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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功能性胃肠病是常见病，但有关农村人群发病情况的研究很少，我们近期完成的研究提示，

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功能性胃肠病也是常见病。功能性胃肠病的病因未明，但社会心理因素在其发生、发

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农村人群存在比较明显的心理健康问题。重视农村地区功能性胃肠病的流行病学

研究及其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建立县乡村三级疾病防治体系是提高农村功能性胃肠病诊疗水平的重要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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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straee]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al diseas簋(FGms)a1】I嘲ge弱a kind of o(mllI跏disorder．Although
our l'OC卿at findings shew that the incidence of FGIDs was also inca,easing in the翻童l】(址e and minority residence

area，the detail etiolgogial information have not been well known yet．Hw陀v盯，the soeail and psycologic issues，

one of most important fact(as in the devolopment of Rm，were indicated tO have significant relevance tO the ini-

tation of such disorders in the countryside population．Thereas，it is very impotant to have intensive epiderniologic

investigate about the F呱in this countryside population，in particular，tO learn that how the psycologic factors

impact on such diseases．To develop a preventional and theraputie comho systetn，consist of county，ommtryside

and删groups，rnight play a crtical role in managing rural慨with a h讪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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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胃肠病(FG眈)是常见病、多发病，临床上以功能性消化不良(FD)和肠易激综合征(璐)常见。
根据不同的定义、诊断标准和地区，全球范围内FD的人群患病率在11％--29．2％[1J，广东地区城镇居民消

化不良患病率为18．9％，占到消化专科门诊的50％以上【2j2。西方国家的IBS人群患病率为8％～23％，亚

洲国家人群患病率在5％左右f3]3。国内北京地区的IBS人群患病率为7．26％，广东地区为11．5％。这些资

料主要来自发达国家或城镇人群[4q]。国内只有少数来自农村人群的调查资料，广东农村居民消化不良患

病率为36．8％，北京地区农村IBS的患病率为6．1％，低于城市(10．5％)【6，4|。我们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的

资助下，采用罗马Ⅲ标准，在广西部分农村地区开展了不同民族聚居地农村自然人群的FD和ms流行病学

研究，先期完成的瑶族聚居地农村人群的调查显示，18～70岁FD的患病率为2．999％，IBS的患病率为

2．224％。表明在边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功能性胃肠病是一常见病和多发病，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

功能性胃肠病的病因尚未明了，其发病机制包括胃肠动力障碍、内脏感觉过敏、社会心理因素等。功能性

胃肠病是通过脑一肠轴，心理因素和肠道生理变化之间相互作用的临床表现，早期生活、遗传事件，加上环境

因素等都能够影响一个人的心理发展。症状的发生和发展主要取决于个人对生活应激和心理状态的敏感

性，应对技巧以及对肠道功能失常(运动异常、粘膜免疫变化或内脏高敏感性)的敏感性一1 o

国内农村居民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的结果表明【8--9J：农村居民心理健康状况整体偏低，焦虑、抑郁的心

万方数据万方数据



‘2’ Chinese Journal of New Clinical．Medidne,December 2008,Volume 1,First lame

理问题突出；疼痛／不舒服和焦虑／沮丧等问题是影响西部农村居民生命质量的主要问题。广西农村壮族人

群心理症状阳性率为43．6％，广西农村壮族人群SCL-90因子得分与1986年全国常模比较，躯体化、强迫、

抑郁、焦虑、恐怖、精神病性6个因子大于全国常模。农村已婚妇女有焦虑情绪者占25．3％，抑郁情绪者占

35．0％，而影响农村妇女心理健康的生活事件主要是经济困难及婚姻、家庭问题等【1⋯。广西北部经济欠发

达地区农村妇女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发现【11|，农村更年期妇女心理总症状分和各因子分均明显高于全国常

模。其影响因素包括：社会负担重、社会地位低下；经济条件差；缺乏有效的社区卫生保健资源等。国内外的

研究表明[12--13]，FD和IBS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心理治疗具有一定的效果。我们的临床经验提

示，顽固性功能性胃肠病患者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经过心理干预治疗可获得满意的效果。以上表

明，农村地区人群存在比较突出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与功能性胃肠病的关系值得深入的研究。

国际上对功能性胃肠病的防治越来越重视，自上世纪八十代末以来，先后发表了有关的Manning标准、

罗马I标准、罗马Ⅱ标准，直至2006年的罗马Ⅲ标准。最新的标准以循证医学为基础，在功能性胃肠病的分

类、诊断标准、临床评估、防治等方面提出了具有广泛共识基础的意见，供临床医生参考，以指导、规范功能性

胃肠病的临床研究和诊疗。在罗马标准的指导下，我国功能性胃肠病的研究和临床诊疗水平不断提高。然

而，我们在工作中发现，我区各地开展功能性胃肠病临床研究的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医务

人员对功能性胃肠病知晓率不高，存在漏诊、误诊现象，多数就诊病人长期按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进行治疗，

造成广大患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长期辗转于各级医院，接受各项昂贵的检查、化验和滥用各类药物，尤其是

抗菌素，造成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病人生活质量低下，社会经济负担加重。因此，提高广大医务人员，尤其

是农村地区医务人员对功能性胃肠病的认识和诊疗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的IBS和FD流行病学资料仅来自少数地区，缺乏我国IBS和FD发病的地区性分布资料。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一致；我国为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生活习惯、环境和民族文化各有

特点。因此，从环境、社会文化、精神心理、种族和遗传等层面，广泛开展基于自然人群的FD和IBS流行病

学调查，并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IRS和FD人群患病率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对

IBS和FD的认识和研究水平，对这些疾病的防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功能性胃肠病的

防治强调在详细了解各种疾病危险因素的前提下，以健康教育为基础，强调症状治疗和心理治疗为主的综合

治疗。因此，了解特定人群的疾病流行病学特征是功能性胃肠病有效防治的基础。我们在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的资助下，计划在本地农村人群功能性胃肠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基础上，建立以村、乡、县医疗机构为基础的

功能性胃肠病三级防治体系，在基层建立功能性胃肠病防治人才培训基地，为农村培养相应的专业人才，提

高农村地区的功能性胃肠病诊疗水平，更好地为广大农村患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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