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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中国城市健康状况大调查》系列报告之
《2009‘中国城市市民健康状况白皮书》

60年前，我们的爷爷奶奶从来不会为了减肥等问题困

扰，如何温饱地生存是他们的头等要事。 

30年前，我们的父母也从不会担心运动量不足和严重

缺乏日光下的有氧运动这些问题。他们专注于活动量并不

小的工种，并一做就是很多年。 

10年前，我们刚刚开始了解富贵病和贫困病的区别，

猛然发现，身边越来越的人患上的是富贵病，而不是贫困

病了。 

今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目前我

国有660个城市，其中直辖市4个，副省级城市15个，地级

市260个，县级市381个，随着农村城市化建设的推进，城

市数量还会逐渐增加，据专家估计在未来的10年内，我国

城市数量极有可能突破1000个。截止2008年，中国的城镇

化率已超过50%，城市人口已超过6亿，其中东部、中部和

西部地区的城市数量分别占中国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百

分之三十七和百分之十九。

城市化率不断高升的数据表明市民的经济及生活水

平也在不断攀升，生活在城市我们开始关注食物和疾病的

关系，开始刻意塑造自己的体形，开始关注自己的身心健

康…… 

此次调查延续时间长达半年，地域覆盖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成都、济南，天津，大连，武汉，南京等大

中城市，调查内容涵盖城市人群的生活、工作、情感、心

理、婚姻与家庭等多个角度，无论从横向，还是从纵向都

旨在做一次全面而深入的关于中国城市健康状况的梳理和

呈现。

背景资料部分
参与调查人群的年龄比例

18-25岁：19.8%

26-35岁：37.2%

36-45岁：25.6%

45岁以上：17.4%

参与调查人群性别比例

男：女，2：3

参与调查人群的收入比例

2000以下：

2000-5000元：24.3%

5001-10000元：39.2%

10001-20000元：11.7%

20000以上：11.2%

城市参与的比例

本次调查涉及31个省直辖市，589个城市，大城市参

与数量多，范围广，按照参与调查城市的数量排序，排名

前十位的城市为：

北京：15800

上海：13900

广州：11700

深圳：9700

南京：7820

武汉：7680

成都：6340

济南：6010

杭州：5300

沈阳：4750

疾病状况部分
健康人群癌症筛查率为9‰，中国城市市民需加强防癌意识

从根据慈铭体检集团近8年累计超过300万健康人群检

查数据显示，经专家分析，目前影响城市市民健康的九大

种癌症为：有鉴于宫颈癌和前列腺癌有性别差异，建议不

放在全人群的排序中。建议采用：“乳腺癌和宫颈癌已经

成为严重威胁女性生命的可预防性癌症。而男性生命也同

样受到可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前列腺癌的威胁。”

随着目前恶性疾病发病率逐渐年轻化，名企业家、名

主持人英年早逝屡见不鲜，提高防癌意识已成当务之急，

同时也介于目前晚期癌症后期治疗的昂贵和无法治愈性，

提高市民的防癌意识，同时也为老百姓实现早期发现，早

期治疗，延长生命提供了可实现的条件。把可怕的癌症遏

制在早期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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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疾病发生状况

数据来源：慈铭体检集团

数据来源：2009中国城市健康状况大调查

疾病VS年龄 18-25岁 26-35岁 36-45岁 45岁以上
超重、肥胖 15.35% 21.63% 35.16% 51.74%
血脂异常 3.46% 28.08% 39.13% 40.25%
脂肪肝 10.03% 26.04% 37.92% 38.79%

血糖升高 11.51% 13.53% 16.25% 21.32%
肝功能异常 8.86% 14.23% 16.24% 20.92%
颈椎疾病 25.43% 42.86% 50.43% 68.42%

痔疮 3.58% 9.46% 18.49% 19.67%
尿酸增高 4.84% 6.12% 9.25% 13.25%

前列腺疾病 8.72% 21.86% 28.46% 37.16%
乳腺增生 29.43% 34.75% 45.42% 56.76%

宫颈疾病 10.76% 24.13% 37.45% 38.76%

疾病VS城市 北上广深 其他城市
睡眠问题 31.76% 19.84%  
妇科疾病 39.43% 42.16%

内分泌紊乱 41.46% 38.43%
肺部呼吸系统问题 18.43% 24.10%

前列腺增生、尿路感染等泌尿系
统疾病

24.21% 26.75%

心脏方面 18.75% 17.45%
脂肪肝、乙肝等肝脏疾病 36.75% 33.57%

 肠胃消化系统疾病 49.43% 38.17% 
颈椎、腰椎及骨质增生 34.76% 24.7%

您的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吗？
每天都能做到 基本做到 有时做到 从没做到  

20.1% 22.1% 38.6% 19.2%

您的作息很规律，每天都早睡早起吗？
非常符合 基本符合，但

有时做不到
偶尔能做到 从来不规律，

经常熬夜
9.8% 16.3% 28.4% 45.5%

您的饮食结构一般是怎样的？
三餐都保证
有水果蔬菜

吃 饭 时 会 吃
蔬 菜 ， 但 有
时 想 起 来 才

吃点水果

经 常 在 外 面
吃，不能保证
每餐吃蔬菜水

果

不爱吃蔬菜，
以肉食为主 

3.7% 35.4% 38.1% 22.8%

您的睡眠质量很好，每天晨起时都很有精神吗？
非常符合 基 本 符 合 ，

有 时 感 觉 没
睡够

虽然每天睡眠
时间够了，但
感觉质量不好

睡眠时间严重
不足，经常失

眠睡眠

4.6% 18.5% 26.8% 50.1%

您每天的工作时间在
8小时以下 8~10小时 10~12小时 超过12小时

20.6% 28.1% 27.7% 23.6%

您健身或运动的频率大约是
（18-29岁与50岁以上人群对比）

每周3次以上 每周1次 偶尔进行 从不健身

10.8% 18.4% 30.1% 42.7%
63.9% 18.4% 12.3% 5.4%

市民疾病发生年轻化，“三高”不再是中老年人专利

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 ，饮食结构存在营养过剩现象，

使富贵病—“三高”， 在我国城市发病率明显上升，千万

别以为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是50岁以上长辈的专利，

其实它们已经是很普遍的疾病，并开始渐渐威胁起年轻人

的健康来。30～40岁的男性是“三高”患者大军中的“主

力”，30岁左右人群“三高”发病率为20％～30％，而

且年轻白领们往往工作繁忙，压力大，体育活动也少，所

以才会受“三高症”的困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富贵

病”很少独来独往，若不及时干预，会发展成为糖尿病和

心脑血管病等疾病，成为威胁市民健康的幕后推手。

城市经济越发达，市民身体越差

“目前最困扰您的健康问题？”问卷显示,排名前三位

的疾病是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脂肪肝、乙肝等肝脏疾病，

颈椎、腰椎及骨质增生。这主要是城市市民生活压力大，

工作紧张、经常加班等压力因素之外，长时间上网、应酬

过多、饮食不科学、作息无规律、缺少体育锻炼造成的。

调查显示，城市经济越发达，市民身体越差，中国目前城

市经济最发达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城市与其他城

市数据对比均相对偏高。

城市九成以上女性存在健康问题，只有三成的女性定期做

妇科检查

城市女性大多为职业女性，她们不仅要承受工作的压

力，同时还要担负照顾家庭的责任。城市女性中超过四成

的人患有乳腺疾病，接近五成的人患有宫颈疾病，5%的人

患有卵巢囊肿，在已婚生育的女性中超过3成的人患有子宫

肌瘤。乳腺癌已占我国城市女性恶性肿瘤的第一位，更令

人担忧的是其增长速度太快，每年递增2％—3％。城市女

性应更加关注自身的健康问题，定期进行妇科检查是疾病

预防和治疗的有效手段，大多数的女性都认为应该定期做

妇科检查，但仅有三成的人付诸行动。

生活方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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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市民饮食搭配不平衡

调查发现，市民一日三餐的规律性，结果有48%的人

认为“有规律”，有15.6%的人“无规律”，有29.5%的人

认为自己的饮食规律性不强、时有时无,6.9%市民认为

数据显示，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市民更加注重

肉食的搭配，蔬菜水果相对偏少，尤其在青年人中, 经常食

用蔬菜水果的人更少，其中18-29岁人群对蔬菜水果摄入

频率明显低于其他人群。

近七成市民感觉睡不好，睡不够

调查结果令我们惊奇的是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睡眠时

间和质量都很好。68%的人每天早上起床都觉得睡不够，

没有精神。虽然17%的人基本能保证睡眠时间，但睡眠质

量中等。有15%的人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经常失眠，睡眠

成了市民不可多得的享受。一线城市的疲劳度相对较高，

超过60％的人感觉比较疲惫。

年轻人没有老年人运动多

针对市民参加体育锻炼或有规律去户外活动的调查发

现，有40.2%的市民表示“经常”锻炼，有35.2%的市民表

示“很少”锻炼，有24.6%的市民表示“没有”锻炼。 但

从年龄上看，18-29岁的青年人表示“经常”锻炼的仅有

26.1%，51.2%的青年人“很少”锻炼，“没有”锻炼的占

22.7%。相反，50岁以上的人“经常”锻炼的人比较多，

分别占59.4%。 

近半市民感到心理压力大

调查显示，市民心理压力大和情绪低落状况比较突

出。市民过去一年经常或总是感到压力很大和疲倦感的占

45.75%；经常感到情绪低落的占27.60%。这其中30-39岁

年龄段的市民情况最突出，51.64%的人过去一年经常或总

是感到心理压力大，29.37%的人经常感到情绪低落；其次

是20-29岁年龄段的市民，心理压力大的占49.25%，情绪

低落的占30.32%；第三是40-49岁年龄段的市民，两个比

例分别为45.32%、27.27%。男性心理压力比女性大，有

47.71%男性市民过去一年经常或总是感到压力很大，而女

性这一比例为41.35%；但是女性出现经常情绪低落的比例

比男性略高，为27.87%，而男性为27.35%。

调查显示，当情绪低落或烦闷时，市民采用的解脱

方法比例最高的是找家人或朋友倾诉，占45.79%；其次

是憋在心里，独自安静，占23.92%；第三位是玩乐，占

21.88%。选择就医的最少，只有2.09%。男女在寻求解脱

方法方面也有所不同，男性采用做运动、上网聊天或玩游

戏的多于女性，而女性选择找人倾诉、玩乐、逛街、发脾

气的多于男性。

健康观念部分
如果您感觉身体不适，但不清楚原因，通常会如何处理？

去体检中心进行健康筛查 ：12.8%     

去医院彻底的检查，寻求专家的意见及建议：8.6%            

凭自己的常识做出判断：35.7%        

询问家人或身边的朋友：20.3%     

忽视不顾：18.4%                    

其他：4.2%

市民健康意识淡薄，近五成市民从不体检

市民对健康知识的了解不够多，在日常的生活中不

注意养生保健，营养知识缺乏。另外，市民对健康的了解

程度仅仅局限在人的身体健康上，对健康整体概念的理

解不全面。在感觉身体不适时，因为健康意识淡薄，把小

病、慢性病拖成了大病而后悔不迭，不仅给自己留下无法

弥补的伤害，同时也给家庭、社会带来伤害和巨大的经济

负担。中国城市市民的健康意识是治疗为主，往往忽视预

防，这一反常现象提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必须从过去重

治疗转为以预防为主，新医改方案突出了健康教育的重要

性，以推动公众健康观念的转变。

健康体检是确保身体健康的重要手段。调查发现，有

26.4%的市民表示“定期到医院或专业体检中心做健康体

检”，有26.6%的市民表示“偶尔做”，有47.0%的市民表

示“从来不做”。 没有健康体检意识，做检查时病已经很

严重了。

市民健康透支大过健康投资

调查发现收入越高的人健康状况越差，透支健康越严

重。对于专业的健康检查数据依然不乐观。慈铭体检韩小

红博士指出，现在城市市民没有健康投资的理念，不注重

平时的疾病预防，其实很多的疾病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通

过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和心理平衡等健康干预

手段，不仅可以避免或减少不良生活方式所引起的疾病，

还可能使一些高危疾病的病理变化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