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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居民死亡水平和主要死亡原因!为综合防治提供依据$方法
$

按国际疾病分类法

"

[J7N$'

#对死因进行分类及编码!统计分析人群的粗死亡率%标化死亡率及死因构成$结果
$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
5'$4

年居民粗

死亡率为
&!'"!#

'

$'

万!标化死亡率为
4$%"%!

'

$'

万$主要死因顺位为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肿瘤%损伤中毒%消化系统

疾病!这
!

类死因死亡人数占总死亡数的
*%"5$3

$潜在寿命损失年数分析前
!

位分别为损伤中毒%肿瘤%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

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减寿率分别为
$%"#&h

%

$'"$*h

%

)"%!h

%

4")4h

和
5"&*h

$结论
$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损伤和中毒已成

为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居民的主要死亡原因和疾病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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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分析是评价居民健康水平和保健状况的一项客观指

标%也是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卫生规划和评价其效果的一个重要

依据&在影响居民健康的各种疾病中%如何确定防治重点是疾

病控制工作的重点问题&为了解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死因构成

情况%作者对本区
5'$4

年全人群死因监测资料进行分析%以探

讨影响本区居民主要死因及潜在寿命损失%为制订疾病控制策

略与措施提供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资料来源于
5'$4

年万盛经开区全人群死因

监测网络直报信息%人口资料由区统计局提供&标准人口构成

采用
5'''

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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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按国际疾病分类法#

[J7N$'

!标准分类进行死因编

码%死因归类按国家卫生部#

JJ7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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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归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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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系统进行统计分析&潜在寿命损失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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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是期望寿命与实际死亡年龄之差的

总和%即死亡所造成的寿命损失&减寿率是
A9..

与同期人

口总数之比%表示平均每人损失的寿命年数&

A9..

的计算公

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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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组剩余生存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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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组死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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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死亡率及主要死因
$

全区
5'$4

年常住居民
5!!##&

人%男
$5)*')

人%女
$5&)')

人%全人群粗死亡率为
&!'"!#

$

$'

万%标化死亡率为
4$%"%!

$

$'

万%婴儿死亡率为
%%4"&$

$

$'

万%

其中新生儿死亡占
45")&3

&期望寿命为
#&"#)

岁%男性为

#%"'#

岁%女性为
)'"'4

岁&前
!

位死因顺位按从高到低依次

为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肿瘤"损伤中毒和消化系统疾

病%占全部死亡的
*%"5$3

&前
!

位具体死因依次为脑血管

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损伤中毒"肺癌和肺源性心脏病%占全

部死亡的
!'"#53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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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群性别"年龄别死亡情况
$

男性粗死亡率为
#*'")*

$

$'

万%标化死亡率为
4*'"&!

$

$'

万 )女性粗死亡率为
!'#")!

$

$'

万%标化死亡率为
%%5"$#

$

$'

万&男性死亡率明显高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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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组粗死亡率中%

'

"#

$

岁组较

高为
%%4"&$

$

$'

万%

$

岁后随年龄的增长逐渐下降%至
$'

"#

$!

岁组降到最低为
5'"%4

$

$'

万%

$!

"#

%!

岁组开始渐渐上升%

%!

"#

)!

岁组以后迅速上升%

'

)!

岁组达到最高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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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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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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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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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万%男性和女性年龄别死亡率变化情况大致相似%见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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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死亡特征
$

男"女性居民前
!

位死因分类按从高到

低均依次为为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肿瘤"损伤中毒"

消化系统疾病%分别占男"女性死亡的
*%"%%3

"

*%"'$3

&男"

女性前
!

位死因分类顺位相同%但各死因男性死亡率均高于女

性#表
$

!%男性具体死因顺位前
!

位为脑血管病"慢性下呼吸

道疾病"肺癌"冠心病"高血压性心脏病%占全部男性死亡的

4)"543

&女性具体死因顺位为脑血管疾病"慢性下呼吸道疾

病"冠心病"肺癌"肺源性心脏病%占全部女性死亡的
!4"&&3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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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别死亡特征
$

不同的死因在各年龄组分布的差异较

大%

'

"#

$!

岁组致死原因主要是肿瘤"先天异常及损伤中毒%

占年龄段死因的
!#"$43

)

$!

"#

%!

岁主要死因以损伤中毒"

肿瘤及呼吸系统疾病为主%占全年龄段死因的
)&"#*3

)

%!

"

#

&'

岁的主要致死原因是肿瘤"损伤中毒及循环系统疾病%占

年龄段死因的
#&"*#3

)

&'

岁及以上循环系统疾病为首要死

因%其次为呼吸系统疾病和肿瘤%占年龄段死因的
)&"')3

&

?"B

$

9A..

分析
$

9A..

分析前
!

位分别为损伤和中毒的外

部原因"肿瘤"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对

早死的影响比较大%所致的寿命损失最为严重%平均减寿年数

分别为
%!$*"''

人年"

5&'&"!'

人年"

5$%4"!'

人年"

$5%*"''

人年和
&)*"''

人年%减寿率分为
$%"#&h

"

$'"$*h

"

)"%!h

"

4")4h

和
5"&*h

%见表
%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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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万盛经开区居民的性别年龄别

死亡率&半对数线图'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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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万盛经开区
5'$4

年死因顺位

疾病名称

合计

死亡数

#

$

!

死亡率

#$

$'

万!

死因

顺位

男性

死亡数

#

$

!

死亡率

#$

$'

万!

死因

顺位

女性

死亡数

#

$

!

死亡率

#$

$'

万!

死因

顺位

循环系统疾病
&)$ 5&&"5! $ %!& 5#&"'4 $ %5! 5!&"5* $

呼吸系统疾病
%%' $5*"'5 5 5$' $&5")% 5 $5' *4"&% 5

肿瘤
%'$ $$#"&) % 5'5 $!&"&% % ** #)"'# %

损伤和中毒外部原因
$!% !*")5 4 $5$ *%")5 4 %5 5!"54 4

消化系统疾病
)& %%"&5 ! &% 4)")! ! 5% $)"$4 !

内分泌"营养和代谢方面的疾病
5# $'"!& & $! $$"&% & $5 *"4& &

其他疾病
5$ )"5$ # $5 *"%' # * #"$' #

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 !")& ) $$ )"!% ) 4 %"$! $'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4 !"4# * # !"4% * # !"!5 )

神经系统疾病
$$ 4"%' $' 4 %"$' $5 # !"!5 )

诊断不明
* %"!5 $$ # !"4% * 5 $"!) $$

血液"造血器官及免疫方面的疾病
& 5"%! $5 ! %")) $$ $ '"#* $5

先天畸形"变性和染色体异常
! $"*! $% 4 %"$' $5 $ '"#* $5

精神障碍
% $"$# $4 5 $"!! $4 $ '"#* $5

起源于围生期的某些情况
$ '"%* $! ' ' $& $ '"#* $5

肌肉骨骼和结缔组织疾病
$ '"%* $! $ '"#) $! ' ' $&

妊娠"分娩和产褥期并发症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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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万盛经开区
5'$4

年具体疾病死因顺位

疾病名称
死亡数

#

$

!

死亡率

#$

$'

万!

死因顺位
死亡数

#

$

!

死亡率

#$

$'

万!

死因顺位
死亡数

#

$

!

死亡率

#$

$'

万!

死因顺位

脑血管病
%$* $54"#5 $ $&& $5)"#$ $ $!% $5'"&! $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54# *&"!# 5 $!5 $$#")& 5 *! #4"*5 5

肺癌
$5' 4&"*5 % *% #5"$$ % 5# 5$"5* 4

冠心病
$'$ %*"4* 4 4) %#"55 4 !% 4$")' %

高血压性心脏病
!# 55"5* ! %% 5!"!* ! 54 $)"*% &

肺源性心脏病
!! 5$"!' & 5) 5$"#$ * 5# 5$"5* !

其他心脏病
4# $)"%) # 5* 55"4* # $) $4"$* #

肺炎
%! $%"&) ) 5$ $&"5) $5 $4 $$"'4 *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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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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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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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万盛经开区
5'$4

年具体疾病死因顺位

疾病名称
死亡数

#

$

!

死亡率

#$

$'

万!

死因顺位
死亡数

#

$

!

死亡率

#$

$'

万!

死因顺位
死亡数

#

$

!

死亡率

#$

$'

万!

死因顺位

肝癌
%% $5"*' * 5# 5'"*4 $' & 4"#% $4

肝脏疾病
%% $5"*' $' 5* 55"4* ) 4 %"$! $!

意外跌落
%% $5"*' $$ 55 $#"'& $$ $$ )"&# $%

其他意外事故和有害效应
%% $5"*' $5 %$ 54"'4 & 5 $"!) $#

高血压
5* $$"%4 $% $! $$"&% $4 $4 $$"'4 $'

结肠"直肠和肛门癌
5& $'"$# $4 $4 $'")& $! $5 *"4& $5

急性风湿热
5& $'"$# $! $% $'"') $& $% $'"5! $$

慢性风湿性心脏病
5& $'"$# $& ) &"5' $# $) $4"$* )

尘肺
5% )"** $# 5' $!"!$ $% % 5"%#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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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万盛经开区
5'$4

年主要死因构成及减寿年数表

疾病名称
死亡数

#

$

!

死亡率

#$

$'

万!

标化率

#$

$'

万!

构成比

#

3

!

死因

顺位

减寿

年数

平均减寿

年数

减寿率

#$

$'

万!

减寿

顺位

循环系统疾病
&)$ 5&&"5! $!4"%& 4'"*% $ 5$%4"!' %"$% )"%! %

呼吸系统疾病
%%' $5*"'5 ##"## $*")% 5 $5%*"'' %"#! 4")4 4

肿瘤
%'$ $$#"&) #!"&) $)"'* % 5&'&"!' )"&& $'"$* 5

损伤和中毒外部原因
$!% !*")5 !%"5) *"$* 4 %!$*"'' 5%"'' $%"#& $

消化系统疾病
)& %%"&5 5$"'# !"$# ! &)*"'' )"'$ 5"&* !

内分泌"营养和代谢方面的疾病
5# $'"!& !"*% $"&5 & %'"'' $"$$ '"$5 $4

其他疾病
5$ )"5$ !"&! $"5& # $$!"'' !"4) '"4! $'

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 !")& 4"$) '"*' ) 5$5"!' $4"$# '")% )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4 !"4# %"*% '")4 * $4!"'' $'"%& '"!# *

神经系统疾病
$$ 4"%' 4"5* '"&& $' 5&*"'' 54"4! $"'! #

诊断不明
* %"!5 5"'5 '"!4 $$ )!"'' *"44 '"%% $$

血液"造血器官及免疫方面的疾病
& 5"%! $"%4 '"%& $5 %#"!' &"5! '"$! $%

先天畸形%变性和染色体异常
! $"*! 5"4' '"%' $% 5))"!' !#"#' $"$% &

精神障碍
% $"$# '"&! '"$) $4 ' ' ' $&

起源于围生期的某些情况
$ '"%* '"!' '"'& $! &*"!' &*"!' '"5# $5

肌肉骨骼和结缔组织疾病
$ '"%* '"%$ '"'& $& 55"!' 55"!' '"'* $!

妊娠"分娩和产褥期并发症
' ' ' ' $# ' ' $&

@

$

讨
$$

论

5'$4

年万盛经开区居民的死亡率为
&!'"!#

$

$'

万%标化

死亡率为
4$%"%!

$

$'

万%男性报告粗死亡率为
#*'")*

$

$'

万%

标化死亡率为
4*'"&!

$

$'

万 )女性报告粗死亡率为
!'#")!

$

$'

万%标化死亡率为
%%5"$#

$

$'

万&男性标化死亡率明显高于女

性#

!

#

'"'!

!%这可能与男性过多的暴露于吸烟"饮酒"伤害等

危险因素有关'

4N!

(

%应加强相关干预&

本调查结果显示%慢性病成为本区
5'$4

年居民死亡的主

要原因%也是除伤害外的主要居民减寿原因%死因顺位前
!

位

依次为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肿瘤"损伤中毒"消化系

统疾病)前
!

位具体死因依次为脑血管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损伤中毒"肺癌"肺源性心脏病)死因顺位与其他省市地区的研

究基本相同'

&N$'

(

%只是位次略有不同%前
!

位减寿顺位依次为

损伤和中毒的外部原因"肿瘤"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

消化系统疾病'

$$N$%

(

&慢性病的预防应成为今后卫生防病工作

的重点%需要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全社会的积极参

与%充分利用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干预手段%使人们的慢性

病知识"态度及相关行为发生改变%最终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加强慢性病患者规范化管

理%提高社区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和重性精神疾病等慢性

病的管理率%降低病死病残率%提高居民的生命质量和期望

寿命&

$

"#

%!

岁年龄段死亡率相对较低%

%!

岁及以上进入迅速

上升期%特别是
&'

岁及以上的死亡率较高%并以呼吸循环系统

的慢性病死亡为主%本区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

岁及以上老年

人达到总人口的
$)"5%3

%老龄化给卫生事业带来沉重压力%

老年人健康管理任务艰巨'

$4

(

&

伤害与中毒虽然在全死因顺位中排在第
!

位%但潜在寿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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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顺位中居第
$

位%严重影响全区的人均期望寿命%是造成

早死及青壮年死亡的主要死因%给社会家庭造成严重后果&全

人群伤害与中毒死亡以交通运输事故"意外跌落和自杀为主%

交通运输事故死亡以
$!

"#

%!

岁青壮年以为主%意外跌落死

亡以
$

"#

$!

岁儿童青少年为主%自杀以
%!

"

!!

岁中青年为

主%儿童青少年安全监护及教育"道路安全"中青年心理疏导等

社会问题不容忽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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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后基本能掌握&故此可简化手术方法"缩短手术时间"

减少创伤"增加医生的信心&有利于开展及普及腔镜下甲状腺

切除术&

腔镜下甲状腺切除术发展至今%技术不断成熟&医疗器械

及手术方式的改进%使创伤不断缩小%美容效果更加突出'

$!

(

&

但是在手术时仍面临切开甲状腺峡部时层面的把握"喉返神经

的识别及淋巴结的清扫等均有难度'

$$N$%

(

&但是%随着技术的

不断进步及经验的积累%相信上述问题均能得到解决&皮下隧

道器是一种很有效率的手术器械%而且为自主设计的器械%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有进一步推广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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