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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尽快将伤害预防控制工作

纳入国家公共卫生议程

王克安

世界卫生组织（!"#）将伤害与传染性疾病和

非传染性疾病并列为三大公共卫生问题，提出收集

相关资料，分析全球疾病负担，并以此作为确定工作

的优先重点和战略决策的依据。全球每年约有$%%
万人死于各种伤害，而致残或未留下明显残疾的则

以千万和亿计算。伤害是与人的健康和生命密切相

关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然而许多人，包括某些领

导者，对此认识不足。

伤害造成的疾病负担是严重的，由于受害者多

为少年儿童和青壮年，因此对社会的影响更为严重。

伤害已居全球儿童和青少年死因的第一位，而幸存

者中的一部分会留下躯体残疾或精神创伤。社会和

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活现代化给人们

带来了舒适和便捷，同时也带来了发生伤害的危险

和威胁。例如，道路交通伤害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

公共卫生问题，造成健康和经济方面的严重损失，影

响着社会的各个部门。&%%&年，全球因此类伤害而

死亡的人数达’’(万（我国达’%万人以上），占全球

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被列为全球疾病负担的

第九位主要原因，占所有伤残调整生命年的&)+*。

根据预测，到&%&%年，它将在疾病负担原因中居于

第三位，列在疟疾、结核病和",-／.,/0等其他公

共卫生问题之前。!"#已确定将道路安全作为

&%%1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目的是提高公众对道路

交通伤害后果的认识和鼓励采取进一步行动。

近’%年来我国在伤害流行病学方面作了许多

工作，但是，从总体来说，面对这一严重挑战，无论是

深度和广度都仍然是很不够的。对暴力和虐待之类

的伤害问题更是很少提及。在伤害对公共卫生和整

个社会的影响，伤害的发展趋势和分析方法、预防控

制和干预措施、救治和心理支持以及有关的危险因

素、疾病负担和经济损失分析、政策、规划和评价等

方面的工作都亟需加强。

近年来，《中华流行病学杂志》曾多次出版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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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研究内容的重点号刊，本期又有多篇文章涉及

伤害问题。其中金会庆教授专门论述了我国车祸流

行病学问题，张胜年教授等对近几年上海市的道路

交通伤害作了很好的研究和分析。杨功焕教授等根

据’%年的死因监测资料，阐述了我国伤害死亡的流

行病学特点和变化趋势以及所致的疾病负担，并指

出，交通事故伤害正在急剧上升。对于确定伤害预

防控制工作的重点和制定战略很有指导意义。本期

刊出的论文有的来自由吴宜群教授负责的我国科技

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我国常见毒

物数据库及中毒、伤害谱》，该课题原来的重点是中

毒问题，但是通过改进课题设计，将中毒与整个伤害

问题结合在一起，开展了以医院急诊室为基础的伤

害监测研究工作，取得了宝贵的经验。该项研究工

作涉及全国&$家综合医院急诊室，收集病例&$%%%
余例。观察急诊室接诊的伤害病例，分析伤害的发

生频率、伤害谱、伤害特点、不同级别医院伤害流行

的差别等相关信息，对中毒病例进行了较全面、详细

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为进一步开展包括中毒在内

的伤害预防控制和研究，以及建立我国中毒和伤害

监测网络，确定监测和干预的优先重点内容等提供

了信息支持和决策依据。更有意义的是，该项目在

综合医院所在地的范围内选择了1个全国疾病监测

点，对覆盖’1个乡镇约3%万人口的地区进行了人

群伤害的流行病学 调 查，共 调 查&%%%%余 户 家 庭

+3%%%余人。结果表明，调查地区每发生’例伤害

死亡，就意味着发生+例伤害残疾和发生’%%例伤

害。据此估计，我国每年有近+%%%万人发生伤害，

其中约3$%万人因伤害而遗留功能障碍或残疾，约

+%万人死于伤害。这还没有计算经济损失和社会

影响。这些惊人的数字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

吗？该项研究明确显示伤害的“死亡谱”和伤害的

“流行谱”是不同的，同时也提出了监测工作需要标

准化、规范化的问题，特别是关于伤害的诊断分类必

须统一，以利在各项研究之间进行比较。研究还讨

论了以医院急诊室为基础开展中毒与伤害监测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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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局限性等问题。该项目的调查规模和研究深度

在国内外同类研究中位列前茅，相信这些研究对我

国中毒和伤害的预防控制工作将会有很大的促进。

中毒和伤害是可以预防、可以避免的，人们是可

以有所作为的。干预措施可能涉及劳动和交通、公

安等部门的政策，消费者的保护，社会和卫生政策，

有的可能已经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但由于各种原因

而没有推广，有的还需要进行研究和评估。伤害领

域确实有许多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希望今后能

见到更多关于预防控制中毒和伤害的文章和开展有

关的经验交流。

目前最重要的事是制定国家伤害预防控制规

划，使其成为国家公共卫生总体规划的一部分。前

不久，我国一些科学家已建议将伤害的预防控制列

入国家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有关部分的内容，希望国

家有关决策部门能够予以采纳。应该尽快建立伤害

监测系统，加强队伍建设，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动

员更多的人关心伤害的预防和控制。我们的口号

是，让安全意识进入工作场所、学校、社区和家庭，使

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不再轻易受伤害。

（收稿日期：!""#$"%$%&）

（本文编辑：张林东）

·疾病控制·

同济医院门诊%’()!!""%年性传播疾病流行病学分析

濮德敏 侯萌 杨丹

%*对象与方法：%’()年%月至%’(’年%!月、%’’#年%
月至%’’&年%!月和%’’’年+月至!""%年+月期间，前来

妇产科及皮肤科门诊就诊者或经临床诊断和实验室检查证

实为性传播疾病（,-./）的患者，分别为((’例、+%’%例和

)’)(例。实验室诊断标准："衣原体或支原体以血清学检查

及分泌物培养确诊；#尖锐湿疣以012及病理组织学检查

确诊；$梅毒以梅毒血清试验202及-034确诊；%淋病以

分泌物涂片及培养确诊；&艾滋病和生殖器疱疹以血清学检

查确诊。经’!检验处理数据，采用,4,软件完成。

!*结果：",-./病种及发病趋势：近%"余年我院门诊

,-./病例数显著增长，%’’#!%’’&年比%’()!%’(’年增长

!*5’倍，%’’’!!""%年比%’’#!%’’&年增长%*5"倍。监测

病种也呈增长趋势，%’’#!%’’&年增加衣原体、支原体和梅

毒+个病种，%’’’!!""%年增加艾滋病和生殖器疱疹!个病

种。%’()!%’(’年构成比居前+位分别为淋病（’#*(+6）、

尖锐湿疣（5*"&6）和混合感染（"*%%6）；%’’#!%’’&年居前

+位 的 为 衣 原 体（+5*!’6）、淋 病（!’*)#6）和 尖 锐 湿 疣

（!5*%&6）；%’’’!!""%年居前+位的为衣原体（+%*(+6）、

支原体（!!*’’6）和尖锐湿疣（%+*’56）。%"余年间衣原体

和支原体感染所致的非淋菌性尿道炎急剧上升，%’()!%’(’
年未 检 出；%’’#!%’’&年%%’&例，构 成 比+)*#(6；%’’’!
!""%年5!(+例，构成比&&*!!6（!!"*"""%）。病原学检查

提示，衣原体感染以沙眼衣原体（1-）为主，支原体感染以解

脲支原体（77）为主。#淋病发病持续下降：%’()!%’(’年

淋病一直稳居首位；%’’#!%’’&年例数略有增长，而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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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6跌至!’*)#6，降至第!位；%’’’!!""%年例数下降

&)*&)6，构成比居第&位，仅+*(#6（!!"*"""%）。梅毒成倍

增长：%’()!%’(’年未检出；%’’#!%’’&年检出)例，构成比

"*!!6；%’’’!!""%年梅毒病例数是%’’#!%’’&年的%+)*5)
倍，构成比%!*")6，明显上升（!!"*"""%）。$混合感染呈

稳定上升趋势：%’()!%’(’年检出%例为淋病和尖锐湿疣混

合感染；%’’#!%’’&年!5+例，构成比)*’+6；%’’’!!""%
年%"5#例，构成比%+*!%6，衣原体、支原体合并感染’%"例，

衣原体和（或）支原体合并淋球菌感染)#例，其他混合感染

)"例（!!"*"""%）。尖锐湿疣发病例数呈逐年增长趋势，

%’’#!%’’&年是%’()!%’(’年的%)*(#倍，%’’’!!""%年比

%’’#!%’’&年增加+(*&%6；构成比具波动性。

+*讨论：,-./发病总体上升。%’’#年以后，非淋菌性尿

道炎、尖锐湿疣、艾滋病、生殖器疱疹等第二代性病呈显著上

升趋势，逐渐成为流行趋势。梅毒持续高速增长，在全部

,-./中上升最快，升幅最大。近%"余年，同一患者同时合

并两种或两种以上,-./病原体感染即混合感染持续稳定上

升，混合感染病原体与同期,-./主要病种基本一致，也反映

了不同病种的发病趋势，病原体种类也趋向复杂化，最多%
例为&种病原体混合感染。分析性别及年龄分布，显示男女

差异逐年缩小，不同病种男女性别差异颇大。发病年龄跨度

较大，平均年龄呈增长趋势，性活跃期人群仍是,-./重点检

测和防治对象。目前,-./流行现状不容乐观，当务之急为

切断,-./的各种传播途径，强化全社会的健康道德意识，增

强自我保护意识；消除一切医源性传播隐患；建立健全,-./
监测与防治机构，形成专业与基层相结合的防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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