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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城乡老年人预期寿命
和健康预期寿命比较

张仲迎汤哲冯明

【摘要】 目的 了解北京市老年人预期寿命(LE)、健康预期寿命(ALE)及健康预期寿命比

值(ALE／LE)的地区性差异，分析高血压对不同地区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影响。方法样本来自“北

京市老龄化多维纵向研究”，研究对象为北京市城区(宣武区)、农村(大兴区和怀柔区)≥60岁老

年人群，2004年基线调查1847人，2007年随访，由调访员入户调查不同地区人群的文化程度、职业

及年龄构成，以能否独立完成日常生活活动认定功能健康与否，同时进行高血压病史的调查和现

场测量血压，应用多状态寿命表IMaCH软件计算各个年龄段不同地区(城市及农村)的LE、ALE

及ALE／LE，分析高血压对于不同地区老年人上述指标的影响。结果研究显示北京市老年人的
文化程度、职业构成存在地域差异．农村老年人文化程度低(文盲占66．2％)，体力劳动比重高(占

95．5％)，与城市老年人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农村地区各年龄组LE、ALE均低于城市，ALE／LE农
村则高于城市，女性各年龄组城乡差距较男性明显；农村女性各年龄段正常血压组ALE高于城

市，而高血压组则低于城市(以60一岁年龄组为例，正常血压农村女性ALE为24．6l±2．08，城市女

性为20．56±1．92；高血压农村女性ALE为16．34±1．15。城市女性为18．47±3．78)，强调了高血压

对农村老年女性生命质量的影响。结论北京市老年人的LE、ALE、ALE／LE存在城乡差异，女
性城乡差距更大，高血压则增加了城乡差距，降低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提示了地域因素对

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强调了高血压防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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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gional disparity in lifc expectancy(LE)，active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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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The subjects under research were investigated with questionnaires at home by well—trained

interviews and the contents would include：degree of education．occupation。medical history of

hypertension together with repeated blood pressure measurements．Someone being‘active’was

defined as the ability in performing activities ofdaily life(ADL)．IMaCH software for multi—state lire

table method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life expectancy(LE)．active life expectancy【ALE)and active

life expectancy／life expectancy(ALE，LE)in different district and the hypertensive exert influenee 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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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activities(account for 95．5 percentage)and higher ALE／LE than urban district people．

Regionai disoarity in Females was obviOIlS than in males while hypertension would exert more

influence on LE of the urban women，which widened the gap in LE．ALE of males and ALE of

females boBbed=ill the urban and rural an期B．Condusian Regional disparity WaS found existing in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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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ALE／LE of the elderly from Beijing．particularly in females．Hypertension widened the gap and

decreased the quality of life on senior citizens in the rural areas．This finding underlined the influence

of habitation on the quality of life which manifested the importance of prevention regarding high

blood pressure．

【Key words】 Active life expectancy；Regional disparity；Elderly；Activities of daily life；

Hypertension

健康预期寿命(ALE)是指“预期寿命(LE)中处

于不同健康状态下的时间”，是将LE和健康相结合，

以健康的丧失为终点，反映日益增长的老年群体整

体生命质量。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一部

分发展中国家已经估算出了各自一些最基本的

ALE。研究发现。ALE受地域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影

响，同时与糖尿病⋯、高血压、吸烟和肥胖、卒中妇1等

相关。本研究旨在探讨北京市老年人ALE的地域

差异，前期研究曾显示高血压对北京市老年人ALE

产生显著影响b】，但未分析个体自然属性对于生命

质量的影响，为此本研究进一步分析比较北京市城

市及农村地区老年人LE和ALE。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本研究资料源自“北京市老龄化多

维纵向研究”。关于调查地区的确定、样本的选择及

其对北京市居民代表性的评价、死亡及失访情况见

前期研究bl。2004年基线调查抽取北京市城区(宣

武区)、农村(大兴区、怀柔区)≥60岁老年人作为调

查对象，共1847人。其中农村老年人较城市者文化

程度低，多为体力劳动者，而年龄、性别构成的差异

则无统计学意义(表1)。于2007年随访该人群，其

中存活1283人，死亡291人，失访273人。3年总失访

率为14．8％。

表l 2004年调查时研究样本的人口学特征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2．研究方法及相关定义：所有调查均由经过统

一培训的调访员人户面对面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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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社会学项目(性别、年龄、生活地点、文化程度、职

业构成等)、是否有高血压病史、调查对象生活自理

能力、队列人群死亡和失访情况。分析采用的功能

状态评估指标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包括进
食、洗漱梳头、穿脱衣服、上下床、洗澡、室内活动6

项，每项活动按照功能自理的状况分为无依赖(1

分)、部分依赖(2分)及完全依赖(3分)三级评定，3

分者被认为该项活动有障碍，其中任何一项活动有

障碍定为“不健康”。“健康”定义为调查对象能够完

成上述6项全部活动。ALE表示预期寿命中能保持

上述全部6项活动无障碍的时间，即以生活自理能

力的丧失为其判定终点。血压采用间接测量、袖带

加压法。按2003年WHO／ISH高血压诊断标准：高

血压为收缩压≥140 mm Hg(1 mffl Hg--0．133 kPa)

和(或)舒张压≥90 mm Hg。对既往确诊的高血压
或在2周内服用过降压药者，无论血压正常与否均

诊断为高血压。

3．主要结局观察指标：纵向观察北京市不同地

区(城市和农村)老年人的ADL，评估其健康状况、

追踪死亡病例，计算不同地区、不同性别老年人的

LE、ALE和健康预期寿命／预期寿命(ALE／LE)，进一

步分析高血压对于北京不同地区老年人上述指标的

影响。

4．统计学分析：均数的差别采用独立样本t检

验，P值取双向，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以2005年l％抽样调查人口作为标准人口对本研究

样本进行标准化。数据库录入及统计采用SPSS

11．5软件。ALE的计算采用多状态寿命表法，利用

IMaCH软件分析两次调查结果和不同健康状况的

转换⋯o

结 果

1．北京市老年人LE、ALE和ALE／LE的地区差

异：农村地区各年龄组人群LE、ALE均低于城市。

ALE／LE则农村地区高于城市，女性各年龄组城乡差

距较男性明显(表2和图l、2)。

2．高血压对不同地区老年人ALE的影响：基线

调查的1847人中高血压患者有1140例(患病率为

61．7％)。前期研究b1曾显示高血压对老年人ALE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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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北京市城乡老年人群LE、ALE和ALE／LE的比较 性(表3和图3—5)。

年龄组 。。LE(i_s) ALE(i±s) ALE／LE (2)农村老年人群：农村男
(岁)

“”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农村 女性老年人各年龄高血压组

男印5(．-_8州 l 。l l l 。 。LE,A．LE低于正堂皇压组，其
印65。-81 19．．15-----1．．5。14．．334-0．．76．‘ 17．．714-11．．13 13．．504-0．．72．"：．．92。．．94144 15 274-I 28 11 06+_065 13 84+02 10214-061 91 092 差距大于城区，尤其是老年妥

． ． ． ．‘ ．
1． ． ．‘0． ．

＆““。m“’／。““o I 1

70． 247 II．84+1．05 8．334-0．57"10．424-0．93 7．454-0．54"o．88 0．89 性。女性LE、ALE均高于男
75— 212 8．934-0．85 6．194-0．50" 7．54--+0．83 5．274-0．49"0．84 0．85 性，但AI．踟，E与男性相差不
>／80 202 7．454-0·76 5．164-0．47" 6．074-o·78 4·204-O．46"0．81 o·82

多(表4)。

女砷5(。-295"81 28．324-18．62 18．344-0．95． 21．66±1．74 16．834-0．91．0．76 0．92
城乡地区比较，农村老年

60一 ．8．8．．‘21．±1．1．．。．． ～⋯⋯’⋯⋯。。
65。 167 23．34-1-14．Ol 14．524-0．87- 17．234-1．38 13．014-o．83"0．74 0．90 人群LE、ALE整体低于城区
70— 273 18．594-10．16 11．174-0．78" 13．184-1．19 9．664-0．75"0．71 0．86 (除女性正常血压组ALE外)，
75_ 198 14·274-7·10 8．384-0·69" 9．64_+1·09 6’884-O·69"0．67 0．82

但城市老年人群ALE／LE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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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北京市男女性老年人分城乡的LE、ALE

豳2北京市城乡老年人的ALE／LE

生显著影响，尤其是高龄者，但未对不同地区进行分

层。此次研究分析高血压对于城市和农村老年人
LE、ALE的影响。

(1)城市老年人群：860名城市老年人中，男女

性高血压组的LE、ALE均显著低于正常血压组，尤
其是低龄老年人。ALE／LE高血压组较正常血压组

偏低，男性随年龄增长该比值有所下降，而女性则下

降缓慢，可能与城市高龄女性失访率高、高龄组人数

少等有关。城区女性的LE在正常血压组与高血压

组均高于男性，但ALE低于男性，ALE／LE也低于男

高血压组则低于城市，提示高血压对农村女性生命

质量的影响。

讨 论

人口老龄化带来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老年

人疾病和失能将加重家庭和社会的负担。老年人追

求的应该是健康和有活力的长寿，即健康老龄化，也

就是老年人保持和独立生活的时间更长，保持正常

的生理功能，此即ALE。健康预期寿命和伤残进程
国际网络(REvES)在1994年对ALE做了较为系统
的分类，选择不同事件作为ALE的终点[包括有无

相关疾病(糖尿病、心血管病)，是否存在伤残、损伤、

障碍等b1]。本研究应用ADL评估ALE。多项研究

显示，基本生活能力减退主要是慢性躯体性疾病所

致．如“北京市老龄化多维纵向研究”的前期研究资

料显示，1992—1997年慢性病所占原因为92．4％【61；

“中国老年人口供养情况调查”和“中国老年长寿跟

踪调查”的资料显示，对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影响的

慢性病有脑卒中、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糖尿

病、青光眼及自内障n】。本研究着重揭示ALE的城

乡地区差异，结果提示农村地区老年人的文化水平

低，从事体力劳动者比例高，各年龄组LE、ALE均低

于城市，反映了个体的自然、经济属性对于基本生活

自理能力、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影响。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生活环境和地域差异而

造成的健康不平等旧m1。城乡差异是影响ADL的因

素之一。本研究前期结果显示，农村老年人的生活

自理能力低于城市，日常生活活动的依赖率明显高

于城市。本研究亦显示农村地区各年龄组LE、ALE

均低于城市，与前期研究结果一致。此外值得注意

∞—园一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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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北京城市老年人高血压组和正常血压组的LE、ALE和AL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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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城市各年龄段高血压组与正常血压组的比较，‘P<0．0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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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5北京市城乡老年人高血压组和正常血压组的ALE／LE

的是，进一步研究发

现城市老年人AL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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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丰富，慢性疾病诊

治水平高，对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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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北京市农村老年人高血压组和正常血压组的LE、ALE和ALEFLE

气爹尹人数—1西再面聂宇堕型型i矿—1云雨面委芋墨堡圭专i—歪雨五趸会竺‰

注：农村各年龄段高血压组与正常血压组的比较，。P<O．01

年女性作为弱势群体更应受到关注。

国内外部分研究提示了高血压对LE及ALE的

影响b川，本研究进一步分析高血压对ALE影响的

地域差异。结果显示，高血压患者农村地区各年龄

组LE、ALE低于城市，ALE／LE则高于城市，趋势同

整体人群。而高血压对于城市女性的LE影响较大，

增加了男性LE、ALE及女性ALE的城乡差距，尤其

是农村女性ALE的影响，加剧了不同地区老年人生

命质量的差别，提示控制高血压对于减少ALE的地

域差距，实现整体人群生命质量的提高有一定帮助。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如有一定的失访偏倚，未

排除其他慢性病及其他因素的干扰，如心血管病、糖

尿病、不良生活方式都可影响LE和ALE，从而可能

导致结果的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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