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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00一2006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和死亡原因分析

王艳萍朱军缪蕾代礼何春花李小洪梁娟

·疾病监测·

【摘要】 目的了解中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变化趋势。方法利用全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

监测网资料，分析全国和不同地区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时间趋势和主要死因构成。结果2000—

2006年全国、城市、农村婴儿死亡率分别由32．2‰、11．8‰、37．O‰下降到17．2‰、8．O‰、19．7‰；全国、

城市、农村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由39．7‰、13．8‰、45．7‰下降到20．6‰、9．6‰、23．铴。。全国、城

市、农村5岁以下儿童死于肺炎比例分别由2000年的19．5％、9．9％、20．1％下降为2006年的15．6％、

9．8％、16．2％。全国、农村5岁以下儿童死于腹泻比例分别由2000年的4．9％、5．2％下降到2006年的

3．7％、4．0％。结论2000—2006年全国和各地区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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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世界各

国领导人就消除贫穷、饥饿、疾病、文盲、环境恶化和

对妇女的歧视，确定了8个千年发展目标⋯。其中目

标4即为到2015年将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在1990年

的基础上降低2／3[1]。为响应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

的号召，进一步改善中国儿童的生存、保护、发展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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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中国政府制定颁布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01—2010)》(纲要)。本文分析2000—2006年全

国及不同地区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变化趋势，评价

中国能否按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对象与方法

1．监测范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16个市县，其中城市监测点37个，农村79个，每个

城市监测点抽取一个城区的2～11个街道，农村监

测点抽取1。7个乡镇，监测人口约1300万。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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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位置(沿海、内地、边远)兼顾经济发展程度，参考

婴儿死亡率的高低划分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分为三类地区，四川省分为东西两部分：沿海

(9省市)：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

山东、广东；内地(14省)：河北、山西、黑龙江、吉林、

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陕两、四川

东部、重庆；边远(9省区)：内蒙古、云南、贵州、西

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西部(包括甘孜、阿

坝、凉山州)。

2．监测对象：监测地区家庭户中全部孕满28周

(孕周不清楚，参考体重>1000 g)的婴儿，且娩出后

有心跳、呼吸、脐带搏动、随意肌缩动四项生命体征

之一者记为活产，而后死亡的5岁以下儿童，需填报

儿童死亡报告卡。监测对象包括监护者在监测地区

居住1年以上的非本地户口的儿童。

3．资料收集方法：城市建立街道(社区)一区一

市，农村建立村_乡一县，以妇幼保健机构为中心的

三级死亡报告网及相应的监测系统，各级均有专人

负责监测资料的收集整理、审核和运转，最后由全国

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汇总、分析。

4．质量控制：建立逐级质量检查制度，定期进

行。每一监测点的区(乡)每季度进行质量检杏，市

(县)级和省级的妇幼保健机构每年对所有监测点抽

样进行质量检查，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每年抽

取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8个区(县)进行监测点

的表卡质量抽查和活产、死亡情况的漏报调查。漏

报调查通过在公安、计生、防疫、统计局等收集相关

信息进行多源数据交叉校验，以发现活产、死亡漏报

线索进行追踪、核实、补漏。

5．死因分类：根据国际疾病分类(IcD一9)，疾病

名称参考《实用儿科学》(诸福棠，1985年第4版)。

6．统计学分析：城市、农村的孕产妇死亡率、5岁

以下儿童年龄别死亡率和主要死因别死亡率分别采

用相应年的国家级监测数据质量抽查的3年平均移

动漏报率进行校正；1 996—2003年的全国5岁以下儿

童年龄别死亡率和主要死因别死亡率按l 990年人口

普查的城乡人口比例进行加权计算；2004—2006年

的5岁以下儿童年龄别死亡率和主要死因别死亡率

按2000年人口普查的城乡人口比例进行加权计算。

沿海、内地、边远地区城市、农村5岁以下儿童年龄别

死亡率分别采用沿海、内地、边远地区的国家级监测

数据质量抽查的3年平均移动漏报率进行校正，再分

别根据其1990年、2000年人口普查的城乡人口比例

作加权计算。城市婴儿死亡率(‰)=(城市上报婴

儿死亡数x城市婴儿死亡漏报率)／(城市上报活产

数×城市活产漏报率)×1000；农村及三类地区的城

市农村的婴儿、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依此类推：全国

婴儿死亡率(‰)=(城市婴儿死亡率x城市人口

数+农村婴儿死亡率×农村人口数)／全国人口数；

全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依此类推：沿海婴儿死亡

率(％。)=(沿海城市婴儿率×沿海城市人口数+沿

海农村婴儿死亡率×沿海农村人口数)／沿海人口

数；内地、边远地区婴儿、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依此

类推。采用对数线性模型对2000—2006年5岁以下

儿童死亡率进行趋势检验和计算年平均下降速率。

结 果

1．婴儿死亡率：表l显示，2000—2006年全国、

城市、农村婴儿死亡率分别下降了46．6％、32．2％、

46．8％，农村婴儿死亡率下降幅度大于城市。沿海、

内地、边远地区婴儿死亡率分别下降了41．6％、

51．7％、37．6％，内地地区婴儿死亡率下降幅度最大。

表l 2000一2006年全国婴儿死亡率(‰)

项目

全国总率

城乡

城市

农村

三类地区

沿海

内地

边远

2000 200l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增喇H《i度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

32．2 30．O 29．2 25．5 21．5 19．0 17．2—46．6

11．8 13．6 12．2 11．3 10．1 9．1 8．O 一32．2

37．0 33．8 33．1 28．7 24．5 21．6 19．7—46．8

15．4 13．2 12．6 10．6 9．5 8．1 9．0 —41．6

31．7 27．6 25．6 22．2 18．5 16．9 15．3 —51．7

49．2 48．2 50．4 46．2 43．2 36．0 30．7 —37．6

采用对数线性模型计算2000—2006年的婴儿

死亡率年平均下降速率并进行趋势检验，对数线性

模型为ln(豫te)=似+6札，其中mte为死亡率，a为
年份的回归系数(即死亡率的下降程度)，茗为年份，6

为截距，肛为模型的误差项。

表2显示，全国、城市、农村以及三类地区的婴

儿死亡率均有下降趋势，城市与农村比较，农村下降

速率快于城市；三类地区中，内地的年平均下降速率

最大，边远地区婴儿死亡率年度间波动较大，其年平

均下降速率最小。

2．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表3显示，2000一2006

年全国、城市、农村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下降了

48．1％、30．4％、48．4％，农村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

幅度大于城市。沿海、内地、边远地区婴儿死亡率分

别下降了43．7％、52．9％、37．5％；内地地区5岁以下

儿童婴儿死亡率下降幅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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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0—2006年婴儿死亡率的对数线性模型的参数估计

注：年平均下降率=(1一e4)×100

表3 2000—2006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采用对数线性模型计算2000—2006年的5岁以

下儿童死亡率年平均下降速率并进行趋势检验。表

4显示，全国、城市、农村以及三类地区的5岁以下儿

童死亡率均有下降趋势，城市与农村比较，农村下降

速率快于城市；三类地区中，内地的年平均下降速率

最大，边远地区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年平均下降速

率最小。

表4 2000一2006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对数

线性模型的参数估计

注：4同表l

尽管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明显，但城乡差

异，地区差异明显，尤其是地区差异更明显。2006

年，农村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是城市的2．5倍，沿海

地区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是边远地区的3．7倍。

3．5岁以下儿童主要疾病死因构成：表5显示，

2006年全国、农村5岁以下儿童前5位死因足早产

或低出生体重、出生窒息、肺炎、先天性心脏病、意外

窒息；这5种疾病占所有死亡的60％以上。2006年

与2000年比较，全国、农村5岁以下儿童死因顺位有

所变化，肺炎分别由2000年的第1位死冈下降为

2006年第3、第2位，腹泻由2000年的第4位死冈下

降为2006年第6位，其构成比也有所下降，而先天性

心脏病死因顺位由2000年第5位上升为2006年第4

位。2006年城市前5位死因是出生窒息、先天性心

脏病、早产或低出生体重、肺炎、意外窒息；先天陛心

脏病已成为第2位死因，占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

16．4％，而肺炎的构成比在10％以下，腹泻已不是城

市5岁以下儿童的主要死因。

4．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年龄构成：表6显示，我

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主要是婴儿，占80％以上；其中

以新生儿死亡为主，占60％左右。2000—2006年，

80％～85％的5岁以下儿童死于出生后1年，且这一

构成没有明显的变化。

讨 论

在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等由于社会经济水

平发达和生命统计制度健全，通常采用常规生命统

计资料来掌握本国儿童的健康状况；但在发展中国

家，多采用人口健康的横断面调查或建立监测系

统。我国自1991年以来在全国建立了5岁以下儿

童死亡监测网，通过动态连续监测获得全国及不同

 



生堡煎堡宣兰塑查!塑笙!旦箜!!堂箜!塑至兰些!墅!璺鲤!!!!!!型!塑!：塑!：!!：坐：!

表5 1996—2006年5岁以下儿童主要疾病死冈构成(％)及顺位

地区 死因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构成比顺位构成比顺位构成比顺位构成比顺位构成比顺位构成比顺位构成比顺位

全国 肺炎 19．5 1 20．1 l 18-7 1 18．7 l 16．0 3 13．3 3 15．6 3

早产或低出生体重 17．O 2 15．3 3 16．2 3 16．8 3 19．1 l 18．4 l 16．7 1

出生窒息 15．9 3 17．0 2 16．8 2 1 8．1 2 16．5 2 14．2 2 16．4 2

腹泻 4．9 4 3．6 6 4．6 5 4．8 5 4．2 6 4．9 6 3．7 6

先天性心脏病 4．9 5 5．5 4 7．O 4 5．8 4 6．9 4 8．4 4 8．3 4

意外窒息 3．7 6 4．2 5 2．8 7 4．O 6 4．5 5 6．1 5 5．9 5

溺水 3．4 7 3．4 7 4．1 6 3．3 7 3．6 7 3．5 7 3．7 7

神经管畸形 1．8 8 2．O 9 1．9 9 1．6 9 1．6 9 1．6 9 1．4 9

颅内出血 1．6 9 2．4 8 2．4 8 3．O 8 2．3 8 2．5 8 2．5 8

败血症 1．6 lO 1．3 lO 1．3 lO 1．5 ll 1．4 ll 1．4 ll 1．2 12

其他 25．7 25．2 24．2 22．4 23．9 25．7 24．6

城市 出牛搴息 22．4 1 20-3 l 20．6 l 19．4 1 23．3 l 17．6 2 20．4 l

早产或低出生体莺 17．2 2 17．2 2 13．9 3 11．2 2 16．3 2 17．8 1 16．2 3

先天性心脏病 14．6 3 14．7 3 16．O 2 11．0 3 lO．4 3 14．1 3 16．4 2

肺炎 9．9 4 7．3 4 8．9 4 7．9 4 9．5 4 8．7 4 9．8 4

颅内出血 3．2 5 2．9 5 4．5 5 3．5 6 3．8 5 2．8 5 1．9 6

败血症 1．8 6 1．8 7 1．4 7 2，2 9 1．5 8 1．4 7 1．3 lO

白血病 1．5 7 0．8 ll O．9 ll 3．7 5 O．2 15 1．O ll 1．7 7

意外窒息 1．5 8 2．6 6 2．1 6 3．1 7 1．9 7 2．4 6 3．2 5

溺水 1．2 9 1．1 10 1．4 8 O．8 14 1．1 lO 0．2 16 O．9 12

先天愚型 1．O IO O．8 12 1．4 9 1．1 13 1．1 ll 1．2 10 1．5 8

其他 25．7 30．5 28．9 36．1 30．9 32．8 26．7

农村 肺炎 20．1 1 21．3 1 19．5 l 19．8 1 16．8 2 13．8 2 16．2 2

早产或低出生体重 16．9 2 15．1 3 16．4 2 17．4 3 19．4 l 18．5 l 16．7 l

出生窒息 15．4 3 16．7 2 16．4 3 18．O 2 15．7 3 13．8 3 15．9 3

腹泻 5．2 4 3．9 6 4．9 5 5．2 5 4．6 6 5．3 6 4．O 6

先天性心脏病 4．2 5 4．7 4 6．2 4 5．3 4 6．5 4 7．8 4 7．4 4

意外窒息 3．9 6 4．4 5 2．9 7 4．1 6 4．8 5 6．6 5 6．2 5

溺水 3．6 7 3．6 7 4．4 6 3．6 7 3．9 7 3．9 7 4．O 7

神经管畸形 1．9 8 2．1 9 2．0 9 1．6 10 1．6 lO 1．7 10 1．4 10

败血症 1．6 9 1．2 11 1．3 lO 1．4 ll 1．4 11 1．4 ll 1．2 12

颅内出血 1．5 lO 2．4 8 2．2 8 3．O 8 2．2 8 2．4 8 2．6 8

其他 25．7 24．6 23．8 20．6 23．1 24．8 24．4

表6 2000一2006年全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年龄构成(％)

年龄 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

O．27日龄62．5 60．9 60．9 58．7 63．9 62．2 61．9

28异臀蠡 21．5 22．9 22．7 24．3 22．o 23．1 22．o

l岁 6．4 6．5 7．2 6．6 5．4 5．O 6．6

2岁 3．9 4．5 3．8 4．5 3．2 4．0 4．1

3岁 3．1 2．9 3．1 3．1 2．9 3．2 3．2

4岁 2．6 2．3 2．3 2．8 2．6 2．5 2．1

合计 100．O loo．O loo．O 100．0 100．O loo．0 loo．O

地区的婴儿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时间趋势和相

关影响因素‘撕1。

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是衡量一个

国家社会发展和国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自1990

年以来，全球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出现了明显下

降。世界各地区都在降低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方面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1990—2006年间，死亡

率下降最快的地区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中东欧

和独联体以及东亚和太平洋地区。2007年9月13

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新的调查数据显示，每年世界

儿童死亡例数从1990年的1300万下降到历史最低

点970万‘7圳。

1991—2000年我国婴儿、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有下降明显，达到“中国九十年代儿童发展规划纲

要”的目标。1991—2000年全国、城市、农村5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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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儿童死亡率年平均下降速率为4．7％、4．5％和

4．8％⋯J引，而2000—2006年则分别为10．9％、7．3％和

10．9％，农村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速率明显增

快；这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加大卫生改革的

力度是密切相关的。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后，对

提高农村住院分娩率和农民利用卫生服务的能力

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改善中西部地区妇女儿童的

健康状况，我国政府从1999年开始实施降低孕产妇

死亡率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降低了全国孕产

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1引。但是，城乡之间、地区

之间妇女儿童的健康差距仍然明显，边远地区婴儿

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均是沿海地区的2．5倍

以上，提示妇幼卫生工作仍然要坚持以农村和西部

地区为重点。

目前随着城乡儿童健康状况的改善，腹泻已不

再是导致儿童死亡的最主要原因“¨7|。2006年与

2000年比较，农村5岁以下儿童死亡原因中，肺炎已

由第1位下降到第2位，腹泻由第4位下降到第7

位。在导致婴儿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原因中，早

产或低出生体重、出生窒息仍占第l或第2位，这两

种原因导致的儿童死亡可以通过适宜干预技术有效

降低。当前我国儿童的生存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婴

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在1991年基础上分

别下降了65．7％和66．2％，已经接近千年发展目

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加快以及对社会公共事

业的投入加大，中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仍将出现

下降趋势，使中国有望按期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

目标”。

[卫生部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全国3l省、自治区、直辖市及

116个监测点的各级卫生厅(局)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处和妇幼保

健院的各级管理及业务人员为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做了大量工作。表

示衷心感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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