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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116例不明原因猝死回顾性研究

施国庆张健黄文丽扬涛叶绍东 孙晓冬李兆祥解晓华 李芙蓉

王跃兵 任金马 Roben E Fontaine 曾光

·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 r解云南省不明原因猝死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方法选择祥云、鹤庆、南涧和

大姚4十县既往不明原因猝死病例作为调查对象。采用统一调查表，调查猝死者家庭成员、见证人和

诊治医生，查阅诊治记录，收集病例信息。结果1984—2004年，21个自然村发生116倒不明原因猝

死；7月和8月病例分别占66％和29％，10～39岁年龄组发生率(1 6『1000)高于其他年龄组(T2=16，

P<0 01)，女性高于男性(尺R=1 6，95％口：1．1～2 3)；70％为家庭聚集性病例，61％家庭续发猝死

发生在首例猝死后的24小时内(中位数20小时)；63％病例死亡前主诉头晕、头昏、恶心、昏迷、晕厥、

乏力、心悸等症状，急性发病至死亡时间巾位数2小时。结论云南省不明原因猝死有明显的空间和

时间聚集性．表明危险因素在特定条件F存在；家庭猝死集中，提示同源暴露；急性发病表现为心源性

疾病症状，死亡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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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0bjective To】den右fy the epidernlolq91cal aⅡd cllnical fealures of unexpecLed sudden

cardlac deaths(suD)in Y衄nan．Methods choo螽ng出e 01d SUD cases from Xiangyun，Heqlng，

Naliiall and Dayao∞unti郫and u血ng the s船ndardized verbaI autopsy Fo丌n，we interviewed the family

member5。f the cases，witn髓ses and doctors as wdl as revIewing Lhelr medical m郫to get rdatlve

；nfomatlon R咖lts We ideIltl“甜116 SUDs m 21”111ages from 1984 to 2004 The vmaRe—specj6c

annual【v standardiz鲥incLdence rates州㈨n胛dfrom O 2／1000to 8 9／1(m0(median=0 8／1000) 66％

and 29％of the SL兀]s occurred ln Ju【y alld AugusL respectlvely The lncldence rates of SUT)were higher

(1 6／1000，r=16，P<o 01)in lo 39 yea卜olds，and hlgher 1n fernales than in males(RR=1．6，

95％口：1 1—2 3)．sevtnLy perc曲t 0f SUD occLlrredlnfamilies having clust刊“g natureand 60％ofthe

additional cases In the familv were occurred within 24 hours(medlan=20 hours)aner th nrst SUD

identmd m the f删【v sUD删red ln 23 fa血lles“hved the first affected family in a vIllage dunng the

s衄e season．In these 23 famllies，61％of the first SUD occurred wlthin 8 days after the flrst SUD ln Lhe

fIrst aⅡected family 68％and 66％of the SUDs dld not have蚰y∞mplaInts or slgns dun“g the la耻3

weeks or from 3 weeks to 2 days prior to the onset of t}1e dmease 63％of nle SUDs had cafdiac 5mptoms
withln the last 2 da”priof to the onset with m锄or syrnpⅫns as dizziness，nausea，fam协ess，

unconsc帕usneSs，weakness and palpItation ThemediaIl dumti(m fr0In删te onset to death was 2 hours

Concl世i删 ，rhc extreme time space dustering of SUD ln fammes and jn vjllages Suggested that the risk

factors叫r甜in speclnc tlme and location Famllial clusterred SUD cases had comm⋯xp吣urc panern

Sudden onset of acLlte cardlac smptoms 0ften followed by sud(1eIl death EpideIniol()glcal轧udy on new

cas㈣as necess且ry t0 1dent曲ri出facLors and to devdop hypoch嚣is for causatlon In July 2005，wc

lnmiLuted a specl出SUD surveⅢance system for all the affected伽tLes togetherwlth 10 ooumies whlch had

no feported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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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04年，云南省累计有8个州(市)的22

个县(市、区)报告267例不明原因猝死病例，由于本

病可同时引起多人突然死亡，成为云南省重要的公

共卫生问题。关于病因学，目前国内学者持两种主

要观点，一种学说认为是克山病可能性大”1，另一种

学说认为可能是病毒感染引起的爆发性心肌炎”1。

但由于该病无统一的监测报告标准和报告要求，不

同部门的调查研究方法不一样，病例信息不完整、不

统一，未能完全阐明该病的流行病学和临床学特征。

为了解该病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我们对祥云、南

涧、大姚和鹤庆4县既往不明原因猝死病例进行了

回顾性研究。

对象与方法

1对象：采用非随机抽样的典型样本，于2005

年6 7月，选择云南省大姚、鹤庆、祥云3个报告发

病较多的县和报告发病较少的南涧县作为调查县，4

县既往报告病例数分别列全省第l、3、4和第13位，

累计病例数占全省的38％。2004年前所有报告病

例和搜索到的病例为调查对象。

2不明原因猝死病例定义：排除了各种原因明

确的猝死(如投毒、吸毒、中毒、脑卒中、车祸、溺水、

自杀、凶杀等)和慢性病(如慢性心、肺、肝、肾病等)

急性发作死亡，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突然丧失正

常活动能力，出现危及生命的严重症状到死亡的时

间不超过24小时的个案；30天以内在一个自然村，

连续发生2例及2例以上不明原因猝死。同发病

例：与不明原因猝死病例同时发生，具有相似严重症

状的幸存者。

3病例搜索：在既往报告不明原因猝死的行政

村通过查阅死亡登记、访问村干部、村医和村民，搜

集符合定义的不明原因猝死病例。

4．调查方法：按统一调查表，通过对家庭成员、

见证人、临床医生访谈，查阅病历记录，召开既往参

加调查处理和诊疗的医生座谈会，收集猝死病例相

关信息。

5统计学分析：建立数据库，计算不明原因猝死

发病率或相对危险度(RR)，描述流行病学特征和

临床特征。从当地基层组织收集人口学资料。

结 果

1．流行强度：1984 2004年的21年问，4县累

计发生不明原因猝死病例116例(包括搜索发现的

14例)，其中男性46例，女性70例；发生同发病例

7例。

2．空间分布：病例分布在4县的11个乡镇、13

个行政村中的21个自然村，其中大姚县7个自然

村、鹤庆县7个自然村、祥云县4个自然村、南涧县

3个自然村。发病自然村占4县总自然村数4 3‰，

各自然村发病程度不一(表1)，标化年平均发病率

最高为8．9‰，最低为O．2‰，中位数0．83‰。发病地

均为较远的山区、半山区，城镇没有类似病例发现。

3年度分布：各自然村流行年数不同(表1)，最

长流行年数达20年，最短流行年数仅为1年，各年

发病程度也不一致(图1)。1993年前不是每年有发

病，1993 2004年间每年均有发病，并维持在较高

水平，1998年为猝死高峰年(29例)。

4．季节分布：猝死病例主要分布在7和8月(图

2)，占95％(110例)，其中7月份病例最多，占66％

(76例)，8月29％(34例)。

5性别、年龄分布：以自然村人口数为分母，男、

女性别标化年平均发病率分别为0．97‰、1．5‰(表

2、图3)，女性发病危险高于男性(RR=1．6，

95％cI：1 1～2，3)。O～9岁年龄组发病率为

0．32‰，10～39岁年龄组发病率为1 6‰，40岁以上

年龄组为1 0‰，经检验年龄组发病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Y。=16，P<0 01)。

以猝死家庭人口数为分母，男性标化年平均发

病率为14．0‰，女性23．0‰，性别差异也具有统计学

意义(RR=1．6，95％口：1．3～2．9)。52个猝死家

庭收集到全部成员年龄信息，O～9岁组发病率为

4．9‰，10～39岁组发病率为20‰，40岁以上年龄

组为20‰，经检验年龄组发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211，P<0 01)。

6．民族分布：各民族均有发病，不同民旗发病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Y2=36，P<o．01)(表3)，其中

傈僳族、彝族和苗族发病较高。

7．家庭聚集性：儿6例猝死分布在66户(表4)，

发病户占自然村总户数的9．4％；有2例及2例以上

的家庭聚集性病例81例，占总病例数70％，其中

78％(63例)为同年聚集性猝死，22％(18例)为不同

年份家庭猝死；58％(18户)的聚集猝死家庭中发生

夫妻、媳妇、女婿等非血源性亲属猝死。

8家庭续发猝死至首例猝死的时间间隔：信息

完整的家庭续发猝死41例中61％发生在首例猝死

发生后的24小时及以内(图4)，中位数为2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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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1 云南省4县21个自然村不明原因猝死年平均发病率

*年平均发病率=(莽死数／流行中点年份人口数)／各村流行年数×1000，保留2位有效数字。 #由于各自然村发病起始年份、持续年

数不一致，为使各自然村发生率具有可比性，计算发生率的时间段为所有自然村中最早的发生年份1984年为起点至最后发生年份2004年为

结束点，分母为中点年份人口数，对发生率进行标化。标化年平均发病率=(摔死数『流行中点年份人口数)／总流行年教21午×1000。 △系

中位数

表2 云南省4县不明原因猝死病例性别、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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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l云南省1984 2004年4县不明原因

猝死病例的年度分布

年、同村庄发生首例家庭猝死后，共有23个其他家

庭发生猝死，其中61％发生在首例家庭猝死后的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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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9．村庄续发家庭与首例家庭猝死时间间隔：同
图2 云南省1984 2004年4县不明原因猝死月分布

∞阳∞如蚰如如仲。

赫蕈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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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及8天以内，中位数为6天，30％发生于30天及

以后(图5)。

演
V

卦
垡
辎
露
廿

0 10 20 30 40 50 60

年龄蛆(岁)

图3 云南省4县不明原因猝死性别、年龄别年发病率

表3 云南省4县不明原因猝死病例民族分布

表4 云南省4县不明原因猝死病例的家庭分布

10．发病地及时间分布：信息完整的87例猝死

者中30％(26例)为外地迁入的非当地人，在发病地

生活时间中位数19年，最短86天，最长36年。

11．病例死亡时3周前的主诉：68％(79例)无

主诉或病史，19％(22例)有主诉(表5)，13％(15

例)不详，主诉或病史较为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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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4l例家庭续发猝死与首例猝死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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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3个续发家庭与首例家庭猝死的时间间隔

表5 22例猝死时3周前的主要症状

主要症状 倒敷百分比(％) 主要症状 例数百分比(％)

胃病史 6 27 胸闷 1 5

心慌、心悸 4 18 头昏 1 5

胸痛 4 18 关节痛 1 5

头痛 3 14 癫病 1 5

恶心 2 9 肺心病 1 5

四肢酸痛 2 9 高血压 1 5

四肢麻木 2 9 气管炎 1 5

12．死亡前的3周内至2天前主诉：66％(75

例)无主诉，24％(27例)有主诉(表6)，12％(14例)

不详。有主诉者症状多不典型、较为分散，头晕、胸

闷、胸痛稍多，发热占7％，未诉咳嗽、咽痛等感冒样

症状。

13．猝死前的2天内主诉：31％(36例)无主诉，

63％(73例)有主诉(表7)，6％(7例)不详。有主诉

者更多地表现为头晕、头昏、恶心、昏迷、晕厥、乏力、

心悸等心源性症状，发热占4％。

14急性发病至死亡时间：信息完整的91例猝

死病例中，急性发病至死亡时间中位数为2小时(图

6)，其中1小时内死亡占48％(44例)，10分钟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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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占32％(29例)，5分钟内死亡占29％(26例)，1

分钟内死亡占10％(9例)。

衰6 27例猝死前3周内至2天前的主要症状

主要症状 例数百分比(％： 主要症状 倒数百分比(％)

头晕 5 【9 腹泻 2 7

胸阎 5 19 气促 2 7

胸痛 5 【9 发热 2 7

乏力 5 19 抽楠 1 4

头痛 3 11 昏迷 1 4

心慌、心悸 3 1l 晕厥 1 4

手脚麻木 3 11 全身僵直 l 4

手脚酸软 2 7 精神失常 1 4

纳差 2 7 烦躁 1 4

恶心 2 7 肢体无活动 l 4

呕吐 2 7 仝身不适 1 4

表7 73例猝死前2天内的主要症状

主要症状 例数白分比(％、 主要症状 例数百分比(％)

头晕、头昏 27 37 头痛 8 11

恶心 21 29 腹痛 8 1l

昏迷 20 27 出汗 8 11

晕厥 18 25 发绀 5 7

乏力 18 25 气促 5 7

心慌、心悸 14 19 抽搐 5 7

胸闷 14 19 四肢麻木 4 5

胸痛 13 18 面色苍白 4 5

呕吐 10 14 腹泻 3 4

呼吸困难 9 12 发热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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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91例猝死病例急性发病至死亡时间

15．发病及死亡地点、时间和活动：不同地点

均有发病和死亡(表8)，主要在室内发病(42％)和

死亡(74％)；白天和夜间均有。在88例有明确发病

时点病例中，70％(62例)发病在6—17时，30％

(26例)发病在18时至凌晨5时；在107例有明确

死亡时点的病例中，59％(63例)在6 17时死亡，

41％(44例)在18时至凌晨5时死亡。发病和死亡

时的活动情况各种各样(表9)，从事农活时发病较

多，占43％；死亡以休息或聊天时居多，占23％。

表8 云南省4县不明原因箨死病侧发病和

死亡地点分布地点1丽萼‰面丽等赫
室内 49 42 86 74

户外 17 15 20 17

医院 2 2 5 4

不阱 48 4l 5 4

表9 云南省4县不明原因猝死病例发病和

死亡时的活动情况

活动类型 发病例数构成比(％)地亡例数构成比(％

讨 论

云南不明原因猝死在空间上呈点状分布，有明

显的村庄聚集性，但各自然村发生率不同，流行年数

和年份也不一致，有明显夏季高发的季节性特征和

家庭聚集性，并有同年和不同年份家庭聚集两种模

式，提示本病的危险因素分布具有散在性，只在特定

的区域、时间和一定条件下存在；既往研究提示病区

处于低硒的生态环境以及发病与降雨量的相关关

系”一·。青壮年高发，小年龄组低发，女性高发，各

民族均有发病并存在差异；而且不同人群、不同家庭

的暴露机会不同。当地人、外地迁入的人、血源性和

非血源性亲属均有发病，提示暴露人群具有相同的

易感性。家庭续发猝死至首例猝死的时间间隔较

短，符合危险因素一次同源暴露的模式，同年、同村

庄相继发生不同家庭的猝死，也提示着同源暴露的

存在，但不同家庭暴露时间不同，危险因素在当地可

能持续存在一段时问。

68％和66％在死亡前的3周前、3周内至2天

前无任何主诉，有主诉者症状和病史多种多样，63％

在死亡前2天内有主诉，主要表现为心源性症状，既

往有些病例病理学检查结果也提示系心源性猝

死”1。急性发病至死亡时间变异较大，少数病例几

分钟内死亡，发病和死亡时的活动情况有各种形式，

从事农活时发病较多，发病和死亡可以随时、随地发

生，白天相对较多，这与美国最早报道的Brugada综

合征好发于夜问不同”。。

盯∞"∞嚣∞¨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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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研究仅是对部分报告地区病例的回顾性调

查，可能存在着选择性偏倚和信息偏倚。同时，对同

发病例的识别缺乏客观标准，本次虽发现有7例同

发病例，既往调查也提示本病可能存在着幸存者及

流行期当地人群心电图异常改变tn“，但其与猝死

病例是否属于同类疾病，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应规

范开展对新发猝死病例的监测报告和调查，进一步

全面描述猝死的流行病学和临床学特征，探索其流

行因素，建立病因假设。2005年7月，项目组已在

云南省既往所有22个报告县和10个未报告县建立

了不明原因猝死疾病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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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例肺炎病例的住院费用分析

尤尔科马礼萍关蕊 南玮秋

为了解东风公司人群中肺炎病例相关资料，于2004年

12月对茅箭医院、花果医院住院肺炎病例进行了调查。

l发病情况：2002年1月1日至2004年11月30日上述

两医院肺炎住院病例共338例，其中男性207例(占61 2％)，

女性13l例(38 8％)。2002年发病率为1．5‰(80例)；2003

年发病率为2 3‰(L37例)；2004年l—11月发病12l例。各

月份发病数基本相同，季节性集聚分布不十分明显。

2年龄组分布：<l岁者占4 7％，≥1岁者占43 2％，≥

10岁者占4 1％，≥20岁者占3 3％，≥30岁者占5 6％，≥40

岁者占7 1％，≥50岁者占12 7％，≥60岁者占9 8％，≥70

岁者占9 5％，各年龄组分布有差异。l～9岁年龄组发病最

多，病例重点集中在3岁以下年龄组(占47 6％)和≥50岁年

龄组。

3病例种类、治疗转归和住院日：在各种肺炎病例中，肺

炎病例占47 04％，支气管肺炎占47 9％，新生儿肺炎占

4 7％，间质性肺炎占0 3％，以支气管肺炎和肺炎为最多，二

者占总病例的94 94％。从治疗转归情况看，有7t 3％患者

治愈出院，治疗好转者占24 3％，未愈者占2 9％，死亡者占

0．9％，其他占0 6％。住院最长者103天，最短者1天，平均

住院12 3天。

4住院费用：住院费最高者>7万元(1人，年龄75岁)，

最低的<100元，平均住院费为3090 20元。住院费>2万元

的有1例(年龄65岁)，住院费≥l万元以上的共有18例，

作者学位：44加00湖北省十‘堰市卫生局东风分局疾病预防控制所

·疾病控制·

平均年龄65岁，平均住院日为4【】7天；住院费5000～10 000

元的有3l例．平均年龄55．1岁，平均住院日为22天。

5各年龄组肺炎病例数、平均住院日、平均住院费之间

的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平均住院日和平均住院费逐渐增

加，尤其是≥70岁者，人均住院费接近10 000元。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东风公司所属人群肺炎发病率为

1 5‰～2 3‰，病例呈常年散发趋势，季节性聚集发病不十

分明显；治愈率高(7l 3％)，病死率低(0．9％)；病例主要集

中在3岁以下和≥50岁年龄组。从各年龄组住院病例数、人

均住院日和人均费用三者的关系中分析，随着患者年龄的增

长，平均住院日相应增加，住院费用呈台阶式上升，尤其是≥

50岁者，人均住院费超过5000元，每增加10岁为一个年龄

组，人均住院费增加2000元；≥70岁者人均住院费接近

10 000元。分析大年龄组肺炎病例住院费增加的原因，首先

是大年龄组肺炎患者的免疫力减弱，肺部病变较重，增加了

治疗难度；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常使用抗生素类药物种

类相对较多，对廉价的抗生素产生耐药性；三是在住院前已

患有各种心脑血管等慢性疾病，我们随机抽查住院费超过

10 ooO元的16例肺炎患者，均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肺源性

心脏病和脑血管病等慢性疾病，致使延长了住院治疗周期。

(参加本次调查的还有东风公司茅箭医院病案室孙建

红，花果医院病案室沙迎东，深表感谢)

(收稿日期：2005．10．13)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