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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服务·

天津市居民卫生服务需要及健康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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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通过分析居民两周患病和慢性病患病情况，了解天津市居民的卫生服务需要现状及健康
状况，为制定天津市区域卫生规划、优化卫生资源配置提供参考。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天

津市３０４０８名居民的两周患病和慢性病患病情况进行调查；运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１３．０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天津市居民整体健康状况有待进一步提高，居民两周患病率为２６４．３４‰；居民慢性病患病率为２１２．０９‰。结
论：天津市居民的卫生服务需要量较高，慢性病已经成为影响天津市居民的主要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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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周患病率和慢性病患病率是反映居民卫生服
务需要量和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

［１２］，了解这两项指

标对于科学制定区域卫生规划、合理使用卫生资源、

满足居民医疗卫生和健康的需求，以及保障医疗卫

生系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具有重要意义。

２００８年天津市卫生局为了配合国家第四次卫生服务
调查的开展，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了天津市第四

次卫生服务调查，其中包括对居民两周患病和慢性

病患病情况的调查，本文将对天津市居民这两项指

标的调查情况进行分析。

１对象与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全

市１８个区（县）、９０个街（乡）、１８０个居委会（村）、
１０７７０户、３１１９５名居民的两周患病和慢性病患病
情况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其中市内六区有 ９５６６
人，滨海三区有４７３８人，环城四区有６９２７人，郊县
地区有９９６４人。调查使用统一制定的表格、由统一
培训后的调查员在规定调查期限内，入户认真询问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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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结果与分析

２．１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３１１９５名居民中，男性为１５３２８名，

占总调查人数的４９．１％，女性为１５８６７名，占总调查
人数的５０．９％；男女性别比为１∶１．０４。调查对象中
城市人口占总人数的３０．７％，农村人口占总人数的
６９．３％。调查对象年龄最小的不到１岁，最大为１０３
岁，平均年龄为４３岁，其中５０～５５岁组人口最多，占
总调查人口的１０．９％。婚姻状况以在婚者为主，占
６７．１％，未婚者占１４．１％，离婚者的占０．９％，丧偶
的占 ６．５％。文化程度以初中学历人口为最多
（３３．９％），其次是小学学历（１８．６％）和高中／技校
学历（１２．７％），大学及以上学历仅占４８％。调查
人口的在业率为 ４１．６％，职业类型以农业劳动者
（从事农林牧渔工作）为最多，占总调查人口的

１５．８％。

２．２调查对象两周患病情况分析
２．２．１两周患病人数及两周患病率

在本次调查的 ３１１９５名居民中，两周患病人
（次）数为８２４６，两周患病率为２６４．３４‰，其中男性
为２５３．９３‰，女性为２８８．００‰，女性两周患病率高于
男性两周患病率（χ２＝４６．４３２，Ｐ＜０．０５）；城市人口
两周患病率为 ２５４．３４‰，农村人口两周患病率为
１８０．２２‰，城市人口的两周患病率明显高于农村人
口的两周患病率（χ２＝３２１．８７，Ｐ＜０．０５）；天津市各
区县中，市内六区居民两周患病率最高（３７１４０‰），
其次 为 环 城 四 区 （２４８．９３‰）和 两 区 三 县
（２２６．１１‰），滨海三区最低（２０５．６５‰）；与第一、二、
三次天津市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相比

［３］，有一个现

象值得我们关注，即前三次调查中居民的两周患病

率最低的均为两区三县，而此次是滨海三区最低。

２．２．２年龄别两周患病率
按年龄分析调查人口的两周患病率，不同年龄

组之间两周患病率明显不同（χ２＝３４５８０．５１，Ｐ＜
００５），６５岁及以上年龄组居民两周患病率最高
（６７９．３２‰），５５～６４岁组次之（４５６．３８‰），１５～２４
岁组最低（４８．９８‰）。天津市不同地区以及天津市
前三次卫生服务调查中居民年龄别两周患病率也呈

现相同特点。
［３］
另外按年龄别分析居民两周患病病

种，发现高血压、糖尿病、感冒是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
两周所患疾病的主要病种。

２．２．３两周患病发病时间构成
本次调查的两周患病人群中，２４．８５％的患病是

急性病在两周内发生，低于全国的３３．０７％；４．５１％

的患病是急性病两周前发生持续到两周内，低于全

国的６．４６％；７０．６４％的患病是慢性病持续到两周
内，比全国的６１％高了９个百分点［４］，慢性病已经成

为影响天津市居民健康状况的主要问题。

２．２．４两周患病按病种类型分析
本次调查显示天津市居民两周患病前十位疾病

依次为：高血压、心脏病、上呼吸道感染、糖尿病、脑

血管病、胃炎、泌尿生殖系病、类风湿性关节炎、慢性

支气管炎以及损伤和中毒。纵向对比天津市四次卫

生服务调查的结果发现：上呼吸道感染从前三次调

查中第１位下降到了２００８年的第３位（两周患病率
为２６．５４‰，全国为３７．０６‰）；高血压病从１９９３年的
第４位、１９９８和２００３年的第３位上升到了２００８年的
第１位（两周患病率为９０．３１‰，全国为１９７８‰）；

心脏病在１９９３和１９９８年分别排在第３位和第２位，
２００３年的两周患病前１０位中没有心脏病，而 ２００８

年心脏病在两周患病中的顺位又攀升到了第 ２位
（两周患病率为３４．４９‰，全国为１０．０４‰）；糖尿病从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８年的第８位和２００３年的第７位上升到
了２００８年的第４位（两周患病率为２２９９‰，全国为
５．４２‰）；这几种疾病除了上呼吸道感染的两周患病
率略低于全国水平以外，高血压病、心脏病、糖尿病

的两周患病率都明显高于全国水平（表１）。［３４］

表１　天津市四次卫生服务调查居民两周

患病率前十位病种顺位

顺位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３年 １９９８年 １９９３年

１ 高血压病 上呼吸道感染 上呼吸道感染 上呼吸道感染

２ 心脏病 急性鼻咽炎 心脏病
急、慢性

胃肠炎

３ 上呼吸道感染 高血压病 高血压病 心脏病

４ 糖尿病 急、慢性胃肠炎 急、慢性胃肠炎 高血压病

５ 脑血管病
其他缺血

性心脏病
慢性支气管炎

慢性支

气管炎

６ 胃炎 其他运动系病 脑血管病 脑血管病

７ 泌尿生殖系病 糖尿病
类风湿性

关节炎

类风湿性

关节炎

８ 类风湿性关节炎 流行性感冒 糖尿病 糖尿病

９ 慢性支气管炎 椎间盘疾病 肺炎 胆囊疾病

１０ 损伤和中毒
其他消化

系统疾病
胆囊疾病 肺炎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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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两周患病自感严重程度构成

本次调查的两周患病者中，２８．５３％认为自己病

情不严重，５７．３７％认为一般，１４．１０％认为严重。观

察天津市不同地区居民两周患病自感严重程度构成

（表２）可以看出，各个地区患者认为病情一般的比例

都在５０％左右，环城四区最高（６２．９８％），二区三县

最低（４８．７０％）；各个地区患者认为病情不严重的比

例都要高于认为病情严重的，但在市内六区、滨海三

区、环城四区这两个比例差距并不是很大，而两区三

县的患者认为病情不严重的比例高达４１．９０％，远远

高于认为病情严重的比例（９．４０％）。

表２　２００８年天津市调查地区居民两周

患病自感严重程度构成（％）

严重程度 市内六区 滨海三区 环城四区 二区三县 全市合计

不严重 ２０．７６ ２４．７９ ２３．５５ ４１．９０ ２８．５３

一般 ６２．１５ ５５．９９ ６２．９８ ４８．７０ ５７．３７

严重 １７．０９ １９．２１ １３．４７ ９．４０ １４．１０

２．３调查对象慢性病患病情况分析
２．３．１慢性病患病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３１１９５人中，经医生明确诊断患有

各种慢性病的有 ６６１６人，慢性病患病率为

２１２０９‰，高于全国水平（１５６．６４‰）。［４］其中市内六

区居民慢性病患病率最高，为２８０．９０‰；其次为环城

四区与滨海三区，分别为１７４．６８‰和１６７．０２‰；两区

三县最低，为１３５．９１‰。从纵向上来看，与２００３年

相比，２００８年两区三县的慢性病患病率增涨幅度最

大。其它各地区慢性病患病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

增加。全市慢性病患病率分别比１９９３、１９９８和２００３

年增长了１１０‰、６２‰和６３‰。

２．３．２年龄别慢性病患病率

本次调查中居民慢性病患病率按年龄分析发

现，不同年龄组之间慢性病患病率明显不同（χ２＝

５８９１８．２３，Ｐ＜０．０５），其中６５岁及以上组慢性病患

病率最高，为 ５２３．１８‰，其次为 ５５～６４岁组和

４５～５４岁组，慢性病患病率分别为 ３５９．２７‰和

２０５５８‰，０～４岁组慢性病患病率最低，为２．８７‰。

２．３．３慢性病患病按病种类型分析

本次调查显示，天津市居民慢性病患病前十位

依次为：高血压、糖尿病、其他缺血性心脏病、脑血管

病、其他类型心脏病、其他运动系病、椎间盘疾病、类

风湿性关节炎、心绞痛以及急慢性胃肠炎。从四次

调查结果来看
［２］（表３），高血压一直是影响天津市

居民健康的首要慢性病；糖尿病由１９９３年的第９位

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第２位；心绞痛２００８年首次出现在

慢性病患病的前十位中；脑血管病和其他缺血性心

脏病近几年来一直处于前５位。

表３　天津市四次调查慢性病患病率前十位疾病顺位

顺位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３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３

１ 高血压 高血压 高血压 高血压

２ 糖尿病
其他缺血

性心脏病
心脏病 冠心病

３
其他缺血

性心脏病
糖尿病 脑血管病 脑血管病

４ 脑血管病 脑血管病 慢性支气管炎 慢性胃肠炎

５
其他类型

心脏病
其他运动系病

类风湿性

关节炎
运动系病

６
其他运

动系病

其他类型

心脏病
慢性胃肠炎 慢性支气管炎

７ 椎间盘疾病 椎间盘疾病 糖尿病 消化性溃疡

８
类风湿性

关节炎

类风湿性

关节炎
胆囊疾病

其他类型

心脏病

９ 心绞痛 慢性胃肠炎 损伤和中毒 糖尿病

１０ 急慢性胃肠炎
其他慢性阻

塞性肺病
上呼吸道感染

类风湿性

关节炎

３讨论

两周患病率和慢性病患病率是反映居民卫生服

务需要量的重要指标，本次调查表明天津市居民的

卫生服务需要量较高，与２００８年全国卫生服务总调

查结果相比，其差别较为明显。这说明天津市经济

实力正在逐步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自我保健意识提高，卫生服务需要量呈逐年上升趋

势。另外两区三县居民的卫生服务需要量与前几次

调查相比明显增加，说明这些地区居民的教育水平

和健康意识以及对疾病的认知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

的提高。数据分析可见，天津市各个地区的两周患

病情况都有自己的特点，各个地区两周患病的常见

病种存在差异，提示各级政府要因地制宜，根据本地

的特点制定符合当地居民卫生需求的卫生服务

规划。

数据表明天津市第四次卫生服务调查中居民的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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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患病率高于慢性病患病率，这与全国和其他省

市的调查结果有一定差异，分析其原因可能与调查

时间和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有关，具体原因有待

探讨。

分析两周患病和慢性病患病的可能影响因素发

现，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就业情况、职业

类型等均影响天津市居民的两周患病率和慢性病患

病率，妇女、儿童、老年人、低学历者、丧偶者、离退休

或失业人员、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员其卫生服务需要

量均较一般人群要高，提示要把这些人群作为卫生

服务提供的重点对象，要更加关注和改善这些人的

生活质量。

分析两周患病的疾病发生时间构成及慢性病患

病的疾病顺位可以看出，慢性病已经成为影响天津

市居民的主要健康问题，尤其是高血压、心脏病、上

呼吸道感染、糖尿病、脑血管病这些与生活方式密切

相关的疾病两周患病率和慢性病患病率越来越高，

提示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强对这些慢性病的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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