
６３ ． ６

） 日 常工作中往往以脑力劳动为主 ，
进行体力活动的

＞ １ ２ ２８
（
２５ － ２

） １ ８
（
８ ＇ ６

）人体重控制合理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血清水平更低 、

７５
（
６７６

）ｎ ６
（
５ ５５

）
＾ ３ ８６

免疫力更强 ，而这些 因 素都与乳腺癌的发生密切相

為 ５ ０ ３ ６
（
３２ ． ４

）９ ３
（
４４ ． ５

）关 〇

乳腺癌家族史 ｉ ． ｍ〇 ． ２７ ９

在生活习惯方面 ， 维吾尔族 ＴＮＢＣ 患者摄入烟

Ｊ １ ０６
（
９５ ： ５

！２＾
（ ９２＾熏类食物明显多于汉族患者 ， 烟熏食物摄人是乳腺

文化程度
＇

 ２２ ． ７９ １＜ ０ ． ００ １癌的危险因素 ；
而素菜等高膳食纤维饮食对乳腺癌

高 中及以上４３
（
３ ８ ． ７

） １ ３ ９
（
６６ ． ５

）有保护作用 ， 并随着摄人量 的增加 ， 其保护作用增
６ ８

（
６ １ ＇ ３

） ？〇
（
３ ３ ＇ ５

）

 １ Ｌ Ｖ ３ ３〇 ． 〇〇 ３强
［

１ ３
］

。 本研究中 ， 汉族患者长期饮食素菜较维吾尔

体力劳动为主 ５ １
（
４５ ． ９

） ７２
（
３４ ． ４

）族患者比例高 。 吸烟或被动吸烟有致癌作用 ，
也可

脑力 劳动为主 ３６
（
３ ２ ． ４

） １ 〇９
（
５ ２ ． ２

）能是乳腺癌的保护 因素 ， 因此评价吸烟与乳腺癌关
２４

（
２Ｌ ６

）２ ８
（

１ ３ ＇ ４
）

 Ｓ ． ｍ０ ． ０ １ ７系 的研究结论不一致 。 在本研究 中 ， 汉
＾
患者吸烟

肉食摄人 ５４
（
４ ８ ． ６

 ） ９２
（
４４ ． ０

）或被动吸烟的人数较维吾尔族人数 比例高 ， 这可能

烟熏食物摄人 ３〇
（
２７ ． 〇

〕 ３ ６
（

１ ７ ． ２
）与宗教信仰问题相关 。 乳腺癌危险性随着酒精消耗

ｎｎ ， ｇ量的增加而上升 ，
经常每 日 饮酒 ， 到 乃 岁估计每

吸烟或被动吸烟 ５ ． ４６ ３０ ． ０ １ ９ ｒ ｉ ^

有 ３ １
（
２７ ＿ ９

） ８６
（
４ １ ． １

） １〇〇〇人将有 １ １ 人会发生乳腺癌 。 酒精的作用

无 ８〇
（
７２ ． １

）＾ ３
（
５ ８ ． ９

）机制可能包括 丽Ａ 损害 、增强乳腺易感性和提高类

＾ ／ 、
４ － ７２２° － ０９４

固醇激素水平 ，本研究 中两组患者在饮酒方面差异
频繁 ５

（
４ ． ５

） １ ３
（
６ ． ２

）

偶尔 １ ７
（

１ ５ ． ３
） ５ ２

（
２４ ． ９

）无统计学意义 ；但汉族患者的负性精神心理因素高

从不 ８９
（
８０ ． ２

）１ ４４
（
６ ８ ． ９

）于维吾尔族患者 ， 研究
［

１５
］

表明 ， 不 良心理精神 因素

负性精神心麵 素

２４２ １６７ ２％４
５ ． ６８ １０ ． ０ １ ７

的妇女患乳腺癌的相对危险 比正常妇女高 ３２ 倍 。

： ！ ３＾ ６５ ； ６
）本文就新疆地区不同 民族间 ＴＮＢＣ 流行病学特

征研究分析得出结论 ： 维吾尔族 ＴＮＢＣ 患者与汉族

性上升 。 当初产年龄＞ ３０ 岁 时 ，乳腺癌发生的危险患者在发病年龄 、乳腺癌家族史及饮酒等方面无显

性升高 ２ ．２３ 倍
［
９

］

， 文献
［

１ °
］

报道在绝经前妇女 中延著差异 ，但维吾尔族患者初潮年龄及初产年龄都较

长哺乳有更多 的保护作用 。 本研究显示维吾尔族汉族患者偏早 ； 同时其生育次数也较汉族患者多 ；哺

ＴＮＢＣ 患者 ３０ 岁之前生育的人数 比例 明显多于汉乳时间长 ，较汉族患者绝经早 ；维吾尔族患者的文化

族患者 ，此结果的产生考虑与 民族地区传统婚姻观程度相 比汉族患者低 ，其职业以体力劳动为主 ，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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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１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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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习惯以 肉食及烟熏类食物为主 ； 吸烟或被动吸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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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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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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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

ａｓ ｓｏｃ ｉａｔｅｄ

烟人数较少 ； 负性精神心理亦较汉族患者少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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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虹 ， 等 ． 济南市女性乳腺癌危险因素 的

［
１

］Ｓ ｉ ｅ
ｇ
ｅ ｌＲ

，Ｎ ａ ｉ ｓ ｈａｄ ｈ ａｍＤ
，ＪｅｍａｌＡ ．Ｃａ ｎ ｃ ｅ ｒ ｓ ｔａ ｔ ｉ ｓ ｔ ｉ ｃｓ

，２０ １ ３
 ［ Ｊ ］

．病例对照研丸 ［ 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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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５Ｐ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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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２９ 
－

３４ ． ｔｈ ｅ ｌ ｉ ｔ ｅ ｒａ ｔｕ ｒｅ
 ［ Ｊ  ］

．Ｃ ａｎ ｃｅｒＥ
ｐ

ｉ ｄｅｍ ｉｏ ｌＢ ｉ ｏｍａｒｋｅ ｒｓＰｒｅ
，２００４  ， １ ３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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