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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静脉吸毒人群
死亡率及死因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张莉 阮玉华 姜正清 杨正宁 刘石柱 周枫 何益新 尹潞 秦光明 邵一呜

·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 了解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静脉吸毒人群死亡率及死因。方法 于2002年11

月筛选和招募静脉吸毒人群队列376人，调查其社会人口学和吸毒行为特征。队列随访时间为1年，

计算静脉吸毒人群的死亡率和死因构成，对死亡危险因素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

队列随访1年中，死亡28人，死亡率为77．32／1000人年(95％Cj：48．68～105．95)，标准化死亡比为

47．62(95％a：31．63～68．71)。主要死因是吸毒过量，占全部死因的64．3％(18／28)。多因素CoX回

归分析未发现与死亡(包括全部死因)有统计学关联的变量；但发现社会人口学因素中的单身和吸毒

行为中的吸毒年限(≥9年)两个变量与吸毒过量死亡有统计学关联(P<0．05)，其危险比分别是4．51

(95％a：1．03～19．67)和2．77(95％CJ：1．10～7．00)。结论 吸毒过量致死是凉山州静脉吸毒者的

主要死亡原因，需要进一步研究与吸毒过量死亡有关的因素以及干预对策。

【关键词】静脉吸毒人群；队列研究；死因；标准化死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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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mortality among iTl_jecting drug users(IDUs)fmm an IDUs

cohort in“angshan of Sichuan province．Methods In November 2002，376 i11jecting drLtg users were

recruited and followed up for 1 year as part of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Ebcio-demographics and risk

behaviorS on drug use were recorded．After one year，the mortality rate was eStimated and risk factors for

mortahty were analyzed usipg Cbx regression．Results 0ut of the original∞hort of 376 participants，there

were 28 reported and confirmed deaths during the one year foUow—up period． The mortality rate of the

cohort was 77．32 per 1000 perS0n．years(95％C工：48．68—105．95)with the standardized mortality ratio

(SMR)as 47．62(95％Cf：31．63—68．71)．0ut of the 28 deaths，64．3％(18／28)caused bv overdOses of

drug．No variables were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death of aU causes，but being un—married and≥9 year

history of injecting drugS were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overdose—related mortality in the final model of

Cox regression．The hazard ratios were 4．51(95％Cf：1．03一19．67)and 2．77(95％C，：1．10一7．00)

respectively．Conclusion Overdose served the most frequent cause of deaths in Liangshan of Sichuan

province．Future studies should be conducted to focus on mortality and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mortality

among I【)Us to provide targeted interventions in reducing unnatural mortality．

【Key words】 Injection drug users；Cohort study；(kuse of death；Standardized mortahty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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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都有报道，比一般人群高13～30倍u剖，其中吸

毒过量死亡是主要原因之一，占总死亡率的50％～

70％旧’“。吸毒者的人口学状况、毒品质量、吸毒行

为和吸毒环境等因素与吸毒过量死亡密切相关H’7 o。

国内目前有对静脉吸毒人群艾滋病病毒(HIV)感

染者的死亡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报道旧J，较少见

静脉吸毒人群死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报道。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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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次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报道静脉吸毒人群

的死亡率及死亡原因，为将来开展针对性的干预措

施提供一定科学依据。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2002年11—12月间，在四川省凉

山彝族自治州某市筛选、招募静脉吸毒人群队列，研

究对象的纳入标准为：18周岁及以上、自我报告近3

个月内有静脉吸毒行为且体表可见新、旧注射痕迹，

并能够和愿意提供书面知情同意书者。本研究通过

以下途径招募研究对象：一方面通过工作人员在社

区中宣传，将该项目信息传播到社区中，使吸毒人群

知道该研究项目；另一方面通过种子(即帮助招募和

随访通知的队列参加者)推荐研究对象来参加项目；

同时在开展知情同意过程中，建议参加者将项目信

息传播到社区的吸毒人群中以便其他吸毒人员前往

参加。

2．研究方法：

(1)基线资料收集：在西昌市皮肤病性病防治站

内分别由接受过研究项目有关技术培训的不同专业

人员、在不同单独的房间内，以一对一的方式依次对

研究对象开展知情同意、危险评估调查、检测前咨

询、采集血样和检测后咨询。调查内容包括：研究对

象的性别、出生时间、民族、文化程度、职业、收入、婚

姻状况、住房情况，口吸吸毒、静脉注射吸毒方式及

其近3个月内吸毒频率、共用注射器具吸毒方式以

及使用的毒品种类等。检测内容包括：采集血样进

行HIV抗体(ELISA初筛、wB确认)、丙型肝炎抗

体、梅毒抗体和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检测。

(2)随访资料收集：招募后每隔6个月随访一次

研究对象，共随访4次，本研究为12个月第二次随

访。随访窗口期为入选日期后每隔6个月的目标日

期前14天和后30天内。随访方法：在每次随访期

前1个月左右给参加者发放随访通知，接近随访窗

口期时进行访谈预约，对在约定日期未回访的参加

者由外勤组工作人员联系寻找，方法包括电话联系、

家庭访问、街道寻找和种子帮助寻找等。随访内容：

包括调查研究对象近3个月内吸毒频率、共用注射

器具吸毒方式及毒品使用种类等，完成检测前咨询、

采集血样和检测后咨询；未回访者，通过其家属、朋

友、吸毒伙伴或种子确认去向及是否死亡。死亡资

料通过死者家属、朋友和吸毒伙伴提供的信息以及

当地公安、卫生部门的死亡报告系统，收集死者的死

亡时间、死亡地点、死因及死亡现场情况等。将收集

的原始死亡原因按照国际疾病分类(ICD。10)标准进

行分类。本研究中因吸毒过量死亡的判断依据为：

死者生前健康状况良好，无暴力、自杀及其他明确疾

病诊断的死因，体表可见多处新旧不一的静脉注射

痕迹，死亡现场一般遗有注射器具和／或毒品残留；

吸毒伙伴可提供死者生前大剂量注射毒品或戒毒后

复吸的信息∽·。

(3)危险因素的估计：根据文献报道与生物学意

义方面考虑，吸毒者的人口学状况包括性别、年龄、

民族、职业、婚姻状况与住房情况等因素，吸毒行为

特征包括毒品种类、吸毒频率等因素均可能与吸毒

过量死亡存在一定关系H。7|。

3．统计学分析：采用Epi Data 3．0建立数据库，

由两人分别录入数据后，进行一致性比较并修改错

误录入数据。统计分析采用SAS 8．2软件，采用

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静脉吸毒人群死亡的单

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在单因素分析和生物学意义基

础上，采用逐步回归法筛选变量，建立模型。删失变

量定义为：当以总死亡(包括全部死因)为结局变量

时，以所有样本中未死亡人群为删失变量；当以吸毒

过量死亡为结局变量时，则以剔除其他死因的样本

中所有未死亡人群为删失变量。年龄、吸毒年限等

变量根据队列人群基线资料的中位数或平均数划分

为二分类变量；吸毒频率变量根据其生物学意义亦

划分为二分类变量分析。

结 果

1．基线人口学和毒品使用特征：2002年11—12

月共招募376名静脉吸毒人员进入研究队列，招募

时平均年龄(28．8±5．4)岁，男性310人(82．4％)；

汉族241人(64．1％)，彝族及其他少数民族135人

(35．9％)；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156人(41．5％)；无

业者211人(56．1％)；结婚或同居者234人

(62．2％)；自己拥有住房且不与父母同住者131人

(34．8％)。实验室检测结果：HIV抗体阳性43例

(11．4％)，丙型肝炎抗体阳性269例(71．5％)，梅毒

抗体阳性58例(15．4％)，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

64例(17．0％)。

从毒品使用特征看，口吸吸毒年限平均(6．3±

3．3)年，静脉吸毒年限平均(3．4±2．8)年；招募前3

个月内，376人均静脉注射使用过海洛因，其中单独

使用海洛因每周≥7次者149人(39．6％)，海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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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其他毒品使用(如可卡因、鸦片、丁丙诺非、安非

他明、吗啡、镇静剂等)每周≥7次者196人

(52．1％)。

2．死亡情况及死因：在静脉吸毒人群队列1年

随访期间，376人中，回门诊访问254人，死亡28

人，死因均已经家属核实，其中5人亦从当地公安和

卫生部门死亡报告系统核实。队列粗死亡率为

77．32／1000人年(95％a：48．68～105．95，28／362．15

人年)。经以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四川省1999年

11月1日至2000年10月31日年龄别死亡人口资

料进行标化’10I，该人群预期死亡人数为0．59人，标

准化死亡比(SMR)为47．62(95％a：31．63～

68．71)。主要死亡原因为吸毒过量18人(64．3％)，

吸毒过量死亡率为49．70／1000人年，因吸毒过量死

亡时的平均年龄(31．6±6．2)岁；意外伤害(均为吸

毒刺破股动脉)4人(14．3％)，自杀、肺炎、心肌病、

发热、胆囊结石并发急性

胆囊炎和病因不明死亡各

1例(3．6％)。其中，队列

基线检测HIV抗体阳性

的43例中死亡4例，无艾

滋病死亡病例；1年随访

时HIV血清阳转8例。

3．死亡的危险因素：

分别分析队列基线资料中

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和

吸毒行为学特征与死亡的

关系，当以总死亡(包括全

部死因)为结局变量时，单

因素CoX回归分析没有

发现与总死亡相关有统计

学意义的变量(P<

0．05)；但当以吸毒过量死

亡为结局变量时，发现社

会人口学因素中的单身和

吸毒行为特征中的吸毒年

限(≥9年)两个变量与吸

毒过量死亡有关系且有统

计学意义(P<0．05)

(表1)。

在单因素分析基础上

对P<0．20的变量进行多

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

模型分析，最终进入模型的变量是：单身和吸毒年限

(≥9年)，危险比(HR)分别是4．51(95％CJ：

1．03～19．67)和2．77(95％Cj：1．10～7．00)，其P

值分别是0．0453和0．03ll；根据多因素分析结果绘

制静脉吸毒人群吸毒过量死亡的Kaplan—Meier生

存曲线(图1)。

讨 论

前瞻性研究队列376名静脉吸毒人员随访到1

年时粗死亡率为77．32／1000人年，sMR为47．62，即

为一般人群的一48倍。Davoli等⋯1980—1988年陆续

在罗马招募了4200名静脉吸毒人员，随访到1986年

时死亡率为7．8／1000人年，到1992年时死亡率上升

为27．7／1000人年，男性SMR为15，女性SMR为30。

Hickman等。2 o 1997—1999年在伦敦开展的881人海

洛因吸毒者的队列研究中报道死亡率为16／1000人

表l 四川省凉山州静脉吸毒人群吸毒过量死亡危险的单因素Cox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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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熟很为17。虽然不同暴露组问SMR不能直接比

较，但可以确定，静脉吸毒人群中确实存在与一般人

群相比较高的死亡率。本研究中吸毒过量的人年死

亡率为49．70／1000人年，占全部死因的64．3％，是静

脉吸毒人群队列中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其次为意外

伤害死亡，均为注射毒品时刺破股动脉致死，占

14．3％；Hickman等幢。开展的海洛因吸毒者队列研究

中报道了吸毒过量人年死亡率为10．2／1000人年～

12．1／1000人年，吸毒过量死亡占全部死因的52％；

Oppenheimer等‘6
o 1969年招募的128名海洛因吸毒者

随访22年的队列研究报道，吸毒过量和其他与毒品

相关的死亡占全部死因的68％。

图1 四川省凉山州静脉吸毒人群吸毒过量死亡的

危险因素(单身、吸毒年限)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

本研究队列中吸毒过量死亡者死亡平均年龄

(31．6±6．2)岁，与近年来国外研究中报道的吸毒过

量死亡者年龄多在30岁左右结果一致，如Preti

等H“报道1984—2000年意大利吸毒过量死亡年龄

集中在25～34岁。

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死亡(包括全部

死因)的危险因素分析时，未见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

但在吸毒过量死亡危险的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中，最

终进入模型且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是吸毒年限(≥9

年)和单身两个危险因素。晰Scher等¨o 1982—1994

年在英国格拉斯哥开展的459人静脉吸毒人群队列

研究中报告，吸毒年限虽然不能以某一点划分出有统

· 193·

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但可以从Kaplan-Meier生存曲

线中看到死亡率随静脉吸毒年限(0—14年)的延长

而升高趋势；Orti等。12
o
1985一1991年在西班牙加泰

罗尼亚开展的15 711名阿片类成瘾者的队列研究中

也报告了死亡率随吸毒年限延长而升高的趋势。单

身在本研究结果中也是与吸毒过量死亡有统计学关

联的变量，躲为4．51，但由于死亡样本量较少而
95％a较大(1．03～19．67)，因而存在一定局限性。

Dav01i等u3。以1980一1988年罗马4200名静脉吸毒人

员中开展的队列研究为基础，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

法，报道了单身是与吸毒过量死亡有关的危险因素

(0R=2．48，95％C，：1．3l～4．68)。

我们初步分析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某地区

静脉吸毒人群的死亡情况，但由于队列观察人年数

较少，死亡样本量不大，以及吸毒人群非正常死亡的

确认与核实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使得本研究存在一

定局限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尚需进一步探讨静脉吸

毒人群中高死亡率的原因及其有关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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