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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人 群数 计 算公式 如下 ： 。 

某 病 发病 率 = (某 特 定 时期 内某人 群 中某 

疾 病新 发 生 的病 例数 ) (}司期 该人 群 暴露 人 口 

数 )·K 

式 中 ：K— 100 ．i000 ．1 oooo／万 ，lo00oo／10 

万 

4．1．2 研究 方法 

分母 的确定 ：研究 期间某人 群暴露 人 口数 ： 

①要研究的人群．确定范畴；②研究期间；@ 是 

否暴 露于疾 病的危 险。 

分子 的确 定 ：某 特定 时 期 内某 人群 中某疾 

病新发生的病例数 ：①疾病的诊断(公认的、标 

准化 的)；②疾 病 发 生 的时 间 (研 究期 间 的新 病 

例)；③病 例是否来 自研究 人群 

发病率 常按 年龄 、性别 、地 区及不 同人 群分 

别统计计 算 ，以 了解其 分布特点 和规律 它能定 

量地 评估 该病 对 人群 健康 影 响大 小 ．不 仅用 来 

描 述疾 病 的分 布 ，在研 究 危 险 因素与 疾病 之 间 

的关 系 和 疾病 发生 的历 史 趋 向时 是 至 关 重要 

的 ．还 可评价 干预措 施效果 因此发 病率是流 行 

病 学 和保健工 作 中常用 的重 要指 标 

4．2 患病率 的研究 (截 面研究 ) 

4．2 1 患 病率 (Prevalence)：是用 于研 究慢 性 

病 流行 强度 的重 要 指标 ，用 来衡 量 一种 疾 病给 

社会造 成的负担 。通 常用 百分数表示 。患 病率 

分为时点患 病率 和期 间患病率 。 

(1)时点 患病 率 表示在 调 查 和检 查时 点受 

检人群 中某 疾病 的现 患情况 。 

时点患 病率 一(某 特 定时点 患 有某 疾 病 的病 例 

数 )／(同时点调查 的人 口数 ·K 

式 中 ：K：i00 ，1 000 。，l0oo0／万 ，l00000／]0 

万 。 

(2)期 间患 病 率是 指在 一定观 察期 间 (月 、 

季、年)，人群 中某 病存 在或流行 的频 度 。期间 患 

病 率 的分母 用 平均 人 口数 ．分 子则 是 观察 期间 

的 现患 病例 数(旧病例 数 )与新病例 数 之和 。 

期间患病率一[观察期间患有某的病例数(现患 

病例数一新病例数)]·(同期 均人口数)一。·K 

式 中 ：K：100 ，i000 ．1oooo／万 ．100o00／10 

万 

患病率 的高 低主要受疾病 发生率 及患 病病 

程 两个 因素 的影 响 。慢性 病发病 率、患病率 与病 

程 三者 间 的关 系是 ：时 点 患 病率 (P)=发 病 率 

(I)×病程 (D) 

取 得疾 病发病 率较 患病 率 困 难得 多 ，因为 

前者 需 要仔 细 地纵 向研 究 ，而 后者 可 通过 截面 

调查获 得。例如 ，关于脊椎 骨折 的发病率 常不能 

直接获得 ，需 对一组人 群进行纵 向随访 研究 通 

常是从 截 面调查 中得出患病 率 。 

4．2．2 截面研 究 的方法 

(1)分母 的确定 ：①要研究的人群+确定范 

畴；②抽样调查 ，抽样是否能代表研究人群。 

(2)分子 的确定 ：疾病 的诊 断(公 认 的、标准 

化的 ) 

(3)截 面调 查 (cross—sectional study)的方 

法和步骤 ：①定题：确定要研究的问题；②背景 ： 

复习文献 ，了解与该问题有关的信息资料 ；③提 

出假设 ：确定要研究的有关因素；④设计 ：包括 

目的，对象，样本大小 ，方法及预期 的结果；⑤ 

组织互 助 ：课题人 员 、资金和物力 上 的筹 备与组 

织互助 ；与调查现场联 系取得支持与协作；⑥抽 

样 ：选 择哪些 人调查 ，抽样方 法正 确与否 可直接 

影 响调查结果的可靠性和代表性 ；⑦拟定调查 

提纲，编 印调查表；⑧预试验：先在少部分对象 

中进 行调查 ，以便 发现设计 方法 、调查 内容等方 

面的问题再进行修改 ；⑨选择和培训调查员 ：这 

是保证调查质量的关键；⑩现场调查 ：应随时监 

督并检查调查的质量，及早发现问题 ；⑨收集并 

审核调查表 ，同时进行编码；⑥ 资料输 ^计算 

机 ；@ 计算机 审查并清理 所有资料 ，为分析做 准 

备 ；@分析资料j@报告结果。 

4．3 率 的调 整(标 化 ) 

流行病学 家告诫不 要简单地 依赖数字 。任 

何数字 都是相对 的，有 一定 范围 的局 限 。如 在l临 

床研 究 中常有 人 因病 例数 随 年龄 下降 ，而 误认 

为随着年龄增长疾病变为少见。其实，在年龄增 

长时 ，暴露 于该病危 险的人数 也减 少 ，虽然 病人 

数量 下 降 ．而发病率可 能增 加 。所 以发 病率 常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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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性别 、地区及不同人群分别统计计算。 

当 比较不 同人 群 某病 的发 病 率时 ，不能 用 

分别 得 到 的率直 接 比较 ．必 须 考虑 所 比较 的人 

群 中年 龄和性别 结构 的差 异 通 过标准化 调整 

后的率 可以克 服这个 问题 。常用 的直接标 准化 

计算 方 法 是 这样 的：① 以 A 作 为标 准 人 群 ；② 

计 算 出每 个 人 群 中各 亚 组 (按 性 别 、年 龄 等 分 

组)发病率 。例如 ．B人群 中年龄 为 60～69妇女 

组 中髋 部 骨 折 的发 病 率是 50／100000，70～ 79 

妇女组中髋部骨折的发病 率是 80／100000；③ 

将 以上各率 应用 到标 准 人群 A 中相 应 的级 ，即 

用 以上 各 率乘 以 标 准人 群 A 中相应 亚组 的 人 

口数 ，得 出标准 人群 A 中相应 的 每个 亚组予 期 

病例数；④将每个亚组预期病例鼓相加求得总 

和 ，再 除以标准 人群总人 口数 ，所得率 为标化 了 

的率 ；⑤ 所 有各 人 群的资 料均 与 A 作 为标 准人 

群 进行标化 后再进行 比较 。 

附 ：骨质疏松 症的流行 病学调查 (频率 及分 

布 的研究 )举例 ： 

研 究一 ：北京 市髋部 骨折 发生率 的研究 

1 概况 

1．问 题 ：北 京 市 髋 部 骨 折 的 发 生 率 是 多 

少 ? 

2．研究 人群 ：北京 市所 有人 口。 

3．研 究年限 ：1 988．1_1～1992．1 2．31。 

4．所 需资 料 ：分 子 ：1988．1．1～ 1 992．1 2． 

31期 间新 发 生 的所 有 髋部 骨 折 病 例 ；分母 ：北 

京 人 口数 (人 口普 查资料 )。 

2 方 法 

1．病例 的确定 与收集 

诊断 标 准 ：髋部 骨折 的定 义用 国际疾 病 分 

类 编码第 9版(ICD一9)，编码 820(股骨颈 、粗 隆 

间)。 

诊断方 法 ：病 案中放射 学报 告 ，手术记 录 

选择条 件：①在 1988年 1月 1日～1992 

年 12月 31日期间新发生 的病例 ；②所有年龄 

的男性和女性；③北京居民。 

病例收集 ：北京各区县所有能收治骨折 的 

医 院 共 103所 ；10个 城 区 和近 郊 区 共 76所 医 

院 ；8个 郊县 共有 27所 医院 。 

资料来 源 ：医 院出院病例调 查 (统计 室登 记 

卡 、病案 室登记 卡 、计 算机数 据库 )。 

资 料 内容 ：医 院 名 ，病 案 号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性 别 ，骨 折 日期 ，住 址 ，疾 病 分 类 编 码 (820 

和 821)。 

2．人群 的确定 ：北京 市注 册 人 口，用 1990 

年全 国人 口普查 资料 ，按 区 、性 别 和年 龄分组统 

计 

3．资料有效性 验证 ： 

验证 措施 ： 

(1)是否所 有髋部 骨折都住 院 治疗 ? 

人群 调 查 ：北京 城 区 随机抽 样 2 000名 50 

岁 以 上女性 居 民诃查 其骨 折 发生 及 诊治 情况 ， 

是否住 院 。 

(2)是 否北 京 市 居 民骨折 在 附近 郊 县 医院 

住 院治疗?调 查北京 郊县所有 医院 同期的 出院 

病例 。 

(3)是 否有遗漏 病例没 有报告 ?复查 资料来 

源；① 出院登记；②病案卡片；③计算机病案库； 

④手术室手术登记。 

(4)报 来的资料 是否正 确? 

复查病案记录 ① 病例 号，姓名 ，性 ，年 

龄 ，住址 ；②骨折 日期 ；⑧放射科报告；④手术记 

录 ；⑤疾病分类编码(ICD) 

验证 结 果 ： 

(1)漏报 ：2055倒 (35 ) 

(2)错报：①粗隆 间骨折编码错误，错误率 

74 (1209／1 630){②其他错误 29倒(陈旧骨折 

或二 次人院 )。最后 的统计 计算 按改正后 的资料 

进 行 (5191例 )。 

3 率 的标 化 ：为 能与 国际资料 接 轨 ，以美 国人 

口进行标 化 

4 研究结 果见 参考文献 

研究二 ：北京 市绝经后妇女脊椎骨折的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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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l 问题 ：北京 绝经后 妇女脊椎 骨折 的患病率 是 

多 少 ? 

2 设 计 ：截面调 查 

1．人群 调 查 ：北 京 4个 城 区 2000余 名 50 

岁 以上妇 女 的问卷 调查 。 

2．临 床 检 查 ：在 已接 受 问 卷 调 查 的 ZOO0 

名 中随机选 400名 妇女进 行临 床检查 。 

3 抽样 ：多步抽样法 

1．人群 调查抽样 ：抽 样 比例按 l990年人 口 

普 查资料 计算 出各 区地段 保健及 居委会 的样本 

数 。 

街道 ：每个 居委会 1～ 5条胡 同 ，随机 排序 。 

合 格 妇女 ：按 胡 同顺 序 挨 家挨 户调 查每 个 

合格 妇女 达预计样 本数 。 

各 区 样本 分 配 东 城 ：566；西 城 ：6Z4；崇 

文 ：417；宣武 ：492。 

2．临 床 检查 抽 样 ：在 已 应 答 问 卷 的 2000 

名中用系统抽样法抽 出400名妇女参加临床检 

查 。 

4 变■ 

1．问卷 ：三 项 国际同类 研 究调查 问 卷 的综 

合 ；① Study of Osteoporos[s Fracture，SOF 

(USA)；② European VertebraI Osteoporosis 

Study；③WHO Study of Osteopurosis。 

主 要 内容 ：一 般情 况 ；既往 骨 折史 ；过去 一 

年髋部骨折史和摔跤史 ；体力恬动情况；活动受 

限和残 废情况 。 

2．临 床 检 查 ：① 资 料 收 集部 分 ：疾 病 和药 

物史 ：营 养饮食调 查 ：三天饮 食调 查和饮食 习惯 

调查 。② 临床检查内容；身高 ，体重；膝高；握力； 

站 起试 验 ；平衡功 能试验 ；行走 速度 ；下 蹲试验 ； 

胸 腰椎 侧 位 相 ；腰 椎 BMD；髋 部 BMD；髋 部轴 

长 测量 ；软 组织厚度 

5 应答 率 

人 群 调 查 ：96．7 (2．11 3／2．186) 

临 床 检 查 ：68．4 (402／588)；8O岁 以 下 

73．0 ；80岁 以上 58．0 

6 脊椎骨折的诊断标准 

通过测量 椎体高 度来定 义脊椎 骨折 测鼍 

椎 体 前缘 高度 (AH)，中间高 度 (MH)与后缘 高 

度 (PH)，若 AH／PH 或 MH／PH 比值 低 于正 常 

平 均 比值 的 3个 标 准 差 ，或 AH 和 PH 均 低 f 

正 常均值 的 3个标 准差 ，即诊 断 该椎 体 骨折 

7 患病 率的 计算 

脊椎 骨 折 的患 病 率 = (有放 射 学诊 断 依据 

的脊 椎 骨折 病 例数 )·(接 受 检 查 的人数 )一 · 

100 

8 危险 因素的 分析 ：多因 素分析 Logist回归 

9 研 究结 果见 参考 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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