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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居民死因特征及去死因预期寿命分析

孙瑶瑶　黄院玲　丁仁船△

（安徽建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安徽 ２３００２２）

　　摘　要　目的　了解西部地区居民主要慢性病及死因特征，为制定西部地区疾病预防控制提供依据。方法
　数据资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２０２０年西部地区居民死亡数据
进行整理，使用Ｅｘｃｅｌ软件计算粗死亡率、主要慢性病死因顺位、居民预期寿命、主要疾病去死因预期寿命等指
标。结果　２０２０年西部地区居民粗死亡率６７４２２／１０万，男性粗死亡率７７８．９６／１０万，女性粗死亡率５６５．０９／１０
万。居民前５位慢性病死因依次为脑血管疾病、心脏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和伤害，死因构成比８５．１５％。
６０岁之后的西部地区居民死亡率明显增加，且男性死亡率仍高于女性死亡率。居民人均期望寿命７７．０４岁，去
死因预期寿命增长量最多的前５位疾病依次为心脏病、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恶性肿瘤、伤害。结论　西
部地区慢性病死亡率占比仍很高，急需采取措施大力提高居民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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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均预期寿命延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
要特征，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分析，全国人均预

期寿命增加到７４．９岁。虽然人均预期寿命呈不断
增长趋势，但多种危险因素导致的慢性病死亡率占

比也在增加，针对疾病谱的死因检测分析可反应居

民的生活状况及当地的经济水平［１］。１０年间我国
慢性病死亡率由２０１０年的８５．３１％［２］增长到２０２０
年的８９．１０％［３］。我国东部地区人均预期寿命高
于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壮

族自治区等１２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均预期
寿命。本文对２０２０年西部疾病监测系统地区所覆
盖的全部居民死因数据进行分析，为提高西部地区

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与对象
资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

染性疾病控制中心，本文收集了２０２０年西部地区
人口死亡、人口资料等基本信息，研究对象为西部

死因监测地区覆盖的全部居民，并以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为标化对象［４］。

１．２　疾病分类标准
按照国际疾病分类（ＩＣＤ１０）的标准进行疾病

的分类、编码、统计。主要的重大疾病编码为心血

管疾病（Ｉ００Ｉ９９）、恶性肿瘤（Ｃ００Ｃ９７）、呼吸系统
疾病（Ｊ３０Ｊ９８）、伤害（Ｖ０１Ｙ８９）。
１．３　分析指标

１）死亡率：死亡人数与平均总人数之比率；
２）死因顺位：将各类死因按死因构成比大小

排列顺位，反映主要死因及各类死因顺位的变化；

３）期望寿命：表示处于某一年龄段的人们预
期还能存活的年数，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人群健

康水平的重要指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利用 ＤｅａｔｈＲｅｇ２００５软件和 Ｅｘｃｅｌ软件对死因

监测数据进行收集、整合、分析，计算出粗死亡率、

标化死亡率、分年龄段主要疾病死亡率及主要疾病

的变化情况等，计算２０２０年西部地区居民平均预
期寿命及主要疾病去死因预期寿命。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２０２０年西部死因监测地区覆盖总人口

７３８２９９１２人，总计死亡人数为 ４９７７７６人，粗死亡
率６７４．２２／１０万，标化死亡率 ５４１．４３／１０万；男性
人口为 ３７６７２５４３人，死亡人数为 ２９３４５３人，粗死
亡率７７８．９６／１０万，标化死亡率 ６８１．１１／１０万；女
性人口为 ３６１５７３６９人，死亡人数为 ２０４３２３人，粗
死亡率 ５６５．０９／１０万，标化死亡率 ４０９．２０／１０万。
男性与女性粗死亡率性别比为１．３８∶１。

不同性别分年龄组的人口死亡率趋势呈“√”
型分布。２０２０年西部地区居民０岁～组死亡率较
高，为２５４．２６／１０万，１岁～组迅速下降至 ３５．８３／
１０万，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死亡率在０岁～组达到
较高水平后迅速下降，而后随着年龄增长死亡率呈

缓慢增长趋势，６０岁～组后死亡率急剧上升，且于
８５岁～组死亡达到最大值１６９０２．１２／１０万。男性
死亡率在各年龄段总体大于女性死亡率。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２０年西部不同年龄段分性别人口死亡率

２．２居民死因顺位分析
西部地区２０２０年全部居民前５位死因顺位依

次为脑血管疾病、心脏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

病、伤害，占比８５．１５％。男性居民前５位死因占比
８５４２％，首位死因顺位为恶性肿瘤，脑血管疾病死
因顺位是第二，心脏病死因顺位排列第三，泌尿生

殖系统疾病死因顺位在神经系统疾病的前面，其他

死因顺位与全部居民死因顺位一致。女性居民前

５位死因占比８４．７４％，前５位中只有脑血管疾病
和心脏病与全部居民死因顺位不一致。在前５名
的死因顺位中，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伤害

的死因顺位对于男性和女性是相同的，心脏病的死

因排序女性高于男性，恶性肿瘤的死因排序男性高

于女性。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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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２０年西部地区居民死因顺位

死因分类

男性 女性 合计

死亡数
（例）

死亡率
（１／１０万）

构成比
／％ 顺位

死亡数
（例）

死亡率
（１／１０万）

构成比
／％ 顺位

死亡数
（例）

死亡率
（１／１０万）

构成比
／％ 顺位

脑血管疾病 ６３１３０ １６７．５８ ２１．５１ ２ ４８３３５ １３３．６８ ２３．６６ ２ １１１４６５ １５０．９８ ２２．３９ １
心脏病 ５９４４５ １４８．２２ １９．０３ ３ ５２９５１ １３８．７９ ２４．５６ １ １１２３９６ １４３．６０ ２１．３０ ２
恶性肿瘤 ６８０６９ １８０．６９ ２３．２０ １ ３５１６３ ９７．２５ １７．２１ ３ １０３２３２ １３９．８２ ２０．７４ ３
呼吸系统疾病 ３４４７２ １０２．４７ １３．１６ ４ ２４１９７ ７５．６７ １３．３９ ４ ５８６６９ ８９．３４ １３．２５ ４
伤害 ２５０１６ ６６．４０ ８．５２ ５ １２１５１ ３３．６１ ５．９５ ５ ３７１６７ ５０．３４ ７．４７ ５
消化系统疾病 １１２０９ ２９．７９ ３．８２ ６ ５９６９ １６．５２ ２．９２ ７ １７１７８ ２３．２９ ３．４５ ６
内分泌营养代谢疾病 ７４５９ ２０．２９ ２．６０ ７ ７７５６ ２１．４５ ３．８０ ６ １５２１５ ２０．８６ ３．０９ ７
传染病 ４９６０ １２．８０ １．６４ ８ ２１３０ ５．５５ ０．９８ １０ ７０９０ ９．２５ １．３７ ８
神经系统疾病 ４４７５ ９．３３ １．２０ １０ ３８９８ ８．６９ １．５４ ８ ８３７３ ９．０２ １．３４ ９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３９１２ １０．３９ １．３３ ９ ２５６６ ７．１７ １．２７ ９ ６４７８ ８．８１ １．３１ １０

２．３　不同年龄段主要疾病死亡率
西部地区不同年龄段居民的主要疾病死亡率

显差异化分布。０岁年龄段居民主要疾病死亡率
差异较明显，１～４４岁年龄段各主要疾病死亡率均
较低，４５岁后各主要疾病死亡率开始明显增加，６５
岁后各主要疾病死亡率快速增加并在死因构成中

占比较大。

在０～１４岁的婴儿、儿童、青少年期间，伤害、
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占比较高；在 １５～４４岁青壮
年期间，伤害导致的死亡率占比最高，在０～４４岁
年龄段间由伤害导致的死亡率变动基本稳定，呼吸

系统疾病导致的死亡率占比在 ０～１４岁年龄段不
断下降，在６５岁之后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占比明
显高于伤害的死亡率占比。在西部居民死因顺位

前三位中，０～４４岁年龄段的死亡率占比并不高，４５
～６４岁年龄段间恶性肿瘤死亡率（１５８．２１／１０万）
占比最大。且６５岁后主要疾病死亡率快速增加，
死亡率由高到低依次为脑血管疾病、心脏病、恶性

肿瘤、呼吸系统疾病、伤害。由其它死因导致的西

部居民分年龄段死因顺位变化并不明显。见图２。

图２　西部地区分年龄段主要疾病死亡率

２．４　主要疾病去死因寿命
２０２０年西部地区全体居民期望寿命为 ７７．０４

岁，且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总体高５．６６岁。西部
地区居民去死因预期寿命增长幅度最多的死因分

类为心脏病，去死因预期寿命增长为５．４６岁，增长
率７．０９％。在主要疾病去死因预期寿命增长幅度
中，心脏病、脑血管疾病的幅度较为明显，伤害的增

长幅度并不明显。男性５种主要疾病去死因寿命
增长量均高于女性。见表２。

表２　西部地区居民主要疾病去死因预期寿命及寿命增长幅度

死因分类

合计（预期寿命７７．０４岁） 男性（预期寿命７４．３７岁） 女性（预期寿命８０．０３岁）
去死因预期
寿命／岁

寿命增
长量／岁

寿命增长
幅度／％

去死因预期
寿命／岁

寿命增
长量／岁

寿命增长
幅度／％

去死因预期
寿命／岁

寿命增
长量／岁

寿命增长
幅度／％

心脏病 ８２．５０ ５．４６ ７．０９ ８１．９８ ７．６１ １０．２３ ８２．９４ ２．９１ ３．６４
脑血管疾病 ８２．０９ ５．０５ ６．５６ ８１．７５ ７．３８ ９．９２ ８２．３６ ２．３３ ２．９１
呼吸系统疾病 ８１．８１ ４．７７ ６．１９ ８１．５４ ７．１７ ９．６４ ８２．０２ １．９９ ２．４９
恶性肿瘤 ８１．４４ ４．４ ５．７１ ８１．２１ ６．８４ ９．２０ ８１．６２ １．５９ １．９９
伤害 ８１．３４ ４．３ ５．５８ ８１．０６ ６．６９ ９．００ ８１．５８ １．５５ １．９４

３　讨论

３．１　死因特征分析
２０２０年西部地区慢性病死亡率略高于全国居

民慢性病死亡率的６０３．４８／１０万，平均预期寿命低
于全国平均预期寿命的７７．９３岁［５］，说明西部地区

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２０２０年西部慢性
病死亡率数据分析可知，男性慢性病死亡率明显高

·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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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女性死亡率。为更全面了解慢性病死因，降低慢

性病死亡率，需针对性分析影响慢性病死亡率的原

因，而吸烟、喝酒、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生活方式与慢

性病的产生息息相关。２０１８年全国男性与女性吸
烟率占比仍然很高［６］；２００４－２０１９年男性肺癌标化
死亡率高于女性，这也与吸烟密切相关［７］；此外

２０１２年男性与女性饮酒率分别为 ５３．８％和
１２２％［８］。
３．２　影响因素对人均预期寿命的异质性分析

由于经济发展、医疗卫生水平、地理环境特征、

生活习惯、卫生保健等因素的参差，全国不同地区

人均预期寿命也有差异，东部地区人均预期寿命高

于中部及西部地区［９］。

由数据可知，四川、广西和云南３省的人均预
期寿命分别为７７．５６岁［１０］、７７．５２岁［１１］以及７５．１
岁［１２］。与全国整体相比，西部地区平均预期寿命

明显处于劣势，且西部地区总体预期寿命与西部各

省的居民预期寿命也有差异。四川及广西地区经

济快速发展带动医疗卫生水平，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的同时，更重视对自身生命健康的宣传，吸烟、酗酒

等不良生活习惯也相之较少，居民受教育程度提高

同时也增强了慢性病的防控意识，健康的生活方式

促进了预期寿命的增加，因此较优越的生活背景促

使四川和广西人均预期寿命高于西部总体人均预

期寿命。相比之下，云南处于东南亚接壤的内陆地

区，经济发展模式较为单一，医疗卫生完善程度与

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也较低，生活环境质量也缺乏更

高的要求，导致居民预期寿命水平相对四川和广西

人均预期寿命较低。

３．３　针对不同死因的建议措施
综上所述，为实现２０２５健康中国目标，需加大

对慢性病危险因素的严格防控和干预，尤其针对男

性居民。需要制定平衡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大体育

锻炼，提高全民高质量健康占比；对肥胖、抽烟、酗

酒等不健康生活方式加大宣传和防控力度，减小男

女慢性病死亡率和城乡慢性病死亡率的差异。由

于西部地区居民平均预期寿命影响较大的前三名

因素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因此可通过改善居民生

活方式来促进全民的高质量生活追求，加大慢性病

预防控制的宣传，减小慢性病死因占比。此外保障

基础建设，提高医疗卫生水平，保障居民生活质量，

可增加居民预期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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