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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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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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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重庆市居民跌倒死亡率&疾病负担及其变化趋势!为开展跌倒干预提供建议%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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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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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重庆市全人群死因监测中跌倒死亡个案!计算死亡率&标化死亡率&年龄别死亡

率&伤残调整生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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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死所致的寿命损失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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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所致寿命年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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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指标%男女&

城乡之间跌倒死亡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率的趋势变化采用年度变化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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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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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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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及以上年龄组跌倒死亡率每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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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居民跌倒死亡率高!疾病负担重!应重视跌倒的预防干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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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跌落伤害在世界各地均是重要的公共卫生

问题!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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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意外跌落每年在全球导致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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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死亡)

<

*

#意外跌落死亡是我国居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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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致死原因!对城乡居民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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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是重庆市第二位的伤害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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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老年人首位的

伤害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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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跌倒对居民健

康的危害将更大#伤残调整生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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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考虑了伤残和死亡的健康

危害效应!而且还考虑了疾病造成伤残所带来的健康

生命年损失及不同年龄和不同健康状况下个体的社

会'经济价值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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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重庆市尚少见有关跌倒死亡率变化趋势及疾病负

担的研究报道#本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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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重庆市全人

群死因中跌倒死亡个案信息!分析跌倒死亡率变化趋

势及疾病负担的情况!为开展跌倒干预工作提供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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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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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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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死亡数据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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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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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组跌倒死亡率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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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死亡率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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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下年龄组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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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年龄组最低!随后随年

龄的增长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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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及以上年龄组跌倒死亡率最

高!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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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及以上年龄组跌倒死亡率每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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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重庆市不同年龄组居民跌倒死亡率及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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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重庆市居民跌倒死亡疾病负担变化趋势%千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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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F $*MF <=*<$ <*Q< =*=) )*"; =*Q; F*;F $*FQ F*!) )*Q! Q*QF F*$$ )*;) Q*="

="<;

年
;*)" $*M" <=*<" <*!" =*F$ )*=$ F*FF )*<F M*)$ F*Q< )*MF Q*;) F*$Q )*;M Q*=;

="<$

年
;*F" $*;M <<*QM <*Q) =*=Q )*<= =*M< F*F$ $*"M F*!) )*Q! Q*QF F*$" )*)$ Q*"$

3DO

%

#

&

=*== =*== =*== $*$< $*M= $*$< M*M! M*M! M*M! <*"< <*<< <*"< F*=; F*F$ F*=;

@ <*== <*=) <*=F )*)$ )*F< )*)" =*$< =*$) =*$= "*QM "*!" "*QQ =*<< =*<M =*<F

# "*=!" "*=Q) "*=Q; "*"<< "*"<F "*"<= "*";! "*";Q "*";! "*)F$ "*)<! "*)=! "*<"F "*"!; "*<""

!*"

!

疾病负担变化趋势
!

="<<f="<$

年跌倒的

U((2

'

U(62

'

63(U2

分别波动于
F*"Q

!

F*Q"

千人$

年'

F*Q=

!

)*M<

千人$年和
$*!"

!

Q*;<

千人$年!

3DO

分别为
F*=;#

'

F*F$#

'

F*=;#

!变化趋势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

#

&

"*";

&#男性
63(U2

高于女性!农村

高于城市!女性跌倒的
U((2

'

U(62

'

63(U2

分别由

="<<

年的
<*FF

千人$年'

<*$;

千人$年'

=*!Q

千人$年

上升至
="<$

年的
<*Q)

千人$年'

=*=Q

千人$年'

)*<=

千人$年!

3DO

分别为
$*$<#

'

$*M=#

'

$*$<#

!变化

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F

#

"

!

讨
!!

论

!!

="<<f="<$

年重庆市居民跌倒死亡率由
!*MQ

$

<"

万上升至
<F*<M

$

<"

万!高于全国平均的死亡水平

)%

!*M

!

Q*;

&$

<"

万*

)

F

*

'上海市浦东新区)%

$*MM

!

;*$Q

&$

<"

万*

)

<"

*

!低于云南省跌倒死亡率%

<)*;<

$

<"

万&

)

<<

*

#与全国跌倒死亡率呈下降趋势不同的是重庆

市居民跌倒死亡率呈上升的趋势!既往研究报道重庆

市是人口老龄化最重的地区之一)

<=

*

!重庆市居民跌倒

死亡率高可能与人口老龄化有关#本研究显示!

$;

岁

及以上老年人跌倒死亡率每年以
!*"!#

的比例上升!

重庆市一直未开展过有关老年人跌倒预防的干预工

作!这是影响老年人群跌倒死亡率快速上升的原因之

一#因此!预防跌倒将是今后疾病预防控制重要的工

作之一#尤其是老年人的跌倒干预应作为当前重庆

市伤害干预的重点工作之一#预防老年跌倒首先应

加强跌倒防治知识的普及!以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和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为平台!大力宣传预防

跌倒的相关知识(二是以社区为基础开展老年人预防

跌倒的自我管理能力建设!培训老年人如何预防跌倒

的基本知识'技能与信心!提高老年人自我管理的能

力(三是积极倡导建设健康老龄化的社区!通过社区

积极支持家庭安装预防跌倒的防护措施!对家庭成员

进行预防跌倒的教育#

跌倒死亡率男性高于女性!与国内其他地区的报

道一致)

<"

!

<F

*

#其原因可能与男性更多从事高危险工

作!需要更多的攀高等动作!导致高处跌落死亡率高

于女性!尤其是重庆市属于大山区'大农村'大库区的

特点!男性从事攀高等机会更多#有研究报道!男性

劳动力人口的意外跌落死亡率高于女性)

<F

*

#

="<<f

="<$

年重庆市
<;

!

$)

岁的居民跌落死亡率每年以

=*==#

的比例上升#因此!加强职业人群高危险工作

的预防跌落工作!将此纳入安全生产监管中!是减少

男性跌倒死亡的有效措施#农村居民跌倒死亡率高

于城市!并且农村居民跌倒死亡率每年以
;*QM#

的比

例上升!重庆市农村地区外出务工人员主要从事建筑

等高危险工作!同时!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更为明显!

大量的年轻人外出务工!留守的主要是老年人!老年

人跌倒死亡率呈快速上升#因此!针对农村居民一方

面要加强职业安全防护!减少跌倒发生和死亡(二是

针对农村地区老年人要因地制宜地探索适宜的防跌

倒干预措施#

="<<f="<$

年重庆市居民跌倒
63(U2

波动于

$*!"

!

Q*;<

千人$年!高于
="<F

年全国跌倒
63(U

<*Q!)

千人年)

M

*

#本研究
U(62

是通过间接法计算

的!尚无重庆市不同年龄组跌倒发生率的数据!因此!

U(62

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重庆市跌倒伤残所致寿

!))=

重庆医学
="<!

年
M

月第
)Q

卷第
<)

期



命损失年的水平#值得关注的是!重庆市女性的
63.

(U2

'

U((2

'

U(62

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每年以

$*$<#

的比例上升#重庆市女性期望寿命长于男

性)

<)

*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女性老年人跌

倒的疾病负担将进一步升高#由此可见!重庆市跌倒

的疾病负担重!死亡率高!跌倒干预应是今后重庆市

伤害预防的重点工作!各级政府应加大伤害预防的力

度!开展社区跌倒干预需要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作'

动员社会'全民参与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社区志愿

者的作用!开展以家庭为单元的跌倒干预!提升认知

与自我保护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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