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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与2019年中国0~14岁儿童肿瘤疾病负担分析

周洁，谭自明，茹凉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新疆 乌鲁木齐 832000

摘要：目的 了解1990年与2019年中国0~14岁儿童肿瘤疾病负担，为中国儿童肿瘤防控提供依据。方法 通过全球健

康交流数据库收集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资料，采用死亡率、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率分析1990年与2019年中国0~
14岁儿童肿瘤疾病负担，并与全球不同社会人口指数（SDI）地区进行比较。结果 中国 0~14岁儿童肿瘤死亡率由

1990 年的 13.10/10 万降至 2019 年的 4.96/10 万，DALY 率从 1 118.93/10 万降至 424.77/10 万，降幅分别为 62.17% 和

62.04%。男童肿瘤死亡率从13.48/10万降至5.38/10万，DALY率从1 147.09/10万降至458.65/10万；女童肿瘤死亡率从

12.69/10万降至4.46/10万，DALY率从1 088.22/10万降至384.94/10万。儿童肿瘤疾病负担集中在0~4岁。2019年白血

病、脑和神经系统肿瘤、淋巴瘤居儿童肿瘤疾病负担的前三名。与全球不同SDI地区比较，中国0~14岁儿童肿瘤死亡

率和DALY率下降幅度最大，但仍高于中等SDI、中高SDI、高SDI地区。结论 与1990年相比，2019年中国0~14岁儿

童肿瘤疾病负担有所下降，但仍高于中等及以上SDI地区。0~4岁儿童、男童的疾病负担相对较重；主要肿瘤类型为白

血病、脑和神经系统肿瘤、淋巴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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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ase burden of tumors among children aged 0 to 14 years in China
in 1990 and 2019

ZHOU Jie, TAN Ziming, RU Liang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2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rends in the disease burden of tumors among children aged 0 to 14 years in
China in 1990 and 2019, so as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management of pediatric tumors in China. Methods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2019 data were retrieved from the Global Health Data Exchange, and the mortality and dis⁃
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 of pediatric tumors were evaluated among children at ages of 0 to 14 years in Chi⁃
na in 1990 and 2019, and the disease burdens due to pediatric tumors in China were compared with the regions with
different social population index (SDI). Results The mortality of tumors decreased from 13.10/105 in 1990 to 4.96/105

in 2019 (a 62.17% reduction) among children aged 0 to 14 years in China, and the DALY rate decreased from
1 118.93/105 to 424.77/105 (a 62.04% reduction). The mortality and DALY rate of tumors decreased from 13.48/105 to
5.38/105, and from 1 147.09/105 to 458.65/105 among male children, and from 12.69/105 to 4.46/105, and from 1 088.22/105

to 384.94/105 among female children. The disease burden of pediatric tumors was concentrated among children at ages
of 0 to 4 years. The three highest disease burdens of pediatric tumors were measured in leukemia, brain and nerve sys⁃
tem tumors, and lymphoma in 2019. Compared with the regions with different SDI, the largest reductions were seen in
the mortality and DALY rate of tumors among children at ages of 0 to 14 years in China, which were still higher than
in middle, high-middle and high SDI regions. Conclusions The disease burden of tumors declined among children at
ages of 0 to 14 years in China in 2019, compared with 1990; however, it is still higher than in middle and higher
SDI regions. The disease burden of pediatric tumors was high among children at ages of 0 to 4 years and a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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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e children, with leukemia, brain and nerve system tumors and lymphoma as predominant types.
Keywords: children; tumor; disease burden; mortality;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

肿瘤是儿童发病和死亡的第二大原因，仅次于伤

害，是伤残调整寿命年 （disability - adjusted life
years，DALY）负担的第九大原因［1-2］。据世界卫生

组织 （WHO） 估计，全球每年约有 21.5 万例儿童

（0~14 岁）恶性肿瘤新发病例，其中约 80% 生活在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3］。据 GOLOBCAN （Global
Cancer Observatory） 2020 估计，2020 年肿瘤导致全

球儿童死亡 80 104 多万例，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

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4］。中国儿童肿瘤发病率低于

全球平均水平，但死亡率却明显高于美国和日本［5］，

中国儿童肿瘤导致的疾病负担不容忽视。本研究基于

2019 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GBD）结果，采用死亡率和 DALY 率等指标

分析 1990 年与 2019 年中国 0~14 岁儿童肿瘤疾病

负担变化，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通过全球健康交流数据库（http://gh⁃
dx.healthdata.org/gbd-results-tool）下载 GBD 2019 资

料。GBD 2019 主要利用发病率、死亡率和 DALY 率

对 204 个国家的 389 种疾病和 87 种危险因素进行评

估，具体评估方法参考文献［6-7］。本研究收集中

国 0~14 岁儿童肿瘤死亡率、DALY 率、过早死亡寿

命损失年（years of life lost，YLL）率和伤残损失寿

命年 （years of lived with disability，YLD） 率资料。

GBD 2019 数据库中 0~14 岁儿童肿瘤类型包括白血

病、脑肿瘤、淋巴瘤、肝癌、肾癌、结直肠癌、鼻咽

癌、卵巢癌、睾丸癌、肺癌、恶性皮肤黑色素瘤、甲

状腺癌、唇癌和口腔癌。

1.2 疾病负担评估指标和评估方法 采用 Excel
2019 软件整理和分析数据。采用死亡率、DALY 率

评价中国 0~14 岁儿童肿瘤疾病负担，分析导致死

亡的主要肿瘤及顺位；并比较中国与全球不同社会

人口指数 （sociodemographic index，SDI） 地区的死

亡率和 DALY 率。死亡率是特定时期内儿童肿瘤死

亡病例与该范围人群总人群数之比［8］。DALY=
YLL+YLD。指标的变化率 （%） = ［（2019 年值-
1990 年值） /1990 年值］×100%。年龄分组：早期

新生儿 （1~6 d）、晚期新生儿 （7~27 d）、婴儿期

（28 d~1 岁）、1~4 岁、5~9 岁、10~14 岁。SDI 结

合了 25 岁以下人群的受教育程度、人均收入和总

生育率，是用于评价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综合指

标［9］。全球按照 SDI 值分为低 SDI、中低 SDI、中

等 SDI、中高 SDI 和高 SDI 地区［10］，GBD 将中国

划分为中等 SDI 地区［11］。

2 结 果

2.1 1990 年与 2019 年中国 0~14 岁儿童肿瘤疾病

负担变化 中国 0~14 岁儿童肿瘤死亡率由 1990 年

的 13.10/10 万降至 2019 年的 4.96/10 万，DALY 率

从 1 118.93 / 10 万降至 424.77 / 10 万，降幅分别为

62.17% 和 62.04%。不同性别儿童肿瘤死亡率和 DALY
率均下降，但女童下降幅度高于男童。2019 年各年

龄组中，肿瘤死亡率和 DALY 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早

期新生儿、婴儿期、晚期新生儿、1~4 岁组、5~9 岁

组和 10~14 岁组。见表 1。

表 1 1990 年与 2019 年中国 0~14 岁儿童

肿瘤疾病负担（1/10 万）

Table 1 Disease burden of tumors among children aged 0 to
14 years in China in 1990 and 2019 (1/105)

早期新生儿

1990年
2019年
变化率/%

晚期新生儿

1990年
2019年
变化率/%

婴儿期

1990年
2019年
变化率/%

1~4岁
1990年
2019年
变化率/%

5~9岁
1990年
2019年

102.97
38.45

-62.66

33.90
10.01

-70.47

42.91
10.78

-74.88

15.04
5.02

-66.62

10.09
5.39

84.17
28.37

-66.29

32.72
8.92

-72.73

45.60
9.65

-78.83

16.82
4.91

-70.79

7.69
3.79

94.14
33.80

-64.10

33.34
9.51

-71.48

44.18
10.26

-76.77

15.88
4.97

-68.70

8.94
4.65

9 354.30
3 568.24

-61.85

3 074.85
925.99
-69.88

3 855.83
979.77
-74.59

1 316.41
448.76
-65.91

838.84
453.98

7 663.36
2 670.45

-65.15

2 968.47
831.74
-71.98

4 106.06
882.17
-78.52

1 472.57
438.32
-70.23

643.84
322.80

8 560.48
3 154.16

-63.15

3 024.87
882.51
-70.82

3 973.45
934.73
-76.48

1 390.19
443.94
-68.07

745.25
393.71

年龄组
死亡率

男童 女童 总计

DALY率

男童 女童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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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率/%
10~14岁

1990年
2019年
变化率/%

0～14岁
1990年
2019年
变化率/%

-46.61

8.47
4.45

-47.47

13.48
5.38

-60.11

-50.74

6.83
3.55

-48.06

12.69
4.46

-64.83

-47.95

7.68
4.04

-47.42

13.10
4.96

-62.17

-45.88

659.13
352.59
-46.51

1 147.09
458.65
-60.02

-49.86

531.47
284.88
-46.40

1 088.22
384.94
-64.63

-47.17

597.37
321.61
-46.16

1 118.93
424.77
-62.04

年龄组
死亡率

男童 女童 总计

DALY率

男童 女童 总计

2.2 2019 年导致中国 0~14 岁儿童死亡的主要肿瘤

及顺位 2019 年导致中国 0~14 岁儿童死亡的主要

肿瘤依次为白血病、脑和神经系统肿瘤、淋巴瘤、肝

癌、肾癌，其中白血病、脑和神经系统肿瘤的死亡例

数和 DALY 远高于其他类型肿瘤。男童肿瘤导致的

死亡和 DALY 负担均高于女童，男童睾丸癌导致的

DALY 排第六位。见表 2 和表 3。
2.3 中国与全球不同 SDI 地区 0~14 岁儿童肿瘤疾病

负担比较 与全球以及 5 个不同等级的 SDI 地区比

较，中国 0~14 岁儿童肿瘤死亡率和 DALY 率的下降

幅度最大，但中国儿童肿瘤死亡率和 DALY 率仍高于

中等 SDI、中高 SDI、高 SDI 地区。SDI 越低的地区，

儿童肿瘤死亡率和 DALY 率越高。见图 1 和图 2。

表 1（续） Table 1 (continued)

表 2 2019 年中国 0~14 岁儿童主要肿瘤死亡情况及顺位

Table 2 Number and rank of mortality of tumors among children aged 0 to 14 years in China in 2019

序号

1
2
3
4
5

男童

疾病名称

白血病

脑和神经系统肿瘤

淋巴瘤

肝癌

肾癌

死亡例数

2 903
1 603

404
214
163

构成比/%
2.95
1.63
0.41
0.22
0.17

女童

疾病名称

白血病

脑和神经系统肿瘤

淋巴瘤

肝癌

肾癌

死亡例数

1 903
1 213

222
154
150

构成比/%
2.89
1.84
0.34
0.23
0.23

总计

疾病名称

白血病

脑和神经系统肿瘤

淋巴瘤

肝癌

肾癌

死亡例数

4 806
2 816

626
368
313

构成比/%
2.93
1.71
0.38
0.22
0.19

注：构成比表示该类型肿瘤导致的死亡例数占该年龄性别组总死亡例数的百分比。

3 讨 论

研究结果显示，与 1990 年相比，2019 年中国

0~14 岁儿童肿瘤疾病负担明显下降。这与过去几十

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医疗技术进步有关，特别是中国

儿童保健政策的不断完善及家长保健意识的提高，使

儿童肿瘤能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12］。应坚持当

前的相应肿瘤防控策略，继续建立健全全国儿童肿瘤

防治体系。

男童肿瘤死亡率和 DALY 率略高于女童，与以

往研究报道［13］一致，提示不同性别人群间可能存在

易感性差异。此外，激素差异也可能导致儿童肿瘤的

性别差异［14］。了解肿瘤性别差异有助于诊断和治疗

儿童肿瘤。

中国 0~14 岁儿童肿瘤疾病负担随年龄增长而降

低，主要集中在 0~4 岁。对肿瘤最易感的时期是胎

儿、围产期及生命的最初几年，如果暴露于致癌化学

物质，会增加肿瘤发病风险［15］。应重点加强 4 岁以

下儿童的干预和保健。

白血病、脑和神经系统肿瘤、淋巴瘤是中国 0~

14 岁儿童肿瘤死亡和 DALY 顺位的前三位，与相关

研究结果［16-18］类似，提示导致疾病负担最高的肿瘤

分布于血液淋巴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肿瘤，这可为开

展儿童肿瘤病因学研究提供参考。白血病是对儿童危

害最严重的恶性肿瘤，其死亡率和 DALY 率均排名

第一，因此加强儿童白血病的防治是降低儿童肿瘤负

担的关键。

中国儿童肿瘤死亡率和 DALY 率仍高于中等

SDI、中高 SDI 和高 SDI 地区。儿童肿瘤防治需要多

学科管理、更高的财政资源分配、良好的基础设施和

诊断设施［19］。美国在儿童肿瘤研究方面的投资最多，

2008—2018 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了 1 041 个

儿童恶性肿瘤研究项目，总资金为 2.556 亿美元，而

中国共投资了 239 个儿童恶性肿瘤研究项目，总资

金为 1 065 万元人民币（154 万美元）［20］，与美国有

较大差距。由于政府财政资源分配有限，中国儿童肿

瘤并没有一个更加结构化的组织以开展监督注册、数

据管理、临床试验和多中心试验等［21］。此外，SDI
越低的地区，儿童肿瘤疾病负担越严重。因此，相关

国际组织应制定策略全面加强对中低收入国家患有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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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的儿童的关注和投资，降低中低收入国家儿童肿瘤

的疾病负担。

综上所述，中国儿童肿瘤防治已经取得较大进

展，疾病负担虽有下降，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

有差距。中国应继续完善儿童肿瘤防治体系，推进儿

童肿瘤重点研究领域，加大对儿童肿瘤研究的激励力

度，提高早期诊断效率，开发新的肿瘤治疗技术，进

一步降低中国儿童肿瘤疾病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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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9 年中国 0~14 岁儿童主要肿瘤 DALY 及顺位

Table 3 Number and rank of DALYs due to tumors among children aged 0 to 14 years in China in 2019

序号

1
2
3
4
5

男童

疾病名称

白血病

脑和神经系统肿瘤

淋巴瘤

肝癌

肾癌

DALY/人年

249 669
133 463
33 942
17 941
14 302

构成比/%
2.05
1.10
0.28
0.15
0.12

女童

疾病名称

白血病

脑和神经系统肿瘤

淋巴瘤

肾癌

肝癌

DALY/人年

165 376
102 651
18 645
13 358
12 949

构成比/%
1.87
1.16
0.21
0.15
0.15

总计

疾病名称

白血病

脑和神经系统肿瘤

淋巴瘤

肝癌

肾癌

DALY/人年

415 045
236 113
52 586
30 890
27 660

构成比/%
1.98
1.13
0.25
0.15
0.13

注：构成比表示该类型肿瘤导致的DALY占该年龄性别组总DALY的百分比。

图 1 1990 年与 2019 年中国和全球不同 SDI 地区 0~14 岁儿

童肿瘤死亡率

Figure 1 Mortality of tumors among children aged 0 to 14
years in China and different SDI regions in 1990 and 2019

图 2 1990 年与 2019 年中国和全球不同 SDI 地区 0~14 岁儿

童肿瘤 DALY 率

Figure 2 DALY rate of tumors among children aged 0 to 14
years in China and different SDI regions in 1990 and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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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优秀论文评选活动

《预防医学》杂志深入贯彻预防为主的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坚持正确出版导向和价值取向，聚焦学术前

沿和卫生健康领域重大问题，努力打造精品学术期刊品牌，连续保持入选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

计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源期刊，连续 5 年位于预防医学与卫生学 Q1 区。2020 年入

选第二十七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中国精品期刊展”“防疫抗疫”主题精品期刊，2021 年获评第七

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为繁荣学术，响应“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号召，隆重推出 2023 年优秀论文评选活动，每期评

出 5～10 篇月度优秀论文，通过《预防医学》杂志官网和微信公众号同步推送，提高作者学术影响力。评选

年度优秀论文 1 篇，奖励 3000 元；创新奖 10 篇，奖励 1000 元。

《预防医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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