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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群死亡状况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人群健康状况和卫生保健水平的重要指标。
建立死因监测系统，通过长期、系统、连续地收集人群死亡资料，研究人群死亡水平、死亡原因及变
化趋势和规律，将信息及时发布、反馈，可以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卫生事业发展
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可为医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提供基础信息。
我国现阶段尚未开展全人群死因登记工作，通过建立和完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死因监测系统来推断全
国人群死亡状况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我国疾病监测工作始于1978年，1990年在卫生部支持下，在原有工作基础上建立了由145个监测点
组成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全国疾病监测系统（DSPS），覆盖1 000余万人口。
2005年，经过论证后该系统进行了全面调整，全国疾病监测系统由161个监测点组成，总监测人群达7
300多万。
自2006年1月1日起，调整后的监测系统正式上报数据。
　　卫生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各级疾控机构对全国DSPS工作一直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这对
保证DSPS工作的正常开展和监测数据质量的不断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1990年开始，卫生部防疫司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连续出版了中国疾病监测报告，该报告所提
供的信息为我国卫生决策和卫生防病工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各级各类科研机构开展相关研
究提供了基础数据，DSPS的监测数据也被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作为代表中国国家的数据而引用。
　　《全国疾病监测系统死因监测数据集2006》是继《全国疾病监测系统死因监测数据集2004》、《
全国疾病监测系统死因监测数据集2005》之后的又一重要报告，提供了我国目前人群死因状况的详实
信息，希望该报告的出版能继续为我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促进人民健康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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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疾病监测系统由分布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161个监测点组成，总监测人口7 300多万，主要收集
死亡个案和人口信息。
该系统每年出版一册年度分析报告。
《全国疾病监测系统死因监测数据集2006}简要介绍了全国疾病监测系统工作的历史和目前工作情况及
流程，给出了死亡和人口资料的汇总方法、基本结果和统计表格。
        本书为读者了解我国人群的死亡水平、死因构成及顺位，以及死亡变化趋势和规律提供了丰富的
信息，为医学、人口学、社会学等科学研究机构开展相关研究工作提供基础资料，为政府相关部门决
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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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全国疾病监测点系统始建于1978年，1990年进行第一次调整，调整后该系统由经过随机抽样产生
的145个监测点组成，总监测人群1000多万，其监测结果可以用于推算全国的情况。
2005年，在系统评价的基础上进行了第二次调整，扩大监测覆盖人群，突出监测重点，即：全国疾病
监测系统在调整后主要开展死因监测工作，并进行危险因素等监测工作；死因监测工作以县（区）为
单位，监测覆盖人口为监测点所在县（区）行政区划内所有人口。
调整后的全国疾病监测系统包括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61个监测点，总监测人口由原有
的1000多万增加到7300多万，覆盖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扩至6％。
中国疾控中心为各省（区、市）及各监测点县（区）提供了必要工作经费，并保证经费严格管理，做
到专款专用。
　　多年来，全国疾病监测系统承担着收集人群健康状况基础资料的重要任务，其常规监测数据为制
定疾病预防控制策略和有关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也承担了多项国家重要科研、专题调查任务。
2006年是系统调整后正式运行的第一年，本报告的数据资料即来源于常规死因监测。
　　1.1全国疾病监测系统调整概况　　2005年，全国疾病监测系统进行了调整，监测点产生的抽样步
骤如下：　　（1）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方法，首先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为东、中、
西三部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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