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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分析大连市甘井子区
$%%$"!"$"

年甲状腺癌流行趋势' %方法& 利用甘井子区
$%%$"!"$"

年甲状腺癌新发病例资料"计算粗发病率(世界人口调整发病率(截缩率(累积率(年度
变化百分比)

+E=

*"并描述其时间(性别及年龄分布' %结果&

$%%$"!"$"

年甲状腺癌新发病例
$ "'%

例"男女性别比为
$#)&)N

'男(女性粗发病率分别为
OP)"Q#*

万和
#R&R*Q#*

万"

+E=

为
#S&%*T

)

E$*P**$

*和
$NPR$T

)

E$*P**$

*#男(女性世界人口调整发病率分别为
!P%*U$"

万和
%P%"Q$"

万"

+E=

为
$RP$ST

)

E$"P""$

*和
$'P%'T

)

E$"P""$

*#男(女性
)RV'O

岁截缩率分别为
'PSOU$*

万和
!RP!)U$*

万#男(女性
*V'O

岁累积率分别为
*P!'T

和
*P%OT

"

*VSO

岁累积率分别为
*P)OT

和
$P$$T

#男性发
病率在

N*V

岁年龄组达最高峰"而女性在
R*V

岁年龄组达最高峰#除
$*V

岁年龄组外"其他年龄组
的女性发病率均高于男性'%结论& 甘井子区甲状腺癌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男女性年均上升幅度
均超过

$*T

"建议通过对相关的病因采取三级预防的策略来控制并减少甲状腺癌的发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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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癌是内分泌系统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资料显示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

$

&

"

女性的发病率高于男性' 为探讨大连市甘井子区甲

状腺癌的发病特征及流行趋势" 同时为卫生行政部

门制定相应的防治措施提供科学的依据" 现对甘井

子区
$%%$%!*$*

年甲状腺癌的发病资料进行分析'

$

资料与方法

!"!

病例来源

全部病例信息来自大连市甘井子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

年甲状腺癌新发病例'

!"#

人口资料

人口资料来源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公安分局每年

年底提供的各街道性别总人口数' 各年的年平均人

口数为相邻两年年末人口数的平均值"其中
!**'

年

以前人口资料是根据
$%%*

年人口普查资料和
!**'

年百岁表的性别( 年龄构成通过内插法估算各年的

性别( 年龄组平均人口数#

!**'

年以后直接采用公

安局百岁表'

!"$

数据分析

发病例数(粗发病率(世界人口调整发病率)世

标率*的计算采用
G+W=

的
=-,W7AO

登记软件 %

!

&

"其

中世标率是根据
=-,W7AO

登记软件中的世界标准

人口构成对当地的粗发病率进行调整计算' 发病率

的时间变化趋势通过对发病率的对数转换和病例数

加权的线性回归分析来实现" 在此基础上对回归系

数的通用指数运算获得发病率的年度变化百分比

)

+E=

*" 上述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均采用
[E[[$)P*

统计软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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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登记质量评价

甘井子区
$%%$"!*$*

年甲状腺癌新发病例中病

理诊断比例为
%OPONT

" 死亡补发病比例为
*POST

"

死亡
Q

发病比为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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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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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概况

甘井子区
$%%$!!&$&

年甲状腺癌新发病例

$ &'%

例!其中男性
!((

例!女性
)!*

例!男女性别比

为
$"+,+)

" 男性发病粗率和世标率分别为
(,+&-$&

万和

!,%&-$&

万!女性发病粗率和世标率分别为
$*,*&-$&

万和

%,%&-$&

万" 男女性
+*.'(

岁截缩率分别为
',/(-#&

万和

!*,!+-#&

万# 男女性
&.'(

岁累积率分别为
&,!'0

和

&,%(0

!

&./(

岁累积率分别为
&,+(0

和
$,$$0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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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趋势

$%%$!!&$&

年间男女性甲状腺癌的粗发病率和

世标率均呈显著上升趋势$表
!

%& 其中!男性粗发病

率由
$%%$.$%%*

年的
&,*&-$&

万上升至
!&&'!!&$&

年的
%,*&-$&

万!年均上升
$/,%&0

$

1#&,&&$

%!世标

率由
&,'&-$&

万上升至
','&-$&

万!年均上升
$*,$/0

$

1#&,&&$

%# 女性粗发病率由
$%%$!$%%*

年的
+,!&-

$&

万上升至
!&&'!!&$&

年的
+!,)&-$&

万!年均上升

$),*$0

$

1 #&,&&$

%! 世 标 率 由
!,)&-$&

万 上 升 至

!!,*&-$&

万!年均上升
$',%'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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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别发病率

$%%$.!&$&

年甘井子区男女性甲状腺癌的平均

发病年龄分别为
(/

岁和
('

岁& 除
$&.

岁年龄组外!

女性甲状腺癌发病率均高于男性&男女性
!&.

岁年龄

组发 病 率 分 别 为
&,/*-$&

万 和

(,')-$&

万!之后进入快速上升阶

段! 并分别于
)&.

岁和
*&.

岁年

龄组达发病高峰!发病率分别为

$&,/)-$&

万和
+&,%'-$&

万& 女性

年龄别发病率上升幅度明显高

于男性!特别是
(&.'*

岁年龄段

的发病率均超过
!&,&&-$&

万!为

同年龄组男性的
+.*

倍以上& 女

性
'&.

岁年龄组以后呈下降趋

势 ! 至
)*

2年龄组的发病率为

*,/&-$&

万$图
$

%&

+

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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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甘井子区

男女性甲状腺癌发病位次分别

由
$%%$

年的第
!)

位和第
/

位

上升至
!&$&

年的第
$&

位和第

+

位!男女性甲状腺癌发病的年

均上升幅度均超过
$&0

# 女性

发病率高于男性! 是同时期男

性的
+,'&

倍! 男女性发病比与

海门市和海宁市等沿海城市基

本相当 '

*

!

'

(

# 男女性甲状腺癌发

病平均年龄均低于
*&

岁! 对劳

动力人口的健康与生活质量构

成威胁!加重患者)家庭及社会

经济负担& 目前!甘井子区甲状

表
$

甘井子区
$%%$.!&$&

年甲状腺癌发病情况

发病指标
$%%$.$%%*

年
$%%'.!&&&

年
!&&$.!&&*

年
!&&'.!&$&

年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病例数
' +' +$ /% (( $/( $'+ *+'

构成
304 &,!/ !,(& #,#! (,&& #,&# *,+# !,!& %,&+

粗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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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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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截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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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累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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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累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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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甘井子区
#%%#!!&#&

年甲状腺癌流行趋势

性别 指标
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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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1

值

男性 粗率
#/,%& &,#'* ##,&(( 9&,&&#

世标率
#*,#/ &,#(# ),#/% 9&,&&#

女性 粗率
#),*# &,#/& #',%/* 9&,&&#

世标率
#',%' &,#*/ #*,%+! 9&,&&#

图
#

甘井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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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癌发病率上升的确切原因仍不清楚! 可能与初期

肿瘤登记工作不规范导致漏报较多! 以及近年健康

体检增加了早期发现!使得发病增加有关"同时也不

排除报告模式的改变和认识#诊断#检出甲状腺癌概

率的提高! 以及辖区人口数的不断上升对其发病率

的时间变化趋势及发病绝对数的部分影响作用$ 资

料显示甲状腺癌的发病与多种危险因素暴露增加有

关!目前辐射暴露已明确为甲状腺癌发病危险因素!

并有证据表明
&'()*+,-,

%

(

甲状腺炎有发展成甲状

腺淋巴瘤的可能!同时不排除与个体的良性甲状腺

结节&甲状腺癌家族史&碘摄入&肥胖和激素水平等

因素有关'

.

!

/

(

"有文献强调女性激素可能影响甲状腺

癌的发生'

%

!

$"

(

!但仍需进一步确认$

综上所述!甘井子区
$%%$!!"$"

年甲状腺癌发

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积极有效的防治已成为当务

之急$因此!建议在甲状腺癌的一级预防工作中对明

确的病因广泛开展全人群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

作!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减少不必要的

辐射暴露"针对不同人群开展定期体检和筛查!如将

甲状腺超声等检查列入职工定期体检项目! 对甲状

腺癌高危人群开展甲状腺细针抽吸细胞学检查

)

0123

*等筛查工作"同时要重视甲状腺疾病的积极

治疗! 以防恶变" 由于多数甲状腺癌的恶性程度较

低!应在二三级预防中坚持采取早发现#早诊断#早

治疗的三早政策!以期提高患者的远期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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