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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河北省南部食管癌的地理分布

河北省南 部是我 国主要食管癌高发 区之

一
。

1 9 6 9一 1 9 78 年卫生部在全国进行的 10 年

和 5年癌症全死 因调查中
,

涉县一磁县一临漳

县一魏县一大名县食管癌死亡率依次为 1 48 一
14 1一 98 一31 一 26 人 1/ 0 万

,

由西向东呈降低趋

势田
。

1 9 9 6年
,

作者对中低病区的临漳县和 魏

县
、

重病区磁县和涉县共 17 个乡进行了 93 一

9 5 年全死因回顾调查 (表 i
,

2
,

3 )
。

表中涉县 60 ~ 70 年代食管癌死亡率大致

有两个分布区
。

漳河沿岸山区为死亡率最高区

( 1 12 ~ 3 2 6 人 / 2 0 万 )
,

漳河以北 山区死亡率相

对较低 ( 6 2 ~ 1 1 6 人 / 1 0 万
,

个别乡为 1 4 7一 1 5 0

人 l/ o 万 )
。

磁县山区
、

丘陵和山前平原 60 ~ 70

年代死亡率除个别乡外
,

基本上在 1 00 一 1 80 人

l/ 0 万之间
。

然而 90 年代山区死亡率呈明显下

降趋势 ( 58 ~ 1 15 人 / 10 万 )
,

个别仅降至 1 50

人
,

丘陵 区靠山区一侧的大部分乡死亡率亦有

降低
,

(4 5 ~ 1 42 人 1/ o 万 )
,

但丘陵靠平原一侧

的某些乡和山前平原区死亡率不但没有降低
,

反而有明显上升 ( 1 10 一 2 28 人八 。万 )
。

属于山

前洪积平原的临漳县城 以西 的杜村集和南 东

坊
,

在 90 年代食管癌死亡率亦较高 (8 1 ~ 1 20

人八 。 万 )
。

县城东和魏县冲积平原地区 90 年

代死亡率 27 一 61 人 / 10 万
。

明显高于全国食管

癌死亡率平均水平 17
.

38 人 / 10 万
。

涉县山区

90 年代食管癌死亡率有无降低
,

目前无资料说

明
,

但作者本次调查关防和合漳
,

其死亡率 已 由

1 1 6 和 1 5 4 人 / 1 0 万降至 5 9 和 5 6 人 / 1 0 万
。

表 1 涉县食管癌死亡率分布 (人 1/ o 万 )

分分 区区 乡名名 调 查 时 间间

1111111 9 6 9~ 1 9 7 888 1 9 9 3~ 1 9 9 555

漳漳漳 辽城城 1 4 2
.

1222 5 6
.

2 444

河河河 石 门门 1 1 2
.

9 88888

流流流 索堡堡 1 1 9
.

6 44444

域域域 温村村 1 6 4
.

4 11111

中中中原原 1 1 3
.

3 66666

城城城关关 1 6 7
.

2 33333

河河河南店店 1 4 0
.

7 88888

神神神头头 1 5 0
.

2 00000

连连连泉泉 1 6 8
.

1 00000

胡胡胡峪峪 2 9 8
.

0 22222

坪坪坪 上上 3 2 6
.

7 11111

固固固新新 2 2 2
.

4 22222

西西西达达 1 3 4
。

7 11111

张张张家头头 3 1 3
.

0 00000

合合合 津津 1 5 4
.

5 66666

山山山 宇庄庄 8 2
.

4 888 5 9
.

9 555

区区区 偏城城 7 1
.

8 99999

青青青塔塔 9 5
.

7 55555

鹿鹿鹿 头头 7 9
.

4 00000

木木木 并并 1 0 1
.

4 44444

马马马佛佛 1 5 0
.

5 44444

西西西戍戍 1 0 7
.

7 66666

偏偏偏店店 1 0 6
.

1 77777

井井井店店 1 0 3
.

4 00000

龙龙龙虎虎 1 4 7
.

9 99999

王王王金庄庄 6 2
.

7 22222

张张张家庄庄 89
,

544444

关关关防防 1 1 6
,

4 22222

注
:
1 9 9 3~ 19 9 5 为作者调查数据

,

其它数据为涉县

肿瘤研究所提供
。

由以上统计可以看出
,

( )I 以临漳县城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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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杜村集和南东坊为界
,

以东的魏县和临漳东

部地区为食管癌中低发区 (图 l )
,

以西的涉县
、

磁 县和临漳以西地 区为食管癌中高发区 (图

1 )
。

( 2) 在食管癌中高发区中
,

漳河流域沿岸曾

表 2 磁县食管癌死亡率分布 (人 / 10 万 )

( I : ) ;
磁县丘陵地 区大部分亦为食管癌降低区

( I 。
) ;
磁县东部和临漳县西部山前 (洪积扇 )平

原为食管癌上升区 ( 1
4
)

。

临滩县和魏县食管癌 93 ~ 95 年

表 3 死亡率分布 (人 / 10 万 )

分分分 乡名名 调 查 时 问问

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 6666666 9~ 7 888 9 0~ 9 222
_

差 值值 9 3 ee 9 555

山山山 杨 家堂堂 1 5 9
.

8 111 96
.

6 333 6 3
.

1 888 8 0
,

1 555

区区区 全 口口 1 7 0
.

6 111 1 5 3
.

1 666 1 7
.

4 555 8 6
.

4 666

陶陶陶泉泉 1 8 0
.

4 333 1 1 4
.

6 222 6 5
.

8 11111

五五五合合 1 3 2
.

2 888 9 4
.

1 777 8 0
.

9 55555

白白白土土 1 7 5
.

1 222 8 7
.

1 777 4 9
.

3 44444

贾贾贾壁壁 1 3 6
.

5 111 58
.

4 888 4 3
.

8 22222

都都都党党 1 0 2
.

3 000 7 8
.

4 555 2 1
.

9 33333

黄黄黄沙沙 1 0 0
.

3 999999999

丘丘丘 文村村 1 5 3
.

3 666 1 3 2
.

9 000 2 6
.

4 666 7 3
.

9 222

陵陵陵 古佛佛 1 6 2
.

6 222 1 2 3
.

9 111 3 8
.

7 111 1 6 0
.

6 444

路路路村营营 1 2 2
.

6 777 8 4
.

3 999 3 8
.

2 44444

固固固义义 1 1 5
.

5 444 1 3 2
.

4 000
一
1 6

.

2 44444

观观观台台 8 0
.

0 666 4 5
.

8 666 3 4
.

2 00000

岳岳岳城城 1 2 5
.

5 555 7 0
.

7 444 5 4
,

8 11111

1111111111111 3 2
.

9 999 9 6
.

2 888 6 4
.

9 99999叮叮叮万 宫宫 16 1
.

4 999 1 4 2
.

9 111 1 8
.

5 88888

附附附马沟沟 1 3 5
.

2 999 8 4
.

1 777 5 1
.

1 22222

下下下庄店店 1 4 4
.

1 111 1 4 4
.

5 999
一
0

.

1 99999

林林林坦坦 1 7 8
.

3 111 2 1 3
.

2 888
一
3 4

.

9 77777

林林林峰峰 1 5 7
.

5 111 2 2 8
.

5 444
一
7 1

.

0 33333

南南南城城城城城城

山山山 城基基 1 4 8
.

6 444 1 6 5
.

8 777
一
1 0

.

2 333 1 0 6
.

0 999

前前前 杜村村 16 5
.

8 111 2 1 8
.

3 555
一
5 2

.

5 44444

平平平 光录录 17 2
.

8 888 1 9 6
.

6 666
一
2 3

.

7 88888

原原原 来衬衬 1 23
.

4 777 1 3 7
。

5 111
一
1 4

.

0 44444

槐槐槐村村 1 1 2
.

9 444 1 0 8
.

4 000 4
.

5 44444

双双双庙庙 1 22
.

4 333 1 5 0
.

6 444
一
9

.

5 33333

申申申庄庄 1 4 1
.

1 111 1 2 3
.

4 444 2
.

5 99999

开开开河河 1 26
.

0 333 1 1 0
.

8 000
一
2

.

5 99999

白白白塔塔 1 0 8
.

2 111 1 1 0
.

5 000 1 6
.

0 99999

高高高史史 1 2 6
.

1 999 1 1 3
.

4 777
一
1 0

.

33333

辛辛辛庄管管 1 0 3
.

1 777 5 3
.

5 999 2 9
.

2 33333

李李李庄庄 8 2
.

8 222 1 4 4
.

1 000
一
4 0

.

8 99999

东东东城管管 1 0 3
.

2 111 1 4 0
.

4 111
一
1 9

.

3 88888

花花花官营营 1 2 1
.

0 333 11 0
.

2 1111111

讲讲讲武城城城城城城

县县县 分 区区 乡名名 死亡率率

临临临 山前前 杜村村 8 1
.

0 555

津津津 平原原 南东坊坊 1 2 0
.

7 888

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

平平平平 西羊羔羔 6 1
,

2666

原原原原 张村集集 3 2
.

0 333

狄狄狄狄丘丘 5 1
.

2888

魏魏魏 平平 北皋皋 5 6
.

6 444

县县县 原原 院堡堡 3 9
.

6 888

野野野野胡拐拐 3 4
.

7 777

白白白白仕望望 2 7
.

1 555

安安安安张庄庄 5 5
.

5 333

产`} 。 偏店

峰峰矿区

) 戒

认
)

9 争 l夕

一
2

、 县

黛
北叨 `诀

0

自 卜。

都党引夕,

) 黄沙 。

西固义。

河 载蕊谁

牌南东坊
临摊县

. 狄邱

澹
, ,

杜村

刁
,

n

_ I 少胶早了义

注
: 1 9 9 3一 1 9 9 5 为作者调查数据

,

其它数据为磁县肿瘤

研究所提供
。

是本区食管癌死亡率最高地区 ( 工
1
)

,

但合漳下

游磁县境内岳城水库附近死亡率有明显下降
。

涉 县漳河以北和 磁县山 区为食管癌降低 区

图 1 河北省南部地区食管慈分布图
I 中高食管癌死亡率 ( 60 ~ 3 29 人 / 10 万 )分布 区 ; 1 1 津

河高食管癌死亡率分布 区
; I : 山 区食管疾死亡率降低 区

, 1 3

丘陵食管瘩死亡率降低区
; I ; 洪积扇 (部分丘陵 )食管瘩上升

区 , l 平原 中低食管瘩死亡率 60 ~ 27 人 / 10 万 分 区

二
、

河北省南部地区地质生态环境

(一 )地质环境 河北南部地区位于华北地

台中部
,

临漳县城以东属于华北地堑
,

以西为太

行山断裂带 ( 图 2 )
。

太行山断裂带呈北北东走

向
,

在地质历史中曾多次活动
,

形成由西向东的

阶梯状降低的太行山系
。

在西部高山区除涉县

境内漳河流域出露震旦系石英岩状砂岩夹页岩

和太古界片麻岩
,

主要是寒武一奥陶系灰岩
、

白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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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岩
、

页岩和砂岩
,

东部低山丘陵区出露二叠系

砂岩
、

页岩
、

煤系地层和第三系红层夹砾岩
。

山

前平原为第四系洪积层
。

华北地堑为裂陷区
,

被

第四系冲积层和黄土覆盖
。

故全渊
:

泣 0 5 10 15 km

+
.

材
’

.
’ . `

》八 :训
:

·

片一升祷认代卜粼 土

涉县

沪
ù

·

B
·

一
·

·

…:丫一

浑乏 赢

。
肥乡县

广平县

…于
`

户 :… \

浊蝙骊幽

吓:卿户

训公

髻藏
冠之知后…滋
气砂亨爹角
拿{藻

乙上西保降
、

焦

{搜
。

耀

六臀 院堡
O

北皋

闭 l望女张注

野胡拐

张村集

O

故 道

犷 河

巨]
,

麟匆
2

鬓羹豪
3

[口
;

}恤皿
,

压习
6

区引
,

}万日
:

巨口
,

匡乙
:。

图 2 研究区地质及地质生态环境分区图

1 第四 系黄土
、

砂土夹砾石
; 2 上 第三 未三趾马红土夹砾石

; 3 二迭系砂岩
、

砂质页宕夹灰岩
, 4 奥肉 系

一

寒式系灰岩
、

白云岩及

泥灰岩
; 5 震旦系石 英岩状砂岩夹 页岩

, 6 太古界思云针长 片麻岩
; 7 闪长岩 ; 8 断层 ; 9 地堑界线

,
10 分 区界线

。

A 津河地质生态环境区
; B 山 区地质生态环境区

; C 浴阳河地质生态环境区 (C
、 丘陵生态环晚区

,

C Z 洪积扁生态环境区 ) ; D 平

原地质生态环境区

(二 ) 地貌 景观 本区地貌受地质构造控 强
,

且少有隔挡层
,

使表层岩石中的水向地下深

制
,

形成冲蚀和堆积地貌
。

由西向东依次为山区 处渗漏
,

而无地表水源出露
。

而在溢阳河上游岩

一丘陵一洪积扇一冲积平原地貌
。

山区地貌为 石中有页岩和煤层等隔挡层和蓄水层
,

使地下

冲蚀地貌
,

太行山系海拔 30 一 7 00 米
,

最高超过 水位浅
,

地下水出露的源头多
,

并在丘陵地区形

10 0 0 米
,

山峰陡峭岩石裸露
,

山谷则为大大小 成网状水系
。

小的山间谷地和盆地
。

丘陵地貌分在于磁县中 漳河沿岸堆积物主要来自上游地区的砂和

部
,

是太行山脉的边缘
,

并由此过渡到平原
。

丘 岩石屑
,

以及附近山区洪水带入的砾石碎块
。

溢

陵海拔一般 50 ~ 3 00 米之间
,

呈向东倾斜的山 阳河的一
、

二级水系在峰峰矿区和磁县中部的

丘
、

岗地及其凹陷盆地
。

洪积扇在磁县东部和临 丘陵凹陷区容易受山洪的影响形成冲洪积堆

漳县西部
,

为河流和洪水的出口和排泄场所
,

呈 积
,

这是在丘陵地区河床中经常见到的堆积景

平缓东斜的扇形台地
。

平原地貌在临漳县以东 观
,

河流的三级水系流经的洪积扇台地
,

甚至在

地区
,

海拔 < 50 米
,

为漳河和溢阳河冲积而成
。

临漳县杜村集附近浅层表土下也能见到砾石和

(三 )水系和沉积物 本区发育漳河和溢阳 泥沙的堆积
。

在两水系之间的广大山区无水源

河两条水系 (图 2)
。

清漳河在合漳与浊漳河汇 出露
,

山中大大小小的干涸的河道
,

是洪水的通

合后称漳河
,

除此之外
,

在涉县和磁县山区再无 道
,

河床两侧有薄层冲洪积砾石层
。

临漳以东漳

常年性流水汇入
,

这是因为在 山区岩石渗水性 河古道堆积大量的冲积砂和风成黄土
。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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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土壤与植被 在山区谷地和盆地中发

育褐土或褐土型粗骨土
,

其母质为寒武
一

奥陶系

灰岩
、

白云岩
、

砂岩以及太古代片麻岩等原地堆

积的残坡积物
。

丘陵地区有两种土壤类型
:

一种

是山丘
、

岗地的二叠系砂岩
、

页岩
、

煤层原地发

育的灰色草甸土和褐土
,

另一种为丘 陵凹陷冲

洪积层发育的红色
、

褐色砂质或私土质褐土
。

洪

积扇的洪积层上一般也发育砂质一私土质褐

土
。

平原区为冲积砂和风成黄土发育的砂质私

土或砂土
,

漳河流域沿岸为冲积砂发育的砂土

和砂质褐土
。

上述土壤中
,

山区褐土和丘陵草甸

土成分与原岩关系密切
,

然而其它环境中形成

的土壤成分由于母质的不同而可能有较大差

别
。

例如丘陵的砂质褐土与洪积扇的砂质褐土

由于洪水能量释放的差异其母质堆积的成分必

然不同
,

因此其土壤成分也应有所不同
。

本区的自然植被为暖温带阔叶林和灌木

丛
。

西部山区 目前还保留有这些植被类型
,

然而

东部丘陵和平原地 区已基本被改造成次生林
,

主要是荆条
,

酸枣和人工经济林
,

例如苹果
、

梨
、

核桃
、

柿子等
。

(五 )人类生产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随着人

口急剧增长和生存的需要
,

在山区大量开垦荒

地
,

而在丘陵平原地区则大量增施化肥和农药
,

以提高粮食产量
。

其直接后果是越来越多的植

被破坏
,

水土流失严重
,

使本来就很脆弱的生态

环境更加恶化
。

同时由于水土流失
,

土壤中的某

些组分将发生变化
,

从而通过食物链对人体产

生影响
。

在平原地 区土壤中由于化肥和农药的

积蓄同样会改变生态环境食物链的成分
,

对人

体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

(六 )地质生态环境 分区 综合以上 内容
,

可将本区划分为四种地质生态环境区
:
A 漳河

地质生态环境区
,

B 山区地质生态环境区
,

C 溢

阳河地质生态环境区
,

D 平原地质生态环境区

(图 2 )
,

现将各地质生态环境区特征简述如下
:

A
.

漳河地质生态环境区 (封底照片 1 )
,

指

岳城水库以西的漳河流域沿岸地 区
,

呈狭长条

带状近东西向展布
,

河床宽 30 一 50 米
,

最宽可

达 1 00 米左右
,

两岸为陡峭的岩石
,

河流阶地不

发育
,

耕地大多为河滩沙土
。

由于沿岸山区长年

无流水汇入
,

土壤母质主要来 自上游蚀源区沉

积物
,

土壤成分与本地区岩石关系不大
,

主要种

植小麦和玉米
。

由于土质差
,

粮食产量不高
。

B
.

山区地质生态环境 区 (封底照片 1 )
,

漳

河以北
,

黄沙
、

都党
、

贾壁以西山区
。

由太行山断

裂差异升降形成冲蚀地貌
。

呈 由西向东阶梯状

降低趋势
。

出露岩石以灰岩
、

白云质灰岩
、

砂岩

为主
,

土壤为岩石残坡积发育的褐土和褐土型

粗骨土
,

种植玉米和小麦
,

施农家肥为主
,

粮食

产量不高
,

当地村民大多喝窑水或深井水
。

C
.

溢阳河流域地质生态环境区 (封底照片

2
、

3 )
,

包括峰峰矿 区
、

磁县东部和临漳西部地

区
,

在太行 山断裂带边缘地带
,

河流 流经 丘陵

( C
l
)和洪积扇 (C

2
)两个地貌单元

,

在丘陵地区

( C
l
)发育一

、

二级水系
,

呈网状分布
。

该区出露

二叠系砂岩
、

页岩和煤系地层
、

第四系冲积层和

洪积层
,

发育草甸土和砂质褐土
。

在洪积扇地区

(C
2
)河流为三级水系

,

洪积层形成扇形台地
,

发

育草甸土和褐土
,

土质较好
,

种植小麦
、

玉米
,

一

年二季
,

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
,

产量高
。

村

民喝浅井水
。

D
.

平原地质生态环境区 (封底照片 4 )
,

临

漳县城以东地区为地裂陷沉降区
。

主要堆积河

流冲积砂土和风成黄土
,

发育砂质豁土和砂土
,

形成冲积平原地貌
。

土壤已基本被开垦成农田

和经济林
,

种植小麦
、

玉米
、

棉花和经济农作物
。

大量施用化肥
,

机井灌溉
,

一年二季
,

产量高
,

村

民喝压井水
。

三
、

食管癌分布与地质生态环境关系的讨

论

对 比图 1
、

2 可发现
:
( 1) 死亡率 >60 人 1/

.

0

万的中高食管癌分布区 ( I )落入太行山断裂带

范围内
,

死亡率 ( 60 人 / 10 万的中低食管癌分布

区 ( l )与华北地堑构造吻合
,

前者为山区
、

丘陵

和山前平原
,

后者为冲积平原
。

( 2) 在中高食管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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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分布区
,

漳河高食管癌分布区 ( I )与漳河地

质生 态环境 区 ( A ) 吻合
,

山 区食管癌降低 区

( I :
)与山区地质生态环境区 ( B )基本一致

,

丘

陵食管癌降低 区 ( 1 3
)与溢阳河地质生态环境

区中 C
l

范围大体一致
,

洪积扇食管癌上升区

( I `
)与溢阳河流域地质生态环境区中 C :

范围

基本吻合
;
中低食管癌分布区 ( I )与平原地质

生态环境区 (D )一致
。

由此我们认为这些食管

癌分布区与地质生 态环境区的一致性绝非偶

然
,

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
。

经过近二十多年的研究
,

食管癌的病因 比

较集中倾向于亚硝胺化学致癌作用 〔2一戏幻
。

虽

然有不少作者认为亚硝胺主要是在人体内合成

的 6[ 一 6〕 ,

但有些研究者对环境中的亚硝胺及其

前身物亚硝酸盐和硝酸盐给予足够的重视并进

行了调查研究〔“ 一 4J[ 叮
, ”〕 ,

发现 人体用于合成亚

硝胺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主要来 自当地的粮

食
、

蔬菜和水
,

而直接从环境中摄入的亚硝胺是

很微量的
。

农学家研究也发现
,

植物从土壤中摄

取的硝 酸盐 ( N O 3一
)首先被硝酸还原酶还原成

亚硝酸盐 〔N O Z一 )
,

然后被亚硝酸还原酶还原成

N H
` + 。

由于亚硝酸还原酶的活力比硝酸还原酶

高得多
,

因而植株中主要以硝态氮 ( N 0
3一 )和钱

态氮 ( N H
4

+) 存在 ll[ 〕。

正因为如此
,

作者认为食

管癌与地质生态环境的一致性关系可能是由于

环境中的总氮和硝态氮分布决定的
。

表 4 中磁县
、

临漳县和魏县境内山区
、

丘

陵
、

洪积扇和冲积平原土壤中总氮和硝态氮含

量相差不大
。

一方面可能是样品数量较少
;
另一

方面可能与土壤中氮来源的多样化有关
。

土壤

中氮可来源于有机物的分解
、

大气降水
、

降尘
、

地下水和地表水
、

有机肥和 化肥
、

M o 、

S e [` 0 ]〔̀ 2〕

等元素的拮抗等原生和次生地质生态环境
。

但

就目前的研究水平还难以判断各种地质生态环

境中哪种氮的来源是主要的
。

可能由于土壤氮

含量相近
,

磁县高中食管癌分布区小麦和玉米

硝 酸 盐 和 亚 硝 酸 盐分 别 为 79
.

7 9陀 / g 和

11 8
.

59 陀 / g
,

而 唐 县 平 原 低 发 区 分 别 为

4 0

8 0
.

0 6拌g / g 和 9 5
.

5 9拌g / g
,

彼此也非常接近
。

但

磁县红薯的硝酸盐十亚硝酸盐为 1 20
.

3 5拌g / g
,

唐县仅为 73
.

0 7拌g / g
,

. 磁县明显比唐县高
。

表 4 土雄总氮和硝态氮含 t ( % )

分分区区 地名名 总 NNN 琦态 NNN

山山山 白土土 0
.

1 4 333 0
.

0 0 000

区区区 贾壁壁 0
.

1 2 999 O
。

0 1 222

石石石步槽槽 0
。

1 0 777 0
.

0 5 111

平平平均均 0
.

1 2 666 0
.

0 2 111

丘丘丘 西保阵阵 0
.

0 9 444 0
.

0 5 999

陵陵陵 岳城城 0
.

1 3 888 0
.

0 2 555

岳岳岳城东东 0
.

1 5 999 0
.

0 6 222

平平平均均 0
。

1 3 000 0
.

0 4 999

山山山 讲武城城 0
.

1 1 666 0
.

0 9 999

前前前 林峰峰 0
.

1 1 111 0
.

0 2 555

平平平 南东扮扮 0
.

1 2 888 0
.

0 1 888

原原原 杜村村 0
.

0 7 333 0
.

0 333

平平平均均 0
。

0 1 222 0
.

0 3 666

冲冲冲 张村集集 0
.

1 2 222 0
.

0 5 111

积积积 狄邱邱 0
.

1 0 333 0
.

0 0 888

平平平 西羊裁裁 0
.

0 9 777 0
.

0 1 666

原原原 院堡堡 0
.

0 9 888 0
.

0 1 777

区区区 北皋皋 0
.

0 8 333 0
.

0 1 333

白白白仕 望望 0
`

1 2 333 0
.

0 6 777

野野野胡拐拐 0
.

1 1 111 0
.

0 1 777

安安安张 庄庄 0
.

0 8 666 0
.

0 2 000

平平平均均 0
、

1 1 555 0
.

0 3 666

注
:

地矿部物化探所测定

除此而外
,

一些文献还记载了山区 (林县 )
、

丘陵和洪积平原 (安阳 )和冲积平原 (范县 )饮用

水 的氮 氧 化 物 含 量 分 别 为 16
.

4
、

18
·

1 和

3
.

Zm g / L
,
[` , ]

,

磁县山区旱井水硝酸盐 sm g / L
,

丘陵和山前洪积平原井水 10 一 2 40 m g / L
,

. 随

井深硝酸盐含量增高
,

这是因 为硝 酸根离子

( N O
3一 )容易随水溶液向深处迁移的缘故

。

由以

上资料数据综合分析
,

山区
、

丘陵和洪积扇地区

总的粮食和水的氮氧化物比平原高
,

而在山区

窑水和食物中氮氧化物可能比丘陵和洪积平原

低
。

在巨厚的洪积物区
,

地下水位越来越深
,

氮

. 河北新医大学卫生学教研组
:

食管癌病因调查粮食

中馁
、

亚硝酸盐
、

硝酸盐的测定和光解实验
,

. 河北省地质局水文组研究室
:

磁县食管癌病因的饮

水含氮量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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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物含量越来越高
。

生态环境中的氮氧化物

含量大致可按洪积扇 )丘陵 >山区 >平原地区排

列
,

这与食管癌发病率的分布大体是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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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 u n t a i n > a l l u v i a l P l a i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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