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朱建军&

#$702

'!主管医师!本科!主要从事疾病预防控制管理工作"

"

$

"

通信作者!

.BOF(K

$

#,377-7767

"cc

4+&O

"

#调查报告#

""

W&(

$

#-43$>$

+

d

4())P4#>7#B63,64/-#74//4-/$

某三甲医院
/--72/-#0

年
0

岁以下儿童死因分析

朱建军!刘容珍!石
"

慧!何
"

俊!赵
"

丽$

"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预防保健科
"

>,,---

%

""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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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调查分析该院
/--72/-#0

年
0

岁以下儿童死亡情况!为制订相应的干预措施!降低儿童病死率提供依据&

方法
"

对
/--72/-#0

年在该院死亡的
0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病案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

/--72/-#0

年
0

岁以下儿童病死

率呈逐年下降趋势!各年度病死率'男女病死率"

#4$-?

和
-4$$?

%'农村与非农村户籍病死率"

34,,?

和
/4-/?

%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4-0

%#新生儿病死率最高"

0-4,0?

%#死因顺位前
0

位分别是(早产或低出生体质量'呼吸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

病'先天性疾病和意外事故&结论
"

降低儿童病死率关键是加强围生期保健'加强孕前'孕期的各种检查!防止呼吸系统疾病的发

生!重视各种因素对儿童健康的影响!重视意外伤害的防治&

$关键词%

"

死亡原因#儿童#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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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下儿童生存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

生状况#经济文化和国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我国政府

部门计划#管理和决策妇幼卫生工作的重要依据(

#

)

"同时该指

标也直接影响着一个地区的人均期望寿命(

/

)

"为掌握本院
0

岁以下儿童死亡情况和变化趋势!对
/--72/-#0

年本院网络

直报的
0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病例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寻找死

亡原因!为制订合理有效的防治措施!降低儿童病死率提供依

据(

3

)

!同时也为卫生行政部门的决策及合理配置卫生资源提供

科学建议"

@

"

资料与方法

@4@

"

资料收集
"

收集本院自
/--7

年
#

月至
/-#0

年
#/

月的

病案室统计的产科活产数和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

中导出
/--72/-#0

年在本院死亡的
0

岁以下儿童死亡个案资

料"死亡病例分类以,国际疾病分类-

]!HB#-

编码为标准!以

患儿的根本死亡原因进行统计分析!资料真实可信"其中
$

年

间产科活产总数为
#$/36

例!死亡病例总数为
000

例"

@4!

"

方法
"

参照
]!HB#-

国际疾病分类标准对研究对象的病

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4#

"

指标定义
"

新生儿是指出生至不满
/6W

的儿童%婴儿是

指出生后
/6W

至不满
#

岁的儿童%

0

岁以下儿童是指实足年龄

不满
0

岁的儿童%早产儿是指孕满
/6

周至怀孕不足
37

周分娩

的新生儿%低出生体质量儿是指出生体质量不足
/0--

'

的新

生儿(

/

)

"

@4"

"

统计学处理
"

统计学方法采用
:;::#64-

统计软件进行

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

!

!

-4-0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4@

"

人群分布

!4@4@

"

一般资料
"

/--7

年
#

月至
/-#0

年
#/

月本院活产数共

#$/36

例!

0

岁以下儿童死亡病例数为
000

例!病死率为

/466?

&

000

+

#$/36

'"死亡病例中男
3>0

例!女
#$-

例!男
l

女
1#4$/l#4--

"

!4@4!

"

年龄构成
"

000

例死亡病例中!新生儿&

'

/6W

'死亡病

例所占比例最高!为
/6-

例&

0-4,0?

'%婴儿&

#

/6W

至
!

#

岁'

死亡
#,#

例&

/04,#?

'%

#

!

,

岁儿童死亡
#3,

例&

/,4#,?

'"

!4@4#

"

病死率
"

/--72/-#0

年
0

岁以下儿童总病死率为

/466?

!新生儿&

'

/6W

'病死率最高!为
#4,>?

&

/6-

+

#$/36

'"

其中
/--6

年病死率最高!为
>43#?

%

/-#0

年病死率最低!为

#4-6?

%各年间病死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
#

'%自
/--6

年起!

0

岁以下儿童病死率呈逐年下降趋势&图
#

#表
/

'"

,##3

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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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第
,>

卷第
//

期



表
#

""

/--72/-#0

年
0

岁以下儿童死亡例数&

/

'

年度 活产数 死亡数
"

/

!

/--7 ##33 >7

/--6 #/-, 7> -4##

#

-40-

/--$ #0#6 >/

,4,0

F

!

-4-0

/-#- #$$3 73 64-7

F

!

-4-#

/-## /37> 7, #,4>0

F

!

-4-#

/-#/ /$0/ 73

/740/

F

!

-4-#

/-#3 /37$ ,$ 33406

F

!

-4-#

/-#, /7/# ,$

,34>0

F

!

-4-#

/-#0 /$7/ 3/ 774-7

F

!

-4-#

合计
#$/36 000

#764#,

Y

!

-4-#

""

F

$与
/--7

年相比的
"

/值%

Y

$为各年间病死率比较的
"

/值

图
#

""

/--72/-#0

年
0

岁以下儿童病死率比较

!4@4"

"

0

岁以下不同性别儿童病死率比较
"

0

岁以下儿童死

亡病例中!男
3>0

例!病死率为
#4$-?

&

3>0

+

#$/36

'%女
#$-

例!病死率为
-4$$?

&

#$-

+

#$/36

'%男女性别病死率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130-40/

!

!

!

-4-0

'"

!4@4G

"

死因顺位分析
"

000

例儿童死亡病例前
0

位死因包

括$早产或低出生体质量#呼吸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先天

性疾病和意外事故"见图
/

#

3

"

图
/

""

/--72/-#0

年
0

岁以下儿童前
0

位死因顺位构成比

图
3

""

/--72/-#0

年
0

岁以下儿童死因构成图

!4!

"

时间分布
"

/--72/-#0

年!

0

岁以下儿童死亡与月份及

季度无明显相关关系!见图
,

"

图
,

""

/--72/-#0

年各月份
0

岁以下儿童死亡病例数

!4#

"

地区分布
"

/--72/-#0

年!农村户籍活产数
##>6#

例!

死亡人数
,-/

例!病死率
34,,?

%非农村户籍活产数
7007

例!

死亡人数
#03

例!病死率
/4-/?

"两者病死率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13#4#/

!

!

!

-4-0

'"

#

"

讨
""

论

""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

的需求也逐步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医疗机构通过对死因

进行分析!有助于提高人们对各种疾病的认识!及时采用多种

形式的健康教育宣传活动及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可有效降低

病死率"

0

岁以下儿童的生存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卫

生技术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分析
0

岁以下儿童各年龄段的死

亡原因#病死率#地区及季节分布!对制订相应预防措施及降低

儿童病死率极为重要"本院作为宜宾地区最大的三级甲等医

院!是川南地区的区域医疗中心!对本院
0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

病例进行综合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有助于间接了解本市

0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状况!为相关部门制定相应的政策及预防

措施提供依据"

本回顾性调查分析显示!

/--7

年
#

月至
/-#0

年
#/

月!本

院就诊的
0

岁以下儿童病死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说明随着各级

医疗机构对儿童死亡情况的重视!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积极

采用相应的措施!可有效降低儿童病死率!本研究结果与国内

外的报道基本相同(

,B>

)

"在本研究中!

!

#

岁的死亡人数是
,/#

例!占总死亡人数构成的
7046>?

!与国内的报道大致相似(

,

)

"

这可能是由于新生儿和婴儿各系统未发育成熟#免疫力低下#

抵抗外界能力较差及宜宾市地处云贵川交界的偏远西部地区!

经济不发达!造成患儿#孕产妇不能及时和定期就诊有关"本

研究同时发现本院
0

岁以下儿童男女死亡性别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男性病死率高于女性!与国内文献(

,

!

7

)报道结果相

似!估计与本组统计资料中!

0

岁以下儿童中农村儿童占大多

数!且以男性为主!而这部分儿童的父母多在外地打工!由家中

老人监管!患儿生病后!老人重视程度不够!就医延迟!导致病

情加重!从而引起病死率增高"本研究发现!

0

岁以下儿童死

亡与季度无明显的相关性!与国内报道结果一致(

,

)

"

本研究中死因顺位前
0

位死因分别是早产或低出生体质

量#呼吸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先天性疾病和意外事故!与

国内外部分报道结果类似(

6B$

)

"尽管每年的死亡原因顺位略有

差异!但总的死亡病例原因中!早产或低出生体质量占死亡原

因的第
#

位!本研究资料中新生儿死亡病例共
/6-

例!占
0

岁

以下儿童死亡例数的
0-4,0?

!是
0

岁以下死亡的主要原因!

主要与早产儿或低出生体质量等围生期相关疾病有关(

#-B##

)

"

本研究结果与国外报道的
,--

万新生儿死因前
3

位的结果(

#/

)

大致相同!因此!加强产前#产时#孕前#孕时的各种健康教育宣

传和检查!是降低本地区新生儿病死率有效且必要的措施"

呼吸系统疾病在本组死亡原因居于第
/

位!主要是由于肺

0##3

重庆医学
/-#7

年
6

月第
,>

卷第
//

期



炎导致的婴幼儿期死亡!多伴有先天畸形或其他基础疾病&如

先天性心脏病#支气管肺发育畸形#营养不良等'"宜宾市的环

境污染较严重!估计与宜宾市
0

岁以下儿童呼吸系统疾病高发

病率及高病死率相关"世界卫生组织&

Q^9

'报告指出!肺炎

已成为
0

岁以下儿童死因第
#

位!且
$0?

发生在发展中国

家(

#3

)

"

Q^9

在儿童疾病的综合管理项目研究报告指出!大多

数肺炎可通过综合治疗来治愈!不应导致死亡(

#,

)

"通过改善

环境污染!提高患儿的免疫水平&通过接种疫苗#母乳喂养和提

供充足的营养'可有效预防呼吸道疾病!减少患儿病死率"

先天性疾病也是本组导致儿童死亡的重要原因"先天畸

形与居住环境#孕期病毒感染#接触有害理化物质#畸形家族史

等因素相关(

#0

)

"以下措施有助于降低
0

岁以下儿童先天性疾

病病死率$做好婚前#孕期保健和孕期指导!避免不良环境刺激

及有害因素&如射线#胎儿致畸药物#毒品等'的接触!适当锻

炼!预防感染%提高产前诊断的准确性!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

出生后加强新生儿疾病筛查!及时进行干预"

随着儿童的生长发育!户外活动的机会不断的增多!意外

伤害发生的概率也相应增加"有报道显示
#

!

,

岁儿童死亡原

因排第
#

位的就是意外伤害(

/

)

"本研究中!意外伤害仍然是影

响
0

岁以下儿童病死率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宜宾市留守儿

童较多!他们的自我防护意识较差!老年人的看护不得力!导致

发生意外伤害的可能性增加"因此!全社会各部门应通力合

作!采取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宣传活动!提高对各种伤害的认

识!尽量减少伤害的发生"

本研究分别统计了农村户籍及非农村户籍的儿童病死率!

发现农村户籍儿童的病死率较非农村户籍高!儿童死亡病例农

村多于城市!考虑与农村医疗资源匮乏!居民医疗保健知识相

对缺乏!患儿就医延迟!失去最佳治疗时间有关"因此在提高

医疗技术水平的同时!还需进一步提高民众卫生保健意识"

综上所述!

0

岁以下儿童的病死率与多种因素相关!降低

儿童病死率关键是加强围生期保健#加强孕前#孕期的各种检

查!降低先天性疾病的发生!重视各种因素对儿童健康的影响!

重视意外伤害的防治!尤其应加强西部地区的各级医疗保健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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