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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死亡月分布变异系数作为月份对死亡影响程度的指标, 对 1989年分年龄 ( 5 岁分组) 性别中国

人死亡月分布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年龄中国人死亡存在明显的月份集中性, 并且随着年龄的增

高, 其死亡月分布模式逐渐转变; 两性死亡月分布模式相似; 死亡率水平与死亡受月份影响的程度不完

全一致。月份对死亡影响的程度可能与特定年龄性别人群的生理机能状况和疾病谱的季节性节律及其危

害程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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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年龄人口的死亡率水平受社会、经济、文化及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 但在一

般情况下, 这些外界因素都是通过人的生物学因素发生作用的, 因此人的死亡率水平的变

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人在特定条件下的生理机能特点和疾病谱的某些性质。对不同时

期各年龄性别中国人口的死亡率水平已进行过研究
[ 1 2]

。然而这些研究一般都是假定各年

龄人口 ( 0 岁组除外) 在一年中的死亡是均匀分布的。虽然这种假设对估价各年龄性别人

口的死亡率水平及预期寿命的影响较小
[3]

, 但却忽视了不同季节环境条件的显著变化对不

同年龄性别人群生存或死亡的影响。人的很多生理机能和疾病谱的发生具有明显的节律

性
[ 4 5]

。中国人在一年中的死亡有明显的季节性集中的趋势
[6 7]

, 由于受调查统计的样本

规模和取样范围的限制, 对中国各年龄性别人口死亡月变化的研究很少, 已有的研究结果

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为探讨中国人生理机能及疾病发生在一年中的变化特点, 本文分析了

1989 年中国各年龄性别人口死亡的月分布。

1 材料和方法

材料 1990 年全国人口普查时登报的 198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全国分年龄

( 按 5岁分组) 性别的按月死亡人口数
[ 8]
。

方法 分年龄性别按月死亡人口数的标准化: 由于 1年的每月天数不等, 为了使不同

月份之间死亡人口数能够进行比较, 将各月都标准化为 30 天。

标准化某月死亡人口数= 某月实际死亡人口数 30 某月实际天数

死亡月分布变异系数 CV = 标准差SD 平均数N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年龄组分性别死亡人口的月分布

将分年龄组和性别的标准化按月死亡人口数转换为按月死亡比重分布并对相邻月份

( 与上月比较, 1月与 12 月比较) 的死亡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 (
2

检验) 见表 1。

2 2 死亡分布月份的集中性

虽然各年龄组分性别死亡人口在不同月份分布的比重有很大差异, 但其分布的最高月

和最低月有明显的集中性 ( 见表 2) 。除 0 4岁组外, 两性死亡分布的高峰月在 35 39 岁

组以前发生在 7月 ( 虽然男性 30 34 岁组为 6 月, 35 39 岁组为 8 月, 女性 35 39 岁组

为6 月, 但其死亡与相邻的 7月并没有显著性差异) , 而自 50 54岁组 ( 女性为40 44 岁

组) 以后死亡的高峰月发生在 2 月。两性死亡分布的低谷月在 50 54岁组以前都发生在 1

月, 而以后的年龄组大都发生在 9 月 ( 85 89 及 90 岁以上年龄组为 5 月) 。值得注意的

是, 在相邻月份的死亡分布中, 所有年龄组在 1月份的死亡都要显著性的低于相邻的12 月

表 1 分年龄组和性别的标准化中国人死亡月分布 ( %)

The Standardized monthly distribution of age group and sex- specific deaths in China ( %)

性别

Sex

年龄组

Age Group

死亡人数

N

1月

Jan

2月

Feb

3月

Mar

4月

Apr

5 月

May

6 月

Jun

7 月

Jul

8 月

Aug

9月

Sep

10月

Oct

11月

Nov

12月

Dec

男

male

0- 4 357883 5 81
**

7 94
**

7 90 8 40
**

7 89
**

8 69
**

8 64 9 22
**

8 18
**

9 65
**

8 78
**

8 91

5- 9 42617 4 25
**

5 61
**

6 05
**

7 52
**

9 10
**

13 67
**

15 94
**

12 57
**

7 69
**

7 03
**

5 61
**

4 96
**

10- 14 33761 5 09
*

6 97
**

6 56
*

8 09
**

9 10
**

12 37
**

14 50
**

11 52
**

7 41
** 7 20 5 74

** 5 45

15- 19 67935 5 79
**

7 13
** 7 23 8 34

**
9 05

**
11 10

**
11 83

**
10 83

**
8 09

**
7 69

**
6 49

** 6 44

20- 24 88852 5 81
**

6 98
** 7 07 8 66

** 8 80 10 44
** 10 57 10 04

**
8 62

**
8 32

*
7 42

** 7 27

25- 29 67146 6 04
**

7 01
** 7 23 8 47

** 8 65 9 78
** 10 04 9 66

*
8 58

** 8 65 7 93
** 7 96

30- 34 78765 6 81** 8 12** 7 89 8 88** 8 55* 9 60** 9 59 9 25* 8 10** 8 24 7 59** 7 37

35- 39 94637 6 61
**

8 37
**

7 87
**

8 77
**

8 41
**

9 23
**

9 21 9 27 7 91
**

8 70
**

7 91
**

7 74

40- 44 100190 6 61
**

8 59
**

7 95
**

8 70
**

8 45 8 85
**

8 79 9 06
*

8 27
**

8 75
**

8 08
**

7 90

45- 49 125805 7 00
**

8 75
**

8 09
**

8 82
**

8 53
*

8 96
**

8 67
*

8 75 7 73
**

8 66
**

8 06
**

7 98

50- 54 190704 7 33
**

9 29
**

8 35
**

8 90
**

8 50
**

8 71
*

8 39
**

8 33 7 63
**

8 62
**

7 92
**

8 02

55- 59 279233 7 56
**

9 68
**

8 42
**

8 77
**

8 22
**

8 53
**

8 02
**

8 18
*

7 49
**

8 65
**

8 20
**

8 27

60- 64 373849 7 85
**

9 96
**

8 80
**

8 90 8 10
**

8 33
**

7 79
**

7 88 7 29
**

8 61
**

8 16
**

8 31
*

65- 69 442333 8 06
**

10 2
**

8 80
** 8 77 7 79

**
8 02

**
7 71

** 7 75 7 22
**

8 62
**

8 36
**

8 61
**

70- 74 463694 8 23
**

10 69
**

8 81
**

8 54
**

7 66
** 7 72 7 47

**
7 60

*
7 05

**
8 63

** 8 53 9 07
**

75- 79 384059 8 60
**

10 85
**

8 74
**

8 12
**

7 13
**

7 47
**

7 31
**

7 45
*

7 08
**

8 71
**

8 85
*

9 68
**

80- 84 252037 8 93
**

11 03
**

8 63
**

7 93
**

6 98
**

7 14
*

6 97
*

7 28
**

7 05
**

8 73
**

9 07
**

10 26
**

85- 89 104626 9 22
**

11 19
**

8 52
**

7 66
**

6 56
**

7 01
**

6 74
*

7 25
**

6 97
*

8 80
**

9 34
**

10 75
**

90 25884 9 79** 11 43** 8 68** 7 67** 6 17** 6 63* 6 49 7 22** 6 71* 8 79** 9 35* 11 07**

total 3574012 7 57
**

9 63
**

8 38
**

8 52
**

7 88
**

8 38
**

8 21
**

8 26
**

7 48
**

8 69
**

8 34
**

8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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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性别

Sex

年龄组

Age Group

死亡人数

N

1月

Jan

2月

Feb

3月

Mar

4月

Apr

5 月

May

6 月

Jun

7 月

Jul

8 月

Aug

9月

Sep

10月

Oct

11月

Nov

12月

Dec

女

female

0- 4 353064 5 69
**

7 65
**

7 77 8 35
**

7 79
**

8 23
**

8 71
**

9 69
**

8 37
**

9 89
**

8 88
**

8 98

5- 9 28543 4 99
**

6 42
**

7 03
**

8 03
**

8 54
*

11 72
**

13 20
**

11 90
**

7 73
**

8 02 6 62
**

5 81
**

10- 14 23850 5 12
**

7 37
**

7 10 8 38
**

8 69 11 68
**

12 80
**

11 22
**

7 81
**

7 84 6 13
**

5 86

15- 19 52252 5 42
**

7 28
** 7 39 8 64

** 8 98 10 96
** 11 15 10 68

*
8 41

**
8 06

*
6 83

**
6 21

**

20- 24 69894 5 46
**

7 42
**

7 06
*

8 53
** 8 82 10 48

**
10 87

*
10 38

**
8 44

** 8 66 7 17
**

6 71
**

25- 29 50587 5 55
**

7 54
**

7 09
**

8 64
** 8 68 10 00

** 10 12 9 86 8 43
** 8 71 7 90

**
7 50

*

30- 34 54367 6 40
**

8 84
**

8 13
**

9 21
** 9 02 9 36 9 40 9 09 7 97

** 8 26 7 42
**

6 89
**

35- 39 62809 6 63** 8 60** 8 25* 8 80** 8 60 9 19** 9 16 8 90 7 98** 8 37* 7 82** 7 70

40- 44 63854 6 80** 8 85** 8 22** 8 81** 8 53 8 73 8 76 8 64 7 91** 8 58** 8 14** 8 03

45- 49 78420 7 22
**

9 24
**

8 14
**

8 96
**

8 49
**

8 84
*

8 23
**

8 51 7 80
**

8 63
**

7 94
**

7 99

50- 54 117170 7 34
**

9 60
**

8 61
**

9 18
**

8 42
**

8 62 8 24
**

8 09 7 43
**

8 44
**

7 86
**

8 16
*

55- 59 164796 7 61
**

9 95
**

8 54
**

8 78
*

8 15
*

8 51
**

8 05
**

8 06 7 44
**

8 50
**

8 04
**

8 37
**

60- 64 229191 7 84
**

10 40
**

8 84
**

8 78 8 00
**

8 23
**

7 80
**

7 87 7 15
**

8 45
**

8 12
**

8 52
**

65- 69 298224 8 04
**

10 51
**

8 99
**

8 82 7 90
**

7 96 7 66
**

7 73 6 99
**

8 51
**

8 22
**

8 67
**

70- 74 364686 8 15
**

10 94
**

8 99
**

8 70
**

7 58
**

7 85
**

7 44
**

7159
*

61 94
**

8141
** 8136 9107

**

75- 79 360233 8139
**

11106
**

8197
**

8131
**

7127
**

7148
** 7139 7152

*
61 92

**
8158

** 8156 9156
**

80- 84 312108 8153
**

11122
**

9105
**

8114
**

7105
** 7114 7112 7129

*
61 91

**
8167

**
9101

**
9186

**

85- 89 171211 8171
**

11116
**

8172
**

7162
**

6155
**

7110
** 7101 7126

**
61 94

**
8192

**
9130

**
10170

**

\ 90 61241 9152
**

11177
**

8170
**

7147
**

6159
** 6169 6164 61 77 61 80 8166

**
9138

**
11102

**

total 2916499 7155** 9196** 8156** 8151* 7175* 8114** 8105** 8119** 71 36** 8169** 8138** 8186**

   *  P< 0105,  **  P< 0101   原始数据来源见参考文献 [ 8]

和2月。另外, 几乎所有的年龄组 ( 男性 5 ) 9岁组、10 ) 14 岁组、15 ) 19岁组及 20 ) 24 岁

组和女性 15 ) 19岁组除外) 在 9月的死亡都要低于或显著性的低于相邻的 8月和10月。

213  死亡月分布的年龄特点

虽然不同年龄组死亡人口数量差别很大, 但其死亡按月分布的比重随着年龄的增高呈

现明显的转变过程。即除 0 ) 4岁年龄组外, 其它年龄组死亡的按月分布随着年龄的增高,

6 ) 8月死亡人口的比重逐渐下降, 而 12 ) 2 月死亡人口的比重逐渐增加。60 岁以上年龄

组在 5 ) 8 月份的死亡月分布相对稳定, 且处于较低的水平。

变异系数反映的是死亡月分布的离散程度, 其大小可以作为衡量月份对死亡影响强弱

程度的一项指标。从表 2可以看出, 不同年龄组死亡月分布的变异系数相差较大 ( 男性达

619倍, 女性达 416 倍) , 且两性随龄变化模式相似。其特点是, 在低年龄阶段 ( 除 0 ) 4

岁组外) 随着年龄的增高, 死亡月分布波动性单调下降, 至约 50 ) 54 岁组以后, 死亡月

分布波动性转而单调上升。从 35 ) 39 岁组至60 ) 64 岁组 ( 男性至65 ) 69 岁组) 年龄区间

死亡月分布波动性相对较小 ( CV 小于 10) 。0 ) 4 岁年龄组的死亡月分布变异系数大大低

于相邻的 5 ) 9 岁年龄组。从总体上看, 不分年龄的全人口死亡月分布变异系数处于相对

较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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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分年龄组和性别的中国人死亡月分布的变异系数

The CV of the monthly distribution of age group and sex- specific deaths in China

年龄

age

男 male 女 f emale

最高月max 最低月min CV 最高月max 最低月min CV

0 ) 4 10 1 11157 10 1 131 14

5 ) 9 7 1 45114 7 1 311 20

10 ) 14 7 1 35178 7 1 281 93

15 ) 19 7 1 23181 7 1 221 36

20 ) 24 7 1 17191 7 1 191 92

25 ) 29 7 1 14128 7 1 151 96

30 ) 34 6 1 10154 7 1 121 05

35 ) 39 8 1 91 34 6 1 81 72

40 ) 44 8 1 71 90 2 1 61 95

45 ) 49 6 1 61 89 2 1 61 74

50 ) 54 2 1 61 52 2 1 71 79

55 ) 59 2 9 61 88 2 9 71 69

60 ) 64 2 9 81 23 2 9 91 61

65 ) 69 2 9 91 45 2 9 101 61

70 ) 74 2 9 11160 2 9 121 54

75 ) 79 2 9 13176 2 9 131 95

80 ) 84 2 7 16123 2 9 151 96

85 ) 89 2 5 18181 2 5 181 18

\ 90 2 5 21167 2 5 211 68

合计 total 2 9 61 77 2 9 81 22

214  各年龄组死亡人口月分布波动性的性别差异

两性死亡月分布的波动性差异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女性在 0 ) 4 岁组、育龄期 ( 从

20 ) 24岁组到30 ) 35岁组) 和绝经期后一段时期 ( 从 50 ) 54岁组到 75 ) 79岁组) 的变异

系数大于男性, 其余年龄组为男性大于女性, 但在 70 岁以后年龄组两性死亡月分布变异

系数相差很小 ( CV 差值小于 1) 。

3  讨 论

人在不同年龄阶段由于其生理机能特点和疾病发生的类型和危害程度不同, 其死亡率

水平有很大差异。一般来说, 不满 1 岁的婴儿死亡率最高, 以后随年龄增高死亡率下降,

至10 ) 14岁组达最低点, 以后又缓慢上升, 至 40 ) 50 岁以后, 死亡率急剧上升, 死亡率

曲线呈 J 字形
[ 9]
。在不同死亡率水平的基础上, 不同年龄组死亡在一年中受季节影响较

大。从理论上讲, 人体生理机能状态越好, 抗死亡能力就越强, 其死亡受季节等外界环境

因素的影响就越小。但是本文 结果表明, 死亡受月份影响的程度与死亡率水平的高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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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符合这种关系。因为尽管 50 ) 54 岁以后年龄组随着年龄增高死亡率上升, 其死亡

受月份影响的程度加大, 但是从 10 ) 14 岁组到 45 ) 50 岁组年龄阶段死亡率水平是随龄增

加而上升, 而受月份的影响程度却是下降的。这种死亡率低的年龄阶段其死亡反而受月份

影响较大的现象可能与导致青少年死亡的主要死因急性传染病发生的季节性有关。

人在不同年龄阶段的疾病谱不同。对 1990 年中国部分城市地区主要死因及顺位的调

查表明, 男性的前 5 位主要死因及顺位为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呼吸系病、心脏病与损伤

和中毒, 女性依次为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心脏病、呼吸系病与损伤和中毒
[ 9]
。损伤和中

毒是中青年人群的重要死因, 这可能是高温季节, 特别是 7 月出现死亡高峰的重要原因。

而高龄人群在冬季出现死亡高峰, 可能与冷刺激引起血管收缩、血压升高以及呼吸机能减

弱导致的主要老年性疾病, 如心脑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发作的季节性高峰有关。但

是, 本文研究发现, 高龄人死亡的高峰月份不是在一年中最冷的 1 月而是在 2 月, 而且 1

月份的死亡比重也要低于相邻的 12 月, 这可能与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在 2 月, 人

们的生活方式、心理状态的明显改变有关, 也可能与 2 月份的气候特点有关。尽管 12 月

不是气温最低的月份, 但温度下降较为剧烈, 它导致人体生理机能的迅速调整, 这可能是

高龄人生理调节机能下降导致 12 月死亡较高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 夏季高温并没

有导致高龄人死亡的明显增加。这可能与高龄人在此季节受感染的机会较少有关, 也可能

反映高龄人对热刺激有一定的调节适应性。另外, 几乎所有年龄阶段在 9 月份都出现死亡

比例下降, 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两性的生存和死亡经历存在差异, 几乎在所有年龄阶段男性的死亡率都高于女性, 在

老年阶段表现得更为明显
[10 ) 11]

。但是女性在育龄期和绝经期后一段时期死亡受季节影响

的程度却大于男性。这一结果预示, 在此年龄阶段女性生理机能的调整受外界环境因素的

影响比男性更为明显, 这也可能与此年龄阶段的某些死因的季节性分布有关。另外, 虽然

70 岁以上的高龄人两性间死亡率差别较大, 但其死亡受月份影响的程度差异却很小, 这

可能与导致此年龄阶段两性死亡的疾病谱相近有关。

需要指出的是, 特定年龄组人口出生月份差异在其年龄构成中比例很小, 可以不考虑

其对死亡月分布的影响, 但这不适用于 0 ) 4 岁年龄组人群。因为人口的出生有明显的月

份集中性倾向
[ 12 ) 14, 6]

, 而在出生后的一年里, 尤其是新生儿的死亡率很高, 因此, 0 ) 4

岁年龄组的死亡月分布受人口出生月分布的影响较大。故本文 0 ) 4 岁组人口死亡月分布

结果不一定能真实反映月份因素对该组人群死亡影响的实际情况。另外, 由于死亡月分布

特点与年龄有关, 特定人群死亡的月分布模式会受到该人群年龄结构的影响, 因此不分年

龄的人口死亡月分布将会掩盖各年龄人口死亡月分布的特殊性及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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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NTHLY DISTRIBUTION OF DEATH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OF BOTH SEXES IN CHINESE

GAN Jian-ping, CHEN Nian-you , ZHENG Jian

( The Department of Biology , Huanggang Normal College, Huanggang 438000)

Abstract: Utilizing the coeff icient of variability ( CV) of the monthly distribut ion of deaths as an index

of assessing the monthly influence on death, this paper studied the monthly distribution of death in dif-

ferent age group in both sexes in China in 1989.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ge group-specific death

in China had the tendency of monthly concentration, the monthly distribut ion of death changed gradua-l

ly with age growing, and both sexes had similar monthly distribution of death, mortality rate was not

completely consistent with the degree of monthly influence on death. The monthly influence on death

was possibly determined by the seasonal rhythms of the state of physiological function and the types of

disease and their degree of danger at certain age.

Key words: Death; Monthly distribution; Coefficient of variability ( 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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