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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肢体残疾人口预期寿命研究

郑晓瑛陈三军

【摘要】 目的估算中国肢体残疾人口预期寿命。方法基于2007--2010年监测肢体残疾

人口平均死亡率，使用生命表方法估箅不同特征人口预期寿命及其标准误(是)。结果(1)肢体

残疾人口女性预期寿命高于男性，女性和男性0岁预期寿命分别是63岁(s；=2．6)和55岁(靠=

3．1)；(2)35～50岁人口预期寿命城镇高于农村；(3)轻度肢体残疾人口预期寿命高于重度残疾人

口。0岁预期寿命分别为62．5岁(岛=2．4)和42岁(s_=5．4)；(4)肢体残疾人口预期寿命低于中国普

通人群。男性和女性0岁预期寿命差距分别为17．1岁和12．7岁。结论中国肢体残疾人口死亡水

平较高。需要采取措施提高其预期寿命。

【关键词】肢体残疾；预期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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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肢体残疾人口近20年来增长很快，已经由

1987年的755万人(占残疾总人口的14．6％)增长到

2006年的2415万人(29．1％)⋯，成为残疾人口中数

量最大的群体。庞大的肢体残疾人群的生存状况不

仅影响着残疾人自身的发展乜j，还影响其家庭及社

会的发展[3·引。然而目前我国肢体残疾人口的死亡

研究还是空白，因此有必要对肢体残疾人口的死亡

水平进行分析。预期寿命是反映人口死亡水平的一

个重要指标，因其不受人口年龄结构影响而被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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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由此本研究利用2007--2010年中国残疾人

状况监测数据推算不同特征肢体残疾人口的预期寿

命，并与普通人群预期寿命进行比较，以描述肢体残

疾人口死亡水平，为制定肢体残疾人口的政策和规

划提供数据支持。

资料与方法

1．数据来源：来自中国残疾人状况监测。该项

调查于2007年4月1日在我国31个省(区、市)开展，

是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2006年调查)的拓

展和延伸。2006年调查是于4月1日零时采取分

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比例抽样方法，在31个省(区、

市)抽取734个县(市、区)2980个乡(镇、街道)，共

5964个调查小区，平均每个调查小区420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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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共抽取样本2 526 145人，经过调查确定其中

161 479人为残疾人。中国残疾人状况监测调查基

于2006年调查样本框架，从调查的734个县中各随

机抽选一个调查小区作为国家级监测样本单位，对

该小区在2006年调查中已确定的全部残疾人及其

家庭的状况进行监测，最终得到监测样本23 837人，

涉及2．1万户残疾人家庭。监测从2007年始在每年

的4月1日进行，为期一年。监测的起止时间为上年

的4月1日零时至本年的4月1日零时。每次监测由

访谈员入户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截止2010年4月

1日，已经进行4次监测调查。

2．研究对象：本研究对象是中国残疾人状况监

测中的肢体残疾人。为保证监测残疾人口的全国代

表性，对监测数据进行加权处理。首先，为保证省级

主要数据有较好的代表性，在2006年调查中，将全

国样本总数按开方比例分配到各省(区、市)，并考虑

人口大省和调查指标差异大的地区。在省(区、市)

内则是以本省(区、市)人口为抽样总体，采用分层、

多级、整群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进行抽样，从而使该

省(区、市)调查样本人口占全国调查样本人口总数

的构成比与该省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构成比不相

等，因此需对样本数据加权。其次，监测人口是从

31个省(区、市)的734个县中各随机抽样一个小区，

对其中确定的残疾人及其家庭进行监测，因此各省

(区、市)的监测残疾人样本也需要加权，使其代表各

省(区、市)残疾人口。因此，两次加权后使各省(区、

市)监测残疾人口能够代表各省(区、市)的残疾人口

和能够构成全国残疾人口。本文使用的是加权后的

监测残疾人口数据。监测残疾人口中肢体残疾人口

共6688人，其人口特征信息如年龄、性别、残疾程度

等来自2006年调查数据库。死亡信息(是否死亡、

死亡年份和月份)来自监测数据库。

3．统计学分析：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监测肢

体残疾人口死亡数据，使用生命表估算我国肢体残疾

人口的预期寿命。即先根据4年监测人口的实际死

亡数据计算4年平均分年龄死亡率，再按照文献[5]

方法构造生命表，估算不同特征人口的预期寿命。采

用)[2检验分析变量的分布差异，以Z检验判断生命表

中预期寿命差异(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肢体残疾人群生存状况：从表l可见，<16

岁人口有较低死亡比例(1．7％)，≥60岁、残疾一级

和二级人口的死亡比例分别为29．5％、39．3％和

33．6％，是死亡水平较高人群。

表1 2007-2010年我国不同特征的肢体残疾

监测人群生存状况

． 牛存 死亡 失访8 合计

筹拄人数麓人数器人数僦人数器雅

注：4指监测人口中由于外迁等原因失去监测的人数

2．分性别、城乡和残疾等级的残疾人口预期寿

命：表2显示2007--2010年我国肢体残疾人口预期

寿命存在性别差异，女性比男性期望寿命更长。0

岁组女性残疾人口预期寿命约为63(岛=2．6)岁，男

性预期寿命为55(岛=3．1)岁；60岁组女性残疾人口

预期寿命是15．4(s-=0．5)岁，男性预期寿命为12．7

(s；=0．4)岁；80岁组女性残疾人口预期寿命是5．7

(＆=0．3)岁，男性预期寿命为4．2(s；----0．2)岁。

从表3可见城镇成年人口预期寿命要高于农

村，儿童和老年人口的预期寿命在城镇和农村的差

异不显著。其中25～65岁城镇肢体残疾人口预期

寿命高于农村，该年龄段大部分年龄组的预期寿命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他年龄组城镇肢体残疾人口

预期寿命低于农村，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岁组

城镇残疾人口预期寿命是56．2(s；=5)岁，农村预期

寿命为58．1(s；=2．6)岁；60岁组城镇残疾人口预期

寿命是13．9(s；=O．6)岁，农村预期寿命为13．8(靠=

0．4)岁；80岁组城镇残疾人口预期寿命是4．8(si=

0．3)岁，农村预期寿命为5．0(s；=0．2)岁。

为准确估算预期寿命，在计算分残疾等级预期

寿命时将残疾一级和二级人口合并称为重度残疾人

口，残疾三级和四级人口合并称为轻度残疾人口。

表4显示肢体残疾人口预期寿命存在显著的残疾等

级差异，每个年龄组的轻度残疾人口比重度残疾人

口期望寿命更长。其中0岁组重度残疾人口预期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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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7--2010年我国肢体残疾人口不同性别的预期寿命

表3 2007--2010年我国肢体残疾人口城乡预期寿命

命是41．9(史=5．4)岁，轻度肢体残疾人口预期寿命

62．5(s．"-2．4)岁；60岁组重度残疾人口预期寿命是

7．2(s_=0．6)岁，轻度肢体残疾人口预期寿命为16．2

(靠=0．4)岁，差距非常大；80岁组重度残疾人口预期

寿命是2．6(si=0．1)岁，轻度肢体残疾人口预期寿命

为5．9(岛=O．2)岁。

3．肢体残疾人口与普通人群预期寿命比较：表

表4 2007--2010年我国肢体残疾人口

不同残疾等级的预期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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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显示2007—2010年我国肢体残疾人口与2008年

普通人群分性别预期寿命哺’(WHO编制)及其差

异。表明我国肢体残疾人口预期寿命低于普通人群

预期寿命。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肢体残疾人口预

期寿命均低于普通人群，差距明显。35岁以前肢体

残疾人口预期寿命与普通人群相比，差距在10岁以

上；60岁时，差距为5．2岁。女性肢体残疾人口与女

性普通人群之间预期寿命差异一般小于男性之间的

差异。

讨 论

本研究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数据估算我

国肢体残疾人口预期寿命和描述该人群死亡水平。

一般认为当样本数量不低于5000人时估算的预期

寿命有较好的可靠性门】。本研究使用的样本数为

6688，可用于估算肢体残疾人口的预期寿命。当监

测中的失访人口比例不超过10％时，该数据可用于

生存状况分析。本研究经过4年(2007--2010年)的

监测，有1089人死亡，627人失访，4972人存活，监测

肢体残疾人口中失访比例为9．4％。同时经检测失

访与未失访人口在性别和残疾等级上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本研究显示：肢体残疾人口女性预期寿命高于

男性；轻度肢体残疾人口预期寿命高于重度残疾人

口；35～50岁肢体残疾人群预期寿命城镇高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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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2007--2010年肢体残疾人口与2008年普通人群

预期寿命差异

村；肢体残疾人口预期寿命低于普通人群预期寿命。

目前国外残疾人口预期寿命研究多集中在智

力残疾上，结果表明该人群的预期寿命低于普通人

群m¨1。本研究通过比较2007--2010年我国肢体残

疾人口预期寿命和2008年我国普通人群预期寿命

发现，肢体残疾人口0岁组男性和女性的预期寿命

均大大低于普通人群，差距分别为17．1年和12．7

年。表明肢体残疾人口死亡水平较高，需要采取措

施提高其预期寿命。

本研究显示年龄和残疾等级是影响肢体残疾

人口预期寿命的两个重要因素。≥60岁人群死亡

风险要高于其他年龄人群；轻度残疾人口预期寿命

显著高于重度残疾人口。要尤其关注重度老年肢

体残疾人，降低其死亡风险。国外研究表明医疗保

健服务的改善能够提高残疾人口预期寿命n引。因

此，完善残疾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与服务体系，提

高残疾人口社会保障水平将有利于提高残疾人口

预期寿命。

肢体残疾人口的预期寿命和普通人群一样也存

在性别差异，女性预期寿命高于男性。同时，本研究

还发现儿童组和老年组残疾人口预期寿命的城乡差

异不显著，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本研究存在不足。首先，虽然样本数量(n=

6688)可满足估算预期寿命的条件，但在估算不同特

征人群预期寿命时样本数量dX(n<5000)，导致估算

的预期寿命与标准误变大，影响估算预期寿命的精

度；其次，0。15岁儿童组中死亡人口比例较低，出

现低年龄组无死亡的现象，也影响了估计预期寿命

的精度；此外，中国残疾人状况监测数据库中缺少疾

病与死因信息，尚不能估算肢体残疾人口的分死因

预期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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