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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易激综合征的流行病学分布特征

许小幸 李定国

肠易激综合征（!""!#$%&’ %()’& *+,-"(.’，/01）为消化道的功

能性疾病之一。其主要症状为腹部不适和（或）疼痛及慢性间

隙性排便习惯和大便性状的改变，有时伴随机体其他各系统

变化多样的一系列症状，但找不到形态学和生化学的异常改

变。发达国家对 /01 的命名已存在 23 多年，并进行了大量 /01
的流行病学及病因学研究。国内对 /01 的研究过去主要偏向

于临床资料的总结，近期逐步开展了一些流行病学方面的研

究［4，5］。由于在消化内科门诊所处理的患者中，/01 患者占

637 8 237；其次，它虽然不是致死性疾病，但对生活质量的影

响很大［6］；第三，卫生经济学研究表明，/01 患者有较高的医疗

费用［9］。鉴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01 已成为消化道功能性疾

病的代表，越来越受到胃肠病学专家及流行病学工作者的关

注。为进一步促进 /01 流行病学及临床流行病学方面的研究，

现将 /01 的流行病学分布特征综述如下。

一、/01 的地区分布特征

4: /01 在国家间的分布：在全世界范围内，/01 的患病率

相差较大，总的趋势是欧美等发达国家高于其他国家。亚洲

国家的患病率大多在 27 左右，欧美国家大多在 427 左右

（表 4）［5，2;55］。

/01 的发病率资料较少，各国报道的结果相差甚大。西

班牙开展的平均观察时间为 6 年的一项前瞻性定群研究资

料表明，在社区人群中，/01 总的发病率为5:<=人年［56］；瑞

典在以前没有 /01 症状的人群中，随访 6 个月的资料显示，

/01发病率为5:3=［59］；美国45 8 53 个月的随访资料显示为

>7［52］。

/01 的发病率和患病率均与年龄、性别有关，各国之间比

较应采用标化率，但对 /01 发病率、患病率影响最大的是诊

断标准［46，5<］，丹麦根据 ?$,,!,@ 标准 < 组症状（腹痛伴大便性

状改变、腹痛伴排便次数增多、排便后腹痛缓解、腹胀、粘液

便、便急或排便不尽感，具备其中 5 组以上症状者）中所具备

的症状 不 同 组 数 诊 断 /01，其 发 病 率 变 化 范 围 为 47 8
6<7［5<］。由于 /01 的诊断缺乏一种生物学标记，现行的以症

状为基础的标准中，?$,,!,@ 标准源于流行病学研究，相对较

为宽松，而 A(.’ 标准是对 ?$,,!,@ 标准的进一步完善和补

充，在 ?$,,!,@ 标准的基础上，加上了时间条件，要求持续发

作或间歇发作 6 个月以上。两种标准在诊断 /01 的敏感性方

面有很大不同，各国使用的诊断标准又不统一，直接影响了

/01 发病率、患病率在各国之间的可比性。

表! 部分国家 /01 患病率

国 家 诊断标准 人群特征 抽样是否随机 样本份数
患病率（7）

男性 女性 合计

亚洲 中国 A(.’ 4B 8 C3 岁 随机 5 9B< D D 3:B
?$,,!,@ D D C:6

日本 A(.’ 9B:B 岁（平均年龄） ⋯ 564 D D 52:3
新加坡 ⋯ !4< 岁 随机 5C4 D D 6:5
孟加拉国 A(.’ !42 岁 随机 5 95< 53:< 5C :C 59 :9
印度 ?$,,!,@ 6C :5（平均年龄） 随机 5 29> C:> < :> C :2
伊朗 ⋯ 成年 ⋯ D D D 6:9
泰国 ?$,,!,@ 成年 随机 4 3CC D D 9:9

欧洲 丹麦 ?$,,!,@ 63 8 <3 岁 随机 9 B24 6:5 C :2 D
瑞典 ⋯ 4B 8 C> 岁 随机 2 333 C:9 46 :6 45 :2
俄罗斯 A(.’ > 8 44 岁 ⋯ 99> 49:3 59 :3 4> :<
荷兰 A(.’ 9B:3 岁（平均年龄） 随机 233 D D >:3
英国 ?$,,!,@ 53 8 <> 岁 随机 6 4<> 43:2 55 :> 4< :B
法国 自定 成年 ⋯ 4 533 D D 46:3
西班牙 ⋯ 53 8 C> 岁 非随机 5<9 D D 46:<
意大利 ⋯ 成年 ⋯ D D D B:2

非洲 尼日利亚 ?$,,!,@ 医学生 ⋯ 933 59:3 9B :3 63 :3
大洋洲 澳大利亚 A(.’ 成年 随机 C63 D D 44:B

新西兰 ?$,,!,@ 4>C5 年 9 月至 4>C6 年 随机 4 36C D D 45:C
A(.’! 2 月出生 D D 9:6

美洲 美国 A(.’ 63 8 <> 岁 随机 <96 D D B:2
?$,,!,@ D D 53:9

巴西 ⋯ 成年 ⋯ D D D >:3

⋯ 不详，D 暂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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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国家内的分布：从英、美国家对年龄特征相似的

多个地区的调查结果看，#$% 在国家内不同城市间的患病率

相近，美国为&’( ) !*(，英国为&+( ) !!(（表 !）［&’，!!，!,，!-］。

#$% 在城乡之间的分布情况报道结果不一。北京地区的

调查资料显示，#$% 在城市和郊区患病率差别有显著统计学

意义，城市（&*"’(）高于农村（+"&(）［!］，而泰国调查资料显

示城市为."/(，农村为’",(，差别无显著统计学意义［&*］。

二、#$% 人口学分布特征

&"性别特征：从世界各国的资料分析来看，#$% 的患病率

大多为女性高于男性［!，,0&+，&1，!’，!,，!-］。男女性别比在&"&’ )
!"-’2&之间，绝大多数国家为&2!左右。但是印度的调查资料

显示 男 性 #$% 的 患 病 率 高 于 女 性，男 女 性 别 比 在 &"’* )
."!*2&［-］。

!"年龄特征：#$% 与年龄的关系报道 结 果 不 一。美 国

34556 等［!’］于 &11’ 年研究表明，中、青年人 #$% 患病率较高，

中年以后 #$% 患病率有随着年龄增加而减少的趋势，马里兰

州 &1-* ) &1-& 年和 &1-’ 年 #$% 不同年龄的门诊访问率无论

男女在中年以前均随年龄增加而增加，在青少年中高年级学

生患病率（&,(）高于低年级学生，但旧金山对育龄妇女的调

查显示，#$% 与年龄无关。法国的资料显示，’* 岁以前的人群

中 #$% 症状出现频率较高。英国对新近诊断为 #$% 的患者进

行为期 & 年的随访资料显示，在! 1’+例 #$% 患者中，主要为

年轻人和中年人，+* 岁以上者仅占 &!(［!1］，但人群调查资料

显示，#$% 症状包括疼痛与年龄无关。国内潘国宗等［&］的研

究显示，无论城市或郊区，#$% 的症状人群在年龄分布上无差

别。孟加拉国［,］的研究也表明，无论男女，#$% 患病率与年龄

无关。

/"种族特征：美国的研究资料表明，#$% 的患病率与种族

有关，白人的患病率是黑人的’"/倍，西班牙裔白人的患病率

（&+"1(）低于非西班牙裔白人（!&"-(），差别有显著统计学

意义［!,］，但新加坡在马来人、印度人和中国人中的研究显

示，#$% 的患病率在三个民族中无差别［/*］。

."社会特征：许多研究表明 #$% 患病率与性格特征有关，

#$% 患者更具神经质、情绪易激动、不安、焦虑和抑郁［&!，!+］。

美国的研究表明，精神病患者中，根据 789: 标准诊断的 #$%
患病率较一般人群高［!’］，但该研究的样本量小，缺乏代表

性；以家庭为单位的调查显示，低收入家庭人员有较高的 #$%
症状出现率。新西兰的研究表明 #$% 的出现和精神失调无

关［!&］。瑞典的资料显示，#$% 患病与教育程度有关［&+］。北京

的研究表明 #$% 症状人群与职业有关，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检

出率高于农民，但英国的研究表明 #$% 患病率与社会经济状

况无关［&’］。

三、#$% 其他方面特征

美国的研究显示，#$% 可分 . 个亚群：以便秘为主、以腹

泻为主、腹泻和便秘交替、无频繁的便秘或腹泻，. 个亚群的

人群患病率类似，约为 ’(［!’］。关于 #$% 的症状缓解率，丹麦

随访 ’ 年的资料显示，症状完全缓解的只有 ’(［!+］，,* 岁以

上的老年人缓解率较高，达’*( ) ,1(。有关 #$% 从发病到

症状完全消失的自然病程持续时间的资料、发病季节性资料

目前尚未检索到。

正确进行疾病分布的研究，是研究疾病流行规律和病因

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不少医学方面的重要成就，都是由

于研究者细心研究了该病的分布而获得成功的。到目前为

止，#$% 仍被认为是一种原因不明的疾病。从现有资料分析，

#$% 的发生可能与社会背景、精神心理因素关系更为密切，神

经胃肠病学的研究表明，#$% 患者的肠道对于张力和多种刺

激的敏感性增加，精神紧张可以改变肠道的移行性复合运

动，从而引起肠动力紊乱。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虽然开展了

较多的 #$% 的流行病学研究，但在地区间、人群间的分布规

律均不同程度存在尚待进一步研究解决或扩大验证等问题，

有些方面的流行病学统计资料存在匮乏现象。为了正确地

描述分布，必须有明确统一的诊断标准、准确的病例数。在

目前借助于一种新的生物学标记对 #$% 进行简单的诊断还

为时甚远之际，应采用临床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对 #$% 的诊

断标准进行统一，从而使流行病学评估更加精确，一些悬而

未决的问题也可能会得以进一步阐明。

表! 美国、英国不同地区 #$% 患病率

地 区 诊断标准 人群特征 样本份数 患病率（(）

美国 ;8<=> ?4<85@A4 B4AA@AC 医学生、医生 ⋯ &’ "* ) &, "*
D%0B:E@F8 G8<H:< B4AA@AC 西班牙裔白人 & *** &1 "+

非西班牙裔白人 !& "-
I59J=:H 789: /* ) +1 岁 +./ -"’

B4AA@AC !* ".
英国 3::JJ@H: B4AA@AC !* ) +1 / &+1 &+ "-

%8K=>49L=8A B4AA@AC !&* 岁 & +!* !& "+

⋯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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