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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目的： 追蹤油症兒第十三年之
智能及行為層面所見，以了解母親
多氯聯苯中毒後所生之油症兒之智
能及行為發展。方法： 不僅繼續追
蹤於民國七十四年七月一日前出生
之早期出生油症兒，也追蹤於民國
七十四年七月一日後出生之晚期出
生油症兒。依據其年齡施測標準化
之智能及行為測量工具。此次本研
究只針對滿 6, 8, 10, 12, 14, 16 及 18
歲之早期及晚期出生油症兒為研究
對象(為原來研究對象之一半人
數)。結果：在魏氏兒童智力測驗
裡，發現早期及晚期出生油症兒之
得分仍較其對照兒低，但均未達到
顯著之差異。而在瑞文氏測驗中均
未達顯著差異。Rutter 氏行為量表
上，兩組油症兒與其對照兒皆未達
顯著差異。在兒童行為檢核表(CBCL)
上之行為量表方面，在晚期出生油
症兒之男性油症兒 6-11 歲組與其對
照兒相比，對照兒反而在外顯行為
與過動上較油症兒顯著地高，其 P
值各為 0.035 及 0.008，其餘各組之
油症兒與其對照兒相比均未達顯著

差異。在活動量表方面，晚期出生
油症兒與其對照兒皆未達顯著差
異。在青少年氣質量表上，除了早
期出生油症兒在反應強度上較對照
兒顯著地高外(P=0.017)，在其他各
分項量表之得分，早期及晚期出生
油症兒與對照兒相比較，均未達顯
著差異。
結論： 在母親中毒之後七年所生之
晚期出生油症兒，其智商及行為方
面均較前十二年我們所追蹤之早期
出生油症兒來得好，而早期出生油
症兒之智能發展與其對照兒之差距
已漸減。早期出生油症兒在青少年
氣質量表反應強度上較對照兒顯著
地高。我們將繼續追蹤這兩群個
案，並陸續作資料之縱貫性、相關
性分析，以闡明先天性多氯聯苯中
毒對人類智能及行為發展之長久影
響。
關鍵詞: 早期出生油症兒、晚期出

生油症兒、智能發展、行為
發展、縱貫性追蹤研究

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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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natal exposure to PCBs on the
cognitive and behavior development
in Yucheng children. We reported our
13th-year findings of this longitudinal
study. Method: In August 1985, we
selected 118 prenatally PCB-exposed
Yucheng children (early born) and
assigned each a non-exposed child
matched for sex, age, location of
residence, mother’s age, and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In 1992,
additional Yucheng children(later born)
who were born after July 1985 were
selected and assigned each a matched
control. We used measurement tools of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assessments
according to age. Results: There were
tendency that early and later born
Yucheng children scored lower than
their matched controls in verbal (VIQ),
performance (PIQ) and full IQ (FIQ)
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Wechsler
Intelligence Scale for Children,
Revised (WISC-R).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Yucheng children did not sco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es,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CBCL), Rutter’s behavior
checklist and activity checklist.
Conclusion: The 13th-year follow-up
data showed that children with
prenatal exposure to PCBs still had
poorer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performance than their controls. But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ignificant in
the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tests.
These findings stress the necessity of
continuing to follow the study subjects,
to analyze our data longitudinally, an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PCBs and other
covariates on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development.
Keywords: Yucheng children,

cognitive development,
behavioral development,
longitudinal follow-up study

二、緣由與目的

二十世紀工業文明帶給人類許
多生活福祉與財富，不過隨之而來
的環境污染毒物所衍生的問題，近
三十年來也逐漸浮現出來，其中引
起醫學界注意的環境毒物包括石
綿、DDT、鉛、戴奧辛及多氯聯苯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 PCBs)
﹝1﹞ 。由於 PCBs 難溶於水、而
易溶於脂肪，經人體吸收後，分佈
於全身含脂肪的組織，少量經肝膽
排入腸道，大部份再被吸收，因此
不易被排出體外，易造成持續性傷
害，並且尚可經由胎盤及母乳進入
胎、嬰兒體內，造成第二代的健康
的嚴重危害 ﹝2﹞。其中 1968 年日
本九卅福岡曾發生多氯聯苯中毒事
件，稱為 Yusho，受害人數達 1684 人
﹝3﹞ 。1979 年台灣台中、彰化一
帶的多氯聯苯中毒事件，稱為油症
(Yu-cheng) ﹝4﹞ 。這兩起事件皆
肇因於服用被 PCBs 污染的米糠油
所引起的疾病。

過去國內外研究顯示多氯聯苯
對人體的許多器官系統都會造成傷
害，在臨床上中毒的特徵包括有牙
齦色素沉著、臉部膿痤瘡、黑頭粉
刺、指甲病變、神經系統傳導減緩
及運動神經病變等 ﹝5,6﹞ 。 但
令人擔憂的是經中毒婦女所產下的
第二代子女，即本文所稱之油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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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也受到了影響。 過去報告中顯
示之油症兒的臨床生理症狀有皮膚
呈現黑褐色、死亡率增高、低出生
體重、身高較矮、容易產生畸型、
牙齦、牙齒、指甲及眼脂腺等異常，
並出現較多呼吸系統上的疾病與中
耳炎 ﹝7-11﹞ 。目前對於先天性
多氯聯苯中毒的嬰幼兒在智能所受
到影響的報告尚不多見， Jacobson
研究指出多氯聯苯血中含量高的孕
婦所生嬰兒比對照組之嬰兒在出生
七個月大時，其視覺記憶較差
﹝12﹞ ，且其四年後之追蹤研究仍
出現相同情形 ﹝13﹞ 。 Gladen 亦
指出美國北卡羅萊州，針對多氯聯
苯背景污染度較高之環境之婦女所
生之嬰兒以 Bayley Scale for Infant
Development 來評估其發展時，發現
在 psychomotor scores 比對照組稍
差 ﹝14﹞ 。Harada 追蹤 6 名日本
之油症兒七年後發現其平均智商約
在 70 左右，但該報告並無對照組可
比較 ﹝15﹞ 。陳永榮發現油症兒
較其對照兒有較多之異常腦波，他
的研究結果發現出生七到十三年後
之油症兒，多氯聯苯較會影響其中
樞神經 ﹝16﹞ 。他另外也發現與
對照兒相比，油症兒之 P300 的振幅
較低、潛伏期則拉長，此所見可視
為油症兒智能發展較差(或較慢)的
神經生理學依據 ﹝17﹞。在我們過
去八年油症兒追蹤研究中(1985 年 8
月至 1993 年 8 月﹚，主要用於評估
兒童、青少年問題行為的問卷有
Rutter 氏 行 為 量 表 ﹝ 18 ﹞ ，
Achenbach  氏所發展出的兒童行
為量表 ﹝19-23﹞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簡稱 CBCL )，及家長用

兒童活動量表 (Activity Checklist
for Parents)。回顧以前所得到的結
果，在 Rutter 氏行為量表的評估上,
油症兒有較多生理, 習慣和行為問
題的趨勢，活動量亦偏高。而自
1992 年起我們由 CBCL 評估的結
果注意到 6-11 歲組油症兒男生有
較多外化行為，而 6-11 歲組油症兒
女生有較多內化行為。在 1993 年
發現 6-11 歲組男生的內化及外化
行為，油症兒皆多於對照兒，而在
12-16 歲組的女生中，油症兒有較多
的內化行為。此種趨勢是否會繼續
存在，或是會有何種改變，是我們
所感興趣的。

目前唯一長期有計劃地追蹤油
症兒的研究，是本研究小組同仁自
1985 年開始的油症兒生理、智能、
行為發展之追蹤研究，在為期六年
的第一階段 (1985 ∼ 1991 年 ) 研
究中，追蹤 118 位 1985 年 7 月
前出生之油症兒 ( 即為早期出生油
症兒 ) 及其配對對照兒，以標準化
之智能、行為評量工具及系統化、
結構化的訪問方式，逐年收集這些
兒童生理、智能與行為發展的變
化。此第一階段六年追蹤研究結果
發現，早期出生油症兒除在生理方
面 呈 現 「 油 症 兒 症 候 群 」 外
﹝9﹞ ，智能發展較對照兒為差，
且在行為上有較多的問題 ﹝24-
30﹞ 。自 1991 年 10 月 1 日起
進入早期出生油症兒之第二階段
(1991 ∼ 1997) 之六年追蹤研究，
油症兒之智能發展仍較對照兒為差
﹝31-35﹞ 。本研究群亦另外尋找
油症中毒母親自 1985 年 7 月以後
出生之小孩，並將其稱為「晚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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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油症兒」的族群，而晚期出生油
症兒中之一部份也是此計劃要繼續
追蹤之對象。1993 年初，我們對 60
對晚期出生油症兒及其配對之對照
兒實施第二次田野調查，結果亦與
早期出生油症兒類似。本文主要在
報告早期出生油症兒之第二階段七
年追蹤研究之第七年田野工作及晚
期出生油症兒在 1998 年所得到之
智能及行為層面截斷面結果，此次
本研究只針對滿 6, 8, 10, 12, 14, 16
及 18 歲之早期及晚期出生油症兒為
研究對象(為原來研究對象之一半
人數)。並試著探討油症兒及對照兒
在智能及行為發展上之縱貫性變化
情形。

三、結果與討論

此次研究之結果，早期及晚期
出生油症兒在魏氏兒童智力量表各
項之得分仍偏低，早期出生油症兒
在語言智商、操作智商及總智商稍
低於其對照兒，而晚期出生油症兒
僅在語言智商及總智商稍低於其對
照兒，早期及晚期出生油症兒在此
智力量表與其對照兒均未達到顯著
之差異。在瑞文氏非語文測驗之
SPM 及 APM 二種測驗裡，早期出
生油症兒APM之得分稍高於其對照
兒，晚期出生油症兒在 SPM 及
APM 之得分均低於其對照兒，但兩
組間的差距均未達到顯著之差異。
早期出生及晚期出生油症兒在 SCL-
90-R 各項與其對照兒均無顯著差
異。在兒童行為檢核表(CBCL)方面:
在早期出生油症兒:行為問題量表
方面:油症兒男、女個別 12-16 歲組

與其對照兒相比均未達顯著差異。
在晚期出生油症兒:行為量表方面:
男性油症兒 6-11 歲組與其對照兒相
比，對照兒反而在外顯行為與過動
上較油症兒顯著地高，其 P 值各為
0.035 及 0.008，這樣的結果與之前
早期出生油症兒的結果相反。晚期
出生油症兒男、女個別 12-16 歲組
與其對照兒及女性油症兒 6-11 歲組
與其對照兒相比均未達顯著差異。
在 Rutter 氏行為量表方面: 在早期
及晚期出生油症兒與對照兒相比
較，均未達顯著差異。至於活動量
表方面: 晚期出生油症兒與其對照
兒相比未達顯著差異。在青少年氣
質量表上，除了早期出生油症兒在
反應強度上較對照兒顯著地高外
(P=0.017)，在其他各分項量表之得
分，早期及晚期出生油症兒與對照
兒相比較，均未達顯著差異。

在魏氏兒童智力測驗 (WISC-R)
所得之結果，發現早期及晚期出生
油症兒之得分仍較其對照兒低，但
均未達到顯著之差異。此種智商方
面之差異仍可見於晚期出生油症
兒，但未達顯著差異。這些結果所
顯示之意義是否代表隨著年齡之增
加，油症兒的智商發展將會逐漸迎
頭趕上，還是天花板效應 (ceiling
effect) 在影響。針對此，我們在
未來的研究中將加入魏氏成人智力
測驗。此次本研究只針對滿 6, 8, 10,
12, 14, 16及 18歲之早期及晚期出生
油症兒為研究對象(為原來研究對
象之一半人數)，當然會影響其對結
果之解釋，所以必須再與未來之結
果合併討論。

在瑞文氏非語文智力測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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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期出生油症兒之得分稍低，
但與其對照兒相比兩組間的差距均
未達統計上有意義程度。為防止天
花板效應，此次加入 APM，但仍無
顯著差異。此結果與這次之魏氏兒
童智力測驗之結果有些相同，所以
需要以後繼續追蹤才能更清楚。

在各種行為量表上，早期及晚
期出生油症兒與對照兒相比較，均
未達顯著差異。過去研究發現早期
出生油症兒之活動量較高且男性早
期出生油症兒之過動及外顯行為較
高已不復見。這可能意謂著隨著年
齡增加及中毒時間已久，多氯聯苯
對中毒小孩子之行為影響已漸漸減
少。但在青少年氣質量表上，早期
出生油症兒在反應強度上較對照兒
顯著地高，這到底是多氯聯苯之直
接影響或是教養態度不同所致，需
要繼續追蹤以區分之。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為滿 13 年之長期追蹤研
究，為防止天花板效應而增添新的
測驗工具，但仍有樣本失落之遺珠
之憾，因此我們仍繼續加強與衛生
局、衛生所合作，與日本研究人員
共同研究治療模式以減少中毒者認
為只作研究而不治療之疑慮，並常
與個案及其父母保持聯絡，以減少
個案之失落率。台灣多氯聯苯中毒
事件，引發台灣及世界各學術界的
注意，主要乃是其中毒劑量之大，
為他處所無，因此本研究之長期追
蹤這些油症病患，以明瞭這些工業
毒物在人體內之長短期致病機轉、
長期對後代子孫的深遠影響及其因

應之道，目前已成為全世界學術界
注目的焦點。所以我們研究小組之
成員經常在國內、外期刊及會議上
發表最新的結果，如此可提升國內
之學術價值及國家之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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