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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报道·

肺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威胁广大人

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近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及工业化导致的环境恶化、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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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掌握厦门市居民 2004-2013 年肺癌死亡趋势及寿命损失情况，为政府部门制定干预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方

法 从厦门市死因监测系统收集整理 2004 年 1 月 1 日-2013 年 12 月 31 日厦门市居民肺癌死亡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
果 2004-2013 年间厦门市居民肺癌死亡率逐年增加（P<0.05），总死亡率 27.32/10 万；男性死亡率是女性的 2.90 倍；65
岁开始死亡率急剧增高，在 75～79 岁年龄组达到高峰；2013 年死亡率比 2004 年增长 35.32%。10 年肺癌造成的寿命损

失年（PYLL）共 52 970 人年，寿命损失率（PYLLR）为 3．06‰，平均减寿年数（APLL）为 11．20 年；男性 PYLL 值为

38 605 人年，比女性多 24 240 人年，但 APLL 男性比女性约少 1 年，分别为 10.95 年和 11.91 年。结论 厦门市居民肺癌

死亡率呈不断上升趋势，主要危及中老年人群，男性死亡率始终高于女性，应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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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learn the trend of mortality and years of life lost related to lung cancer in Xiamen
from 2004 to 2013 and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government setting up intervention policies． Methods
The death data related to lung cancer of residents in Xiamen from Jan 1，2004 to Dec 31，2013 were collect－
ed from ＂Xiamen Municipal Death Surveillance System＂ to be and they were count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total mortality of lung cancer in Xiamen from 2004 to 2013 was 27．32 per 100，000，of which male was
2．90 times as female． The mortality rose sharply after 65 years old and peaked in the group of 75~79 years old．
Over the last ten years，the total mortality rate of lung cancer in Xiamen rose year by year（P＜0．05），increas－
ing about 35．32％ in 2013 than that in 2004． The potential years of life lost（PYLL），the rate of PYLL，and
the average years of life lost（AYLL）due to lung cancer in Xiamen during the last ten years were 52 970 per
person per year，3．06‰，and 11．20 years，respectively． The value of PYLL in male was 38 605 per person
per year，24 240 per person per year more than that in female． However，the APLL in male was one year less
than that in female，which were 10．95 years and 11．91 years，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mortality of
lung cancer in residents of Xiamen has increasing trend in the last ten years． It is more harm for group with
middle and elderly age． The mortality in male is always higher than that in female． So it＇s necessary to adopt
some effective intervening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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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上升，居恶性肿瘤发

病和死亡的首位 [1]，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极大经济负

担，肺癌的防控已成为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为了解厦

门市居民肺癌死亡及其疾病负担的变化趋势，本研

究对近 10 年来厦门市居民的肺癌死亡资料进行分

析，以期为政府制定肺癌防治策略和措施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2004 年 1 月 1 日-2013 年 12 月 31
日厦门市户籍人口肺癌死亡资料来自厦门市死因监

测系统，人口学资料来自厦门市公安局，标准人口以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参照。
1.2 统计分析指标 死因分类采用国际疾病分类标

准 ICD-10 进行编码统计。死亡资料用 Deathreg 2002
死因分析软件进行录入，之后导出至 Excel2003 进行

整理分析、制表及画图，用 SAS 9.0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分析指标包括：各年分性别肺癌死亡数、死亡率、
标化死亡率；10 年总的分性别年龄死亡率、分性别潜

在寿命损失（PYLL）、寿命损失率（PYLLR）及平均减

寿年数（APLL）。用直接法计算标化死亡率，PYLL=
∑ [（L-ai×di）]，PYLLR=（YPLL/N）×1 000‰，APLL=
PYLL/∑di，其中 L 为目标生存年龄，定为 75 岁[3]；i 为

各年龄组；ai 为年龄组组中值；di 为年龄组死亡数；N
为实际人群总人口数。趋势检验采用 Cochran-Ar－
mitage 趋势检验，α 取 0.05。
2 结 果

2.1 厦门市居民肺癌死亡总体情况 2004-2013 年

间厦门市居民因肺癌死亡共 4 730 例，死亡率为

27.32/10 万，平均死亡年龄 66.62 岁（95 %CI：66.27～
66.97 岁）。其中男性死亡 3 524 例，死亡率为 40.54/
10 万，平均死亡年龄 66.55 岁（95 %CI：66.16～66.93
岁）；女性死亡 1 206 例，死亡率为 13.99/10 万，平均

死亡年龄 66.85 岁（95 %CI：66.06～67.63 岁）；男性死

亡率是女性的 2.90 倍。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女性、

男女合计肺癌死亡率均存在上升趋势 （Z 值分别为

109.97、59.35 及 122.03，均 P<0.01），无论男女肺癌

死亡率均从 65～岁组开始急剧增高，在 75～岁年龄组

达到高峰，高峰值分别为 392.28/10 万和 112.99/10
万，男女合计高峰值为 242.34/10 万。2004-2013 年

厦门市居民因肺癌死亡的年龄分布情况，见图 1。

2.2 肺癌死亡的时间变化情况 2004-2013 年，厦

门市居民肺癌死亡率逐年增加（Z=7.603 3，P<0.01），

2013 年死亡率比 2004 年增长了 35.32%；男性居民

肺癌死亡率逐年增加（Z=7.963 1，P<0.01），10 年间死

亡率增长了 42.26%；女性肺癌死亡率未见趋势变化

（Z=1.857 7，P=0.063 2）。从标化死亡率看出，2004-
2013 年男性、女性、男女合计肺癌标化死亡率均存在

上 升 趋 势（Z 值 分 别 为 223.64、211.42 及 39.136，

均 P<0.01），各年男性肺癌的标化死亡率始终高于女

性。各年分性别的肺癌死亡变化情况，见表 1 和图 2。
2.3 减寿情况 2004-2013 年厦门市居民因肺癌造

成的寿命损失 PYLL 共 52 970 人年，寿命损失率

PYLLR 为 3.06‰，平均寿命损失 APLL 为 11.20 年。
其中男性因肺癌造成 PYLL 值、PYLLR 值、APLL 值

分分别为 38 605 人年、4.44‰和 10.95 年；女性因肺

表 1 2004-2013 年厦门市不同性别居民肺癌死亡情况 （1/10 万）

死亡数

255
245
266
330
337
345
402
405
451
488

死亡率

34.62
31.63
33.56
38.74
38.19
38.69
45.03
43.83
47.18
49.25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标化死亡率

37.99
34.58
36.75
42.26
39.82
42.16
45.31
46.17
50.11
49.43

死亡数

95
90

101
123
134
107
127
131
138
160

死亡率

13.20
11.88
13.03
14.75
15.42
12.13
14.32
14.11
14.32
15.98

标化死亡率

13.54
12.21
13.57
15.46
15.82
12.50
13.84
14.63
14.56
15.63

死亡数

350
335
367
453
471
452
529
536
589
648

死亡率

24.04
21.86
23.41
26.87
26.89
25.48
29.72
28.94
30.69
32.52

标化死亡率

25.88
23.33
25.09
28.67
27.84
27.08
29.57
30.18
32.05
32.38

年份
男 女 合计

图 1 2004-2013 年厦门市居民肺癌死亡率年龄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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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 0 0 4 - 2 0 1 3 年厦门市居民肺癌死亡率变化趋势图

时间（年）

癌 造 成 PYLL 值、PYLLR 值、APLL 值 分 分 别 为

1 4 3 65 人年、1 .67‰和 1 1 .91 年。

3 讨 论

近年来，伴随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环境不断恶化，吸烟率居高不下，我国居民肺癌的发

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上升。来自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数

据显示，2 0 0 9 年全国肿瘤登记地区肺癌发病率为

53 .57/1 0 万，死亡率为 4 5.57/1 0 万，均比 2 0 0 3 年上升

约 1 4 %，位居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首位[1 ]。本研究结

果显示，厦门市居民肺癌死亡率为 2 7.3 2 /1 0 万，尚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死亡率存在上升趋势，2 0 1 3 年死

亡率比 2 0 0 4 年增长 3 5.3 2 %，在排除年龄结构影响

后，标化死亡率仍随着年龄增长存在上升趋势，提示

厦门市居民肺癌死亡率的升高可能不是人口老龄化

引起，是否与环境的恶化有关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女

性肺癌标化死亡率存在增长趋势，而粗死亡率没有

增长趋势，说明女性标化死亡率的增长主要是由于

2 0 0 4 - 2 0 1 3 年间女性人群的年龄构成不同引起的，也

证明肺癌死亡与年龄有关[2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无

论男女，肺癌死亡率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65 岁

开始死亡率急剧升高，在 75～岁年龄组达到高峰，进

一步印证上述结论，同时也提示肺癌主要危及中老

年人群。从性别分布看，厦门市男性肺癌标化死亡率

均高于同期女性，与多数研究的报道一致[3 ]，说明肺

癌对男性的影响更大，分析原因可能与男性更爱吸

烟有关。全球癌症死亡有 2 1 %归因于吸烟，其中对肺

癌的影响最大，而烟草对我国人群所造成疾病负担

男性远远高于女性[4 ]。控制烟草消费是人类干预和消

除肺癌致癌因素最主要也最经济的有效手段。
YPLL 指人群因某病造成的早死所损失的寿命

年数，通过某病病死者实际死亡年龄与目标年龄的

差距算得，由于其考虑年龄对居民死亡的影响，因此

比死亡率更直观且灵敏地反映疾病危害人群生命健

康的严重程度。本研究发现，男性居民肺癌 PYLL、
PYLLR 值均高于女性，与苏靖等[5]的研究结果相同，

说明肺癌对寿命损失的总体影响男性比女性大。
AYLL 反映疾病对所致早死的危害程度，其值越大说

明该疾病造成早死的危害越大，即病死者人群平均

年龄越小。与黄建萍等[6]对江苏省肺癌死亡的分析结

果相似，本研究结果显示，对厦门市居民而言，肺癌

引起的 AYLL 值男性小于女性，说明肺癌引起女性

死亡的年龄较男性年轻，即肺癌引发早死的现象女

性比男性严重。
综上所述，近 1 0 年来厦门市居民肺癌死亡率不

断上升，建议开展持续的监测，掌握全市肺癌发病与

死亡变化趋势。肺癌主要危及中老年人群，且男性死

亡率始终高于女性，因此有必要对老年人群及男性

居民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如控制烟草生产规模，积

极创建无烟环境，充分利用我国现有的肺癌早期筛

查技术早发现及时治疗肺癌患者等，减缓肺癌死亡

率的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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