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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宁市壮族人群类风湿关节炎的
流行病学调查

曾宪国 陈波 曾方 侯超志 何秋 黄璐 吴健伟 陈启泉

·临床流行病学·

【摘要】 目的了解广西南宁市壮族人群类风湿关节炎(RA)的患病情况。方法 采用整群抽

样方法对7407名≥16岁壮族人群进行病史询问，由风湿病专科医师对询问阳性者进行体格检查；对

疑似RA病例，行血清类风湿因子定量检测和双手X线摄片，并将其结果与6826名当地的汉族人群

作比较。结果广西南宁市壮族人群RA患病率为O．27％，而当地的汉族人群患病率为0．28％(P>

O．05)；壮族和汉族人群的RA知晓率分别为5．0％和10．5％(P>0．05)，治疗率分别为0％和5．25％。

结论广西南宁市壮族人群RA患病率与汉族人群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对RA的知晓率、治疗率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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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revalence rate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in zhuang nationality

population of Nanning，Guangxi．Methods A total of 7407 people with Zhuang nationality，aged 16 and

over were surveyed． Questionnaire was administered to each subject under survey，while X-ray and serum

rheumatoid factor were carried out to aU those who gave positive answers．Physical examinations were done

to the suspicious cases by experts on rheumatism．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se in 6826 peOple of Han

ethnicity 1iving in the same district． ResuIts The prevalence rates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in Zhuang

nationality population was 0．27％when comparing to the Han population which was O．28％(P>O．05)．

RateS of awareness on rheumatoid arthritis in Zhuang and Han population were 5．0％and 10．5％ (P>

0．05)． After the diagnosis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was made and among patients who had received the

treatment，the rates were 0％ 邯． 5．25％． ConcIusion The prevalence rate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in

Zhuang nationality population of Nanning，Guangxi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an that in Han ethnic

grou pt However， the rates on awareneSs and the treatment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were still under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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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关节炎(RA)是一常见的以慢性、对称

性、侵蚀性关节炎为主要表现的全身性自身免疫性

疾病。据文献报道，RA的患病率与种族、环境等多

种因素相关，有黑种人高于白种人、欧美人高于日本

人的倾向。国内已有学者进行感染、种族等方面的

研究，但尚无重大突破，汕头、北京、上海等少数地区

进行了RA的患病率调查，报告结果也不近相同。

广西作为壮族人群的主要聚居区，但在门诊日常工

作中，接诊的壮族与汉族患者比例偏低(约1：5)，且

目前尚无壮族居民RA患病率的报道。因此我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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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南宁市壮族人群RA患病率的流行病学调查。

对象与方法

1．对象：从南宁市6县6区各抽取一个壮族人

口≥80％乡镇，并从中随机整群抽取40个自然屯

(村)、社区，以年龄≥16岁的壮族居民为调查对象，

共调查了7407人，其中男性3795名，女性3612名；

同时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6826名汉族居民作对

照，其中男性3702名，女性3124名。本次调查的应

答率为98．5％。

2．方法：由南宁市第八人民医院的护士、实习医

师、预防保健人员、住院医师、风湿病专科医师和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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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科医师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培训。根据美国风

湿病学会(ARA)1987年修订的RA诊断标准，参考

WHO社区性控制风湿性疾病研究(COPCORD)中

用过的提问，印制了统一的调查表，按WHO社区控

制风湿病规划调查程序进行调查。第1、2阶段询问

过筛，由调查人员上门调查，对调查对象逐人按调查

表内容进行询问、记录；第3阶段由风湿病专科医师

对1、2阶段询问阳性者进行体格检查；第4阶段对

疑似病例进行辅助检查，对疑似RA病例，行血清类

风湿因子(RF)定量检测和双手x线摄片。同时对

调查地的医务人员进行防治知识问卷调查。

3．诊断标准：根据美国ARA 1987年修订的RA

分类标准⋯，由3名风湿病专科医师会审后确定诊

断。知晓率指患者中能确定自己患有RA的比例，

治疗率指一旦确诊RA，正确加用改善病情抗风湿

药(DMARDs)等治疗者的比例。

4．统计学分析：将调查资料建立Excel数据，采

用sPSS 1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率的比较用Y2

检验。

结 果

1．RA患病率：被调查人群的年龄、性别构成见

表1。7407名壮族人群，发现RA患者20例，患病

率为0．27％。其中男性5例，患病率为0．13％；女性

15例，患病率为0．42％；男女患病率之比约为1：3。

6826名汉族人群，发现RA患者19例，患病率为

0．28％。其中男性5例，患病率为0．14％；女性14

例，患病率为0．45％；男女患病率之比为1：3。多数

患者在青、中年起病。汉族与壮族RA患病率在女

性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Y2=0．09，P>0．05)，但壮

族女性RA患病率高于男性(Y2=5．52，P<0．05)，

汉族女性RA患病率亦高于男性(Y2=5．98，P<

0．05)，而壮族与汉族男性问RA患病率差异元统计

学意义(Y2=0．08，P>0．05)，见表2。

2．RA的知晓率、治疗率：本次调查显示在20

例壮族RA患者中仅有1例知道自己患RA，知晓率

为5．0％，治疗率为0％；而在19例汉族RA患者中

有2例知道自己患RA，知晓率为10．5％(Y2=

0．002，P>0．05)，治疗率为5．25％。调查发现的20

例壮族RA患者中，被误诊19例，误诊率为95．0％，

而19例汉族RA患者中，被误诊17例，误诊率为

89．5％。

3．症状频率比较：风湿病症状频率见表3。女

性各部位的症状频率均高于男性。不同部位的风湿

表l 广西南宁市RA患病率调查壮汉两族人群的性别和年龄构成(％)

表2 广西南宁市壮汉两族人群RA患者的性别和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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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症状频率以膝、腰、肩和颈部为主。

4．医务人员掌握RA的情况：在调查地的基层

卫生院156名医务人员中，没有一名医生能完全掌

握RA的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案，有21名可答出RA

的症状及诊断，其余135人仅知道RA的名称。

表3 广西南宁市壮汉两族人群RA症状频率

注：“壮族男女相比P<0．05；6壮汉两族男性相比P<0 05；。汉

族男女相比P<O．05；4汉族与壮族发病率相比P<0 05

讨 论

本调查显示，广西南宁市壮族人群RA患病率

为0．27％，与同地区汉族人群RA患病率(0．28％)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上海地区(0．28％)【2。、汕头

地区(0．20％～0．26％)、北京市郊区(0．34％)、山东

省(0．36％)的调查结果也较为接近’3‘5 o，但比深圳市

(0．44％)、国外白种人(0．76％～1．00％)低。6培o。本

次调查结果还显示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与国内外

报道结果一致嵋’5’6’⋯。

无论壮族还是汉族人群，本调查所见各部位出

现风湿病症状频率女性均高于男性，且均以膝、腰、

肩、颈为好发部位，与上海地区、深圳市报道相

近拉，10o，但壮族人群出现肩关节、肘关节、腰关节风

湿症状较汉族人群高，其中壮族男性出现肩关节、膝

关节、腰关节风湿症状较汉族男性高，因未对相关关

节做进一步检查，是否与壮族男性长年从事挑担负

重等有关有待进一步证实。而在汕头地区，风湿病

症状频率以腰部为最高，膝和颈部次之，本次调查男

女膝关节痛频率，壮族人群分别为10．57％和

20．85％，汉族人群分别为9．13％和21．96％，较上海

地区高。2。，但低于北京市郊区(男性24．1％和女性
、?』l

35．8％)”。。

RA的知晓率、早期诊断率和治疗率是关系到

RA治疗和预后极其重要的指标。本研究显示无论

壮族人群还是当地的汉族人群RA的知晓率、早期

诊断率和治疗率均较低，本调查还显示，被调查地区

的基层医务人员对规范的RA诊断和治疗基本是空

白，RA的误诊率均达到85％以上，这与广西地区风

湿病专科建立晚，专科医师少，缺乏专业知识培训有

关。且壮族人群文化程度低，缺乏必要的自我保健

知识，对RA的危害性认识不足，这可能也是壮族患

者比例偏低的原因。因此应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风

湿病患病率普查的力度，积极开展风湿病预防知识

的科普宣传，加强民族地区的医务人员风湿病专业

知识培训，使风湿病患者能得到早诊断、早治疗，减

少致残率，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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