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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深圳市福田区０～１４岁儿童
哮喘流行病学调查

谷加丽　马红玲　郑跃杰

（遵义医学院深圳儿童医院呼吸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２６）

　　［摘　要］　目的　调查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深圳市福田区０～１４岁儿童哮喘患病情况及哮喘发病的危险因素，为
今后儿童哮喘的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首先通过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采用２０１０年第三次全国
儿童哮喘流行病学调查问卷，调查深圳市福田区７１６８名０～１４岁儿童哮喘患病情况；其次采用１∶１病例对照研究
方法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法对哮喘患儿的发病危险因素进行调查。结果　在调查的７１６８人中，哮喘患儿１６９人，总
患病率为２．３６％。男性患病率高于女性（３．０６％ ｖｓ１．５５％，Ｐ＜０．０１）。哮喘患儿中，首次发病以３岁内居多（１１５人，
６８．１％）；经常发作强度以中度最常见（９５人，５６．２％）；发作类型以突然发作最多（１５９人，９４．１％）；好发季节为换季
（８６人，５０．９％）；好发时辰为睡前（９７人，５７．４％）；发作诱因最常见的为呼吸道感染（１５７人，９２．９％）；发作先兆最常
见的为打喷嚏（１５９人，９４．１％）。通过对１６９例哮喘患儿及１６９例非哮喘儿童的病例对照研究并且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显示，哮喘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个人药物过敏史（ＯＲ＝３．６４５，９５％ＣＩ：１．３１６，１０．０９４，Ｐ＝０．０１３）、食物过敏史
（ＯＲ＝４．７２０，９５％ＣＩ：１．９８７，１１．２１２，Ｐ＜０．００１）、过敏性鼻炎（ＯＲ＝１０．２７３，９５％ＣＩ：５．４８５，１９．２４１，Ｐ＜０．００１）、家族过
敏史（ＯＲ＝４．２２１，９５％ＣＩ：２．１４７，８．２９８，Ｐ＜０．００１）。结论　深圳市福田区０～１４岁儿童哮喘患病率为２．３６％，与
１０年前该地区儿童哮喘患病率２．３９％比较无明显增加。男性哮喘患病率高于女性。个人药物过敏史、食物过敏史、
过敏性鼻炎及家族过敏史是该地区儿童哮喘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２０１２，１４（１２）：９１８－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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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ＪＣｏｎｔｅｍｐＰｅｄｉａｔｒ，２０１２，１４（１２）：９１８－９２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ｓｔｈｍａ；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Ｃｈｉｌｄ

　　支气管哮喘是儿童最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之
一，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全球哮喘患病率为 １％ ～
１８％（包括成人和儿童），估计全世界有３亿哮喘患
者（包括成人和儿童）［１２］。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

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儿童哮喘患病率呈现逐年增

加趋势［３］，近２０年来儿童哮喘患病率在世界范围内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以惊人的速度上升，许多地区在

１０～２０年间哮喘患病率增加了近１倍［４］。为了解

我国儿童哮喘的患病情况，全国儿童哮喘协作组于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启动了第三次全国０～１４岁儿童哮喘
的流行病学调查，本研究作为该调查的一部分，对深

圳市福田区０～１４岁儿童进行了哮喘流行病学调
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通过对深圳市６个城区进行编号，按照抽签或随

机数字法随机抽取１个城区（福田区），在福田区通过
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抽取１９９６年７月１日至
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出生的０～１４岁儿童。根据深圳市
福田区０～１４儿童人数的分布，决定抽样儿童的年
龄比例为：＜３岁１７．８７％；３岁 ～２０．２０％；６岁 ～
４８．８７％；１２～１４岁１３．０６％。共随机抽取１４所幼儿
园，３所小学，２所中学和１个社区作为调查点。共调
查总人数７１６８人，其中男性３８２３人，女性３３４５人，男
女性别之比为１．１４∶１。＜３岁、３岁～、６岁～及１２～
１４岁年龄组抽取的人数分别为 １２８１人、１４４８人、
３５０３人、９３６人。
１．２　方法

根据“２０１０年全国第三次儿童哮喘流行病学调
查”方案，深圳儿童哮喘筛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

整群方法，儿童哮喘危险因素调查采用成组病例对

照调查法。哮喘诊断标准根据２００８年制定的儿童
哮喘诊断和防治指南［５］。调查问卷采用全国儿科

哮喘流调协作组制定的统一调查表。

１．２．１　哮喘患儿初步筛查和确认　　对选定的１４家
幼儿园，３所小学，２所中学及１个社区发放“儿童哮
喘与过敏疾病初筛表”，由其监护人填写，主要内容包

括８个问题，即（１）你的孩子有过喘息吗？（２）你的

孩子近１２个月内有过喘息吗？（３）你的孩子喘息发
作时是否有“丝丝”或“ｈｏｕｈｏｕ”等高音调的哨笛音？
（４）你的孩子是否有过连续咳嗽多于１个月？（５）你
的孩子是否有过一年内患６次以上呼吸道感染，如感
冒、咽炎、扁桃体炎、鼻炎、气管炎、肺炎等？（６）既往
在医院就诊中有无诊断过哮喘、喘息性支气管炎、慢

性支气管炎、喘息性肺炎？（７）你的孩子是否有过以
下过敏史：①湿疹或特应性皮炎，②过敏性鼻炎，③药
物过敏，④食物过敏。（８）家族史：①孩子的父母有无
哮喘史 ？②孩子的父母有无其他过敏史 ？③孩子的
（外）祖父母有无哮喘史？④孩子的（外）祖父母有无
其他过敏史 ？

根据以上８个问题的答案，确定进入下一步哮喘
儿童调查的名单，包括Ⅰ、Ⅱ、Ⅲ类人群。Ⅰ类为哮喘高
度可疑，包括：问题（１）、（２）、（３）中任一个为阳性；问
题（４）、（５）、（６）均为阳性；问题（４）和（６）均为阳性；
问题（５）和（６）均为阳性；问题（６）阳性及问题（７）中
第①、②问题任一个阳性；问题（６）阳性及问题（８）中
第①、③问题任一个阳性。Ⅱ类为哮喘可疑，包括：问
题（４）或（５）或（４）和（５）阳性且问题（７）中第①、②
问题任一个阳性；问题（４）或（５）或（４）和（５）阳性且问
题（８）中第①、③问题任一个阳性；问题（４）、（５）均为阳
性。Ⅲ类为哮喘需要进一步确认，包括：仅问题（６）阳
性；问题（６）阳性及问题（７）中第③、④问题任一个阳
性；问题（６）阳性及问题（８）中第②、④问题任一个阳
性。根据以上标准，初筛阳性 １４９４人，其中Ⅰ类
８７５人，Ⅱ类４４８人，Ⅲ类１７１人。

对筛选阳性的１４９４名儿童由专科医生进行详
细的电话调查，填写“０～１４岁哮喘儿童调查表”，内
容包括４方面７１个问题，主要为哮喘诊断史和既往
哮喘相关症状；哮喘发作的情况，如好发季节和时

辰、发病诱因、发作时先兆和表现等；哮喘治疗情况，

治疗药物如支气管舒张剂、茶碱、吸入或全身激素、

抗白三烯药、抗过敏药、脱敏治疗、免疫调节剂、抗生

素及中药等；高危因素，如药物过敏、家族过敏、过敏

性鼻炎、荨麻疹、湿疹或特应性皮炎、食物过敏、妊娠

及生产情况、喂养方式、居住环境等。对部分经过电

话调查仍然不能确定和排除诊断的儿童，进行现场

调查。共确诊哮喘患儿１６９名。

·９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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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哮喘患儿病例对照研究　　以上述通过筛
查确诊的１６９名哮喘患儿为病例组，从初筛调查儿童
中选取１６９名与哮喘患儿同性别、同年龄和同民族的
非哮喘儿童作为对照组，填写“０～１４岁非哮喘儿童
调查表”，内容包括哮喘高危因素，共６项：（１）个人过
敏史：药物过敏、食物过敏、过敏性鼻炎、湿疹或特应

性皮炎；（２）家族过敏史：一、二级亲属有无哮喘或其
他过敏史；（３）妊娠情况：足月、早产；（４）生产情况：
顺产、剖腹产；（５）喂养方式：母乳喂养、人工或混合喂
养；（６）居住环境。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应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５．１软件对所有问卷进行双录
入。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组间
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危险因素分析先采用单因素分析对多个自变量进行

选择，选择有统计学意义的自变量，再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观测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大小。

２　结果

２．１　哮喘患病情况
筛查出哮喘患儿１６９人，患病率为２．３６％。其中

男性患儿１１７人，患病率为３．０６％，女性患儿５２人，
患病率为１．５５％，男女患病率之比为１．９７∶１，男性
患儿患病率高于女性患儿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各年龄组儿童哮喘患病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各年龄组哮喘患病情况

年龄组（岁） 调查人数 患病人数 患病率（％）

＜３ １２８１ ３０ ２．３４
３～ １４４８ ３８ ２．６２
６～ ３５０３ ９０ ２．５７
１２～１４ ９３６ １１ １．１８
合计 ７１６８ １６９ ２．３６

２．２　哮喘患儿发作情况
２．２．１　首次发病年龄　　首次发病年龄＜３岁１１５人
（６８．１％）；３岁～为４１人（２４．３％）；６～１２岁为１３人
（７．７％）。其中以 １～２岁最常见，为 ５４人
（３２．０％）。

２．２．２　发作情况　　经常发作强度：以中度最常
见，为９５人（５６．２％），其次为轻度７４人（４３．８％）；
发作最严重一次：最常见于中度，为１５０人（８８．８％），
其次分别为轻度１６人（９．５％）、重度３人（１．８％）；发
作类型包括：突然发作（２４ｈ内）、缓慢发作和不定，
其中以突然发作最多（１５９人，９４．１％），其次为不定
（１０人，５．９％）。
２．２．３　病情趋势　　最常见的为病情逐渐减轻
（９５人，５６．２％），其次依次为：两年以上不发作
（５７人，３３．７％）、１年以上不发作（１６人，９．５％）及病
情无变化（１人，０．６％）。
２．２．４　好发季节及好发时辰　　换季时发作频率最
高（８６例，５０．９％），其次依次为：不定者 ３２例
（１８．９％），冬季２５例（１４．８％），春季１１例（６．５％），
常年８例（４．７％），秋季７例（４．１％）。好发时辰最常
见是睡前（９７例，５７．４％），其次依次为：无规律５７例
（３３．７％），午夜１１例（６．５％），清晨４例（２．４％）。
２．２．５　发病诱因　　最主要的诱因是呼吸道感染
（１５７例，９２．９％），其他诱因依次为：天气变化／接触
冷空气６７例（３９．６％），运动１５例（８．９％），接触屋
尘１２例（７．１％），劳累８例（４．７％），接触花粉６例
（３．６％），其余诱因比较少见。
２．２．６　发作时先兆　　最常见的是打喷嚏（１５９例，
９４．１％），其次依次为：流涕 １５３例（９０．５％），鼻塞
１４８例（８７．６％），鼻痒 １３１例（７７．５％），眼痒 １３例
（７．７％），咽痒１１例（６．５％），其他１３例（７．７％）。
２．２．７　发作时表现　　最常见的是喘鸣（１６９例，
１００％）；其次依次为：咳嗽１６６例（９８．２％），呼气延长
１５７例（９２．９％），憋气 １５６例（９２．３％），胸闷 ９４例
（５５．６％），呼吸困难７２例（４２．６％），夜间醒来１３例
（７．７％），其余表现少见。
２．３　哮喘发病危险因素

对１６９例哮喘儿童及１６９名非哮喘儿童的病例－
对照研究结果见表２。经单因素分析显示，哮喘儿童
与非哮喘儿童在个人过敏史、家族过敏史、出生情

况、喂养方式、种养花草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个人药
物过敏史、食物过敏史、过敏性鼻炎以及家族过敏史

等对哮喘患儿的发病影响较大，是儿童哮喘发病的

独立危险因素，见表３。

·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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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哮喘发病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ｎ＝１６９；例（％）］

高危因素 病例组 对照组 ＯＲ值（９５％ＣＩ） Ｐ值

个人过敏史 １４６（８６．４） ７０（４１．４） ８．９７８（５．２５４，１５．３４０） ＜０．００１
　过敏性鼻炎 ９７（５７．４） １９（１１．２） １０．６３６（６．０３７，１８．７３９） ＜０．００１
　湿疹 ９２（５４．４） ４８（２８．４） ３．０１２（１．９１９，４．７２８） ＜０．００１
　荨麻疹 ５６（３３．１） １６（９．５） ４．７３９（２．５８４，８．６９１） ＜０．００１
　食物过敏 ４５（２６．６） 　９（５．３） ６．４５２（３．０３８，１３．７０１） ＜０．００１
　药物过敏 ３２（１８．９） 　８（４．７） ４．７０１（２．０９６，１０．５４１） ＜０．００１
家族过敏史 ７３（４３．２） １７（１０．１） ６．７９９（３．７８２，１２．２２１） ＜０．００１
出生情况

　早产 １２（７．１） 　４（２．４） ３．１５３（０．９９６，９．９８２） ０．０４０
　足月 １５７（９２．９） １６５（９７．６） ０．３１７（０．１００，１．００４） ０．０４０
　顺产 ９３（５５．０） １１５（６８．０） ０．５７５（０．３６９，０．８９５） ０．０１４
　剖腹产 ７６（４５．０） ５４（３２．０） １．７４０（１．１１７，２．７１１） ０．０１４
喂养情况

　母乳喂养 ９２（５４．４） １１６（６８．６） ０．５４６（０．３５０，０．８５１） ０．００７
　非母乳喂养 ７７（４５．６） ５３（３１．４） １．８３２（１．１７５，２．８５６） ０．００７
居住环境

　出生后至目前是否有装修 ３６（２１．３） ３４（２０．１） １．０７５（０．６３５，１．８１９） ０．７８８
　天花板、墙壁是否有霉斑 ７５（４４．４） ６９（４０．８） １．１５６（０．７５１，１．７８０） ０．５０９
　家中是否养花草 ２９（１７．２） ６７（３９．６） ０．３１５（０．１９０，０．５２２） ＜０．００１
　是否饲养动物 １１（６．５） １０（５．９） １．１０７（０．４５７，２．６８０） ０．８２２
　家中是否有人吸烟 ８０（４７．３） ７３（４３．２） １．１８２（０．７７０，１．８１５） ０．４４４

表３　哮喘发病危险因素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自变量 β ＳＥ Ｗａｌｄ Ｐ ＯＲ（９５％ＣＩ）

家族过敏史 １．４４０ ０．３４５ １７．４３６ ＜０．００１ ４．２２１（２．１４７，８．２９８）
药物过敏史 １．２９３ ０．５２０ ６．１９３ ０．０１３ ３．６４５（１．３１６，１０．０９４）
食物过敏史 １．５５２ ０．４４１ １２．３５４ ＜０．００１ ４．７２０（１．９８７，１１．２１２）
过敏性鼻炎 ２．３２９ ０．３２０ ５２．９３４ ＜０．００１ １０．２７３（５．４８５，１９．２４１）

３　讨论

世界各地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哮喘在发达国家

的患病率高于发展中国家［６］。１９９７年，儿童哮喘及
变态反应性疾病国际研究（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
ＡｓｔｈｍａａｎｄＡｌｌｅｒｇ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ＩＳＡＡＣ）委员会在
５８个国家调查１３～１４岁儿童变态反应性疾病的患
病率，发现儿童哮喘患病率在不同地区、国家间相差

达２０～６０倍之多［７］。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西

方国家患病率最高，喘息报告率高达３０％，我国则
仅为２．１％［７８］。我国儿童哮喘协作组于１９９０年及
２０００年两次组织了全国儿童哮喘流行病学调查，结
果显示儿童哮喘平均患病率由 ０．９１％上升至
１．５４％，１０年间平均上升了６４．８４％［９］。１０年前深
圳市０～１４岁儿童哮喘患病率为２．３９％［１０］，而本次

调查深圳市福田区 ０～１４岁儿童哮喘患病率为
２．３６％，与１０年前本地区哮喘患病率（２．３９％）相差
不大，但高于 １０年前全国儿童哮喘患病率平均值
（１．５４％）［１１１２］。本次调查显示，男性儿童哮喘患病

率明显高于女性患儿（１．９７∶１），可能与女性为致病
基因携带者，其感染阈低于男性有关［１３］；也可能与

男女性不同激素分泌、遗传易感性以及男性有更多

接触变应原机会等因素有关［１４１５］。

近几年开展的一项国际间具有可比性的有关儿

童哮喘及其他过敏性疾病的研究（ＩＳＡＡＣ）显示，
２０００年我国重庆、北京、广州哮喘患病率分别为
４．６３％、２．６９％和１．３３％［１６］；２００８年调查发现该三城
市儿童哮喘患病率分别为７．４５％、３．１５％和２．０９％，与
２０００年比较均明显增加［１７］。美国１９８８年为４．３％，
１９９７年为９．６％［１８］；挪威１９８１年为３．４％，１９９４年为
９．３％［１９］；２０００年报道法国为１３．５％～１６．８％［２０］，科威

特为１６．８％［２１］，以色列为１３．７％［２２］。这些调查结果

显示，尽管我国儿童哮喘的患病率低于发达国家，但

增加明显，应该引起注意。哮喘患病率增加的原因，

一方面，可能与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

中接触过敏性物质的机会增加有关；另一方面，可能

与环境污染尤其是空气中二氧化氮和臭氧含量的增

加［１８］对气道的刺激加重有关。

研究表明，中国儿童人群的哮喘患病率较西方

·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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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低［７］，而在中国儿童人群中，香港儿童哮喘患

病率最高［２３］。据ＩＳＡＡＣ研究第一阶段书面及录像
问卷的调查结果，１３～１４岁学生近１２个月喘息的
阳性率在香港、新加坡、台湾及中国大陆分别是

１２．４％、１２．３％、４．２％及４．２％；在录像问卷中我国香
港地区、台湾省及中国大陆的休息状态下喘息报告率

分别是１０．１％、５．７％和２．０％［２４２５］。中国是一个经

济发展极快的国家，许多地区的现代化程度不同，由

于香港与大陆儿童的遗传背景相似，通过流行病学研

究对香港与大陆的情况进行比较，可能揭示儿童哮喘

的环境影响因素［２４］。中国香港、广州和深圳同处于

珠江三角洲地区，三个城市相距不到２５０公里，具有
近似的气候条件和环境，但这三个城市的儿童哮喘患

病率存在明显的差异，可能与三地的生活方式不同

有关。

本次调查中，哮喘首次发病年龄在３岁以内的
居多，占６８．１％，并且随年龄增长，哮喘的患病率逐
渐下降，可能与小年龄组婴幼儿各器官系统尚未成

熟、免疫功能发育不完善，易发生呼吸道感染而诱发

哮喘有关［１３］。因此哮喘防治工作应从婴幼儿抓起，

越早越好，做到早期干预和积极的规范治疗及管理，

并可以减少婴幼儿哮喘发展为儿童哮喘或迁延至成

人哮喘，否则，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可塑性就越来

越差，治疗难度更大，治愈的机会亦更小。本研究显

示，儿童哮喘发作最常见的诱因为呼吸道感染，其次

依次为：天气变化／接触冷空气、运动、接触屋尘、劳
累；发作季节多在换季时。因此可以认为，换季时加

重呼吸道感染，而呼吸道感染在诱发儿童哮喘发作

方面又起到重要作用，故防治呼吸道感染、增强儿童

体质、去除加重哮喘的环境因素对哮喘的防治具有

重要意义。

目前哮喘的病因仍然不完全清楚，一般认为与

个体的遗传和环境因素有关。从家族遗传史及过敏

史与哮喘发病的相关性分析看，哮喘儿童的哮喘家

族史、过敏家族史的比率明显高于非哮喘儿童，说明

遗传因素是儿童哮喘的主要危险因素，有研究显示，

遗传因素是造成哮喘家庭聚集性的主要原因［２６］。

因此，将家族中有哮喘史及过敏性疾病的儿童作为

重点防治对象，有可能从根本上降低哮喘病的患病

率和发病率。本研究结果显示，哮喘儿童的个人过

敏史及疾病，包括过敏性鼻炎等和家族过敏史是哮

喘儿童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此外，本结果还显示，

虽然单因素分析儿童哮喘与个人过敏史、家族过敏

史、出生情况、喂养方式、种养花草等有关，但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未显示出生情况、喂养方式及种养花草为

独立危险因素，其实这些因素可能是通过个人过敏

史及家族过敏史而起作用的，这与许多研究结果一

致［２４，２７］。本研究结果显示哮喘发病与家中是否装

修、是否饲养动物、是否有人吸烟等居住和生活环境

无相关性，这与许多研究的结果不一致［２８２９］，这可

能与本组调查样本量较少有关，是否与深圳市居民

生活环境较好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志谢：

感谢卫生部慢病局为项目提供培训基金、首都儿科研究

所哮喘防治与教育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

相关产品安全所为本项目提供方案、技术和资金支持。感谢

方炜、吴玉凤、李汨、邱洁、董杰、董诗娟、马晓丽、刘慧等在收

集、整理初筛问卷调查，数据输入等方面提供了较大的帮助。

并感谢下列单位对本研究的大力支持与配合：深圳市曼哈幼

儿园、深圳市皇岗村幼儿园、深圳市爱乐谷儿童中心、深圳市

长城幼儿园、深圳市机关第四幼儿园、深圳市德宝幼儿园、深

圳市美地国际幼儿园、深圳市第七幼儿园、深圳市翠海幼儿

园、深圳市歌丽幼儿园、深圳市快乐宝贝幼儿园、深圳市金色

摇篮幼儿园、深圳市大风车幼儿园、深圳市海利达金色幼儿

园、深圳市梅丽小学、深圳市梅林小学、深圳市景莲小学、深

圳市莲花中学、深圳市黄埔中学、深圳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

科。

［参　考　文　献］

［１］　ＭａｓａｌｉＭ，ＦａｂｉａｎＤ，ＨｏｌｔＳ，ＢｅａｓｌｅｙＲ．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ｂｕｒｄｅｎｏｆ
ａｓｔｈｍａ：Ｅｘｅｃｕｒｉｖｅ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ＧＩＮＡ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ｔ
ｔｅｅｒｅｐｏｒｔ［Ｊ］．Ａｌｌｅｒｇｙ，２００４，５９（５）：４６９４７８．

［２］　ＡｋｉｎｂａｍｉＬＪ，ＳｃｈｏｅｎｄｏｒｆＫＣ．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ａｓｔｈｍａ：ｐｒｅｖａ
ｌｅｎｃｅ，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
２００２，１１０（２Ｐｔ１）：３１５３２２．

［３］　ＡｎａｎｄａｎＣ，ＮｕｒｍａｔｏｖＵ，ＶａｎＳｃｈａｙｃｋＯＣ，ＳｈｅｉｋｈＡ．Ｉｓ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ｐｉｄｅｍ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Ａｌｌｅｒｇｙ，２０１０，６５（２）：１５２１６７．

［４］　Ｃｓｅｒｈａｔｉ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ｖｉｅｗｏｎｔｈｅｅｔ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
ａｓｔｈｍａ［Ｊ］．ＯｒｖＨｅｔｉｌ，１９９９，１４０（４８）：２６７５２６８３．

［５］　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呼吸学组，《中华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会．
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与防治指南［Ｊ］．中华儿科杂志，２００８，４６
（１０）：７４５７５３．

［６］　ＢａｓａｇａａＸ，ＳｕｎｙｅｒＪ，ＫｏｇｅｖｉｎａｓＭ，ＺｏｃｋＪＰ，ＤｕｒａｎＴａｕｌｅｒｉａ
Ｅ，ＪａｒｖｉｓＤ，ｅｔａｌ．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ａｓｔｈｍａ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ｉｎ
ｙｏｕｎｇａｄｕｌｔｓ：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ＨｅａｌｔｈＳｕｒｖｅｙ
［Ｊ］．Ａｍ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４，１６０（２）：１７８１８８．

［７］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ａｎｄＡｌｌｅｒｇ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ＩＳＡＡＣ）Ｓｔ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ｏ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ｉｔｉｓ，ａｎｄａｔｏｐｉｃｅｃ
ｚｅｍａ：ＩＳＡＡＣ．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ａｎｄＡｌｌｅｒｇｉｅｓｉ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ＩＳＡＡＣ）Ｓｔ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Ｊ］．Ｌａｎｃｅｔ，１９９８，３５１
（９１１１）：１２２５１２３２．

［８］　ＷｏｎｇＧＷ，ＨｕｉＤＳ，ＣｈａｎＨＨ，ＦｏｋＴＦ，ＬｅｕｎｇＲ，ＺｈｏｎｇＮＳ，ｅｔ
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ａｎｄａｔｏｐｉｃ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ｏｌ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ＣｌｉｎＥｘｐＡｌｌｅｒｇｙ，２００１，３１（８）：１１２５１２３１．

［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ｒｔ，Ｌｕｎｇ，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Ｇｌｏｂａｌｂｕｒｄｅｎｏｆａｓｔｈ

·２２９·



第１４卷第１２期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ＣｈｉｎＪＣｏｎｔｅｍｐＰｅｄｉａｔｒ

Ｖｏｌ．１４Ｎｏ．１２
Ｄｅｃ．２０１２

ｍａ［ＥＢ／ＯＬ］．（２００４０５）［２０１００６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ｉｎａｓｔｈ
ｍａ．ｃｏｍ／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ｓｐ？１１＝２＆１２＝１．

［１０］林瑞春，田青，乐新，苏卓娃．深圳市南山区０～１４岁儿童哮喘
流行病学调查［Ｊ］．中国儿童保健杂志，２００５，１３（２）：１５４１５５．

［１１］晋会．儿童支气管哮喘的流行病学调查［Ｊ］．中国实用医药，
２００９，４（２５）：２３４２３５．

［１２］全国儿科哮喘协作组．中国城市儿童哮喘患病率调查［Ｊ］．中
华儿科杂志，２００３，４１（２）：１２３１２７．

［１３］王次林，王梅，罗荣华，鲁正荣，李敏，李岚，等．成都市城区儿
童哮喘流行病学调查［Ｊ］．中国儿童保健杂志，２００３，１１（１）：
３２３４．

［１４］ＳｈｅａＫＭ，ＴｒｕｃｋｅｒＲＴ，ＷｅｂｅｒＲＷ，ＰｅｄｅｎＤＢ．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ＪＡｌｌｅｒｇｙＣｌｉｎ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０８，１２２（３）：
４４３４５３．

［１５］ＰｏｓｔｍａＤＳ．Ｇｅ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ａｓｔｈｍ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ＧｅｎｄＭｅｄ，２００７，（４ＳｕｐｐｌＢ）：Ｓ１３３Ｓ１４６．

［１６］全国儿童哮喘协作组．２０００年与１９９０年儿童支气管哮喘患病
率的调查比较 ［Ｊ］．中华结核与呼吸杂志，２００４，２７（２）：１１２
１１６．

［１７］柏娟，赵京，申昆玲，向莉，陈爱欢，黄穗，等．北京、重庆、广州
三城市儿童哮喘患病情况调查［Ｊ］．中华临床免疫和变态反应
杂志，２０１０，４（４）：２８０２８５．

［１８］ＳｌｙＲＭ．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ｉｎａｓｔｈｍａ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Ｊ］．
ＡｎｎＡｌｌｅｒｇｙＡｓｔｈｍａ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００，８５（２）：１２１１２７．

［１９］ＪｏｎａｓｓｏｎＧ，ＬｏｄｒｕｐＣａｒｌｓｅｎＫＣ，ＬｅｅｇａａｒｄＪ，ＣａｒｌｓｅｎＫＨ，Ｍｏｗ
ｉｎｃｋｅｌＰ，ＨａｌｖｏｒｓｅｎＫＳ．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ｈｉｌｄ
ｈｏｏｄａｓｔｈｍａｉｎＯｓｌｏ，Ｎｏｒｗａｙ１９８０９５［Ｊ］．Ａｌｌｅｒｇｙ，２０００，５５
（３）：２３２２３９．

［２０］ＲａｍａｄｏｕｒＭ，ＢｕｒｅｌＣ，ＬａｎｔｅａｕｍｅＡ，ＶｅｒｖｌｏｅｔＤ，ＣｈａｒｐｉｎＤ，
ＢｒｉｓｓｅＦ，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ａｎｄ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ｏｇａｓｅｏｕｓａｉｒ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Ｊ］．Ａｌｌｅｒｇｙ，２０００，
５５（１２）：１１６３１１６９．

［２１］ＢｅｈｂｅｈａｎｉＮＡ，ＡｂａｌＡ，ＳｙａｂｂａｌｏＮＣ，ＡｂｄＡｚｅｅｍＡ，ＳｈａｒｅｅｆＥ，
ＡｌＭｏｍｅｎＪ．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ｎｄｅｃｚｅｍａ
ｉｎ１３ｔｏ１４ｙｅａｒｏｌ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Ｋｕｗａｉｔ：ａｎＩＳＡＡＣｓｔｕｄｙ．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ｓｔｈｅｍａａｎｄＡｌｌｅｒｇ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Ｊ］．Ａｎｎ
ＡｌｌｅｒｇｙＡｓｔｈｍａ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００，８５（１）：５８６３．

［２２］ＳｈｏｈａｔＴ，ＧｏｌａｎＧ，ＴａｍｉｒＲ，ＧｒｅｅｎＭＳ，ＬｉｖｎｅＬ，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Ｙ，
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ｉｎ１３１４ｙｒｏｌｄｓｃｈｏｏｌ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ｃｒｏｓｓ
Ｉｓｒａｅｌ［Ｊ］．ＥｕｒＲｅｓｐｉｒＪ，２０００，１５（４）：７２５７２９．

［２３］ＬｅｕｎｇＲ，ＷｏｎｇＧ，ＬａｕＪ，ＨｏＡ，ＣｈａｎＪＫ，ＣｈｏｙＤ，ｅｔａｌ．Ｐｒｅｖ
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ａｎｄａｌｌｅｒｇｙｉ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ｓｃｈｏｏｌ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
ＩＳＡＡＣｓｔｕｄｙ［Ｊ］．ＥｕｒＲｅｓｐｉｒＪ，１９９７，１０（２）：３５４３６０．

［２４］王红玉，陈育智，马煜，黄永坚，赖奇伟，钟南山．中国儿童哮喘
患病率的地区差异与生活方式的不同有关［Ｊ］．中华儿科杂
志，２００６，４４（１）：４１４５．

［２５］陈育智，赵铁兵，丁燕，王海俊，王红玉，钟南山，等．五城市哮
喘、季节性花粉过敏及湿疹的问卷调查结果［Ｊ］．中华儿科杂
志，１９９８，３６（６）：３５２．

［２６］唐根福，李涛，张冬梅，徐爱晖，庞玉瑛．儿童哮喘病遗传流行
病学研究［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１９９９，２０（３）：１５１．

［２７］ＧｄａｌｅｖｉｃｈＭ，ＭｉｍｏｕｎｉＤ，ＭｉｍｏｕｎｉＭ．Ｂｒｅａｓｔｆｅｅ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
ｒｉｓｋｏｆ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ａｓｔｈｍａｉｎ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ｗｉｔｈ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２００１，１３９
（２）：２６１２６６．

［２８］傅应云，陈升汶，邱晨，魏永莉，孔焱．深圳地区支气管哮喘的
流行病学调查分析［Ｊ］．中国循证医学杂志，２００５，５（５）：３９１
３９４．

［２９］ＷａｉｔｅＤＡ，ＥｙｌｅｓＥＦ，ＴｏｎｋｉｎＳＬ，Ｏ′ＤｏｎｎｅｌｌＴＶ．Ａｓｔｈｍａｐｒｅｖａ
ｌｅｎｃｅｉｎＴｏｋｅｌａｕａ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ｔｗ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Ｊ］．ＣｌｉｎＡｌｌｅｒ
ｇｙ，１９８０，１０（１）：７１７５．

（本文编辑：邓芳明）

·３２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