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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1984--2010年城乡居民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死亡率变化趋势分析

于连政冯毅平穆慧娟 刘莉 于丽娅礼彦侠张淑娟潘国伟

【摘要】 目的分析辽宁省城乡居民1984--2010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死亡变化趋

势。方法利用Joinpoint Regression Program软件对数线性泊松回归模型产生的Monte Carlo组

合检验确定趋势线拐点，分析拐点前后COPD死亡率的年均变化率及总体变化趋势。结果辽宁

省城市居民1984--2010年和农村居民1999--2009年COPD死亡率均呈显著下降趋势。城市居民

COPD中国人口标化死亡率从1984年的243．93／'10万下降为2010年的33．13／10万，年均下降

5．8％。农村居民COPD中国人口标化死亡率从1999年的251．33／10万单调下降至2009年的

102．25／10万，年均下降6．8％。1994--2010年城市居民COPD死亡率均下降9．0％，超过农村居民

1999--2009年年均下降水平(6．8％)。支气管炎死亡率的下降是导致COPD总体死亡率下降的主

要原囚。COPD死亡率总体水平城市低于农村，城市男性高于城市女性，农村女性高于农村男

性。结论辽宁省1984--2010年COPD死亡率呈显著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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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mortality trend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among residents in Liaoning provi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1984—2010．Methods

The cut．points were ascertained by Monte Carlo Permutation test in COPD mortality trend lines of

Poisson regression with Joinpoint Regression Program．The arlnual percent changes(APCj before and

after the cut—points and the average armual percent ehange(AAPC)ofCOPD mortality were examined

during the period．Results Significant declining wends on COPD mortality among the urban

population during 1 984—2010 and that of Iural population during 1999—2009 were found．The

standardized urban COPD mortality rate by Chinese population declined from 243．93 per 100

thousand in 1984 to 33．13 per 100 thousand in 2010．The urban 26 yearsAAPC was一5．8％．While the

mortality 1n the rural population decreased from 25 1．33 per 100 thousand in 1999 to 102．25 per 100

thousand in 2009 in the same population The 1alral 10 years’AAPC was一6 8％．The total trend of

COPD mortality reduction was mainly resulted from the fast decline of bronchitis mortality．The

AAPC of COPD mortality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was一9．0％and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rutal

population(一6．8％)from 1999 to 2009．The urban population had a 10wer COPD mortality than that

Of the rural population．In urban area，males had a higher COPD mortality than females，however，in

the rural area，males had a lower COPD mortality than the females Conclusion The COPD

mortality among the residents of Liaoning province declined significantly from 1984 to 2010．Further

studies are needed to confmn the viewpoint of WHO that the prevalence of COPD would have a

continuous increasing tren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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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疾病负担研究表明。3，到2020年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COPD)将由20世纪90年代的第六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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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上升至第五位死因，中国COPD的疾病负担将升

至第一位。我国死因监测数据分析显示b1，2000年

以前我国COPD死亡率呈平稳趋势。但目前除个别

地区采用2000年前后COPD死亡率数据分析近年

来COPD死亡率的变化趋势外口‘41，其他地区尚无对

通信作者．潘国伟，Email：panpgw@yahoo．com．cn 于近年来COPD死亡趋势的分析报告。本研究对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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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省城市居民1984—2010年和农村居民1999

2009年COPD死亡率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

资料与方法

1．资料来源：COPD死亡数据来自辽宁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居民病伤死因登记报告系统。其中城

市报告系统始于1984年，涵盖全省14个地(市)，本

次分析采纳1984—2010年死产数据无间断的沈阳、

大连、鞍山、本溪、卅东和阜新6个市的数据；农村报

告系统始于1999年，至2009年网络陆续增加包含了

10个县(市)的农村地区，如鞍山、抚顺、本溪、丹东、

阜新、辽阳、朝阳、盘锦等巾的农村。分性别、年龄别

人口数与同时期公安系统的户籍统计数字进行了比

较，确保数据的完整性与准确性。6个市2010年人

口数为969．8万人，10个市的农村死因监测点2010

年人n数为507．2万人，城乡合计1497．0万人，占辽

宁省同期人口的35．6％，具有人口分布方面的代表

性。该报告系统监测的市(县)分布于辽宁省各个方

位，具有地理分布方面的代表性。死因报告网络信

息参见文献[5，6]。

2．方法：

(1)死因分类：本研究根据“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全球倡议”。71，采用《国际疾病分类》第九次修订本

(ICD一9)编码范围(490、491、492和496)定义COPD

的死亡病例。为了详细分析COPD各部分疾病的变

化趋势，按ICD一9编码标准，支气管炎编码为

490—491，肺气肿编码为492，慢性气道阻塞(未分类

者)编码为496。由于辽宁省城市死因编码在2002

年前后，农村死因编码在2006年南ICD一9转变为

ICD一10，为了减少死凶编码系统不同导致的编码误

差，采用WHO推荐的ICD一10转换为ICD一9编码规

则“]，将ICD一10中相应编码分别转换为ICD一9编码

进行分析。

(2)数据整理：COPD死亡数据经剔除重复记

录，筛查并纠正错误的根本死因编码后，以死亡日

期确定年份分组。由于低年龄段COPD死亡率很

低，本研究仅对40岁以上人群COPD死亡情况进行

分析。

3．统计学分析：应用FoxPro 6．0软件进行处理

及分析指标的计算，主要统计指标为粗死亡率、年龄

标化死亡率和夕匕亡率年均变化率。利用2000年全

国人口普查辽宁省人口构成和2000年世界标准人

口构成应用直接法对粗死亡率、死因别死亡率进行

年龄调整。采用美国癌症研究中心开发的

Joinpoint Regression Program(3．4_3版本)软件，利用

对数线性泊松回归模型产生的Monte Carlo组合检

验确定趋势线拐点，拐点位置及数量利用贝叶斯信

息准则(BIC)笋I]断，以产生最小BIC值的回归方程作

为最终结果⋯。分析拐点前后死亡率的年均变化率

(APC)以硬全部分析区间内死亡率的年均变化总趋

势(AAPC)，某病冈死亡率的APC和AAPC为负数

表示该病冈死产率随时间推移呈下降趋势。

结 果

1．COPD死亡构成：辽宁省城市1984—2010年

年均人口374．0万人，其中男性183．6万人，女性

190．3万人；农村1999—2009年年均人口119．2万

人，其L卜『男性60．3万人，女性58．9万人。城市居民

26年问共因COPD死亡137 995人，其中40岁以上

死亡136 119人，占全人群COPD死亡的98．64％，占

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的84．78％；农村居民11年问共因

COPD死亡20 991人，其中40岁以上死亡20 869人，

占COPD总死亡的99．42％，占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的

87．47％。表1显示，辽宁省城乡居民COPD死亡率

平均水平和COPD的构成情况。城市居民COPD粗

死亡率低于农村，女性COPD粗死亡率高于男性。

年龄标化后，城市男性居民COPD死亡率高于女性，

而农村居民COPD死亡率性别比未发生转变，女性

COPD标化死L率仍高于男性。超过90．00％的

COPD死亡归因于支气管炎，其次为肺气肿和慢性

气道阻塞。农村居民因支气管炎死亡在COPD中的

构成比高于城市居民。

表1 1984--2010年辽宁省40岁以上城乡居民

COPD死亡率及构成比指标丽彘 农村

男性 女性 合计

死亡率(／10万)

世界人口标化121．4l 111．95 116 19 211 93 250．41 231．48

中国人口标化81．66 76．14 78．66 144．93 174．09 159．66

粗率 87．93 90．66 89 32 139．31 179．36 159．10

构成比(％)

支气管炎 91．71 91．69 91 70 97．72 97．85 97．79

肺气肿 5．32 5．69 5,5l 1．92 1．8l 1．86

慢性气道阻塞 2．97 2．63 2．79 0．36 O．33 0．35

2．COPD死亡率：表2显示，COPD及其主要构

成疾病死亡率的年均变化情况。经组合检验，城市

居民COPD中国人口标化死亡率随年份变化趋势可

分成两部分：1984—1994年的平稳波动期和1994—

2010年的快速下降期(年均下降9．0％)；两性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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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84--2010年辽宁省城乡40岁以上居民COPD死亡率(％)年均变化趋势

注：4经组合检验：P<0．05；“厦性气道阻塞(未分类者)；一：经组合检验分析：数据呈单调递增或递减趋势，仅可划分为一个区间段

趋势和幅度均相近。1994--2010年城市COPD死亡

率的快速下降是导致26年间COPD死亡率总体呈

下降趋势的主要原因，中国人口标化死亡率从1984

年的243．93／10万下降为2010年的33．13／10万。农

村居民11年问COPD死亡率呈递减趋势，中国人口

标化死亡率从1999年的251．33／10万下降至2009年

的102．25／10万，年均下降6．8％；女性下降幅度

(6．3％)低于男性(7．4％)。构成COPD的3种主要疾

病中，无论城乡，支气管炎和肺气肿死亡率均呈下降

趋势，特别是支气管炎死亡率下降趋势显著，而慢性

气道阻塞则呈显著上升趋势。

3．COPD死亡率变化趋势：图1和图2显示城乡

居民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与COPD死亡率变化趋势

一致，城乡居民肺癌死产率呈上升趋势，肺结核死亡

率基本呈半稳下降趋势。表3为根据目前掌握的资

料计算或摘录的部分国家和地区COPD死亡率变化

趋势b'4’”。1“。与同期数据比较，辽宁省COPD死亡

率趋势变化与我国昆明和南京地区的研究结果相

近，但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亚太地区除韩国、日本

COPD死亡率上升趋势明显外，其他有资料的国家

或地区COPD死亡率多呈下降趋势。欧美地区除美

国COPD死亡率上升明显外，英、法和巴西COPD死

亡率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

讨 论

本研究显示，辽宁省城市居民1984--2010年间

和农村居民1999—2009年间COPD死亡率均呈显

著下降趋势。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COPD

死亡率快速下降是导致总体下降的主要原因，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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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84--2010年辽宁省40岁以上城市居民

肺部疾病死亡趋势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年份

图2 1999--2009年辽亍省40岁以上农村居民

肺部疾病死亡趋势

居民COPD 1994—2010年均下降9．0％，超过农村

居民1999--2009年问的年均下降水平(6．8％)。超

过90．0％的COPD夕匕亡归因于支气管炎，特别是农

村居民，支气管炎死亡率约占COPD死亡的

98．O％。城市居民COPD死亡率低于农村，城市男性

COPD死亡率高于女性，农村女性高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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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世界各国(地区)COPD死亡率年均变化趋势(％)

注：4日本仅有5年一组数据，因此结果显示为平均5年变化率；

男性为全人群结果，女性为65岁以上人群；一：尢数据

肺癌、肺结核是除c0PD外最主要的肺部疾患，

为了排除编码错误的影响，对肺癌、肺结核以及呼吸

系统疾病死亡率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呼吸系统

疾病死亡率变化趋势与COPD一致，COPD在呼吸

系统死亡中比例稳定在85．0％左右，表明死于COPD

者未系统错昃编码至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编码中。而
肺癌(城市年均增长0．56％，农村年均增长4．78％)和

肺结核(城市年均下降5．37％，农村年均下降6．61％)

死亡率的上升或下降趋势均无法同步解释COPD死

亡率的变化趋势。

从构成COPD的3种主要组成疾病死亡趋势分

析，支气管炎(ICD一9：490—491)和肺气肿死亡率呈

下降趋势，而未分类的慢性气道阻塞(ICD一9：496)

疾病死亡率呈显著上升趋势，但慢性气道阻塞死亡

率绝对水平较低，尚无法导致疾病结构发生根本性

改变；支气管炎仍是COPD中导致死亡的主要死因

(2010年城市支气管炎死亡占COPD总体的

84．86％，2009年农村支气管炎死亡占总体的

94．49％)。对美国1969—1983年、加拿大1974—

1983年以及法国1969—1983年COPD死亡率变化

趋势分析发现”⋯，3个国家在此期间内COPD死亡率

总体均呈上升趋势(AAPC：美国2．49％，加拿大

0．08％，法国3．97％)，慢性气道阻塞死亡率上升是导

致COPD死亡率上升的原因(AAPC：美国14．0％，加

拿大9．94％，法国5．55％)，而支气管炎(AAPC：美

国一6．39％，加拿大一11．79，法国一0．64％)和肺气肿

(AAPC：美国一6．73％，加拿大一4．45％，法国一5．3％)

死亡率变化趋势与本研究结果类似，均呈明显下降

趋势。但由于上述研究中慢性气道阻塞在COPD中

构成比最高，以1979年为例，慢性气道阻塞在COPD

死亡的比例美国为60．3％，加拿大为46．3％，法国为

39．2％，COPD死亡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上述分析表

明，COPD作为一组疾病的合称，其组成成分对死亡

率变化趋势有决定性作用，以支气管炎和肺气肿为

主，死亡率呈下降趋势的可能性加大，而以其他慢性

阻塞性疾病为主，则死亡率将以上升趋势为主。

COPD的危险因素主要为吸烟和空气污染。但

死亡报告资料中缺乏患病危险因素信息，因此无法

对COPD死亡趋势变化原因进行深层次分析。吸烟

水平的下降、空气质量的好转，以及医疗条件和生活

质量的改善均可能是COPD死亡率下降的原因。

本研究结果与国内昆明、南京COPD死亡率在

近年的下降趋势和幅度相近b“]。COPD是主要的呼

吸系统疾病，根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我国呼吸系

统疾病患病率白1998年以来也呈现下降趋势。与

本次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对全球20世纪90年代至

本世纪初COPD死亡率变化趋势分析后发现，亚太

多个国家和地区COPD死亡率呈下降趋势，欧美虽

有部分国家COPD死亡率呈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

较小。中国COPD死亡率水平高于其他国家，

2004--2005年死因回顾调查COPD死产率分析结果

表明“⋯，我国2005年COPD死亡率为美国同期的2

倍以上，与WHO疾病负担研究资料比较瞳⋯，我国

COPD标化死亡率也处于较高水平。考虑到我国

巨大的人口基数和较高的COPD死亡率，我国

COPD死亡率的大幅下降，将对全球COPD死亡率

变化趋势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综合考虑国内外

多个国家和地区COPD近10年来的死亡变化趋势

发现，对COPD死亡率将呈持续上升趋势的观点应

持谨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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