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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重庆市常住居民死亡水平'期望寿命和死亡原因"以下简称死因$结构特点!为制订疾病防控策略提供科

学依据%方法
!

提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死因登记报告信息系统,数据!分析计算死亡率'期望寿命'死因构成比'死因顺位等

指标%结果
!

重庆市常住居民老龄系数达
$$&-/;

!人群死亡率
)-$&%/

&

$%

万!居民人均期望寿命
--&)$

岁#居民死因顺位前
2

位

为循环系统疾病'肿瘤'呼吸系统疾病'损伤中毒和消化系统疾病#居民前
$%

位具体死因均为脑血管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和肺癌

等
$%

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结论
!

人口老龄化是重庆市常住居民死亡率'期望寿命高的主要原因!也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近年

来迅速成为威胁居民生命健康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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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死亡率*死亡原因$以下简称死因&*期望寿命等指

标是反映人民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制定卫生政策*评

价卫生工作质量和效果的科学依据#也是研究人口自然变动规

律的一个重要内容'

$.1

(

)重庆市的死因监测工作经过多年努

力#

1%$'

年实现了覆盖全人群的死因网络直报)本文将根据

1%$'

年重庆市常住居民病伤死亡原因数据#分析重庆市常住

居民死亡水平*死因构成和人均期望寿命等指标#客观科学地

评价居民的健康水平和影响死亡的因素#为制定卫生策略提供

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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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死

因登记报告信息系统.

'

0

(

#按死亡日期$

1%$'

年
$

月
$

日至

1%$'

年
$1

月
'$

日&*生前常住地址*已审核条件于
1%$0

年
$

月
$2

日提取
1%$'

年全市报告的死亡个案数据%人口数据来源

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基本信息系统的重庆市及各区县常

住人口数)

@&A

!

方法
!

依据-全国疾病监测系统死因监测工作规范.进行

死亡登记#按照-国际疾病分类.第
$%

版进行死因编码)提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死因登记报告信息系统.数据#分析计

算出死亡率*期望寿命*死因构成比*死因顺位等指标)以

1%$%

年第
)

次全国人口普查年龄人口构成作标准人口构成计

算标化率)

@&B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中国疾控中心数据转换软件转换

入
\BECKHB

D

1%%2

软件#并结合
3F=BJ

等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

料用率表示#死亡率比较采用两样本率的
C

检验#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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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口资料
!

1%$'

年#重庆市常住人口
1('))(-'

人#其中男
$0/-'/'/

人#女
$00('$'2

人#男女性别比为

$&%1)e$&%%%

%常住人口老龄系数$

)2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全

市人口的比例&已达
$$&-/;

#标志着重庆市已进入老龄化社

会#重庆市人口金字塔见图
$

)

A&A

!

总体死亡情况
!

1%$'

年共报告死亡个案共计
$(-%--

例#死 亡 率
)-$&%/

"

$%

万%其 中 男 为
/%2&$$

"

$%

万#女 为

2''&20

"

$%

万#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

C<1/)&22

#

!

#

%&%2

&%

1%$'

年重庆市人均期望寿命为
--&)$

岁#其中男
-0&-/

岁#女

/%&(%

岁)重庆市各区县死亡率*期望寿命见表
$

)

A&B

!

疾病死亡率*构成及顺位
!

1%$'

年重庆市的前
2

位主要

(0(1

重庆医学
1%$2

年
-

月第
00

卷第
1$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重点科研项目'渝卫科教$

1%$'

&

'(

号()

!

作者简介'毛德强$

$(-1Z

&#硕士#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疾病监测与慢

病防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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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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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依次为循环系统疾病*肿瘤*呼吸系统疾病*损伤和中毒*

消化系统疾病#占总死亡的
(1&21;

#死亡率在
$(&)%

"

$%

万至

10/&$$

"

$%

万#传染病及寄生虫病位居全人口死亡的第
)

位#

死亡率为
(&/1

"

$%

万)男性前
2

位死因与全人群前
2

位死因

及顺位均一致#占男性死亡的
('&$/;

%女性前
0

位死因与全

人群前
0

位死因及顺位一致#第
2

位为内分泌营养代谢疾病#

前
2

位主要死因占女性死亡的
(1&$0;

#见表
1

)

表
$

!!

1%$'

年重庆市死因监测报告情况及人均

!!!

期望寿命

区县
死亡数

$

$

&

死亡率

$"

$%

万&

期望寿命$岁&

合计 男性 女性

万州区
$%$2% )'/&(2 --&$' -0&/' -(&)2

涪陵区
-%$0 )2%&0( -/&$2 -2&)2 /$&%/

渝中区
'22- 220&2% /%&/2 -/&10 /'&)2

大渡口区
1'21 --1&1% -)&(' -0&$( /%&$/

江北区
0%2/ 20'&(( -(&2' --&0' /$&-2

沙坪坝区
22$1 22$&1% -/&2' -)&'% /$&%1

九龙坡区
)2(( )%'&2/ --&1( -2&)2 /$&')

南岸区
')-% 0/$&2) -(&$1 -)&)0 /1&%$

北碚区
0'-- )')&$- -(&0) --&$0 /1&$2

綦江区
20(0 )/2&/) --&0( -0&01 /$&%(

大足区
)0'$ /(1&%- -2&01 -$&00 /%&)$

渝北区
/)1) )'-&2/ --&/1 -0&/1 /%&/%

巴南区
)-)0 -1$&'2 -/&0) -2&'0 /1&1)

黔江区
'%)/ )//&/$ -2&1- -1&)0 -/&0%

长寿区
21-1 )2-&/) --&/( -2&01 /%&-(

江津区
()-- --1&00 -/&'% -2&%1 /1&1-

合川区
/2$- )0(&/- --&)) -2&%) /%&2(

永川区
)/%- )2%&1' -/&1) -2&%- /$&(2

南川区
'()1 )((&'0 -)&/2 -'&(% /%&'2

万盛区
$(11 -2$&00 -)&)$ -'&2$ /%&$-

潼南县
0)/' -$-&(% -/&0( -2&() /$&12

铜梁县
0-1/ -2-&)( --&'$ -'&0% /$&/0

荣昌县
0'%0 )0$&-% /%&%( -)&)' /0&%%

璧山县
0$/) )/-&// --&10 -'&(' /$&)/

梁平县
0(0' )('&-% --&)% -0&)2 /%&('

城口县
$12( )'(&20 -)&') -'&1) -(&((

丰都县
2$'1 -2/&/2 -)&/) -'&(1 /%&1$

垫江县
0/(' ))0&2- --&/$ -0&(1 /$&%)

武隆县
1)$2 -$2&%0 -)&/1 -0&1( -(&/1

忠县
)%0- --)&%) --&1) -0&00 /%&00

开县
($-0 -(%&-' -2&)0 -1&00 -(&10

云阳县
221- 2(1&/' /%&%1 --&0% /1&//

奉节县
22-0 ))$&-% -)&(- -0&01 -(&(1

巫山县
'1/( )0/&%) -)&') -'&(( -(&'0

巫溪县
1()2 -%2&-/ -)&0) -'&22 -(&/0

石柱县
1(0- )(%&2/ --&%$ -0&2/ -(&/-

秀山县
'21) )-/&2( -)&1- -1&0/ /$&%1

酉阳县
''%0 2)%&/1 --&10 -0&1) /%&2%

彭水县
01'/ -2/&$) -0&'1 -$&)/ --&0%

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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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组的主要死因分布特征

A&F&@

!

年龄死亡率
!

年龄死亡率可以反映不同年龄人群死亡

状况)各年龄组死亡率可见死亡率随年龄的增长大致呈0

)

1

形#

%

岁组死亡率稍高$

0$1&1$

"

$%

万&#之后开始明显下降#至

$%

"#

$2

岁组最低#为
'1&/1

"

$%

万%之后的增长倍数基本维

持恒定$在半对数线图中表现为斜线的斜率较稳定#接近直线#

见图&#

)%

"#

)2

岁以下组均低于
)%%

"

$%

万#

)%

"#

)2

岁及以

上组均高于
$%%%

"

$%

万)男*女性各年龄组死亡率的变动与

全人群一致#男性各年龄组死亡率均高于女性#见图
1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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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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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常住人口构成$人口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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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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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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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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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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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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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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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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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

2%

岁组%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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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岁组%

$'

!

22

"#

)%

岁组%

$0

!

)%

"#

)2

岁组%

$2

!

)2

"#

-%

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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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岁组%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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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

$/

!

/%

"#

/2

岁组%

$(

!

'

/2

岁组)

图
1

!!

1%$'

年重庆市居民年龄别死亡率$半对数线图%

A&F&A

!

各年龄组主要死因
!

婴儿死亡率$

%

岁组&为
0$1&1$

"

$%

万%首位死因是新生儿病#死亡率为
$)'&1(

"

$%

万#占婴儿

死亡率的
'(&)$;

%其次为先天异常#死亡率为
($&-)

"

$%

万#

占婴儿死亡率的
11&1);

%第
'

*

0

*

2

位为损伤中毒*呼吸系统

疾病*传染病及寄生虫病)

%

"#

$2

岁组$包括
%

岁组&死亡率

为
)1&0$

"

$%

万#前
'

位主要死因为损伤中毒*新生儿病*先天

异常#死亡率分别为
10&(0

"

$%

万#

(&)'

"

$%

万#

-&)1

"

$%

万#前
'

位死因占总死亡的
)-&)1;

)

$2

"#

02

岁组死亡率为
$$$&/'

"

$%

万#前
'

位主要死因为损伤中毒*肿瘤*循环系统疾病#死亡

率分别为
0)&/-

"

$%

万#

'%&/1

"

$%

万#

$2&-)

"

$%

万#前
'

位死因

占总死亡的
/'&2);

)

02

"#

)2

岁组死亡率为
20%&(-

"

$%

万#

前
'

位主要死因为肿瘤*循环系统疾病*损伤中毒#死亡率分别

为
1$/&%-

"

$%

万#

$02&0-

"

$%

万#

)2&/0

"

$%

万#前
'

位死因占总

死亡的
-(&'-;

)

)2

岁及以上组死亡率为
'/0-&2%

"

$%

万#前
'

位主要死因为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肿瘤#死亡率分别

为
$)-/&)2

"

$%

万#

(%)&-)

"

$%

万#

-/%&0%

"

$%

万#前
'

位死因占

总死亡的
/-&0/;

)

A&G

!

主要疾病分类的病种分析
!

前
2

位死因分别为循环系

病*肿瘤*呼吸系病*损伤中毒*消化系病#各死因内部顺位首位

死因分别为脑血管病$死亡率为
$$(&-)

"

$%

万#构成比为

$-&/2;

&*肺癌$

2)&%$

"

$%

万#

/&'2;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2(1

重庆医学
1%$2

年
-

月第
00

卷第
1$

期



表
1

!!

1%$'

年重庆市常住人口死因及顺位

居民病伤死亡原因

分类类目$

W9\Z$%

&

合计

死亡率$"

$%

万&构成$

;

& 顺位

男

死亡率$"

$%

万&构成$

;

& 顺位

女

死亡率$"

$%

万&构成$

;

& 顺位

循环系统疾病
10/&$$ ')&(- $ 1)/&-$ ''&'/ $ 11)&() 01&20 $

肿瘤
$)(&/0 12&'$ 1 11-&$% 1/&1$ 1 $$$&%- 1%&/1 1

呼吸系统疾病
$10&%$ $/&0/ ' $00&-0 $-&(/ ' $%1&-' $(&12 '

损伤和中毒外部原因
2(&'$ /&/0 0 /1&(1 $%&'% 0 '2&%- )&2- 0

消化系统疾病
$(&)% 1&(1 2 1)&)) '&'$ 2 $1&') 1&'1 )

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1 $&0) ) $0&%( $&-2 ) 2&0' $&%1 (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 $&%1 - /&1$ $&%1 / 2&2$ $&%' /

内分泌代谢疾病
$0&2) 1&$- / $'&'2 $&)) - $2&-( 1&() 2

其他疾病
2&// %&// ( 2&)/ %&-$ ( )&%/ $&$0 -

神经系统疾病
0&)1 %&)( $% 0&-$ %&2/ $% 0&2' %&/2 $%

起源于围生期的某些情况
$&)1 %&10 $$ 1&%$ %&12 $$ $&1$ %&1' $'

血液造血器官及免疫病
$&%' %&$2 $1 $&%( %&$0 $2 %&(- %&$/ $2

精神障碍
$&0- %&11 $' $&/$ %&11 $' $&$1 %&1$ $0

先天畸形变性和染色体异常
$&-0 %&1) $0 $&/2 %&1' $1 $&)1 %&'% $1

肌肉骨骼和结缔组织疾病
$&/( %&1/ $2 $&21 %&$( $0 1&1- %&0' $$

诊断不明
%&)% %&%( $) %&)) %&%/ $) %&2' %&$% $)

妊娠#分娩和产褥期并发症
%&$' %&%1 $- % % $- %&1) %&%2 $-

总计
)-$&%/ $%% /%2&$$ $%% 2''&20 $%%

!!

死亡率!

$

"

$%

万)

表
'

!!

1%$'

年重庆市各年龄段人群主要死因顺位&死亡率和构成比$死亡率'

$

)

$%

万(构成比'

;

%

年龄$岁& 疾病 小计 肿瘤
循环

系病

呼吸

系病

损伤

中毒

消化

系病

神经

系病
传染病 内分泌

新生

儿病

先天

异常

%

死亡率
0$1&1$ '&)$ )&2% 01&(( 2%&11 (&-2 )&/) $/&-( Z $)'&1( ($&-)

构成
%&// $&2/ $%&0' $1&$/ 1&'- $&)- 0&2) Z '(&)$ 11&1)

%

"#

$2

死亡率
)1&0$ 0&'$ $&)2 0&/1 10&(0 %&// 1&1/ '&0$ Z (&)' -&)1

构成
)&($ 1&)2 -&-1 '(&(- $&0$ '&)) 2&0- Z $2&00 $1&1$

$2

"#

02

死亡率
$$$&/' '%&/1 $2&-) '&$( 0)&/- '&(% $&1% '&2/ $&%' Z Z

构成
1-&2) $0&%( 1&/) 0$&($ '&0/ $&%/ '&1% %&(1 Z Z

02

"#

)2

死亡率
20%&(- 1$/&%- $02&0- 0(&/) )2&/0 1'&'( 1&10 $1&/$ $%&)1 Z Z

构成
0%&'$ 1)&/( (&11 $1&$- 0&'1 %&0$ 1&'- $&() Z Z

'

)2

死亡率
'/0-&2 -/%&0% $)-/&)2 (%)&-) $'2&'0 (1&-% 1)&%0 ''&-/ (1&2) Z Z

构成
1%&1/ 0'&)' 1'&2- '&21 1&0$ %&)/ %&// 1&0$ Z Z

!!

Z

!表示无数据)

$

$%-&(%

"

$%

万#

$)&%/;

&*交通事故$

$0&((

"

$%

万#

1&%';

&和

肝疾病$

/&-'

"

$%

万#

$&'%;

&)在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中#

糖尿病的死亡率已达到了
$$&/1

"

$%

万)前
$%

位具体死因分

别为脑血管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肺癌*冠心病*肝癌*急性心

肌梗死*高血压性心脏病*肺源性心脏病*食管癌和胃癌#均为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B

!

讨
!!

论

!!

重庆市
1%$'

年的监测结果表明!常住居民总的死亡率为

)-$&%/

"

$%

万#人均期望寿命
--&)$

岁#均高于
1%$%

年$死亡

率
)0-&/$

"

$%

万#人均期望寿命
-)&2%

岁'

2

(

#也与张彦琦等'

)

(

报道的
$((-

"

1%%2

年重庆市死亡率呈下降趋势不同#主要原

因与
1%$'

年实现重庆市全区县覆盖并采用常住人口进行统计

有关$

1%$%

年及以前为
/

个监测区县#采用户籍人口进行统

计&)重庆市的死因顺位前
2

位与全国
1%$%

年相同'

-

(

#以循环

系统疾病为首的慢性病是威胁重庆市居民生命健康的主要

疾病)

本文报道了覆盖重庆市常住人口全人群的期望寿命及各

区县的数据#重庆市
1%$'

年常住居民期望寿命为
--&)$

岁)

影响居民期望寿命的因素很多#与死因监测的工作质量密切相

关#也与人口老龄化有关#还与选择户籍人口或常住人口计算

$2(1

重庆医学
1%$2

年
-

月第
00

卷第
1$

期



有关)开展漏报调查并对相关指标进行校正是常用的统计学

方法#根据各区县开展的漏报调查数据#

1%$'

年重庆市常住居

民期望寿命
--&)$

岁已经按
2;

的漏报率进行了校正#各区县

也按各自的漏报情况进行了校正#但部分区县由于总体质量有

待提高#存在期望寿命偏高现象)

目前一般采用户籍人口数计算人均期望寿命#作者认为采

用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来计算期望寿命各有利弊#主要看收集

的死亡例数与哪种人口相对应)本次重庆市采用常住人口计

算#主要原因是按生前常住地址整理的死亡例数#而重庆有

0%%

多万户籍人口常年在外务工$

$

年中大概有
$$

个月在外&#

由于目前尚未实现全国联网报告死亡数据#这部分人对应的在

外地死亡的数据无法及时获得#因此如果采用户籍人口反而没

有相对应的死亡数据)在传染病等影响人群早死的疾病得到

有效控制后#高年龄组死亡水平的变化对期望寿命增加的贡献

超过了低年龄组'

/

(

%

1%$'

年重庆市居民常住人口老龄系数已

达
$$&-/;

#标志着重庆市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而户籍人口的

人口老龄系数则低于常住人口#因此
1%$'

年常住人口的期望

寿命较戴敏等报道的
1%$%

年通过设立监测点并按户籍人口计

算的期望寿命
-)&2%

岁有明显提高%但同时应注意到#常住人

口期望寿命增加的寿命是否有生命质量#尚需要进一步开展健

康期望寿命研究进行分析'

(.$%

(

)

死因监测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的工作#中国慢性病防治工

作规划$

1%$1

"

1%$2

年&

'

$$

(明确提出!到
1%$2

年#全人群死因

监测覆盖全国
(%;

的县$市*区&#重庆市
1%$'

年已实现全人

群覆盖%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民政部三部委已下发了-关

于进一步规范人口死亡医学证明和信息登记管理工作的通

知.

'

$1

(

#建议重庆市进一步成立三部门的死因工作领导小组#

完善相关工作制度及实施细则#明确责任和义务#保障各相关

单位协调有序的开展工作#充分开发和利用监测数据#为制定

和调整卫生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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