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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超声诊断结果的海南西部地区肝病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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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海南西部地区肝病流行病学特征，为该地区肝病的防治提供参考。方法 以腹部超声检

查结果为切入点并结合临床诊断纳入海南西部两家主要医院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肝病患者，对历年

肝病发生的总体情况及肝癌、肝硬化、肝血管瘤、肝实质变粗、肝囊肿等肝病主要类型进行纵向、横向比较。结果 近

五年海南西部肝病患者6 447例，主要肝部疾病类型为肝癌、肝硬化、肝血管瘤、肝实质增粗、肝囊肿，其五年发病例

数分别为1 541例、2 154例、2 320例、253例、179例，其中肝硬化、肝癌、肝血管瘤患者近五年呈增长趋势，肝硬化患

者数量上升趋势明显。分析所有肝部疾病病例发现，男性患者肝癌发病数量比率为23.8%~33.5%，而女性肝癌患

者则占女性总肝病患病数量的10.5%~17.1%，女性肝癌患病率明显低于男性，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
男性肝硬化患者的患病比率为26%~47.5%，而女性为11.8%~27.9%，男性患病率明显高于女性，差异具有显著统计

学意义(P<0.01)；而在肝血管瘤患者中，女性发病率占女性肝病患病总数的48.2%~64.3%，明显高于男性的19.4%~
33.7%，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海南西部地区肝病以肝癌、肝硬化、肝血管瘤为主要类型，整体患

病率呈上升趋势，男性以肝硬化和肝癌为主要患病类型，女性以肝血管瘤患者居多，有必要针对患者生活习惯等进

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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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liver diseases in western Hainan Province based on ultras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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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cular Biology, College of Basic Medicine and Life Science, Hainan Medic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00, Hainan,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iver diseases in western Hainan
Province,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liver diseases in this area. Method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abdominal ultrasound examination and clinical diagnosis, the data of liver disease patients from January
2015 to December 2019 in two main hospitals in western Hainan Province were included.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liver disease over the years and the main types of liver diseases such as liver cancer, liver cirrhosis, hepatic hemangi-
oma, thickening of liver parenchyma and liver cyst were compared longitudinally and horizontally. Results A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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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是人体“代谢中心”，在糖、脂肪、氨基酸、核

苷酸及维生素的代谢中都具有核心地位[1]，而正是由

于该特点，导致生活习惯及内外环境因素对肝脏的影

响更明显。肝脏疾病包括传染性肝炎、恶性肿瘤、肝

硬化、脂肪肝等类型。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

展，诸如乙型肝炎等传染性肝病的发病率有下降趋

势，而随着生活方式、工作压力、环境的变化，非传染

性肝病的发生率呈增高趋势。掌握肝病的流行病学

特点，对于肝病的防治具有积极的作用，也是健康中

国目标实现的重要前提之一。

海南岛由于历史原因有着复杂的民族特点和差

异化的生活习惯。古升等 [2]对 2012—2014年海南省

乙型肝炎流行病学特征进行分析，发现海南省三年

累积报告病例 15 362例，每年的发病率整体呈上升

趋势，而 15岁以下的人群发病率则呈下降趋势。郑

家耿等 [3]对三亚市 2000—2005年病毒性肝炎流行病

学进行分析，发现发病年龄 20~39岁，乙型肝炎占

71%。林升康等 [4]则对海南南部地区 132例原发性

肝癌患者的流行病学资料进行了分析，发现海南南

部地区原发性肝癌患者的性别、年龄分布等与国内

其他地区报道基本相同，然而黎族患者年龄比例高

于汉族。海南西部地区(琼西)主要是指儋州、临高、

昌江等县市，居民生活习性与海南东部地区有着显

著差异，尤其是有“好酒”的特点。根据临床经验，

西部地区的肝病发生率较其他地区要高，尤其是酒

精性脂肪肝、肝硬化、肝癌患者较多，但目前为止，

结合文献查阅，尚未见正式发表的相关调研数据。

健康中国离不开健康海南，健康海南离不开健康西

部，对西部地区居民的肝病发生情况进行调查研

究，分析其发生特点及趋势，并针对性的调研其影

响因素，是海南医疗系统的重要任务和使命。本文

以超声检查为切入点，通过调查近五年海南西部地

区肝脏疾病的类型、特点及趋势，总结分析当前琼

西地区的肝病流行病学特征，为海南肝脏疾病的防

治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调取儋州市人民医院及西部中

心医院功能科 2015年1月至2019年 12月对患者进行

腹部超声检查的资料，结合超声诊断结果及临床诊断

为肝癌、肝硬化、肝血管瘤、肝囊肿、肝实质增粗的记

录共计 7 636例，同一年度内有多次检查结果及相同

诊断的患者进行去重，保留唯一记录，符合条件者共

6 447例，纳入后续分析。

1.2 研究方法 患者空腹平卧在检查床上，采用

飞利浦 IU22、西门子OXANA2等高档彩色多普勒超

声诊断仪(探头电子凸阵频率为 2~5 MHz)进行腹部B
超。典型血管瘤超声特征：肝实质内高回声区，边界

清晰，内回声不均匀，可见筛窦状低回声，其内部未见

明显彩流信号。典型肝硬化超声特征：肝脏包膜不光

滑，实质回声增粗增强不均匀，肝静脉显示不清晰，门

静脉主干增宽，血流速度减慢，脾脏肿大，脾门静脉增

宽。典型肝癌超声特征：肝脏实质内实质不规则回声

区，周边见低回声晕，内回声不均匀，周边及内部可探

及丰富动脉彩流信号。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5.0统计学软件对

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标
准差(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设置检验水准

α=0.05，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海南西部地区近五年肝病发生的总体状

况 6 447例患者中男性 4 458例，女性 1 989例；最小

1岁，最大 108岁，平均(55.28±14.55)岁。主要肝病类

型有肝癌、肝硬化、肝血管瘤、肝囊肿、肝实质增粗等，

见表1。

of 6 447 patients with liver cancer in western Hainan province in recent five years were obtained. The number of cases
in five years for liver cancer, liver cirrhosis, hepatic hemangioma, thickening of liver parenchyma, and hepatic cyst were
1 541, 2 154, 2 320, 253, and 179. Liver cirrhosis, liver cancer, hepatic hemangioma patients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in recent five years, and the number of liver cirrhosis patient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s all of the liver-disease cases were
considered, the ratio of patients with liver cancer was 23.8% to 33.5% in males and 10.5% to 17.1% in female. The preva-
lence rate of female liver cancer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male patients (P<0.01). The prevalence rate of male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was 26% to 47.5%, while that of female patients was 11.8% to 27.9%. The incidence rate of fe-
male patients with hepatic hemangioma was 48.2% to 64.3%,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19.4% to 33.7% of male
patients (P<0.01). Conclusion Liver cancer, liver cirrhosis, and hepatic hemangioma are the main types of liver diseas-
es in western Hainan Province, and the overall prevalence rate is on rise. Liver cirrhosis and liver cancer are the main
types of liver diseases in men and liver hemangiomas are the majority in women.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living
habits of patients.

【Key words】 Western Hainan; Ultrasound diagnosis; Liver cancer; Cirrhosis; Hepatic hemangioma; Epidem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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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海南西部地区不同性别患者肝病类型[例(%)]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性别

男

女

χ2值
P值

男

女

χ2值
P值

男

女

χ2值
P值

男

女

χ2值
P值

男

女

χ2值
P值

肝癌

176 (33.5)
48 (17.1)
24.24
<0.05
199 (25.8)
49 (14.0)
19.76
<0.05
197 (23.8)
40 (10.5)
19.16
<0.05
368 (30.3)
105 (19.4)
22.42
<0.05
290 (25.9)
69 (15.8)
20.24
<0.05

肝囊肿

14 (2.7)
12 (4.3)
1.544
0.214
17 (2.2)
14 (4.0)
6.6
0.09
19 (2.3)
17 (4.5)
4.26
0.39
26 (2.1)
14 (2.6)
0.34
0.56
28 (2.5)
18 (4.1)
2.57
0.11

肝实质增粗

27(5.1)
7 (2.5)
3.31
0.77
27 (3.5)
8 (2.3)
1.2
0.27
32 (3.9)
8 (2.1)
2.53
0.11
60 (4.9)
14 (2.6)
5.11
0.024
52 (4.6)
18 (4.1)
0.301
0.583

肝血管瘤

172 (32.7)
180 (64.3)
74.11
<0.05
257 (33.4)
213 (60.7)
73.84
<0.05
279 (33.7)
228 (60.0)
73.72
<0.05
282 (23.2)
280 (51.9)
140.62
<0.05
218 (19.4)
211 (48.2)
123.54
<0.05

肝硬化

137 (26.0)
33 (11.8)
22.33
<0.05
270 (35.1)
67 (19.1)
29.27
<0.05
300 (36.3)
87 (22.9)
21.4
<0.05
478 (39.4)
127 (23.5)
41.58
<0.05
533 (47.5)
122 (27.9)
55.86
<0.05

例数

526
280

770
351

827
380

1 214
540

1 121
438

2.2 海南西部地区五种主要肝病类型的发病

趋势 肝囊肿和肝实质增粗近五年发病率较低，而

肝癌、肝血管瘤和肝硬化成为近五年海南底部地区

肝部疾病的主要类型。肝血管瘤的患病人数在

2015年、2016年、2017年连续三年居肝病患病人数

首位，2018年后呈现下降趋势；肝癌患病人数在2015—
2017年较为稳定，而在 2017—2018年间增长趋势明

显，2018年后呈下降趋势；肝硬化患者近五年的增长

趋势明显，2018年患病人数超过肝血管瘤患者成为

海南西部第一肝病类型，且至 2019年依然保持快速

增长趋势，见图 1。
2.3 西部 地区不同 性别肝病 患者的患 病特

点 如表 2所示，对各年度不同性别患者的患病特

点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男性患者的肝癌发病数量

比在 23.8%~33.5%，而女性肝癌患者则占女性总肝病

患病数量的 10.5%~17.1%，女性肝癌患病率显著低于

男性，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男性肝硬

化患者的患病比率为 26%~47.5%，而女性为 11.8%~
27.9%，男性的患病率显著高于女性，差异具有显著

统计学意义(P<0.01)。在肝囊肿、肝实质增粗的患者

中性别差异不大。而在肝血管瘤患者中，女性发病

率占女性肝病患病总数的 48.2%~64.3%，显著高于男

性患病率(19.4%~33.7%)，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P<0.01)。

图1 海南西部地区主要肝病类型患者数量纵向透视图

表1 海南西部主要医院超声科肝部疾病患者基本情况

年度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合计

例数

805
1 121
1 207
1 754
1 559
6 447

男

526
770
827
1 214
1 121
4 458

女

280
351
380
540
438
1 989

年龄(岁，x-±s)

55.94±15.18
54.82±14.85
54.80±15.06
54.69±13.90
26.27±14.28
55.28±14.55

肝癌

224
248
237
473
359
1 541

肝囊肿

26
31
36
40
46
179

肝实质增粗

34
35
40
74
70
253

肝血管瘤

352
470
507
562
429
2 320

肝硬化

170
337
387
605
655
2 154

主要肝病发生情况(例)性别(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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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随着医学从以“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的

转变，流行病学成为现代医学的主干学科，在疾病的

防控及主动健康干预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5]。慢

性疾病的发生除了遗传因素外，大多与生活习惯、环

境因素密切相关，或者说即便是具有遗传倾向的患

者，也可能因为内外环境因素的不同产生不同的特

征。因此，用流行病学的手段对肝癌等疾病发病规

律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对于疾病的防治具有重要

意义[6]。

肝脏在机体代谢及调节中的作用决定了其在个

体全生命周期中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以海南西部地区

为研究范围，以超声诊断结果切入，从两家海南西部

主要的医院功能科调取了 2015年1月至 2019年12月
共5年的肝部疾病超声诊断记录7 636例，结合临床诊

断结果并经年度去重后获得 6 447条超声检查记录，

分析结果表明琼西地区主要的肝病类型为肝癌、肝硬

化、肝血管瘤，有少量的肝囊肿及肝实质增粗的患

者。肝癌、肝硬化、肝血管瘤患者的绝对数量近5年有

整体上升趋势，而肝硬化的上升趋势尤为明显。此

外，从整体水平上分析，近五年男性肝病患者的数量

是女性的 2.24倍，男性肝癌的患病人数为女性的 3.95
倍，高于研究报道 2007—2012年的全国水平(3.11倍)
及全球男女肝癌患病比例 [7-9]。黄笳等 [10]对 2014—
2016年间中日友好医院健康查体人群中肝血管瘤的

患病率进行研究，发现男性患病率和女性患病率分别

为3.03%和2.88%，男性略高于女性。而在本次研究中

发现肝血管瘤占所有样本量的35.99%，占女性患者的

55.90%，远远高于男性群体中的占比，这与黄笳等[10]之

前报道的男女患病比例相当的结论存在矛盾。肝硬

化是肝癌的独立危险因素，乙型肝炎感染引发的肝硬

化近些年来呈现上升趋势[11]。在本次研究的群体中肝

硬化占所有肝脏疾病类型的 33.4%，且男性占比远远

高于女性。

综上所述，本次研究表明海南西部地区近五年肝

脏疾病的发生率呈现上升趋势，发病类型以肝血管瘤

为首，其次为肝硬化和肝癌，女性群体肝血管瘤患病

率较高，而男性群体肝硬化和肝癌的患病率较高。尤

其是海南女性肝血管瘤的患病率高于男性的现象值

得更为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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