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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8

近年来，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高度重

视提高全民健康素质，坚持以人为本和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根本宗旨，大力开展健康

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在传播健康知识的同时，更加关注人民群众维护健康的内在

动力和基本能力，注重发挥人民群众促进健康的潜能，引进健康素养的概念。

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健康信息，并运用这些信息维护和促进自身健

康的能力。公民健康素养包括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等

三方面内容。 地方病防治措施到位
内蒙古自治区的地方病主要有地方性砷中毒、氟中毒、碘缺乏

病、大骨节病、克山病等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
内蒙古饮水型地方性砷中毒于上世纪90年代发现，分布在

8个盟市29个旗县（区），共计408个病区村和843个高砷村屯，直
接威胁人群42.5万人。经过多年综合防治，截止2016年底，病区
村改水率已达到100%，实际受益人口13.05万人。高砷暴露改水
村798个，改水率94.66%，正常使用率95.49%，受益人口24.45万
人。

我区曾经是全国碘缺乏病重病区，全区12个盟市全部旗县
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碘缺乏病流行，碘缺乏病人数达122.6万，
克汀病患者6600例，受威胁人口1006.2万。2011年全区101个旗
县全部实现县级消除碘缺乏病目标，现阶段处于持续消除碘缺
乏病阶段，2016年人群碘营养处于适宜水平。

我区过去曾是大骨节病重病区，病情流行严重时，全区受
威胁病区人口达244.6万人。经过综合防治，目前全区的儿童大
骨节病X线阳性检出率下降到2016年的0.59%。

克山病在内蒙古自治区流行较久。经过多年防治，潜慢克
山病检出率由1988年的2.86%下降到0.33%，潜在型克山病检出
率0.98%。我区3个病区旗县达到克山病消除标准，8个病区旗县
达到克山病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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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寿命逐年提高
据《健康白皮书》显示，内蒙古2015年居民粗死亡率为540.99/10万，标化死亡率为

456.61/10万。主要死亡原因前5位依次为：心脏病、恶性肿瘤、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
损伤及中毒。前五位死因合计占总死亡病例的89.89%。

2015年我区居民期望寿命为76.78岁，其中男性为73.94岁，女性为80.16岁；我国人口平
均期望寿命由建国初期的不到35岁提高到九十年代后期的70.8岁。2015年全国居民期望寿
命为76.34 岁，与内蒙古自治区居民的期望寿命基本持平。

青少年与老年人伤害报告数量多
2015年伤害监测数据结果显示，总人群伤害发生原因前5位依次为：跌倒/坠落、道路交

通伤害、钝器伤、刀/锐器伤、动物伤；总人群伤害发生地点首位是公路/街道，占报告总数的
43.7%；其次为家中，占报告总数的34.9%；第三为学校与公共场所，占报告总数的8%。0～19岁
青少年伤害报告总数占全人群21.1%，首位伤害原因为跌落/坠落，其次为道路交通伤害；64
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报告占比6.2%，首位的伤害原因为跌落/坠落，其次为道路交通伤害。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持续增长
2013年内蒙古自治区18岁以上居民糖尿病患病率为13.3%（全国10.4%）,高血压患病率

为26.7%（全国27.8%），超重率为39.5%（全国32.4%），肥胖率为20.5%（全国14.1%）。
自治区40岁及以上居民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病率为13.50%（全国9.9%）。与同期全国

平均水平相比，内蒙古自治区居民糖尿病患病率、超重率、肥胖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仅
高血压患病率低于全国水平。

内蒙古自治区肿瘤登记地区2013年恶性肿瘤发病率252.27/10万。发病前五位分别是
肺癌、肝癌、乳腺癌、胃癌和结直肠癌；恶性肿瘤死亡率150.02/10万。死亡前五位是肺癌、肝
癌、胃癌、食管癌和结直肠癌。

人群体格发育总体改善
内蒙古18岁及以上成年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身高分别为

167.5cm和157.7cm，平均体重分别为70.5kg和62.8kg，均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尤其是6～17岁儿童青少年身高、体重显著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18岁及以上居民超重率为39.5%，肥胖率为20.5%，营养不良
率为1.8%，与全国平均相比，超重率高出9.4个百分点，肥胖率高出
8.6个百分点，营养不良率低了4.2个百分点。

2013年内蒙古18岁及以上居民现吸烟率为25.5%（全国
27.7%），人均日酒精摄入量为58.5克，饮酒者中危险饮酒率为
39.3%，其中男性危险饮酒率为37.5%，女性危险饮酒率为
45.1%。

传染病总体稳定
《健康白皮书》重点介绍了内蒙古主要传染病、慢性病、地方

病的发病、死亡及其危险因素水平。2016年内蒙古自治区通过传
染病报告管理系统报告24种法定传染病（乙类16种，丙类8种），
报告新发病例85338例，死亡83例，无甲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数居
前5位的病种依次为乙肝、肺结核、梅毒、丙肝、布病,其中前5位
病种发病数占报告发病总数的64.89%。

我区结核病报告发病率从2014年的49.14/10万下降到2016
年的48.30/10万。2016年全区12盟市均有病例报告。肺结核发病
男女比例为1.76：1，发病年龄以50～85岁人群为主，占发病总人
数的56.17%。

2016年我区报告病毒性肝炎新发病例28131例，发病率为
112.07/10万，其中乙型肝炎总发病率为87.66/10万，自2012年
发病率年均下降7.61%，甲肝、丙肝、戊肝发病率基本保持平
稳。

我区是布病历史疫区，全区94个旗县（市区）有布病流行史。
2010年以来自治区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全区
疫情仍然处于高位。

我区鼠疫自然疫源地面积约33.7万平方公里，分布在全区
12个盟市的57个旗县（市、区）。我区从1901年到1949年间共出
现过41次鼠疫流行，死亡8万余人。2004年以后我区再无人间鼠
疫病例出现。

我区艾滋病病例累计报告数位列全国第27位。自1996年我
区首例艾滋病感染者报告，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按现住址
统计，全区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3727例，其中病人
1079例，死亡361例，现存活3366例，经性途径传播的占94.8%，
其中同性途径传播占比57.6%，主要是男男同性恋。年龄以20～
49岁的青壮年为主。

11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首次面向社会公开发布《内蒙古自治区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以下简称《健康白皮书》）。健康白皮书于2018
年出版发行，内容包括自治区居民健康状况和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相关数据，涉及我区人群死因、人群伤害、人群慢性病及生活方式、人群传染
病、地方病五大类内容，阐述了居民最为关心的疾病和健康热点问题。自治区综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文瑞对健康白皮书进行了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