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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了解重庆市城市社区居民呼吸系统疾病的流行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

采用分

层整群抽样对
++1+

户共
//0+

人进行问卷调查%通过描述性分析和
DE

L

F:KFN

回归模型对危险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

呼吸系统

疾病两周患病率为
++-.&+p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患慢性病&吸烟&饮酒和是否参加体育锻炼与两周患病率相关%结论
!

重庆市城市居民呼吸系统疾病两周患病率较高!应加强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倡导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以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

关键词"两周患病率#呼吸系统疾病#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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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人们在获得现代医

药和医疗技术的同时#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给大城市的环

境(资源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带来压力'呼吸系统疾病是一类

严重威胁居民健康和生命的非传染性疾病#是中国常见病和多

发病'据卫生部门
,&&/

年疾病死亡构成调查结果#呼吸系统

疾病在城市的死亡率占第
-

位'两周患病率是反映医疗服务

需要量的重要指标#其影响因素是卫生服务研究的重要内

容)

+

*

'为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居民呼吸系统疾病两周患病

率情况#作者于
,&++

年
+

$

%

月在重庆市城镇居民进行家庭健

康询问调查#以期为政府制定卫生政策提供依据'

C

!

对象与方法

C.C

!

对象
!

使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根据重庆市的区域发

展特点分为+一小时经济圈,(+渝东北翼,(

l

+渝东南翼,

%

个区

域#将各区域内的城镇化率聚类#其中+一小时经济圈,分成
%

层#+渝东北,

,

层#+渝东南,

+

层#在每层内随机抽取一个区县#

共
0

个'在区县内随机抽取经济状况(交通条件类似的
%

个居

委会#以户为单位#对常住居民进行家庭健康询问调查#共调查

+1++

户#共计
//0+

人#收回有效问卷
+>/-

份#有效率为

?0.%1X

'

C.D

!

调查内容与方法
!

按照第
-

次卫生服务调查方案及指导

手册进行疾病分类和调查问卷设计'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

$姓名(性别(年龄(婚姻(职业(文化程度等&%家庭居住情况$人

均居住面积(抽油烟设备(饲养宠物等&%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吸烟(饮酒(身体锻炼情况等&'所有调查员均通过统一培训#

考核合格后进行调查#采用入户或集中调查方式进行现场调

查%由质控人员对收回的调查资料进行核查#以核心信息填写

完整且逻辑无错误的问卷视为有效问卷'

C.E

!

判断标准
!

$

+

&两周患病的定义为!

*

自觉身体不适#去

医疗卫生单位就诊(治疗%

+

自觉身体不适#未去医疗卫生单位

就诊治疗#但采取了自我医疗如自服药物或采用推拿按摩(热

敷等一些辅助疗法%

,

自觉身体不适#未去就诊治疗#也未采取

任何方式的自我医疗#但因身体不适休工(休学在家或卧床
+7

以上者$有些老年人明显精神不振(食欲减退或婴幼儿异常哭

闹(食欲减退等&'上述
%

项两周内有
+

项者#即认为+两周患

病,

)

,

*

'$

,

&吸烟!指每天吸烟
+

支以上#连续
0

个月以上%$

%

&

饮酒!指每周饮酒不少于
+

次#连续
0

个月以上%$

-

&经常体育

锻炼!指每周运动
%

次以上#每次运动
%&(FH

以上)

%

*

'

C.F

!

统计学处理
!

全部数据经
8

Q

F79K9%.&,

双录入并进行核

查#应用
<6<1.&

统计软件包对收集的计数资料进行分析'用

描述计量资料#用频数和率来描述计数资料'检验和趋势分析

分别对
+0

项影响因素$表
+

&作单因素分析#找出主要影响因

素后#再用非条件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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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模型对两周患病的主要影响因

素进行逐步筛选'

D

!

结
!!

果

D.C

!

调查人群一般情况
!

本次共调查
//0+

人#其中男
,>,0

人$

-?.&+X

&#女性
,1%/

人$

-?.??X

&#平均年龄$

-%.//_

,+./0

&岁%其中
+/

岁以下
>->

人$

+%.-%X

&#

+/

$

/-

岁
,>0%

人$

-?.01X

&#

//

岁以上
,/&+

人$

--.?>X

&'不同性别各年龄

%1,,

重庆医学
,&+,

年
1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中国科协调研课题基金资助项目$

,&+&Z45!'/

&'

!

#

!

通讯作者'

@JT

!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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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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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患病的影响因素与赋值说明

影响因素 赋值说明

年龄$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0/

及以上
0̂

性别 男
&̂

#女
+̂

婚姻状况 未婚
&̂

#已婚
+̂

#离异
%̂

#丧偶
-̂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

#初中
+̂

#高中(中专
,̂

#大专及以上
%̂

职业 企事业管理人员
&̂

#专业技术人员
+̂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
,̂

#一般办事人员
%̂

#产业工人及其他劳动者
-̂

#其他
/̂

#离退休
0̂

#

失业或无业
>̂

#在校学生
1̂

医疗保障形式 自费
&̂

#城镇职工保险
+̂

#城镇居民保险
,̂

#新农村合作医疗
%̂

#其他
-̂

月人均收入$元&

$

1&&̂ &

#

1&&

$

+/??̂ +

#

+0&&

$

,-&&̂ +

#

%

,-&&̂ %

人均居住面积$

(

,

&

$

+&̂ &

#

+&

$

+?̂ +

#

,&

$

,?̂ ,

#

%

%&̂ -

吸烟 否
&̂

#是
+̂

被动吸烟 否
&̂

#是
+̂

饮酒 否
&̂

#是
+̂

体育锻炼 否
&̂

#是
+̂

慢性病 否
&̂

#是
+̂

抽油烟设备 无
&̂

#有
+̂

0

个月内房屋装修 否
&̂

#是
+̂

饲养宠物 否
&̂

#是
+̂

段人群构成见表
,

'婚姻状况!

+/

岁及以上人口
-1+%

人#其

中未婚者
/%>

人#占
+/

岁及以上人口的
++.+-X

#已婚者
%/?>

人$

>-.>-X

&#离婚及丧偶者
/0?

人$

++.1,X

&'文化程度!文

盲或半文盲占
+1.++X

#小学占
,0.1/X

#初中占
%&.-+X

#高

中(中专(技校占
+>.%,X

#大专及以上占
>.%+X

'就业状态!

在职占
,>.0?X

#离退休占
+?.,0X

#在校学生占
+/.&,X

#失业

或无业占
%1.&%X

'在职者主要从事职业!机关(企事业单位

管理人员$

0.&>X

&#专业技术人员$

+-.&-X

&#商业和服务业人

员$

%&.,-X

&#一般办事人员$

1.1,X

&#产业工人及其他劳动者

$

+?.>%X

&#农林牧业人员$

,.0+X

&#其他$

+1.-1X

&'

表
,

!!

调查人群不同性别&年龄分布情况(

#

#

X

$)

年龄组$岁& 男 女 合计

&

$

+- -+?

$

+/.%>

&

%,?

$

++.0&

&

!

>-1

$

+%.-/

&

+/

$

,- ,%0

$

1.00

&

,+?

$

>.>,

&

!

-//

$

1.+1

&

,/

$

%- ,>1

$

+&.,&

&

%,0

$

++./&

&

!

0&-

$

+&.10

&

%/

$

-- --1

$

+0.-%

&

-01

$

+0./+

&

!

?+0

$

+0.->

&

-/

$

/- %0?

$

+%./-

&

-+1

$

+-.>-

&

!

>1>

$

+-.+/

&

//

$

0- /+?

$

+?.&-

&

//,

$

+?.->

&

+&>+

$

+?.,0

&

)

0/ -/>

$

+0.>0

&

/,%

$

+1.-/

&

!

?1&

$

+>.0,

&

合计
,>,0

$

+&&.&&

&

,1%/

$

+&&.&&

&

//0+

$

+&&.&&

&

D.D

!

两周患病情况
!

调查居民中有
0%-

人自报在调查前两周

内患病#两周患病率为
++-.&+p

'患病前
%

位的疾病#以急性

上呼吸道感染为第一位$占
>&.,&X

&#依次为慢性支气管炎

$占
+&.%&X

&(慢性鼻炎$占
1.,&X

&'男性两周患病率为

?/./1p

#女性两周患病率为
+,?.1+p

#男女两周患病率间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

!

$

&.&&+

&#女性两周患病

率高于男性'不同年龄组两周患病率见表
%

'

&

$

-

岁幼儿组

和
0/

岁以上组患病率较高#呈+两边高#中间低,的分布#从
+/

岁组开始随年龄的增加#患病率呈上升趋势并且不同年龄组间

两周患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

!

$

&.&&+

&'

D.E

!

主要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

以两周是否患病为应变

量#对表
+

中
+0

项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的常见因素使用非条件

DE

L

F:KFN

回归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性别(婚姻状

况(文化程度(职业(人均居住面积(吸烟(喝酒(体育锻炼(慢性

病与两周患病相关$

!

$

&.&/

&'与被动吸烟(抽油烟设备(

0

个

月内房屋装修及饲养宠物等因素未见关联性$

!

%

&.&/

&'

表
%

!!

不同年龄组居民两周患病率及构成比

年龄组$岁& 调查人数$

#

& 患病人数$

#

& 患病率$

p

&构成比$

X

&

&

$

- ,-, %% +%0.%0 /.,

/

$

+- /0& -+ >%.,+ 0./

+/

$

,- -1+ ,% ->./, %.0

,/

$

%- /?1 -& 00.1? 0.%

%/

$

-- ?,/ ?& ?>.%& +-.,

-/

$

/- 1,0 ++% +%0.1& +>.1

//

$

0- +&,1 +/% +-1.1% ,-.+

)

0/ ?&+ +-+ +/0./& ,,.,

合计
//0+ 0%- ++-.&+ +&&.&

表
-

!!

重庆市城镇居民呼吸系统疾病两周患病率

!!

影响因素的
DE

L

F:KFN

回归分析

危险因素
偏回归

系数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b9T7 ! TH

$

?/X!)

&

性别
&.-??- &.+-+% +,.-?+&.&&&- +.0%

$

+.,/

$

,.+>

&

年龄组$以
&

$

+-

岁为对照&

&.+%/? &.&-%+ ?.?0%&.&&+0 +.,&

$

+.+&

$

+.%/

&

慢性病
+.%/?> &.+-1> 1%.0/1&.&&&+ %.?&

$

,.?+

$

/.,+

&

吸烟
&.&??/ &.&--+ /.+&-&.&,%? +.,+

$

+.++

$

+.%&

&

体育锻炼
&.%&,/ &.+%+% /.%&1&.&,+, +.%/

$

+.&-

$

+.>/

&

饮酒
&.+101 &.&1&> /.%/-&.&,&> +.,,

$

+.&%

$

+.-+

&

!!

$&内数据为对照组'

-1,,

重庆医学
,&+,

年
1

月第
-+

卷第
,,

期



D.F

!

主要危险因素的多因素
DE

L

F:KFN

回归分析
!

以两周是否

患病为应变量#将影响居民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进一步用逐步

DE

L

F:KFN

回归方法进行筛选'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慢性呼吸

系统疾病(吸烟及未参加体育锻炼与两周患病率相关#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

$

&.&/

&'

E

!

讨
!!

论

重庆市直辖以来#经济和城镇化率飞速发展#大量的农村

人口转为城市人口#使得疾病谱发生变化)

-

*

'本研究组在重庆

市
0

个区县进行了调查研究工作#首次探讨了目前本市呼吸疾

病的现状#为政府科学制定决策提供依据'

本调查显示#重庆市城镇地区居民呼吸系统疾病两周患病

率为
++-.&+p

#显著高于
,&&1

年第
-

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

结果)

,

*

#也高于湖北地区(银川地区调查结果)

/'0

*

#这可能与本

次调查时间在冬春季#是呼吸系统疾病高发的季节因素有关'

其次#本次调查采用的是居民自报患病率#没有进行客观的诊

断#被调查者对自己患病情况的陈述未必与实际患病情况完全

一致#这可能是引起患病率较高的一个原因'另外#自报也易

受到居民文化水平(生产生活环境及心理因素影响#结果可能

会存在一定的偏倚'

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的
DE

L

F:KFN

回归分析#性别(年龄(慢

性病(吸烟(喝酒和体育锻炼与呼吸系统两周患病率有关'女

性的患病率高于男性#是男性的
+.0%

倍#与
,&&1

全国居民卫

生服务调查结果相符合#这可能与女性较男性更重视自己的健

康状况#除参加工作劳动之外#女性还承担繁重的家务有关#因

此#更应注意妇女的健康保健)

>

*

'不同年龄组两周患病率呈

+两边高#中间低,的分布#

0/

岁及以上老年组患病率最高#

&

$

-

岁组婴幼儿组次之#从
+/

岁组开始随着年龄的增加两周患

病率持续上升#说明在制定卫生政策和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时应

加强对老年和婴幼儿的医疗服务需要量'吸烟(饮酒和不参加

体育锻炼是两周患病的危险因素#其
TH

值分别为
+.,+

(

+.%/

及
+.,,

#与相关报道一致)

1'?

*

#提示可通过健康干预(倡导健康

的生活方式控制整个人群的危险因素水平#这是降低呼吸道疾

病发病率的有效途径'慢性病是反映居民本身的健康状况(疾

病负担和卫生服务需要量的重要指标#对两周患病有重要影

响)

+&

*

'本研究显示#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两周患病率是

非慢性病患者的
%.?&

倍'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健康状况较

差#增大了患病机会#成为影响两周患病率的主要因素'对于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应开展防治教育#指导人们进行自我

保健%同时进一步完善社区卫生服务政策#加快发展社区卫生

服务'

综上所述#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卫生服务#注重老年人(

妇女和儿童等特殊人群的保健工作%对社区
0/

岁以上老人和

慢性病患者实行干预措施#定期做好慢性病监测和规范化管理

工作%倡导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戒除烟酒等不良嗜好(积极参

加体育锻炼以改善居民健康状况'

参考文献"

)

+

* 龚幼龙
.

卫生服务研究)

2

*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

++'+/.

)

,

*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
.,&&1

年中国卫生服务调查研究

)

2

*

.

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

!

,0',>.

)

%

* 张玲#石凯#伍亚舟#等
.

重庆市社区主要慢性病疾病及其

影响因素分析)

Z

*

.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

#

+&

$

+&

&!

?+0'

?+?.

)

-

* 王五一#李日邦#谭见安
.

我国
,+

世纪环境(健康与发展

研究的重点领域和主要方向)

Z

*

.

地理科学进展#

+??>

#

+0

$

+

&!

++'+-.

)

/

* 肖黎#刘虹#刘国盖#等
.

湖北省居民两周患病率及其影响

因素调查)

Z

*

.

医学与社会#

,&+&

#

,%

$

%

&!

+&'+,.

)

0

* 李吴萍#宋琦如#刘宾红#等
.

银川地区城市居民两周患病

率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Z

*

.

宁夏医学院学报#

,&&-

#

,0

$

+

&!

,-',/.

)

>

* 杨哲#张寿生#汤泽群#等
.

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医

疗体制改革)

Z

*

.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

#

,&

$

>

&!

+0'

+?.

)

1

* 杨平镇
.

枣庄市社区居民烟酒嗜好与疾病关系的研究

)

Z

*

.

职业卫生#

,&&/

#

,+

$

+&

&!

+/+&'+/+,.

)

?

* 余照明
.

吸烟与呼吸系统疾病
-??&

例调查)

Z

*

.

中国误诊

学杂志#

,&&%

#

,

$

+

&!

+/+'+/,.

)

+&

*马杰#温静#任彬彬#等
.

西吉县农村居民两周患病现况及

影响因素分析)

Z

*

.

中国卫生统计#

,&+&

#

,>

$

,

&!

+1&'+1+.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0

&

$上接第
,,1,

页&

)

,

* 重庆市人民政府
.

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意见$渝

府发1

,&&>

2

0/

号&#

,&&>.

)

%

* 刘秀娜#周娟#张翠华#等
.

重庆市主城区社区卫生服务资

源配置状况调查研究)

Z

*

.

重庆医学#

,&+&

#

%?

$

>

&!

1->'

1-?.

)

-

* 刘云霞#李茂莲#韩世范
.

迎泽区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现况

调查)

Z

*

.

护理研究#

,&&1

#

,,

$

+

&!

1>'11.

)

/

* 崔树起#杨文秀
.

社区卫生服务管理)

2

*

.

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

,&++

!

/'?.

)

0

* 石宏伟#吕序榕
.

我国社区卫生人力资源发展状况研究

)

Z

*

.

生产力研究#

,&&?

#

+0

$

,

&!

1-'10.

)

>

* 任建萍#王晚霞#郭清
.

杭州市社区卫生服务人力资源现

况与对策研究)

Z

*

.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

#

>

$

%

&!

->+'

->,.

)

1

* 汪志宏#王云霞#卢祖洵#等
.

湖北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人

力资源现状与公平性研究)

Z

*

.

中国社会医学杂志#

,&&1

#

,/

$

/

&!

,0/',0>.

)

?

* 程风敏#杨竹#吴小翎
.

浅析农村卫生适宜技术推广过程

中基层卫生人力资源的问题与对策)

Z

*

.

重庆医学#

,&++

#

-&

$

0

&!

0+,'0+-.

)

+&

*王琳华
.

关于远程医疗如何促进区域医疗信息化建设的

思考)

Z

*

.

重庆医学#

,&++

#

-&

$

%/

&!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0

&

/1,,

重庆医学
,&+,

年
1

月第
-+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