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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广州地区1087名大学生咳嗽的流行病学调查

陈如冲 赖克方 刘春丽 罗炜 钟南山

【摘要】 目的调查广卅『地区大学生咳嗽的患病率及危险因素。方法采用统一的流行病学调

查表，以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广州市某高校1091名大学生进行面访式问卷调查，咳嗽超过8周者

进行胸部x线检查。结果调查资料完整的大学生有1087人，男生648人，女生439人，平均年龄为

21 16岁±l 25岁。咳嗽的总患病率为10．9％，其中，男生患病率为10 3％，女生患病率为11 9％；急

性咳嗽总患病率为7 6％，其中，男生患病率为6 9％，女生患病率为8 7％；慢性咳嗽总患病率为

3 3％，男生患病宰为3 4％，女生患病率为3 2％。无论在咳嗽总患病率，还是急性咳嗽或慢性Ⅱ点嗽患

病率，男女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77 8％的慢性咳嗽患者以咳嗽为惟一或主要症

状，与急性咳嗽患者(44．6％)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11．166，P<o．01)。患鼻部疾病是慢性

咳嗽患者的危险因素．33．3％的慢性咳嗽患者患有慢性鼻部疾病。结论 咳嗽是广卅l地区青年大学

生常见的症候，其患病率无性别差异。鼻部疾病是慢性咳嗽重要的危险因素。

【关键词】咳嗽；流行病学调查；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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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是呼吸系统最常见的症状。在美国咳嗽是

导致患者就诊的首要原因⋯。目前，罔外对于咳嗽

的流行病学研究多为临床病因分布研究，鲜有基于

社区人群的横断面研究。有部分针对呼吸系统症状

的调查涉及到咳嗽的状况报道，但多为回顾性调查，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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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采用信访或电话形式，偏倚较大。2’“。而国内

还没有针对急性咳嗽与慢性咳嗽的流行病学方面的

研究。为此，我们对广州市某高校大学生进行了一

项有关咳嗽患病现况和危险因素的调查，初步探讨

青年人群咳嗽的患病率及危险因素。

对象与方法

1．对象及调查方法：在2004年6月采用整群随

机抽样的方法，对广州市某高校在校学生进行面访

式问卷调查。调查方案和调查表格经预试验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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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和修改。使用统一的调查问卷、统一标准，调查

涉及被调查者的人口学资料、吸烟史、粉尘接触史、

过敏史以及特殊病史(如鼻病史、胃病史等)。如调

查时7天内有咳嗽情况，纳入阳性病例，继续填写咳

嗽相关症状、就医情况及生活质量等专项问卷共39

个项目。超过8周的咳嗽患者，统一前往我院进行

胸部x线检查。调查人员为经过严格培训的高年

级临床医学系本科生。总调查时间在2周以内。

2诊断标准：咳嗽在3周内为急性咳嗽；咳嗽持

续3周以上为慢性咳嗽“1。鼻病史包括季节性变应

性鼻炎、全年性变应性鼻炎、全年性非变应性鼻炎、

血管舒缩性鼻炎、鼻息肉和副鼻窦炎等，胃病史包括

慢性胃炎、胃溃疡、胃食管反流病等。以上病例均存

在相应症状，并在医院获得相关诊断。

3．统计学分析：按统一数据库结构变量定义表，

将调查资料输入计算机建立数据库。用SPss lO．0

统计软件分析，患病率比较使用Y2检验，危险因素

分析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结 果

1人口学资料：共调查在校大学生1087人，其

中男生648人，女生439人，平均年龄为21 16岁±

1．25岁。

2咳嗽的患病情况：

(1)咳嗽的患病率及其性别分布：咳嗽的总患病

率为10 9％，男生患病率为10 3％，女生患病率为

11．9％。其中，急性咳嗽总患病率为7．6％，男生患

病率为6．9％，女生患病率为8．7％；慢性咳嗽总患病

率为3．3％，男生患病率为3 4％，女生患病率为

3．2％。无论在咳嗽总患病率，还是急性咳嗽或慢性

咳嗽中，男女患病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

0 05)(表1)。

(2)咳嗽的临床症状特点：44．6％(37／83)的急

性咳嗽以咳嗽为主要或惟一症状，55．4％伴随有其

他症状(如咽痛、发热、卡他症状等)。而77 8％(28／

36)的慢性咳嗽者以咳嗽为主要或惟一症状，与急性

咳嗽比较，两者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1．166，
P=0．001)。

表1 广州地区1087名大学生咳嗽的患病情况

注：括号内教姑为患霜吊(％)

(3)急性咳嗽的危险因素分析：选用急性咳嗽组

(83例)和非咳嗽组(968例)作对照比较，分析急性

咳嗽的危险因素。采用非条件109istic逐步回归，单

因素分析以及多因素分析后，均朱发现性别、吸烟

状况、接触史、过敏史、鼻病史、胃病史与急性咳嗽发

病有统计学的意义(尸值均>0．05)(表2)。

3慢性咳嗽的危险因素分析：选用标准的慢性

咳嗽组(36例)和非咳嗽组(968名)作对照比较，分

析慢性咳嗽的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以及多因素分

析后，发现鼻病史与慢性咳嗽发病相关(P<0．01)。

而性别、吸烟状况、接触史、过敏史、鼻病史、胃病史

则与慢性咳嗽的发病没有统计学意义(表3)。

33．3％的慢性咳嗽患者患有不同类型的慢性鼻部疾

病，其中包括季节性变应性鼻炎、全年性变应性鼻

炎、全年性非变应性鼻炎、血管舒缩性鼻炎、鼻息肉

和副鼻窦炎等。

4．咳嗽持续8周以上的慢性患者就诊情况：在

36例慢性咳嗽患者中，有17例(47．2％)的咳嗽超

过8周。其中，除了1例胸片显示双上肺不规则斑

片阴影(最终诊断为肺结核)，其余16例胸部影像学

未见异常。在这16例慢性咳嗽患者中，有5例

(31 3％)未曾前往医院就诊。在11例(68．7％)前

往医院就诊的患者中，有4例(36．4％)无明确诊断，

表2 广州地区1087名大学生急性咳嗽危险因索的单因素和多因素109-stic回归分析

*变量赋值：性别：1=男，2=女；是否吸烟：1=是，O=否；接触史l=是，0=否；过敏史：1一是，0=否；鼻病史：1一是，0=否；胃病史：1=

是．0=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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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广卅l地区1087名大学生慢性咳嗽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和多因素109·stic回归分析

*刚表2

其余7例(63 6％)诊断为慢性支气管炎、咽喉炎及

扁桃体炎等。这11例患者均使用过口服或静脉抗

生素治疗。治疗后4例(36 4％)患者获得不同程度

的缓解，但其余7例(63 6％)无缓解。

讨 论

咳嗽是内科门诊患者最常见的主诉之一。频繁

的咳嗽可以严重影响患者的工作、睡眠以及日常生

活等，部分剧烈的咳嗽甚至可以引起气胸、咯血、尿

失禁、晕厥等并发症。在美国，咳嗽是门诊患者就诊

的首要原因⋯。通常将3周以内的咳嗽称为急性咳

嗽，而咳嗽持续3周以上为慢性咳嗽。本次通过面

访问卷调查，对高校大学生进行整群随机抽样，对青

年人群中咳嗽状况以及危险因素有了初步的了解。

调查发现，大学生咳嗽的患病率接近11 O％，尤其是

慢性咳嗽的患病率达到r3．3％。这提示咳嗽在青

年学生人群中并非罕见，特别是慢性咳嗽的患病率

高的情况应引起足够重视。由此可以推断，普通社

区人群的患病率可能比学生群体要高，因为相对而

言，前者要面对可能更多的职业粉尘、有害颗粒等其

他危险因素的影响。另外，随着年龄增加，其慢性咳

嗽的发病率也可能会逐渐增高。因为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COPD)罹患的逐渐增多会增加慢性咳嗽的发

生。研究表明，亚洲地区30岁以上人群的c0PD总

体患病率为6 3％”1，而我国粤北地区40岁以上人

群的coPD患病率达12 0％”’。

调查发现无论是咳嗽的总患病率，还是急性咳

嗽或慢性咳嗽的患病率，并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但部分国内外的临床研究却显示在门诊就诊的咳嗽

患者尤其是慢性咳嗽患者一般以女件居多”’。。这

可能由于相对男性而言，咳嗽对生活质量造成的影

响(躯体症状、社会心理等方面)在女性中更突出，例

如咳嗽造成的尿失禁大多见于女性”o。故女性患者

更不易耐受咳嗽，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机会可能比

男性更大。

尽管目前尚无针对急性咳嗽的病因分布研究，

但据临床经验提示急性咳嗽最常见的原因当属上呼

吸道感染。本次调查显示，急性咳嗽中以咳嗽为主

要或惟一症状的占44．6％，其余55．4％伴随有其他

症状(如咽痛、发热、昔他症状等)。另外关于急性咳

嗽的危险因素的分析显示，吸烟、粉尘接触史、过敏

史、鼻病史以及胃病史等均未与发病相关。以上均

符合临床所提示。

在慢性咳嗽的患者中，以咳嗽为主要或惟一症

状的占77．8％，明显高于急性咳嗽患者。这提示两

者的基础病因可能存在差异。总的说来，慢性咳嗽

病因则通常划为两类，一类是胸部影像学异常而可

以提示诊断的，例如肺炎、肺结核、肺癌等，本次调查

中也发现1例肺结核患者。另一类为胸部影像学正

常者，需要进一步诊断的患者。对于后者，常见的病

因为鼻后滴漏综合征、咳嗽变异型哮喘、嗜酸细胞性

支气管炎以及胃食管反流性咳嗽等。鼻后滴漏综合

征指由于鼻咽部的疾病引起分泌物倒流至鼻后或喉

咽部，甚至反流人声门或气管，直接或问接通过反射

性神经源性炎症刺激咳嗽感受器从而引起咳嗽。引

起鼻后滴漏综合征的基础鼻部疾病包括季节性变应

性鼻炎、全年性变应性鼻炎、全年性非变应性鼻炎、

血管舒缩性鼻炎、鼻息肉和副鼻窦炎等。国外研究

表明鼻后滴漏综合征为慢性咳嗽的最常见前3位病

因之一”’”o，近期国内研究也发现其占慢性咳嗽病

因分布的17．0％”“。在本次调查中，发现鼻病史为

慢性咳嗽的可能相关的危险因素(oR值=2．312)，

33 3％的慢性咳嗽患者患有不同类型的慢性鼻部疾

病，这符合鼻后滴漏综合征在慢性咳嗽病因分布中

的特点。而对于性别、吸烟状况、接触史、过敏史以

及胃病史等因素，则尚未发现与慢性咳嗽相关。这

可能因为大学生中的吸烟指数一般不大，还没达到

一个量效反应的界限。另外，由于生活特点，大学生

一般没有职业的粉尘接触史或有害颗粒接触史，仅

仅生活粉尘接触史未必能够影响咳嗽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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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咳嗽超过8周的慢性咳嗽患者进行了关于

就医情况的调查，结果发现31．3％的慢性咳嗽患者

未曾到任何医疗机构就诊。而在前往医院诊治的患

者中．仅有36．4％的患者获得不同程度的缓解。而

且所有就诊患者无一例外均使用过口服或静脉抗生

素治疗。如上所述，鼻后滴漏综合征、咳嗽变异型哮

喘、胃食管反流性咳嗽等是成人慢性咳嗽的常见病

因。但这一点尚未为广大医生所认识和重视，因此

可能导致一定程度上的误诊误治。国外一项研究

中，普通医院对慢性咳嗽患者所作的初步诊断，只有

30．4％的符合最终诊断”。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

一方面是限于广大医师对慢性咳嗽病因分布认识不

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部分确诊病因的检查难以普

及(如24小时食道pH监测等)。近年，美国胸科医

师协会(1998)、欧洲呼吸学会(2004)、日本呼吸学会

(2005)以及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2005)等陆续

制定了咳嗽的诊治程序或指南，可望为咳嗽尤其是

慢性咳嗽的诊治提供重要而有效的帮助。

(对广州医学院龙伟光、阮小贞、温展种、陈桂坚、廖爱

平、周昭炜、刘晓丹、周煦君、林志明等调查员的辛勤工作，深

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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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由肉毒毒素引发的食物中毒调查

郭华荣周连保

2005年7月，酒泉市肃州区发生了一起因进食家庭自制

臭豆腐引发的A型肉毒中毒事件。患家张某家共8 n人。7

月13日张某之妻、儿子、儿媳相继食用自制臭豆腐，3人进食

3 5日陆续发病，病情轻重不一。但皆有视觉模糊、双眼睑下

垂、头晕、咽喉痛及张口吞咽困难，双腿无力等肉毒中毒特有

症状。患者在患病期间先后在私人诊所打针服药；后又分别

在市人民医院、第25医院住院治疗，经临床检查：浅表淋巴

结无肿大，血常规、肝功、肾脏、胸片、心电图、B超厦cT扫描

检查均为正常。7月23日患者症状加重．出现面色青紫、口

唇发绀、呼吸微弱，血氧饱和度下降，呼吸衰竭、意识丧失，继

后心跳停止，先后于7月25日和8月2日死亡。7月22日

酒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到报告后对这起疑似白喉病例

的疫情报告展开调查，与医院临床医师会诊，采患者

作者单位：735000甘肃省酒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疾病控制·

咽拭子涂片检查，未查出白喉杆菌．排除r白喉疫情。经流

行病学调查发现，患者生活住房及厨房卫牛条件差，苍蝇较

多，死者生前均食用过臭豆腐。经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对食

用过的臭豆腐和死者生前血液样品进行培养、鉴定。臭豆腐

检出A型肉毒毒紊，其毒力为1620 ML酬g，患者血清中亦含

2 MLD／ml的肉毒毒素，至此，根据流行病学调查、临床特点

以及实验室检验结果证实本次不明原因死亡病例为食用臭

豆腐引起的A型肉毒中毒。由于肉毒中毒在本地区少见，较

易误诊；患者多处投医，延误了诊断和采取有效治疗的时问，

因而造成患者的死亡，死亡率为100％。本次中毒事件提示

有关部门应引起重视，加强对此类中毒事件的科普宣传，以

避免费似中毒事件的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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