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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德宏州景颇族居民生命质量及其影响因素

孙承欢 １），崔文龙 １），蔡 乐 １），许庆良 ２），王 莉 ２），李桂芳 ２）

（1） 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２） 芒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云南 芒市 678400）

［摘要］ 目的 分析景颇族居民的生命质量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 1 367

名≥35 岁的景颇族村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德宏州景颇族人群的生命质量评分中，健康自评条目得分最低，为

（55.66±19.54）；生理机能评分最高，为 （90.28±14.66）；不同性别间生命质量除 MH 和 SF 外，其他条目得分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0.05）；有无慢性疾病的人群比较，除 MH 外其他条目得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

0.05） ．多元逐步回归结果显示，景颇族人群生命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慢性病、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以

及性别等．结论 应加强景颇族老年人、低文化程度人群的健康教育，提高慢性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从而提

高该人群的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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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of Lif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Jingpo
People in the Dehong Prefecture of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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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the quality of life （QOL）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Jingpo people in the Dehong prefecture of Yunnan province. Methods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1367 Jingpo people aged 35 and over from Dehong prefecture.

Information was obtained from a cross-sectional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Among the subjects， the

self-assessment of health score was the lowest （55.66±19.54），whereas physical functioning score was the highest

（90.28±14.66） .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mean QOL score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except for the

mean scores of MH and SF. And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mean QOL score was also found between people with

chronic diseases and without chronic diseases，except for the mean score of MH.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chronic disease conditions，age，marital status，education level and gender we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QOL among Jingpo people. 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health

education for the elderly and people with low education，and improve the self-management skills for chronic diseases

patients，so as to improve patients' QOL in Dehong pref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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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包含了个体的生理健康、心

理状态、独立能力、社会关系、个人信仰和与周围

环境的关系．疾病给患者的日常生活带来生理、

心理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损害，这种损害将直

接影响个体对生活的满意度，即疾病引起生命质量

的降低[1]．景颇族分布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

治州境内，景颇族的饮食文化中，饮的品种较为单

一，主要为饮茶和饮酒 [2]；喜食酸、冷、辣食物，



喜食糯米饭和米酒，喜好吸烟．生活习惯及高原居

住环境增加了其患有慢性病尤其是心血管疾病的危

险性．作为云南省 26 个独有的少数民族之一，景

颇族人群的生命质量一直以来没有进行系统的研

究．本研究通过测定景颇族居民的生命质量得分并

进行分析，探讨其生命质量的影响因素，从而为改

善少数民族的生命质量提供相关建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芒市景颇族集

中的 2 个乡镇，按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情况，随机

抽取 2 个经济条件较差的行政村和 2 个经济条件较

好的行政村作为样本地区，对全部 35 岁以上的村

民进行现场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 1 367 份，

问卷应答率为 96.4%．

1.2 方法

通过 SF-36 量表并结合自行设计的景颇族人

群基本情况调查表，对研究对象进行面对面的问卷

调查．调查内容： （1） 一般项目：包括性别、年

龄、身高、体重、文化程度、职业、婚姻、收入及

医疗保险等； （2） 生命质量：采用 SF-36 量表对

景颇族农村居民的生命质量进行测量．SF-36 量表

包 括 8 个 维 度 ： 分 别 为 生 理 机 能 （physical

functioning，PF）、生理职能 （role-physical，RP）、

躯体疼痛 （bodily pain，BP）、一般健康 （general

health，GH）、活力 （vitality， VT）、社会功能

（ social functioning， SF） 、 情 感 职 能

（role-emotional，RE） 和精神健康 （mental health，

MH）； （3） 个人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包括吸烟、

饮酒等．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 Epidata3.1 建立数据库并录入，用 SPSS

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分析．均数比较采用两个和多个

独立样本比较的 检验和秩和检验．SF-36 量表用

李克累加法，计算原始分数，再转换分数，转换分

数 = 原始分数 - 最低可能分数
可能分数范围

×100 [3]．其分数越

高，表明人群生命质量越好，由此得到生命质量各

维度的标准分和生命质量总分．采用多重线性回归

分析影响生命质量的主要因素， ＜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共调查景颇族 1 367 例，其中男性

672 例 （占调查总数的 49.2%），女性 695 例 （占

调查总数的 50.8%）；调查人群的平均年龄为

（50.91±11.53） 岁；婚姻状况以已婚为主，占到调

查总数的 94.0%；人均年纯收入为 4 188.0 元；初

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调查总数的 19.6%．

调查人群中，存在高血压、糖尿病、慢性支气

管炎等慢性疾病的有 584 人，占到调查总数的

42.7%；吸烟者 657 人，占到调查人群的 48.1%．

2.2 景颇族人群生命质量各维度单因素分析

景颇族人群的生命质量各维度评分中，健康自

评条目得分最低，为 （55.66±19.54）；生理机能评

分最高，为 （90.28±14.66）；其他条目得分在

（63.07±8.08） 至 （83.44±35.91） 之间．

采用两个独立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结果显

示：不同性别间生命质量除 MH 和 SF 外，其他条

目得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0.05）；有无配

偶的人群间生命质量除 VT 和 MH 外，其他条目得

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0.05）；有无慢性疾

病的人群比较，除 MH 外其他条目得分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见表 1．

采用多个独立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结果显

示：不同年龄和不同文化程度景颇族人群生命质量

除 MH 外各条目得分均具有统计学差异 （ ＜

0.05），提示年龄和文化程度可能是该民族人群生

命质量的影响因素之一．

2.3 影响生命质量的多因素分析

为排除各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进一步

了解影响景颇族人群生命质量的主要因素，以

SF-36 量表总分为因变量，以各种影响因素为自变

量进行多重逐步回归分析，得出主要影响因素如表

2 所示，变量赋值为：性别 （男性 =1，女性 = 2）；

文化程度 （未读过书 =1，小学 =2，初中 =3，高中

及以上 =4）；有无慢性病 （无 =1，有 =2）；年龄组

（45 以下 =1，45～54=2，55～64=3，65 以上 =4）；

是否有配偶 （无 =1，有 =2）；是否吸烟 （否 =1，

是 =2）；是否饮酒 （否 =1，是 =2）；是否户主 （否

=1，是 =2） ．

结果发现景颇族人群生命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是慢性病、年龄、有无配偶、文化程度以及性别等

（表 2）；各条目的分析发现，生命质量各个条目的

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性别、有无配偶等一般因素

以及慢性病对多个条目均有影响；文化程度主要与

情绪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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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景颇族人群生命质量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
果

Tab. 2 The results of th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n influence factor of QOL in Jingpo
people

变 量 B Sb

常数 627.182 36.123 17.362 ＜0.001

有无慢性病 -30.133 5.641 -5.342 ＜0.001

年龄组 -20.725 2.676 -7.745 ＜0.001

有无配偶 45.989 11.714 3.926 ＜0.001

文化程度 10.612 3.854 2.754 0.006

性别 -16.189 8.093 -2.000 0.006

3 讨论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树立了积极的健康
观．生命质量评价作为一种综合评价人群健康状况
的技术，从反映健康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三个
方面综合评价人群的健康状况，逐渐受到人们的重
视．它更多的是采用自评的方式，测定在一定社会
经济、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基础上，人们对自己的
身体状态、心理功能、社会能力以及个人综合状况
的感觉体验．因此它实际上反映了个人期望与实际
生活状况之间的差距[3]．本次研究景颇族人群的生
命质量各维度评分中，除生理机能 （90.28±14.66）
得分相对较高外，其他几个维度得分均偏低，低于
贵州省 2006 年少数民族的生命质量评分[4]．一方面

表 1 景颇族人群生命质量的单因素分析（分）

Tab. 1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n quality of life in Jingpo people （Score）

项 目 PF RP BP GH VT RE MH SF

女 87.96±15.62* 68.74±22.91* 71.41±17.81* 52.87±20.11* 63.64±11.85* 81.44±27.22* 62.74±8.29 62.45±16.85

是 91.86±14.37 75.38±20.97* 75.47±16.97* 57.91±19.20* 65.43±11.43 86.88±22.99* 63.55±8.06 64.12±17.03

有 90.97±14.09* 73.54±21.38* 74.01±17.13* 56.22±19.43* 64.63±11.53 84.59±34.95* 63.13±7.97 63.81±17.03*

有 87.32±15.67* 63.01±25.08* 70.81±18.36* 51.57±20.05* 63.70±11.48* 78.14±19.67* 62.88±8.23 61.90±16.47*

是 91.87±13.06* 75.47±30.42* 75.51±16.65* 58.41±18.45* 64.75±11.80 83.65±15.85 63.32±7.67 64.79±17.01*

是 91.29±13.45* 73.29±22.05 73.74±17.91 57.33±19.05 64.30±11.76 82.19±36.84 62.81±7.96 63.33±16.79

男 92.69±13.18* 75.48±10.97* 75.84±16.72* 58.56±18.49* 65.48±11.42* 85.52±24.41* 63.42±7.84 64.16±17.14

性别

否 88.80±14.78 68.93±22.91* 71.81±17.66* 53.55±19.63* 63.71±11.69 80.21±18.21* 62.63±8.08 62.50±16.96

是否户主

无 79.63±18.77* 48.78±16.30* 66.90±20.36* 47.01±19.24* 63.23±12.53 65.45±25.19* 62.29±9.62 55.03±14.42*

有无配偶

无 92.50±13.45* 78.80±38.37* 75.65±16.40* 58.72±18.58* 65.17±11.65* 87.40±32.30* 63.22±7.96 64.32±17.33*

有无慢病

否 89.11±15.63* 69.54±23.13* 72.17±17.85* 53.65±20.07* 64.40±11.45 83.29±15.98 62.89±8.36 62.18±16.93*

是否饮酒

否 89.35±15.64* 70.92±22.13 73.44±16.97 54.12±19.86 64.76±11.44 84.60±35.01 63.32±8.18 63.24±17.22

是否吸烟

* ＜0.05.

与民族自身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另一方面，随着
经济条件和交通闭塞状况的改善，个人对生活期
望的提高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研究发现，随年龄增加生命质量呈下降趋势，
提示应更加关注老年人口的生命质量．同时，在
婚人群尤其是婚姻关系完整的老年人群生命质量
明显高于其他人群，进一步证实良好的婚姻关系
是家庭成员健康的重要保证[3]．

在生命质量的影响因素上，与其他研究结果
类似 [4，5]．影响少数民族人群生命质量的主要因素
有慢性病、年龄、有无配偶、文化程度以及性别
等．有无慢性病的标准回归系数为负数，说明患
病人群生命质量较未患病者差，提示在这一人群
中提高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可得性不失为提高人
群生命质量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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