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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居民人均烟草消费与肺癌
死亡率关联研究

马丽 荆、锦峰冯丽云

【摘要】 目的探讨河南省居民家庭人均烟草消费与肺癌死亡率的关系，为降低肺癌死亡率

提供佐证，并为控制烟草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方法利用1992—2011年河南省居民肺癌死亡

率、居民家庭人均烟草消费资料，采用趋势检验法分析变化趋势；Spearman秩相关分析关联性，滞

后时间单位为10年。拟合居民家庭烟草消费与肺癌死亡率关系。结果河南省居民肺癌死亡率

由1992年的14．75／10万上升至2011年27．00／10万，增长率为83．05％；居民家庭烟草消费与肺癌死

亡率呈上升并有滞后的趋势，1992--2001年居民家庭人均烟草消费与2002—2011年肺癌死亡率

关联性为几=0．770，P=0．009<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随着烟草消费上升，肺癌死亡率也上升，

模型为y=2．60 X0．46(F=576．483，P<O．001)，决定系数为0．667。结论河南省居民家庭人均烟草

消费对肺癌死亡率有影响，两者间存在关联性并有滞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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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of per-capita tobacco consumption and lung

cancer mortality in Henan province，an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policy development on tobacco

control and reduction of lung cancer mortality．Methods Data regarding lung cancer mortality and

per-capita tobacco consumption among household residents from 1992 to 2011．was collected from

published almanacs in Henan and Henan Tumor Institutes．Trend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lung cancer in Henan province and the trend of per-capita tobacco consumption of

residents in the household．‘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apita tobacco consumption of residents in the household from 1992 to 200 1 and the lung cancer

mortality rates from 2002 to 20 11．with the lag time unite as 1 0 years in this study．Cure Estimation

was used to fit the model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apita tobacco consumption of

residents in the household and lung canceE Results Lung cancer mortality among those permanent

residents in Henan province increased from 14．75／100 000 in 1992 to 27．00／100 000 in 201 1，with an

increase of 83．05％．Both the trend of per-capita tobacco consumption among the permanent residents

and the lung cancer mortality were uprising，with the tobacco consumption showing a lag effect to the

lung cancer mortality．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the per-capita tobacco consumption of residents

in the household from 1992 to 2001 and the lung cancer mortality from 2002 to 2011 was^=0．770，

P=0．009<0．05．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Along with the uprising trend of lung cancer

mortality．the per-capita tobacco consumption of residents in the household was also parallelly rising

with the equation of relevance between per-capita tobacco consumption of residents in the household

in Henna province and lung cancer as Y=2．60 zo“(，=576．483)and the R2 was 0．667．Conclusion

Per-capita tobacco consumption of residents in the household in Henan province appeared a factor that

influencing the lung cancer mortality and an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per—capita tobacco consumption

of residents in the household and lung cancer was noticed．Tobacco consumption had a lag trend to the

mortality of lung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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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近年来在我国呈上升趋

势，且上升幅度居所有癌症之首⋯。20 1 0年河南省恶

性肿瘤死亡率为115．12／10万，占病死因的20．24％，

其中肺癌死亡率为26．30／10万，人口标化死亡率为

17．00／10万乜]。201 1年河南省居民病死因年报结果

显示，肺癌死亡率由第四位上升至第一位。大量研

究表明吸烟是肺癌的主要危险因素b一]。在发达国

家，约有30％的癌症归因于烟草的使用b]。为此本

研究利用河南省2012年最新的肿瘤监测资料，探讨

居民家庭人均烟草消费与肺癌死亡率的关系。

资料与方法

1．资料：来自河南省肿瘤防治中心1992--2011

年肺癌死亡率监测数据，涉及全省17个县市区1500

万人，占总人口的15％。河南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烟

草消费数据来自1993--2012年《河南省统计年鉴》。

2．方法：采用趋势检验对肺癌死亡率进行分析％1。

相关系数(r)在一1—1之间，r>0表示该观察值序列

呈现上升趋势，否则相反，a=0．05，U0．05=1．96。利用

SPSS 12．0软件进行分析，Spearman秩相关分析关联

性。以偏相关系数控制物价上涨对于烟草消费的影

响。采用Origin Pro 9．0软件进行曲线拟合。

结 果

1．肺癌死亡率与人均烟草消费趋势分析：1992—

201 1年河南省居民肺癌死亡率总体呈上升趋势，粗死

亡率由14．75／10万上升至27．00／10万，增长率为

83．05％，趋势性检验表明，肺癌总死亡率趋势性系数

r=0．89(u=5．49>Uo。，=1．96，P<0．05)，有统计学意

义，肺癌死亡率呈上升的趋势。1992--2011年河南省

居民烟草消费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趋势性检验，趋势

性系数r=0．77(u=4．34>u。。，=1．96，P<0．05)，有统

计学意义，控制物价上涨指数因素后，随时间的推移，

河南省家庭居民人均烟草消费呈上升趋势。由图1可

见，烟草导致发病的滞后时间为10年，1992--2001年

河南省居民家庭人均烟草消费与2002--201 1年河南

省居民肺癌死亡率关联性分析表明，n=O．770，P=

0．009<0．05，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前10年的居民家庭

人均烟草消费与后lO年肺癌死亡率存在关联陛。

2．人均烟草消费与肺癌死亡率的关系：扣除物

价上涨的影响，两者间的偏相关系数为0．774，依据两

变量间关系分布趋势建立方程，方程为，----2．60x嘶，

残差平方和为144．63，决定系数R2=0．667，方程检验

F=576．483，P=0．0000，即回归方程有意义(图2)。

时间(年)

图1 1992--201 1年河南省居民家庭人均炯草消费

与肺癌死亡率随时间变化趋势

}。引t尔庭^、均‘酬-，’，鞘坍f，L)

图2河南省居民家庭人均烟草消费与肺癌死亡率

关系的拟合曲线

3．模型评价：根据相对误差乘积及其几何平均

值越接近1，具有无偏性的特征，方程拟合效果越

好n]。利用1992--2011年居民家庭人均烟草消费的

数据资料回代方程，其结果如表1所示，相对误差之

乘积为1．1 l一1，以及相对误差乘积的几何平均值为

1．02—1，提示相对误差具有无偏性的特征，说明模

型的拟合效果较好。

表1河南省肺癌死亡率(／lO万)实际值及拟合值比较

年份誓警鬻 年份誓警辅
1992 14．75 15．88 O．93 2002 22．89 18．83 1．22

1993 14．92 16．26 0．92 2003 22．18 19．05 1．16

1994 16．02 16．57 0．97 2004 24．18 19．09 1．27

1995 15．16 17．59 O．86 2005 25_32 21．28 1．19

1996 16_37 18．55 0．88 2006 25．62 22．26 1．15

1997 16．39 20．24 O．81 2007 28．22 24．17 1．17

1998 17．38 20．14 0．86 2008 25．3 1 26．74 0．95

1999 17．54 19．88 O．88 2009 27．39 27．79 0．99

2000 19．65 20．30 0．97 2010 26_30 26．72 O．98

200l 21．03 18．57 1．13 2011 27．00 27．IO 1．00

讨 论

本研究以烟草对健康的危害陆101，探讨河南省居

民家庭人均烟草消费与肺癌死亡率的关系，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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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模型。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居民肺癌死

亡率以及人均烟草消费均呈现上升趋势(P<O．05)，

结合已有的研究证实吸烟是肺癌的主要危险因

素n1I，推测肺癌死亡率近20年逐步上升可能与居民

家庭人均烟草消费逐渐增加有关联。

本研究回代拟合效果较好，显示河南省居民肺

癌死亡率与家庭人均烟草消费间存在一定的依存关

系，提示控制家庭烟草消费量可以降低肺癌的死亡

率。以美国为例，1975年不断上升的肺癌死亡率在

采取控烟措施后，于90年代出现下降的趋势[12】。通

过对烟草销售和生产的干预，可降低人群吸烟率，

进而使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但目前我国吸

烟率仍居高不下，且烟草产量不但未减少，反而增

加40％，说明我国在未来20年，仍然面临沉重的疾

病负担”3I。有资料显示n⋯，河南省烟草生产规模自

20世纪80年代大幅度上升，70年代的卷烟产量是建

国初期的13倍，80年代为24倍，90年代也保持在18

倍，提示河南省将面临更为严重与烟草相关疾病的

负担，而减少居民在烟草上的支出消费，将是降低肺

癌死亡率和发病率的主要措施之一。

肺癌死亡率与居民家庭烟草消费之间并未呈现

同步增长的趋势，这与烟草的使用对肺癌的发生有

一定滞后作用有关。张国钦等⋯利用分布滞后模型

分析烟草消费对肺癌死亡率的影响，得出烟草消费

对肺癌死亡率有8年滞后期，Barnoya和Glantzn51采

用回归模型分析美国加州控烟措施对肺癌和其他三

种癌症的影响，与其他未实施控烟的州比较，加州肺

癌死亡率增长在1990年措施控烟1年后减缓。说明

烟草对肺癌的发生和发展有一定时间滞后效应。

本研究模型的决定系数为0．667，即居民家庭烟

草消费可以解释肺癌死亡率的比重占66．7％，并结

合方程残差平方和较大，可能还有33．3％其他因素

影响着肺癌死亡率的变化”6’1⋯。因此在控制烟草措

施降低肺癌死亡风险的同时还应纳入其他相关危险

因素，如空气污染、遗传等[1 8’19
3。

由于本文居民家庭人均烟草消费的原始数据并

未按性别和年龄分类，因此无法拟合分年龄别和性

别分析，其结果有一定局限性。但肺癌死亡率与居

民家庭人均烟草消费的关系趋势已凸显，表明河南

省家庭人均烟草消费与肺癌死亡率问有关联性。
(感谢河南省肿瘤防治监测中心为本文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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