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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乡老年期痴呆患者死亡率和
生存预示因素研究

洪震 周玢 黄茂盛 曾军 丁玎 金美华

·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 研究老年期痴呆的死亡率和影响患者生存的因素。方法 在上海地区基线患病

率调查的基础上随机选择5个居委会和4个村委会的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简易精神筛查量表，按

文化程度划分的分界值进行初筛。分界值以下和正常人的4％进入第二阶段细查。细查项目包括详

细病史记录、体格检查和神经心理学检查。6个月后对所有进入细查的对象进行上述内容的复查。

根据NINcD§ADRDA和NINDA—AIREN标准诊断阿尔茨海默病(AD)和血管性痴呆(vaD)。结果

老年期痴呆患者的死亡率是6．06／1000人年。与非痴呆组相比，在随访40个月后，痴呆组的生存概率

急剧下降57％，两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AD和VaD间的生存率无统计学差异

(P>0．05)。由痴呆、AD和VaD导致的死亡相对危险度(尺尺)值分别为1．63(95％a：1．42～1．86)、

1．71(95％a：1．44～2 03)和1．45(95％cJ：1．16～1．82)。增加患者死亡危险性的因素有年龄

(RR=1．0685)、疾病程度(RR=1．5733)、高社会生活功能量表(ADL)值(RR=1．0368)。结论 上

海地区老年期痴呆的死亡率为6．06／1000人年。AD和VaD患者的生存概率没有明显差别。增加患

者死亡危险性的因素有年龄、疾病程度和高ADL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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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redictive factors on mortality and survival of elderly dementia

in Shanghai．IⅥethods Subjects were from people who had been screened inaprevalence survey study from

the selected 5 urban and 4 rural communities from 1997 to 1998． Phase I screening was carried out bv a

brief memory testing with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In phaseⅡ，those who scored below the cutoff

points and 4％of those whose score was in the nomal range were interviewed to identify dementia through

a set of diagnostic examinations according to the DSMⅣcriteria． In phaseⅢwhich was six months 1ater，

a follow—up program was conducted for all persons who were involved in phase Ⅱ to id肌tify those with

Alzheimer’s dementia(AD)and vascular dementia(VaD)according to NINCDSADRDA and NINDA—

AIREN criteria and other types of dementia．Results The mortality of elderly dementia was 6．06／1000

person—years．Cbmpared to nondementia group，the survival rate of dementia group had a decrease of 57％

after 40 months of follow—up(P<0．05)．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AD and VaD groups．

The relative risk of death caused by dementia，AD and VaD were 1．63(95％Cf：1．42—1．86)，1．71(95％

CJ：1．44—2．03)and 1．45(95％Cj：1．16—1．82)，respectively．Some factors such as age(RR=1．0685)，

severalty(R尺=1．5733)，and high ADL(RR=1．0368)might have increased the risk of death among

those patients．(：onclusion The mortality of elderly dementia in Shanghai was lower than that seen in

other areas in the world． There was no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urvival rates of AD and VaD

patients． Age，severalty and high ADL seemed to be the risk factors to the death 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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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老年期痴呆各亚型死亡率的报道结果

不一，多数研究认为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的死亡

率低于血管性痴呆(vascular dementia，VaD)，但也

作者单位：200040上海，复旦大学神经病学研究所

有报道两者无差别，还有研究认为AD的死亡率更

高。我国对老年期痴呆的死亡率研究和影响患者生

存因素的报道很少。1997 1998年完成了部分省

(市)的老年性痴呆患病率的基线调查n 3，在此基础

上于2001年对其中的三分之一的人群进行了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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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前瞻性随访调查‘2I。本文报告其中有关老年期

痴呆的死亡率、老年期痴呆各亚型的死亡率的差别

以及影响老年期痴呆患者生存因素等研究结果。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在患病率调查的基础上随机选择

了上海城乡5个居委会和4个村委会中已接受过患

病率调查的居民为研究对象H’引。这次的目标人群

为原患病率调查人群的三分之一。按照分层多级整

群的抽样方法，从2个中心城区、3个城郊区和5个

郊县中分别抽取一个，抽到的区县居委会或村委会

中已接受过患病率调查的居民为研究对象。

2．研究方法：与基线的患病率调查方法一致，即

通过简易精神筛查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按文化程度划分的分界值进

行初筛。分界值以下和正常人群的4％进入第二阶

段细查(文盲19分、小学21分、中学及以上26分)。

细查项目包括体格检查、详细病史记录以及神经心

理学检查。心理学测验包括PreHer功能活动量表

(Preffers outpatient disability questionnaire)、Fuld物

体记忆量表(Fuld object—memory evaluation)、快速物

体回忆量表(rapid verbal retrieve)、wISC积木测验

(Bloch des谴n)和wAIS数字广度测验(d画t span)、

社会生活功能量表(ADL)、HachisKi缺血量表

(HIs)和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6个月后为第

三阶段，对所有进入第二阶段的人复查痴呆的诊断

标准是美国精神医学会《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第四版(DSM一Ⅳ)。根据美国神经病学、语言障碍和

卒中一老年性痴呆和相关疾病学会的标准(NINCDS—

ADRDA)诊断AD，美国国立神经病卒中研究所和瑞

士神经科学研究国际协会的标准(NINDS—AIREN)

诊断vaD¨’2I。

3．统计学分析：在Epi Info 2002软件包完成。

死亡率以随访期间(40个月)每千人年死亡的痴呆

患者的例数表示。以Kaplan—Meier生存曲线描述

痴呆和非痴呆人群之间及痴呆各亚组之间痴呆对死

亡的影响。以Cox比例风险模型描述各因素对痴

呆患者生存的影响。

结 果

进入随访调查的总人群为5863人，其中痴呆

19l例，非痴呆人群即进入发病率调查的样本5672

人。在40个月的随访过程中，痴呆患者中死亡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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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失访30例。非痴呆患者组中死亡266例，失访

186l例(包括拒查64例、住院40例、住养老院22

例、外迁1719例和其他16例)。最后进入痴呆随访

队列的为161例，非痴呆随访队列的为3811例。

老年期痴呆的死亡率为6．06／1000人年(死亡

69例，观察人年为11 385．7)。男性为5．344／1000

人年，女性为6．631／1000人年，女性略高，但两者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痴呆总死亡率随年龄的增加而

升高(表1)。

表1 上海城乡69例老年期痴呆患者的年龄别和

性别死亡率(／1000人年)

与非痴呆组相比，在随访40个月后，痴呆组的

生存率急剧下降约57％，两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Log—Rank检验统计量366．6，P<0．05)。但AD

和VaD问的生存率没有显著差别(Log—Rank检验，

统计昂0．813，P=0．36)(图1、2)。

随访Ⅱ、¨目(J_j)

L罐．Rank检验统计量366．6，P<O．05

图1 痴呆组和非痴呆组生存曲线比较

由痴呆、AD和VaD导致的死亡相对危险度

(RR)值分别为1．63(95％C工：1．42～1．86)、1．71

(95％Cj：1．44～2．03)和1．45(95％Cj：1．16～

1．82)，除女性VaD组与非疾病组RR值[1．19

(95％凹：0．97～1．52)]无差别外，其他各组的死亡

RR值都高于非痴呆组(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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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访叫问(月)

AD、VaD间Log Rank检验，统计量0 813，P=O．36；与非痴呆

组L(曙一Rank检验统计量287，96，P<0．05

图2 AD、VaD和非痴呆组生存曲线比较

在Cox回归的比例风险模型中，增加患者死亡

危险性的因素有年龄(RR=1．0685，95％CI：

1．006～1．135)、疾病程度(RR=1．5733，95％a：

1．1283～2．1987)、高ADL值(ADL分值越高，生活

能力越差)(RR=1．0368，95％Cj：1．004～

1．0702)，即这三项因素每增加一个单位，痴呆患者

死亡的危险性分别是非痴呆患者的1．0685倍、

1．5733倍和1．0368倍。有心肌梗死(心梗)病史组痴

呆死亡率低于无心梗组，低MMSE值似乎增加痴呆

死亡风险。有心梗史患者的死亡危险性是0．0536，

MMSE值每增加一个单位，死亡危险性是0．8245

(表3)。

讨 论

以前对老年期生存率的研究结果多是基于死亡

证明，由于诊断方面的原因，这些结果反映的老年期

死亡率偏低，如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道在≥80

岁的人群是1．1／1000人年∞o。在以社区为基础的

研究中，Aguero—Torres等M o在瑞典的一个>75岁人

群中的研究结果是2．4／1000人年，Bowen等¨o的结

果则是9．0／1000人年。我们的随访人群是>55岁

年龄组，痴呆的死亡率是6．06／1000人年，>75岁的

人群约为0．1／1000人年，相比有些低，可能是对失

访的处理造成的偏倚，也可能无关，因为痴呆患者中

有30例失访，而非痴呆组也有1800多例失访。

本组资料与非痴呆人群相比，痴呆患者人群的

生存率显著降低，而AD和VaD患者的生存概率没

有显著差别，这和已报道的多数研究结果一致，如

Freels等拍。在美国的一项基于医院的研究，连续7

年随访了270例痴呆患者，AD和VaD患者的生存

概率没有明显差别：痴呆患者的死亡危险性增加，由

痴呆、AD和VaD导致的死亡RR值分别为1．63

(95％C工：1．42～1．86)、1．71(95％CI：1．44～2．03)

和1．45(95％凹：1．16～1．82)。也有诸多相似的报

道，如Aguero—Tbrres等‘4 o报道AD患者的死亡危险

性RR值是2．0(95％C工：1．5～2．7)，VaD患者的死

亡危险性RR值是3．3(95％CI：2．0～5．3)，Helmer

表2 痴呆各组与非痴呆组死亡尺R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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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3在法国的研究结果是AD患者的死亡危险性

R．R值是1．72(95％a：1．34～2．21)，痴呆的死亡危

险性RR值是1．8(95％Cf：1．46～2．21)。

在影响痴呆患者生存的因素中，本文结果显示

增加患者死亡危险性的因素有年龄、疾病程度和高

ADL值，而MMSE值的增加和心梗史则可以降低

死亡的危险性，与受教育、性别没有关系。在众多的

研究中，影响痴呆患者生存的因素结果相差比较大。

如Freels等哺1的研究报道，高龄、高等教育和低

Barthel ADL值的AD患者具有较高的死亡率，这与

本文结果相近。Helmer等"o认为女性痴呆患者，尤

其是AD患者的生存期更长，受教育程度与痴呆患

者的生存没有明显的关系，AD患者的最终死亡原

因一般是并发症。Evans等旧。的研究也表明有严重

的认知功能损害状态和恶病质状态的患者有很高的

死亡危险性。在本文结果中，与患者机体状态相关

的指标有疾病程度和ADL，ADL的值越大，说明患

者的独立活动能力越差，整个机体状况比较差，和低

Barthel ADL值有相似的预示性。比较有意思的是

我们的结果显示心梗史对痴呆患者死亡的危险性的

影响不大，这个现象尚需进一步研究。因心梗患者

本身增加老年人死亡风险，而这些人死亡率低于对

照组可能与坚持服药治疗有关。

综上所述，上海地区老年期痴呆患者的死亡率

是6．06／1000人年，与世界各地的报告相比较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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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痴呆人群相比，痴呆患者人群的生存概率显著降

低，而AD和VaD患者的生存概率没有明显差别。

在影响非痴呆患者的生存因素中，增加患者死亡危

险性的因素有年龄、疾病程度和高ADL值，而高

MMSE的值的增加和心梗史则有降低死亡的危险

性的趋势，与教育、性别等则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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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莱州市首例0139霍乱病例监测报告

姜玉芳 刘宗东 陈晓君 刘秋菊 王学武

患者男性，50岁，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人，2004年春节

后到莱州市某建筑工地打工。2004年7月12日晚10时出

现无痛性腹泻，大便为黄色水样，且伴有恶心、腹胀，无发热。

13日早7时到某民营医院就诊，医生按急性胃肠炎补液，加

抗生素治疗，14日病情好转。该院在进行大便常规检验的同

时，留大便标本，在13日上午8时送防疫站检验科检查。标

本立即接种APw增菌液，37℃8 h培养，发现01群SPA

( )，但动力活泼，染色为革兰阴性弧菌，疑似0139霍乱弧

菌，接种庆大霉素琼脂培养基和4号琼脂培养基，37℃培养

10 h后，出现霍乱弧菌样菌落。氧化酶(+)，靛基质(+)，阿

拉伯糖( )，蔗糖(+)，甘露糖(±)，无盐胨水(一)，0139血

清型(忤什)。后经烟台市卫生防疫站、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作者单位：261400山东省莱州市卫生防疫站

·疾病控制·

心进一步证实为0139霍乱弧菌。该患者平日身体健康，发

病前无外出史。该工地共有患者同县打工者25人，其中一

人于6月底从湖北省抵莱州市打工，后曾有过轻度腹泻，但

未经检验证实，故本次发病传染源不明。对密切接触者76

人进行医学观察7天，且预防性服药并每天采大便检验，现

场进行消毒处理。对周围海产品及环境水进行检验，均未查

到霍乱弧菌。经过最长潜伏期监测未发现续发病例。本例

0139霍乱患者临床为轻型，提示这样的患者往往容易被忽

视而导致传染源播散流行，由于莱州市民营医院严格遵循疾

病控制机构在腹泻病流行季节留便送检的规定，从而有效地

控制了传染源，无续发病例。

(收稿日期：2004—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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