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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山东省蓬莱市2006--2007年道路交通伤害
疾病负担分析

张吉玉徐爱强 郭晓雷马吉祥宁福江

【摘要】 目的综合评价蓬莱巾．道路交通伤害的健康和社会经济负担。方法以蓬莱市

2006--2007年居民死亡原因登记系统巾数据和伤害抽样调查资料为基础，估计道路交通事故导

致的死亡和伤残现状，按照伞球疾病负担研究中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公式，利用直接法测算

疾病健康负担，并评价道路交通伤害的经济负担。结果蓬莱市平均每年冈道路交通伤害造成

31 373．04个健康寿命年损失，相当于每1000人损失70．59个健康寿命年；男性健康寿命年损失高

于女性；15—44岁年龄段青壮年健康寿命年损失最高，占全部寿命损失的一半以上；DALY主要由

失能所致的寿命损失年(YLD)构成(占79．45％)。两年间总经济损失为21．85亿元，占同期GDP总

量的4．89％，其中间接经济损失达21．52亿元，占全部损失的98．45％，男性造成经济损失明显高于

女性。15～59岁年龄段经济损失占全部损失的97．65％。结论道路交通伤害严重影响蓬莱巾．居

民身体健康。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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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burden of road traffic injury(1玎1)from perspectives

both on the health of populmion and on social economic status SO as to provide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policy making．Methods The status of mortality and disability caused by traffic accident in Penglai

county was estimated，based on data from death registration and a sampling survey from 2006 to 2007．

Together with the disability weights gmned from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GBD)．health burden

(DALY)was measured with GBD formula．The economic burden of RTl was evaluated．Results

Average loss of the health life years(HLy)related to RTl was 31 373．04 per year．70．59 HLY were

lost per 1000 persons．Loss among the males was higher than females．The IOSS of DALY among the

age group l 5—44 years ranked the first place(39 209．7 1 HLY)which accounted for 62．42％of the

total DALY 79．45％of the total DALY were caused by disability．In 2006 and 2007．血e economic lOSS

caused bv RTl was as high as 2．19 billion RMB，which accounted for 4．89％of the toml amount of

GDP while the indirect economic COSTS(2．15 billion RMB)accounted for 98．45％of the total costs in

Penglai city．The economic loss of the males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e females and the lOSS by the

group aged 15—59 years old accounted for 97．65％of the total．Conclusion RTI had severely

influenced the health of the residents in Penglai city and brought heavy burden to the individuals，

families as well as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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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WHO统计，道路交通伤害造成的死亡占伤害

总死亡的25％⋯，居全球主要死因序位的第11位Ⅲ。

估计全球道路交通事故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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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5180亿美元，其中低收入国家损失达650亿美

元n】。我国各类伤害中亦以道路交通伤害所造成的

总体损失最大，潜在寿命损失年远高于恶性肿瘤和

冠心病而居各种死亡原因之首。并以每年10％的速

度递增一]。2005年山东省蓬莱市医院急诊伤害监测

数据亦显示交通伤害是各类伤害患者就诊的主要原

因一。。本研究利用有关数据，计算蓬莱市道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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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导致的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综合评价其

造成的疾病负担，同时也为今后评价防制措施效果

提供一个综合的量化指标。

资料与方法

1．样本估算和抽样方法：根据山东省2003年伤

害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居民道路交通伤害发生率

(P)为1．35％[61，按照样本量计算公式N--t2pQ／d2

(a=0．05，d-----0．10P)，考虑随机整群抽样误差大于

单纯随机抽样以及无应答的存在，增加50％的样本

量，则共约抽取42 090人。本调查采片j随机整群抽

样方法，共抽取17个居委会和67个行政村所有常住

居民39 774人为调查对象。

2．资料来源：死亡资料来自蓬莱市2006--2007

年(2006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居民死亡

登记系统中根本死亡原因编码为V01一V04、V06、

V09一V80、V87、V89、V99范围内死亡病例；非致死

性伤害资料和直接经济负担来自2006—2007年蓬

莱市道路交通伤害回顾性抽样调查。人口资料来自

蓬莱市统计局。

3．道路交通伤害病例的判定：本次研究采用全

球疾病负担中伤害的纳入标准‘7]，即因道路交通事故

损伤住院或经过医院急诊处理或导致死亡的病例。

4．研究方法：

(1)利用死亡登记系统中的数据，计算由道路交

通伤害导致死亡造成的健康寿命损失年，即早死所

致的寿命损失年(YLL)。计算公式：

YLL—r“‘Dcxe-声e--r(一’如J㈣

一一LI(Dpc+e‘--r)脚i<e(-(M。[1+(口+r)(L+n)]一[1+(p+r)a]}]
公式中D为残疾权重；口为死亡时年龄；￡为早死导致

的生命损失年，等于死亡年龄与该年龄的期望寿命之

差；r为贴现率；届为标准年龄权重；c为连续调整系

数。上述取值分别为D=l，女性出生时期望寿命为

82．5岁和男性为80岁，r=O．03。8=0．04，c=0．1658。

(2)利用2006--2007年抽样调查所得道路交通

伤害发生率、伤害性质和伤残持续的时间数据，结合

1990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中提供的残疾权重资料，计

算道路交通伤害所致不同伤害性质的寿命损失年，最

终估计道路交通伤害导致的失能所致的寿命损失年

(Y-LD)。计算公式与YLL公式相同，但公式中a为伤

害事件发生时年龄，L为残疾持续时间，其他相同。

(3)按照公式计算道路交通伤害所致的

D脚=YLL+YLD。

(4)将DALY与人力资本法相结合方法测算间接

经济负担，计算公式为：间接经济负担=人均GDP×

DALYX生产力权重。其中生产力权重在0～14岁、

15—44岁、45～59岁、≥60岁的取值分别为O．15、

0．75、0．80和0．10，总体人口的生产力权重为0．5。应

用蓬莱市2006年人均GDP的45 852元和2007年人

均GDP的54 606元数据。结合调查所得的直接经济

负担，计算道路交通伤害造成的总经济负担。

5．统计学分析：采用Excel 2003软件进行率、构

成比等指标计算，并绘制相应的图表，采用2000年

中国标准人口进行率的标准化。

结 果

1．道路交通伤害基本情况：2006--2007年蓬莱

市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率为0．160％，15～59岁年龄段

的劳动力人口伤害发生率最高；其中导致309人死

亡，死亡率为34 172门0万，非致死性交通伤害约为

5017人次，发生率为0．156％埔】。

2．早死所致疾病负担：2006--2007年蓬莱市因

道路交通伤害造成YLL为6453．24个DALY，YLL率

为725．17／10万，标化率为718．16／10万；其中男性

YLL为5355-31个DALY，YLL率为1202．03／10万；

女性1097．93个DALY，YLL率为247．07／10万；男性

早死所致的YLL是女性的4．88倍。30～44岁年龄

组人群YLL最多，约3000个寿命年，占全部YLL的

46．50％，15～29岁年龄组次之(1640个寿命年)；各

年龄段人群的YLL均表现为男性明显高于女性，特

别是30。44岁年龄组(图1A)。YLL率的分布与

YLL分布相同，男性与女性YLL率的年龄变化趋势

基本一致(图1B)。

3．失能所致疾病负担：因道路交通伤害导致的

YLD为48 747．65个DALY，平均每起道路交通事故

造成的失能将损失9．13个DALY，YLD率为79．38％o，

标化率为56．19％o。其中男性YLD为35 365．75个

DALY，平均每例伤害造成lO．44个健康寿命年的损

失，YLD率为79．38％o；女性YLD为13 381．89个

DALY，每例导致8．60个健康寿命年损失，YLD率为

30．11‰；男性YLD是女性的2．64倍。YLD以15～

44岁年龄组最高，约损失29 928．49．个DALY，其次为

45～59岁年龄段，约损失12 928．76个DALY，两者占

全部YLD的87．92％。图2A显示，男女YLD都是在

15～44岁年龄组达到高峰，除0—4岁年龄组外，其他

各年龄组人群的YLD均表现为男性高于女陛。15～
44岁年龄组的YLD率最高，男性与女性人群YLD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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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龄变化趋势不同，男性以15～44岁年龄组YLD

率最高，0—4岁年龄组最低，而女陛以0。4岁年龄组

ⅥD率最高，最低的为>／60岁年龄组(图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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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6--2007年蓬莱市道路交通伤害死亡所致YLL

和YLL率的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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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6--2007年蓬莱市因道路交通伤害失能所致YLD

和YLD率的年龄分布

4．健康负担：因道路交通伤害造成的早死和

失能共导致62 816．12个DALY，平均每年导致

31 373．04个健康寿命年损失，相当予每1000人将损

失70．59个健康寿命年，标化率为69．98％0；其中男性

DALY为46 487．86个健康寿命年，DALY率为

104．34％c；女性DALY损失为16 328．27个健康寿命

年，DALY率为36．74％c；男性是女性的2．85倍。从

图3A可以看出，DALY以15～44岁年龄组最高，占

全部的62．42％，其次为45～59岁年龄组；男性与女

性DALY的年龄分布特点相同；除O～4岁年龄组女

性高于男性外，其他几个年龄组均表现为男性

DALY高于女性，特别是15～44岁和45～59岁组。

DALY率的年龄变化趋势与YLD率基本一致，0～4

岁形成第一个高峰(61．73％。)，至15～44岁达到第二

个高峰(94．64％e)。男性DALY率15～44岁最高

(146．72％c)，女性以0～4岁最高(95．24％c)；除0～4岁

年龄段外，其他各年龄组均表现为男性高于女性(图

3B)。图4显示，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伤害的DALY主

要由失能所致的YLD构成，占79．45％，死亡所致的

YLL占20．55％；男性DALY中YLD所占比例高于女

性，所有年龄段的DALY中YLD都大于YLL。

70
冰
一
婚
>_
-j

《
凸

A ■男一阽

口女性

芋翌比。

年龄组(岁)

注：A：DALY年龄分布；mDAL：Y*ff龄分布

图3 2006--2007年蓬莱市因道路交通伤害失能所致

DALY和DALY率的年龄分布

5．道路交通伤害的经济负担：

(1)直接经济负担：在计算中不考虑因交通事

故导致死亡抢救等费用，通过445例交通伤害病例

调查发现，每例交通伤害患者平均直接经济损失

6725．91元，其中药费3545．21元，检查治疗费

2242．30元，食宿交通费571．97元，营养费1203．19

元，其他费用1879．63元。由此可以推断出2006—

2007年全市人群因交通事故导致非致死性伤害的

直接经济负担约33 743 891．03元，平均每年直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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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06--2007年蓬莱市阗道路交通伤害所致DALY构成

济损失将达16 871 945．52元，相当于全人群每人

37．92元的支出，其中检查治疗费和药费占全部费用

的61．27％。

(2)间接经济负担：2006--2007年道路交通伤害

产生的间接经济负担为21．52亿元，平均每年损失

10．76亿元，相当于全人群每人2417．89元的支出。男

性经济损失为16．30亿元，占全部经济损失的75．78％；

15。59岁年龄组经济损失21．0l亿元，占全部的

97．65％；伤残所致的间接经济负担为16．92亿元，占总

间接负担的78．62％，是死亡造成负担的3．68倍。

(3)总经济负担：2006--2007年蓬莱市因道路交

通事故所致伤亡产生的总经济负担为21．85亿元，占

同期GDP总鼍(446．98亿元)的4．89％，相当于全人群

4911．61元的入均支出。其中直接经济负担0．34亿

元，占总负担的1．54％；死亡造成的间接经济负担

4．60亿元(21．05％)，伤残所致间接负担16．92亿元

(77．40％)，间接经济负担合计占总负担的98．45％。

讨 论

疾病负担研究可以评价疾病的危害性大小、严

重程度和预测疾病发展趋势，可作为卫生计划或方

案中成本效益分析指标，所以对确定卫生工作重点

和优先、优化卫生资源分配和效益评价、确定高危人

群、量化主要危险因素对健康的损害等方面具有重

要的研究意义。本研究利用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中提

供的方法，初步估算2006--2007年蓬莱市道路交通

伤害导致的疾病负担。

研究结果显示，蓬莱市每年因道路交通伤害造

成3l 373．04个健康寿命年损失，相当于每1000人将

损失70．59个健康寿命年，远高于郭玉霞等A关于东

营市交通伤的疾病负担研究中的22．83％o；高于山东

省恶性肿瘤的健康寿命年损失’1叽；健康寿命年损失

的特点为：男性高于女性，15～44岁年龄组损失最

高，占全人群健康寿命年损失的一半以上，DALY率

呈先降后升再降的变化；0～4岁形成第一个高峰

(61．73％o)，15～44岁达到第二个高峰(94．64％o)，与

山东省肿瘤的DALY分布不同灌3。分析认为，由于

男性日常生活和T作中参与交通机会较女性多，

15～44岁人群是社会活动和生产的主要人群，参与

交通机会较多，因此该人群造成的寿命损失年比较

突出，应是道路交通伤害预防干预的重点对象。造

成伤害的DALY主要由YLD构成，占79．45％，与恶

性肿瘤的DALY主要由早死所致YLL构成不同¨例。

2006—2007年蓬莱市因道路交通事故所产生

的总经济损失为21．85亿元，占同期GDP总量

(446．98亿元)的4．89％，相当于全人群4911．61元的

人均支出，占当地居民人群人均收入(9610元)的一

半以上，其中直接经济负担0．34亿元，占总负担的

1．54％，主要为检查治疗费和药费，死亡和伤残导致

居民社会生产力较少，间接引起社会经济损失21．52

亿元，相当于全人群每人每年2417．89元的支出，说

明道路交通伤害已经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

济负担，所致的早死和伤残尤其对社会经济造成了

极大的影响。男性伤亡造成经济损失明显高于女

性，15～59岁年龄组经济损失占全部的97．65％，高

于东营市研究结果。9j，说明男性和15—59岁年龄组

人群作为当地主要生产力，受道路交通伤害所致死

亡和伤残的经济损失应是今后关注的焦点之一。因

此应加强蓬莱市道路交通伤害防控‘T作，将此人群

作为道路交通伤害的高危人群进行干预，降低其带

来的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

为保证不同地区测量结果的可比性，在计算

YLL和YLD过程中选择标准期望寿命、3％的贴现

率、4％的标准年龄权重和残疾权重等参数。使用标

准期望寿命(男性80岁、女性82．5岁)作为确定早死

的标准计算可能会夸大本地区早死负担；为进行下

一步成本效益分析和避免给小年龄段死亡过高的权

重，并考虑到不同年龄人的价值不同，采用了3％的

贴现率和4％的年龄权重，可能会低估了实际疾病负

担；由于伤害的负担主要南YLD构成，使用GBD研

究中残疾权重资料，可能会低估本地区的Y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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