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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 %&'K _%&'* 年广西国家级死因监测点居民慢性病的死亡情况!为更好地预防与控

制慢性病提供基础资料' 方法"收集整理 %&'K _%&'* 年广西国家级死因监测点居民慢性病的死亡信息!对

慢性病顺位(死因构成(死亡率特点及四类慢性病早死概率进行分析' 结果"广西国家级死因监测点居民慢

性病死亡以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和心脏病为主' 慢性病死亡率为 QLQb(%c'& 万$标化死亡率为 Q%!b'Lc'& 万%!

其中男性(女性(城市和乡镇慢性病死亡率分别为 !LKb%Rc'& 万(LKRbL(c'& 万(L*Lb'&c'& 万和 Q*(b'(c'& 万'

女性居民不同年份慢性病死亡率比较!呈上升趋势$

!

%

d!Kb'%&!!d&b&&'%!城市居民亦呈上升趋势$

!

%

d

%'&b*R&!!d&b&&'%!而乡镇居民呈下降趋势$

!

%

d'KbL%&!!d&b&&'%' 男性慢性病死亡率高于女性$

!

%

d

( (*LbQQ&!!d&b&&'%' 乡镇居民慢性病死亡率高于城市居民$

!

%

d' R(*bL*&!!d&b&&'%' 慢性病死亡率随

年龄的增长而升高' & _L 岁组人群主要死于先天畸形变性和染色体异常!!Q 岁以上人群中!死于脑血管病和

心脏病比例较高' %&'K _%&'* 年四类慢性病早死概率依次为 'Rb!%e('Rb*(e('Rb!&e('RbKLe和 %&b'&e'

结论"广西国家级死因监测点女性和城市居民不同年份慢性病死亡率变化呈上升趋势!乡镇居民呈下降趋势'

男性慢性病死亡率高于女性!乡镇高于城市!不同年龄段主要慢性病死因不同!四类慢性病早死概率较高'

"""关键词#"慢性病)"死亡率)"监测)"早死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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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以

及人均寿命的延长!以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心脏病

和呼吸系统疾病等为主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简称

慢性病%的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越来越高!这不仅

对人们的生命健康带来严重的影响与危害!还给家

庭(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 为了解广西居民慢

性病死亡情况!现对具有省级代表性的广西 %' 个国

家级死因监测点$简称广西监测点%%&'K _%&'* 年

死因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慢性病死亡特点!为更好地

预防与控制慢性病提供基础资料'

9<资料与方法

9G9<资料来源<本研究使用的死亡信息和人口数

来源于人口死亡信息登记管理系统登记的广西 %' 个

国家级死因监测点$覆盖人口 R%(b%( 万!占全广西人

口的 'RbQKe%%&'K _%&'*年死亡信息和常住人口数'

9G7<研究方法"按照国际疾病分类第 '& 版$U98C

'&%

"%!K#的标准来分类疾病' 主要统计分析指标&死亡

率$死亡率 d死亡人数c人口数 h'&& &&&c'& 万%(

标化死亡率$采用 %&'& 年全国普查人口数进行死亡

率标准化计算%(死因构成和慢性病早死概率"'#

'

9G:<统计学方法<应用 J4JJ'(b& 和Tg,.<%&'! 进

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

% 检验' !i

&b&Q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结果

7G9<总死亡情况<%&'K _%&'* 年!%' 个广西监测

点报告居民死亡个案共 K&% L'& 例!年均死亡率为

!Q&b!(c'& 万!其中死于慢性病共 %QK !*Q 例!总死

亡率为 QLQb(%c'& 万!标化死亡率为 Q%!b'Lc'& 万!

占总死亡人数的 (Kb((e' %&'K _%&'*年的慢性病死

亡人数占当年所有死亡人数的比例依次为 (%b%e(

(%b'*e((Lb%Qe((Qb'Re和 (Qb!%e'

7G7<%' 个广西监测点慢性病死因顺位及构成"

%&'K _%&'*年!广西监测点居民主要死因依次为脑血

管病(恶性肿瘤(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

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死亡率分别为 'L&bL'c'& 万(

'K'b!Lc'&万('K'bL%c'& 万(*Kb&Kc'& 万(%&bKRc'& 万及

'KbRQc'& 万!其中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和心脏病占

慢性病死亡比例超过 Q&e' 分性别$男性和女性%

以及分地区$城市和乡镇%主要死因均为脑血管病(

恶性肿瘤(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内

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但其顺位有所区别'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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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K _%&'* 年 %' 个广西监测点慢性病死因死亡率!构成比及死因顺位

死"因

合计 男性 女性 城市 乡镇

死亡率
$'c'& 万%

构成比
$e%

顺位
死亡率

$'c'& 万%

构成比
$e%

顺位
死亡率

$'c'& 万%

构成比
$e%

顺位
死亡率

$'c'& 万%

构成比
$e%

顺位
死亡率

$'c'& 万%

构成比
$e%

顺位

脑血管病"""""" 'L&bL' %Qb*K ' '!!b%( %Qb(Q % ''%b'R %QbQK % '%%b%K %Qb*( % 'L(b!% %Qb*& '

恶性肿瘤"""""" 'K'b!L %Lb'% % '*Kb!K %!bRR ' (Qb(L 'RbQK K '%*b'K %!b(' ' 'KKb!( %Kb'% K

心脏病""""""" 'K'bL% %Lb&( K 'KRb*& %'b*% K '%%bKR %*b(Q ' '%&b%R %QbK* K 'K!bLL %Kb!& %

呼吸系统疾病"""" *Kb&K 'KbK( L ('b*R '%b*' L !KbL* 'LbLL L L%b&! (b(* L (*b&' 'Qb&Q L

消化系统疾病"""" %&bKR Kb*L Q %(bL( LbLK Q ''bQ! %b!K ! '*b&% KbQR Q %'bR' Kb*R Q

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 'KbRQ %bQ! ! 'LbR& %bK% ! '%bR% %bRL Q 'Kb!* %b(( ! 'Lb&( %bLK !

其他"""""""" KLbR* !bL' K(bQ% QbRR K'b'' *b&( K'b*' !b!R K!bLL !bK&

合计 QLQb(% '&&b&& !LKb%R '&&b&& LKRbL( '&&b&& L*Lb'& '&&b&& Q*(b'( '&&b&&

7G:<%&'K _%&'* 年 %' 个广西监测点慢性病死亡

情况

%bKb'"不同年份男女死亡情况比较"广西监测点

慢性病死亡率从 %&'K 年的 Q%(b'Qc'& 万至 %&'* 年

的 QQ&b*'c'& 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d'RbL&&!!d

&b&&'%!慢性病死亡率呈上升趋势' 男性(女性(城

市和乡镇等各组内部不同年份慢性病死亡率比较!

除男性组外$

!

%

d&b'R&!!d&b!!&%!其他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i&b&Q%!在女性组和城市组中!不同

年份慢性病死亡率呈上升趋势!而乡镇组呈下降趋

势' 见表 %!K'

%bKb%"性别比较"%&'K _%&'* 年!广西监测点男

性慢性病死亡率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d

( (*LbQQ&!!d&b&&'%' 见表 %'

%bKbK"城乡比较"%&'K _%&'* 年!广西监测点城

市居民慢性病死亡率低于乡镇居民!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d' R(*bL*&!!d&b&&'%' 见表 K'

表 %"%&'K _%&'* 年各年度 %' 个广西监测点慢性病性别死亡情况分布

年"份

男性 女性 合计

人口数 死亡数
死亡率

$'c'& 万%

人口数 死亡数
死亡率

$'c'& 万%

死亡率
$'c'& 万%

标化死亡率
$'c'& 万%

!

%

!

%&'K L*(%R(! K&'&( !%RbL( LKQ*R(& '('*& L'!bRL Q%(b'Q QKLb*! 'R!&b('& &b&&'

%&'L L*RL&K& K%&*! !!Rb&( LL%&&*% 'R%L! LKQbL% QQ!bRR QQ&b!( %%!!b(K& &b&&'

%&'Q L(LL%%* K'&!! !L'bK& LLK(Q(% 'R*%& LLLb%R QL*b'& Q%*b*K '!Q%bKL& &b&&'

%&'! LRKRLLL K''LQ !K&bQL LLK&!L* %&&&% LQ'bLQ QLQb(Q LR*bQ& 'K*Rb(R& &b&&'

%&'* L(((K*! K'QR* !L!bK* LQ*R(L' %&QLQ LL(b!& QQ&b*' Q%*bR' '!((b*L& &b&&'

合计 %L%LR&!K 'QQRR% !LKb%R %%%%*'%% R*!(K LKRbL( QLQb(% Q%!b'L ((*LbQQ& &b&&'

!

%

&b'R& !Kb'%& 'RbL&&

! &b!!& &b&&' &b&&'

表 K"%&'K _%&'* 年各年度 %' 个广西监测点慢性病城乡死亡情况分布

年"份
城市 乡镇

人口数 死亡数 死亡率$'c'& 万% 人口数 死亡数 死亡率$'c'& 万%

!

%

!

%&'K %(L&!*% ''QQ* L&!b(L !K&&%RL K!*%' Q(%b(Q ''QLbL(& &b&&'

%&'L %(!LKLK 'L%&( LR!b&K !KLR*QR K*''L Q(LbLR %*(bR&& &b&&'

%&'Q %((QR&K 'K((* L('b%& !KR!R&! K!(RR Q*!b(K KKLb%%& &b&&'

%&'! %R'Q*QL 'K(&( L*KbQ* !LQLKK* K*KKR Q*(bQ' L&*bL!& &b&&'

%&'* %RL!&'& 'Q&!& Q''b%& !Q%%%&* K*&(% Q!(bQQ '%'b(*& &b&&'

合计 'LLQ%!(% !(Q%& L*Lb'& K%&%KQ&K '(Q'QQ Q*(b'( 'R(*bL*& &b&&'

!

%

%'&b*R& 'KbL%&

! "&b&&' &b&&'

%bKbL"年龄别死亡率与死因情况"广西监测点慢性

病的死亡率随年龄的增长呈上升趋势' 在 & _L 岁

儿童死因中!以先天畸形变性和染色体异常$简称

先天异常%为主"按国际疾病分类第 '& 版标准分类

三大类疾病!先天畸形变性和染色体异常$[&&C[RR%!

归类于第二大类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占 Q%b%'e'

而在 !Q 岁以上人群死因中!脑血管病和心脏病比例

较高!二者合计超过 Q&e' 见表 L'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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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K _%&'* 年 %' 个广西监测点慢性病不同年龄组前 K 位死因死亡率和构成比

年龄
分组

第 ' 位死因 第 % 位死因 第 K 位死因

死因 死亡率$'c'& 万% 构成比$e% 死因 死亡率$'c'& 万% 构成比$e% 死因 死亡率$'c'& 万% 构成比$e%

& _L 先天异常 %&b%Q Q%b%' 恶性肿瘤 Lb&K '&bKR 消化系统疾病 KbKQ (b!Q

Q _'L 恶性肿瘤 KbR! KQbK' 先天异常 'bQ( 'Lb'% 神经系统疾病 'bK( '%b%R

'Q _LL 恶性肿瘤 K!b%L Q'b*Q 心脏病 Rb!L 'Kb** 脑血管病 *b(Q ''b%&

LQ _!L 恶性肿瘤 %%!bRQ LLbK% 脑血管病 '&Kb!& %&b%K 心脏病 ((b%& '*b%%

!Q _" 脑血管病 ''*%bKL %(bR' 心脏病 ''&!b** %*b%R 呼吸系统疾病 !R*b'% '*b'R

7GH<主要慢性病早死概率<+%&'L 年全球非传染

性疾病现状报告,提出!K& _*& 岁$不包括 *& 岁%发

生四类主要慢性病死亡定义为-早死.!将到 %&%Q 年

四种主要慢性病造成的过早死亡减少 %Qe作为目

标' 四类主要慢性病包括恶性肿瘤$9&&C9R*%(心血

管疾病$U&&CURR%(糖尿病$T'&CT'L%和慢性呼吸系

统疾病$$K&C$R(%

"'#

' %&'K _%&'* 年!广西监测点经

漏报率调整后四类慢性病早死概率依次为 'Rb!%e(

'Rb*(e('Rb!&e('RbKLe和 %&b'&e)男性四类慢

性病早死概率依次为 %!b&(e(%!bQ!e(%QbRKe(

%QbQ%e和 %!bR*e)女性四类慢性病早死概率依次

为 '%b'!e('%b&%e('%bKLe('%b&Re和 '%bKQe'

:<讨论

:G9<慢性病是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疾病!广西 %&'K _

%&'*年慢性病死亡占比从 (%b%&e上升至 (Qb!%e!

形势越来越严峻!对广西居民健康威胁越来越大'

慢性病主要死因为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心脏病(呼

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

病' 其中!不论在全死因!还是在慢性病死因中!脑

血管病(恶性肿瘤和心脏病的构成比例均较大!说明

这三种疾病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必须引起高度

重视' 该结果与李林等"L#和赵小兰等"Q#的分析结

果一致'

:G7<广西监测点男性慢性病死亡率高于女性!与

%&'K _%&'! 年中国死因监测数据集"K!! _(#的结果一

致' 可能与男性接触慢性病危险因素较多和倾向于

不良的生活方式$如吸烟(酗酒(熬夜等%以及更大

的社会生存压力有关' 但不同年份间女性慢性病死

亡率呈上升趋势!可能是生活条件的变化对女性的

影响也随之增大导致' 乡镇居民慢性病死亡率高于

城市!这主要与乡镇地区经济较落后!卫生资源紧缺

和居民饮食结构不合理有关' 但城市不同年份慢性

病死亡率呈上升趋势!而乡镇呈下降趋势!可能与人

口流动大!城乡一体化发展及乡镇居民疾病防控意

识提高有关'

:G:<不同年龄分组中慢性病死亡率变化较大!随年

龄的增长呈明显上升趋势!与身体机能退行性改变!

饮食结构不合理!体力活动不足相关' 不同年龄段

人群主要慢性病死因有不同!& _L 岁儿童死因以先

天畸形变性和染色体异常为主!应加强围生期和孕

产前保健' !Q 岁以上人群以脑血管疾病死亡为主!

应加强该人群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和加强患者

随访工作'

:GH<与%&'Q年全国四类慢性病早死概率水平'(bQLe

"R#

比较!广西四类慢性病防控水平落后于全国水平!有

待采取有效措施以提高对慢性病的防控能力' 男性

和女性四类慢性病早死概率差异较大!男性早死概

率约为女性的 % 倍!与曾新颖等"R#的文献报道吻合'

相关资料显示!影响四类慢性病早死概率的危险因

素主要有食盐摄入(肥胖(有害饮酒(吸烟(血糖升高

和血压升高等"'#

!而广西 %&'& 年和 %&'K 年开展的

慢性病危险因素监测结果显示"'&!''#

!男性的有害饮

酒率(吸烟率(血压(血脂和血糖异常等指标均高于

女性!提示其可能为导致男性四类慢性病早死概率

远高于女性的重要原因'

:GI<广西慢性病标化死亡率较高!高于青海省"'%#

和四川省"'K#等地区!这可能与地域(气候(生活饮食

习惯等因素差异有关'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慢性病

的危险因素有吸烟(饮酒(不健康饮食(体力活动不

足(肥胖(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等' 周芳华等"'L!'Q#

研究指出!高脂血症!特别是糖尿病患病率上升快

速!肥胖率明显上升' 高血压患者控制率城市明显

高于农村' 慢性病防控工作任重道远' 慢性病的预

防与控制!应从危险因素着手!结合全民健康生活方

式行动计划(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慢性病示范

区建设等项目开展!杜绝或减少有害因素对机体的

危害!加强锻炼!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同时!应着重

加强乡镇地区慢性病防控工作!通过政府主导!协调

多部门针对慢性病制定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提高

慢性病防控能力!提高人群的健康期望寿命!减轻国

家(社会及家庭的负担'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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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自动乳腺全容积成像系统$+MWJ%冠状面图像特征在乳腺病变鉴别诊断中的应用

价值' 方法"选择 %&'QC&K _%&'(C&' 在该院超声科就诊的乳腺肿瘤患者 '&K 例$共 'K& 例病灶%!分别应用二

维超声和+MWJ系统进行检查!以术后病理结果为金标准!比较两种诊断方法的诊断效能' 结果"'K& 例病

灶中!恶性病变 Q! 例!良性病变 *L 例' 二维超声和 +MWJ 系统诊断乳腺肿瘤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分别

为 !Rb!e(*Rb*e(*QbLe和 (*bQe(RLb!e(R'bQe' +MWJ冠状面特有的-汇聚征.征象在恶性结节中的出

现率$*Qb&e%显著高于良性结节$QbLe%!!i&b&Q)并且团块最大直径
!

% ,0的恶性结节的-汇聚征.的检

出率$(KbRe%亦明显高于k% ,0的恶性结节$!'bQe%!!i&b&Q' 结论"+MWJ检查能够明显提高乳腺良恶

性肿瘤鉴别诊断的准确性!特别是-汇聚征.对乳腺癌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可有效地提高早期小乳腺癌的检

出率!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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