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述评·

!" 世纪关注的热点：走出亚健康

王志瑾

亚健康是国际医学界 !" 世纪后期的医学新思

维。

医学家把健康称为人体“第一状态”，疾病称为

“第二状态”，把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生理状态称

之为“第三状态”，即亚健康。随着人们工作、生活紧

张压力的增加，营养不均衡，缺乏运动加上各种因素

引起的心理不平衡，促成亚健康的比例陡增。亚健

康已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

亚健康的基本特征是身体无明显疾病，但体力

降低，反应能力下降，适应能力减退，精神状态欠佳

和人体免疫功能低下，容易罹患疾病。亚健康可以

间断或持续的出现，是内脏各种疾病的重要起源和

基础。因 此，预 防、消 除 亚 健 康 是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的一项全球性健康策略。

广东省教育工会报告的一项调查显示：广东省

高校教师中有 & 成处于亚健康状态［’］。最近在我国

一些大城市对中年妇女的一次调查发现，(")的人

处于亚健康状态。在上海、无锡、深圳等地对’ ’*&
名中年人调查发现，(()的人有失眠、多梦、不易入

睡或白天打瞌睡的现象，经常腰酸背痛者为 (!)，

干活极易疲劳的人占 +,)；爬楼时感到吃力或记忆

力明显减退者为 +&)；皮肤干燥、面色灰暗、情绪极

为不稳定等为 -,)，而心电图、脑电图检查又均显

示正常。此类人群中还常存在“六高一低”的倾向，

即存在着接近疾病水平的高负荷（体力和心理）、高

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度、高体重以及免疫功

能偏低［!］。因此亚健康状态是指人们还未患病，但

已有不同程度的各种患病的危险因素，具有发生某

种疾病的高危倾向。目前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已把持续和症状突出的亚健康状态（严重疲

劳、肌肉疼痛、失眠等）作为一种疾病来对待，称为慢

性疲劳综合征（0123450 67859:; <=4>23?<，.@A）［B，-］。健

康、亚健康和 .@A 的关系可用以下形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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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的严重者，有可能出现猝然死亡，被称为

“过劳死”。其原因是长期劳累过度，不能及时缓解，

精神与内分泌系统紊乱，出现积劳成疾，过劳猝死。

健康C亚健康C疾病三者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

的，我们要遏制亚健康向疾病的转化，而努力使亚健

康转化为健康状态［+］。

归纳亚健康状态的起因，既有社会学、心理学因

素，也有环境、生活方式和遗传学因素的不良影响，

它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要走出亚健康也

必须是综合治理。

按照动物学家的研究，人的寿命应该等于其生

长发育期的+ D & 倍。如果人到 !+ 岁完成发育，寿

命应为’!+ D ’+" 岁。但现代人为什么活不到这个年

纪呢？根据 #$% 的调查，影响人的健康和寿命长

短的因素有 + 个：自我保健因素占 (")，遗传因素

占 ’+)，社会因素占 ’")，医疗因素占 ,)，气象因

素占 &)［&］。因此只有通过健康教育人人行动起

来，注重自我保健，建立健康生活方式，实现 #$%
提出“!’ 世纪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具体目标。

健康教育是一种廉价的保健对策，美国 ./. 提

倡“不吸烟，少饮酒，合理膳食，经常锻炼”四项有益

健康的习惯可使人们普遍增寿 ’" 年，足见健康教育

对促进全民健康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重要的问

题是把健康知识教给群众［*］。意味着让群众自己把

握健康和生命。知识健身少生病不生病［’"］。

自我保健包括：!生活节奏规律有序；"均衡饮

食，适量饮水［’’］；#坚持锻炼，控制体重［’!］；$戒烟

少酒，注意用药［’B］；%排遣压力，提高自信；&心理

健康，延年益寿。总之，注重自我保健的原则，定会

走出亚健康，提高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也就促进了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而完成历史所赋予我们的

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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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速公路交通事故伤流行病学特点分析

赵小纲 马岳峰 江观玉 干建新 黄欣建

到 #$$! 年浙江省高速公路总开通里程为C*M"DD O@，% 年

内共发生交通事故( *D%起，死亡 &%C 人，受伤! D$C人，伤亡人

员的总死亡率为#!"%#P。

!"浙江省高速公路交通事故伤三间分布：!地区间分布

特点：根据发生地段的不同，发现嘉兴、绍兴段高速公路属

事故高发地区，分别占#*"%CP与%!"*$P，特大事故、重大事

故所占比例高，死亡人数分别占#&"!&P与#C"*MP。温州、湖

州段高速公路发生的交通事故伤所占的比例较小。"时间

分布特点：按发生时间统计，一天中!# Q !M 时是事故发生最

多的 时 段（%%"$#P），!M Q #& 时 是 事 故 发 生 最 少 的 时 段

（!M"!%P），$ Q D 时是造成人员死亡最多的时段（C$"%CP），白

天事故发生率高于夜间（D$"$#P比%*"*MP），但是夜间事故

造成人员死亡明显高于白天（(M"!(P比#!"M%P）。#人群间

分布特点：伤亡# $&$人中，男! C(!人，女 &D* 人，男女之比为

%"%C’!，#$ Q C$ 岁年龄段伤亡比重最高，占M#"$(P。死亡 &%C
人中，男 %(! 人，女 D& 人，男女之比为C"M$’!，($ 岁以上人群

死亡率最高，为&$"(&P，!$ 岁以下人群死亡率为%$"!*P。

#"高速公路交通事故致伤原因分析：!人为的因素在

( *D%起 交 通 事 故 中 占 M&"*&P（ 其 中 机 动 车 驾 驶 员 占

(*"!DP），主 要 包 括 驾 驶 员 措 施 不 当（#$"%(P）、转 向 失 效

（!("DCP）、纵向间距不够（!C"*#P）、超速行驶（!#"&DP）、疲

劳驾驶（D"&$P）、违章装载（C"MCP）与疏忽大意（D"#*P）等

几个方面。机械故障及其他因素占!C"$DP。"气候因素分

别为，晴 天 发 生 事 故& $MC起（C!"%$P），雨 天 事 故#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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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阴 天 事 故 (M$ 起（*"M$P），雾 天 事 故 !$% 起

（!"#*P），雪天事故 &M 起（$"D$P）。

%"讨论：高速公路交通事故伤的的快速增加，且死亡率

高，是道路交通事故伤流行病学上的新特点。本次调查表

明，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原因中人是主要因素，肇事原因中占

据首位的是措施不当，道路条件也不可忽视。调查发现，高

速公路交通事故伤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地段差异，这与这些区

段的道路条件及日均高车流量有关。由此所导致的“人)车)
路”系统间的失平衡，是其主要原因。加强机动车驾驶员的

安全驾驶教育，平时注意保养车辆，高速公路定期养护，加强

交通管理，调节好“人)车)路”系统间的平衡，将会明显减少交

通事故与交通事故伤的发生。从人群分布特点看，青壮年是

主要的伤亡人群，这与司乘及从事社会经济活动主要为青壮

年人员，其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明显高于其他人群有关。但

死亡率更高的却是儿童与 ($ 岁以上的老年人，与该类人群

在交通事故发生瞬间的个人防护适应性、对创伤性休克的耐

受程度等较差有关。

已有报道高速公路交通事故伤基本流行病学特点时注

意到事故发生具有较明显的时间段差异。本组资料发现

!# Q !M 时是事故最好发时段，$ Q D 时是造成人员死亡最多的

时段，这说明 ! 天 #& 小时内的分布同样存在不均衡的特性，

这种不均衡性可能与该路段车流辆不同的高峰分布时段有

关，尚需进一步研究。恶劣的气候条件一般被认为是交通事

故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伤最

多的还是晴天，占C!"%$P，雨天为其次，雾天与雪天反而较

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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