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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间，我国室

外空气污染导致的疾

病负担沉重，对死亡

和残疾的影响均有加

重趋势。

伤害是导致中国人群疾病负担的重要疾

病，尤其危害青壮年人群。此外，近年来，

道路交通事故疾病负担上升迅速，居各伤害

类型首位。      

编者按：近期，中国疾病防控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脉耕教授等在《中华预防医学杂

志》发表一系列研究，应用 2010 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 2010）结果和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等，对

1990-2010 年间中国慢性病、伤害等疾病负担进行了分析。周教授指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居民

的期望寿命大幅提高，慢性病日益成为严重影响人群健康的疾病。在健康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应对

各种挑战，降低疾病负担，提高人群的健康水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学 术
ACADEMIC

14～24版14
� 2015年6月18日

本版责编：董杰
美编：林丽  实习美编：张雨萌

电话：010-58302828-6853
E-mail：2660526318@qq.com

室外空气污染致病地位上升

通 过 分 析 GBD 2010

结果发现，2010 年，中国

5 岁以下儿童下呼吸道感

染 中，38.9% 由 室 外 空 气

污染造成。25 岁以上人群

中，27.2% 的 肺 癌、29.9%

的 冠 心 病、35.0% 的 卒 中

和 21.0% 的慢性阻塞性肺

疾 病（COPD） 归 因 于 室

外空气污染。

2010 年 室 外 空 气 污

染导致死亡 123.5 万例和

DALY 2 523.0 万 人 年，

分别较 1990 年增长 33.4%

（92.6 万 例） 和 4.0%（2 

426.0 万 人 年）； 疾 病 负

担的增长表现在肺癌、冠

心病和卒中的增长，而下

呼吸道感染和 COPD 均有

下降。

导致死亡和 DALY 增

长最快的是肺癌，分别为

154.5% 和 130.1%，其次是

冠心病，分别为 118.5% 和

86.6%，再次为卒中，分别

为 41.0% 和 33.8%（图 1）。

“肺癌、冠心病和卒中”
是空气污染重灾区

研究还发现，1990 年

和 2010 年室外空气污染导

致的死亡中，男女性均以

60~79 岁 居 多， 男 性 分 别

占 53.7% 和 54.8%，女性分

别 48.5% 和 47.5%。导致的

DALY均为40~79 岁居多，

男性增长快于女性。

研究者表示，室外空

气污染导致的疾病负担，

主要来自较大年龄组死亡

数量的增加，其带来的患

病，特别是下呼吸道感染

和 COPD，导致的残疾有

加重趋势，不容忽视。

室 外 空 气 污 染 导 致

的疾病负担中，均为男性

高 于 女 性。 与 1990 年 相

比，2010 年 男 性 死 亡、

DALY、YLL 和 YLD 均 升

高。总体上，室外空气污

染导致的疾病负担变化趋

势与我国相关疾病的死亡

趋势一致，表现在肺癌死

亡呈上升趋势，并成为恶

性肿瘤首位死因；冠心病

和卒中呈上升趋势；下呼

吸道感染和 COPD 均呈下

降趋势。

GBD 2010 研 究 结 果

显示，2010 年全球死于室

外空气污染约 322 万，中

国 占 1/3 以 上。 在 67 种

独立危险因素中，室外空

气 污 染 从 1990 年 的 第 七

位下降至第九位，中国则

从 1990 年的第五位上升至

2010 年的第三位，成为中

国需要重点控制的危险因

素之一。

研究者认为，当前我

国室外空气污染严重，防

控紧迫，政府应该进一步

加大防控和治理力度，减

少我国室外空气污染的健

康危害。

空气污染死亡以高龄和男性居多

交通事故超自杀  居伤害疾病首位

青壮年人群伤害最严重

20 年间不合理膳食引发疾病负担最重

研 究 分 析 1990 年 与

2010 年中国慢性病主要行

为危险因素发现，2010 年，

我国归因于不合理膳食、

吸烟、饮酒和身体活动的

疾病负担已超过总负担的

1/3（33.7%）。

与 1990 年相比，2010 

年 男 性 归 因 于 不 合 理 膳

食、吸烟和饮酒的 DALY

均有所增加，增幅分别为

55.5%、27.1% 和 13.6%；

女性除归因于不合理膳食

的 DALY 有所增加外（增

幅 为 16.6%）， 归 因 于 吸

烟和饮酒的 DALY 均有所

下降，分别下降 30.2% 和

22.6%。

该研究显示，归因于

膳食的疾病负担占所有危

险因素的首位，且增长迅

速。水果摄入不足（35.4%）

和高盐饮食（20.2%）所致

疾病负担合计超过膳食总

负担的 50%。

作者指出，在我国居

民膳食结构中，水果日均

摄入量远低于欧美国家，

与《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

塔》推荐量有较大差距。

另一方面，我国是高盐摄

入国家。此外，其他各类

膳食危险因素均对我国居

民健康造成了一定损失。

所以，全面改善我国膳食

结构对降低疾病负担有重

要作用。

此外，本研究分析的

4 类归因疾病负担主要来

自于心脑血管病、癌症、

慢性呼吸性疾病和糖尿病

等慢性疾病。作者认为，

对这些疾病的防控是我国

公共卫生专业机构面临的

巨大难题。

研究发现我国男性主

动吸烟危害不减反增，为

此，对我国男性的控烟工

作任重道远。此外，倡导

合理膳食、减盐，增加身

体活动与减少有害饮酒作

为全球应对慢病危机的优

先措施，理应作为我国公

共卫生政策的重点。

中国疾病负担20 年变迁
▲本报记者  董杰

各疾病除了对中国人

群造成死亡威胁外，还造

成巨大的疾病负担。伤残

调 整 寿 命 年（DALY） 是

目前应用最多的、最具代

表性的疾病经济负担评价

和测量指标，指从发病到

死亡所损失的全部健康寿

命年，包括因早死所致的

寿命损失年（YLL）和疾

病所致伤残引起的健康寿

命损失年（YLD）两部分。

研究发现，2010 年中

国人群因伤害死亡 796 240 

例， 占 全 球 伤 害 死 亡 人

数的 15%。伤害死亡率为

59.34/10 万，标化死亡率

为 61.87/10 万；伤害造成

的YLL为3175.93 万人年，

YLD 为 904.47 万 人 年，

DALY 为 4080.40 万人年。

从标化死亡率来看，

1990-2010 年，总伤害降

低了 24.24 %，多数主要伤

害的标化死亡率均下降。

从 年 龄 来 看， 伤 害

DALY 负 担 最 高 的 年 龄

段 是 20~24 岁， 其 次 是

40~44 岁、35~39 岁。

研究者指出，过去 20

年间，伤害造成的寿命损

失呈一定下降趋势，这反

映了医疗救治水平的提高。

伤害负担集中于 20~40 岁

人群，这部分人群早死和

致残引起的寿命损失严重。

研究发现，20 年间，

中国人群伤害死因谱发

生了明显改变。1990 年

自杀是首位伤害死因，

其他依次是道路交通事

故、溺水、意外跌倒、

意外中毒；而 2010 年道

路交通事故为首位的伤

害死因，其他依次是自

杀、意外跌倒、溺水、

意外中毒。这 5 种伤害

占全部伤害死亡人数的

76.28%。

其中，道路交通事

故造成的疾病负担上升

迅速，1990-2010 年标化

死亡率上升了 38.54%，

标 化 DALY 率 上 升 了

22.80%。 中 国 人 群 一 直

居高不下的自杀标化死

亡 率 也 明 显 下 降， 与

1990 年相比，2010 年下

降了 39.82%。

此外，意外跌倒的

死亡人数增加明显，与

1990 年 相 比，2010 年

增加了 30.84%；但是，

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

影响，标化死亡率略有

下降。

研究者指出，伤害

主要危害劳动力人群和

青少年，致残率高，后

续疾病负担严重，给国

家、个人、家庭都造成

巨大的负担，包括早死、

致残造成的负担及经济

负担，而伤害完全是可

防可控的，一定要针对

重点伤害，如道路交通

事故、意外跌倒、自杀、

溺水，以及重点人群，

包括青少年和壮年人群，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有效控制伤害的发生、

致残和死亡。

自杀居各类伤害首位

室外空气污染

慢性病危险因素

伤害

肺癌 冠心病 卒中

图 1 1990 与 2010 年肺癌、冠心病和卒中人数

归因于不合

理 膳 食、 吸 烟、

饮酒和身体活动

不足等的疾病负

担较重，且在男

性中增长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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