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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 10年中国心血管病
死亡流行趋势分析

刘明波王文周脉耕

【摘要】 目的了解中国人群心血管病死亡变化规律和特征。方法使用全国疾病监测系

统2004--2010年死因监测数据，在漏报调整的基础上，分析心血管病死亡率、标化死亡率和死因构

成的变化趋势。结果全国心血管病总死亡率从2004年的240．03／10万人升至2010年的268．92／

10万人，平均每年上升5．50／10万人，每年在前一年的基础上上升2．17％。死因分析表明，缺血性心

脏病、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病及其他心脏病均呈上升趋势，每年上升幅度分别为5．05％、2．08％、

1．02％和2．66％，风湿性心脏病则呈明显下降趋势，以每年7．02％的幅度下降。消除人口老龄化影

响后，上述趋势不变，但斜率有所降低。全国心血管病死亡占总死亡的比例由2004年的37．46％上

升至2010年的40．73％，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脑血管病所占比例无变化，缺血性心脏病所占比例

则明显上升，风湿性心脏病所占比例有所下降，其他心血管病死亡所占比例变化不大。结论

2004--2010年中国心血管病死亡呈明显上升，其趋势主要是由于缺血性心脏病死亡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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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rend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mortality in China．Methads Mortality data from the National disease surveillance system from 2004

to 20 l0 was used．Underreporting was adjusted and trends were analyzed on the rates of crude

mortality，standardized mortality and causes of death fraction among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Results The total mortality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increased from 240。03 to 268．92 per one

hundred thousand during 2004 to 20lO．with an average annual increase of 5．50 per one hundred

thousand．with the armualincrease of 2．1 7％．Data from all causes of death．ischemic heart disease，

hypertensive heart disease，cerebrovascular disease，and other heart disease showed an upward trend，

with the annual rise of 5．05％．2．08％．1．02％and 2．66％respectively while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showed a downward trend．with the declining rate of 7．02％per annum．Atier eliminating the effect of

aging．the trend remained the same but the slope was decreasing．The proportion of national

cardiovascular mortality on total deaths increased annually bv 37．46％to 40．73％from 2004 to 2010．

The proportion of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remained unchanging but the proportion of ischemic heart

disease show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The proportion of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declined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othe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mortality showing a slight change．Conclusion In recent

years。the cardiovascular mortality ha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which was mainly due to the increase

of ischemic hear disease mortality．

【Key words】Cardiovascular disease；Mortality；Trends

2011年我国冠心病死亡粗率城市居民为

DOI：10．3760／cma．j．issn．0254-6450．2013．10．010

作者单位：100037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国家心

血管病中心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刘明波、王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脉耕)

通信作者：周脉耕，Email．maigengzhou@126．com

·985·

·监沏Ⅱ·

132．04／10万人，农村居民为123．69／10万人；脑卒中

死亡粗率城市居民为125．37／10万人，农村居民为

138．68／10万人；估计全国每年死于心血管病350万

人，占总死亡原因的41％，居各种死因的首位⋯。20

世纪后半叶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心脏病和脑卒

中的死亡率大幅下降陋·“。1950—1982年美国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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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病年龄调整死亡率下降了43．9％，尤其是白1968

年以来，冠心病死亡率有明显持续下降，如冠心病

死亡率从1999年的195／10万人下降至2005年的

144／10万人，下降了25．8％；脑卒中死亡率从1999

年的62／10万人下降至2005年的47／10万人，下降了

24．4％H]。这主要是针对心血管病风险因素，采取了

积极改善公共卫生保健条件，努力提高心血管病紧

急治疗水平的双重举措的结果b]。而分析目前我国

人群心血管病死亡率及其发展趋势对确定防治措施

具有重要意义。

资料与方法

1．资料：来源于2004--2010年全国疾病监测系

统死因监测数据。全国疾病监测系统包括全国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61个监测点，总监测人口

超过7300万，具有良好的全国代表性№]。从2008年

开始，全国疾病监测系统各监测点的所有死亡个案

均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死因登记报告信息

系统进行网络报告。通过定期审核、反馈、督导等方

式加强数据质量控制，同时为校正漏报，每3年1次

在所有监测点开展死亡漏报调查工作，根据漏报率

校正死亡水平印1。监测疾病名称采用国际疾病分类

(ICD一10)标准。

2．方法：

(1)死亡率的调整：考虑到死

亡个案的漏报，本研究对各年度

的死亡水平进行调整。其中

2004--2005年死因数据来自于死

因调查，调整依据为采用国家统

计局颁布的全国死亡水平数据作

为标准，两者比较，漏报率为

4．79％；2006--2008年的死因数据

调整使用2009年在全国疾病监测

系统开展的漏报调查n1，即全国

成人平均漏报率为17．44％；

2009--2010年死因数据调整则主

要依据于2012年开展的全国死

因漏报调查，即全国成人平均漏

报率为11．63％。另外由于5岁以

下儿童死亡漏报程度较高，通过

漏报调查亦很难收集到所有信

息，故本研究中5岁以下儿童死

亡率采用各年度全国妇幼卫生监

测的结果替代。

(2)描述性分析：分析2004--2010年我国心血

管病粗死亡率、标化死亡率和死因构成的变化趋

势。标化率计算使用的标准人口为2000年全国人

口普查人El。通过建立直线回归模型，估计各类死

因粗死亡率、标化死亡率每年的变化数量和变化幅

度。其中死亡率年变化值为直线回归模型的斜率，

年变化幅度为各年度的心血管病死亡率估计值较上

一年度估计值的变化幅度。

结 果

1．粗死亡率：2004—2010年我国心血管病总死

亡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平均每年上升5．50％，即每年

在前一年基础上上升2．17％。其中无论是上升的绝

对值还是上升幅度，男性心血管病总死亡率均高于

女性。死因分析显示缺血性心脏病、高血压心脏病、

脑血管病、其他心脏病均呈上升趋势，每年上升幅度

分别为5．05％、2．08％、1．02％和2．66％，而风湿性心脏

病则呈明显下降趋势，以每年7．02％的幅度下降。

在各类心血管病死亡中，风湿性心脏病死亡率女性

高于男性，且下降绝对值和年下降幅度均高于男性；

缺血性心脏病、脑血管病、高血压心脏病死亡率均呈

男性高于女性的特点，其中缺血性心脏病、脑血管病

和其他心脏病死亡率年上升幅度男性高于女性，高

血压心脏病年变化幅度无性别差异(表1)。

表1 2004--2010年我国心血管病死亡率及其变化

性别—2004—2—005』200竖6 2塑007盟200—8 2—009 2010箍嚣器化但恫度(％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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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化死亡率：为消除不同年

度间人口构成差异的影响，本研究使

用不同年度的标化死亡率进行观

察。消除人口老龄化影响后，全国心

血管病总标化死亡率较之前的粗死

亡率，无论年上升值和上升幅度均有

所降低，上升值由5．50／10万人调整

为3．23／10万人，上升幅度由2．25％

变成1．49％，但上升趋势仍非常明

显。这种现象在分性别结果中同样

存在，且表现为男性均高于女陛的特

点。分病种这种现象仍然存在，标化

死亡率较之前的死亡率，无论变化值

和变化幅度均有所降低(表2)。

3．死因构成：为进一步观察我

国心血管病死亡的变化趋势，分析

各年度不同心血管病死亡占总死亡

的比例。即全国心血管病死亡占总

表2 2004--2010年我国心血管病标化死亡率及其变化

·987·

死亡的比例由2004年的37．46％上升至2010年的

40．73％，其中脑血管病所占比例基本未变，缺血性心

脏病所占比例则明显上升，风湿性心脏病所占比例

有所下降，而高血压心脏病所占比例则不稳定，但总

体而言变化不大。其中女性心血管病死亡占总死亡

的构成大于男性，但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心血管病所

占构成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图1、2)。

讨 论

本研究发现，我国心血管病无论粗死亡率，还是

人El标化死亡率，抑或心血管病占总死亡的构成，均

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由此可见，与美国及其他发达

国家心血管病死亡率下降所不同的是，我国人群心

血管病死亡率开始下降的迹象并未出现，上升趋势

仍非常明显。并与国内学者认为我国心血管病死亡

率下降的结论明显不同[8]。

在该研究中，使用2004年和 5I，

2008年死因数据相对比，且 。

未考虑漏报因素。而本研究

则使用2004年后连续数据进=：==¨’

行分析，并使用漏报率对粗三：t，

死亡水平进行调整，得到的

结果和结论更加可信。

我国心血管病死亡上升 !

主要原因是受人口老龄化的

影响一'10】，由于期望寿命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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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使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向“老年型”急剧转

变，伴随而来的是与老年人相关疾病的死亡率上升；

此外年龄标化死亡率的上升趋势显示，导致心血管

病死亡率增加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即一些高风

险行为的急剧上升，如高血压流行率迅速增加、脂肪

摄人量增多、身体活动减少、吸烟以及其他高危行为

均是导致心血管病死亡率增加的重要原因。

2010年我国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结果显示，

仍有一半以上的男性吸烟(现在吸烟率为53．3％)，而

吸烟者的戒烟意识未见明显提高，戒烟者和成功戒

烟者仍占少数；超过l／3以上的人群饮酒(饮酒者比

例为36．4％)，其中26．5％为过量饮酒；居民中从不锻

炼的比例达到83．8％；成人超重(BMI≥24 kg／m2、

BMI≥25 kg／m2)的比例分别为30．6％、27．9％，肥胖

(BMI≥28 kg／m2、BMI≥30 kg／m2)的比例分别为

12．6％、5．1％¨¨。武阳丰等n21研究显示，2002年我国

成年人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22．8％和7．1％，

1 992--2002年各年龄组人群超重率、肥胖率及超重

和肥胖总率均呈上升趋势，增长幅度为37％～146％。

根据1959、1979—1980年和1991年开展的3次

全国高血压抽样调查显示，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分别

为5．1％、7．7％和13．6％，上升趋势明显[1 3|。2004年和

2007年我国慢性病行为危险因素监测估计为18．1％

和25。0％[14·”]，2010年估计为33。5％。由于各项研究

设计或诊断标准的差异，上述数据并不能直接比较，

但仍可看出近10年我国高血压患病率增长迅速，估

计2010年全国高血压患者已达3．3亿“6|，远超过2002

年高血压患病人数1．6亿。据此估计如不控制这些较

高水平的心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及不健康生活方式

和行为，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将持续不断上升。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心血管病死

亡呈明显上升趋势，这种上升主要是由于缺血性心

脏病死亡的增加所致。提示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降低

人群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流行水平，提高心血管病

的诊疗技术，从而有效降低心血管病的死亡率，对我

国心血管疾病防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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