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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基本信息

2016年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数据

发表杂志：中华肿瘤杂志

发表时间：2023年3月

2020年以来，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恶性肿瘤诊治

相关工作均受制约，在肿瘤登记方面，对获取恶性肿瘤发病和死

亡数据、生存随访工作均造成持续性的影响，数据资料的收集、

质量控制和统计分析工作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本研究根据全国各肿瘤登记处上报国家癌症中心的2016年肿瘤登

记数据，估计 2016年全国恶性肿瘤发病、死亡情况，并首次提供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主要癌谱的流行情况。



文献摘要

根据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对肿瘤登记数据的质量控制

和审核流程，对各省上报的683个登记处数据进行

审核评估，纳入符合数据质控标准的487个登记处

数据。 按性别、城乡、年龄分层计算不同肿瘤的发

病率和死亡率。 结合中国人口数据，估计2016年中

国恶性肿瘤发病、死亡情况。 

研究方法

中国恶性肿瘤负担依旧较重，恶性肿瘤负担地区差

异及性别差异明显，癌谱结构仍然呈现发达国家癌

谱与发展中国家癌谱共存的局面，恶性肿瘤防控形

势严峻。

研究结论

根据全国各肿瘤登记处上报至全国肿瘤登记中心的 

2016 年恶性肿瘤登记数据，估计2016 年中国恶性

肿瘤流行特征。

研究目的

2016年中国新发恶性肿瘤病例约406.40万，粗发病率为 

293.91/10万（男性315.52/10万，女性271.23 /10万）

,中国当前的主要恶性肿瘤包括肺癌、结直肠癌、胃癌、

肝癌、女性乳腺癌等。

2016年全国恶性肿瘤死亡约为241.35万例，粗死亡率为

174.55/10万（男性216.16/10万，女性130.88/10万），

肺癌、肝癌、胃癌、结直肠癌、食管癌是主要死因。

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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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已成为严重威胁我国人群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

恶性肿瘤…

2019年全国居民死亡原因

• 2019年全国死因监测报告显示，恶性肿瘤位居死亡

原因首位，占全部居民死因的24.09%。

• 近十几年来，我国恶性肿瘤的发病和死亡均呈持续

上升态势，且不同恶性肿瘤的趋势变化差异较大，

各地区癌谱结构差异明显，面临的防控形势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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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

截至  2019年8月31日，国家

癌症中心共收到全国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682 个登

记处提交的 2016年肿瘤登记

资料，其中地级及以上城市

251个，县和县级市431  个。  

本研究中所提及的恶性肿瘤包

括全部恶性肿瘤及中枢神经系

统良性肿瘤。

数据审核及质控

数据质量控制从可靠性、完整

性、有效性和时效性４个方面

进行审核与评价。采用的评价

指 标 包 括 病 理 诊 断 比 例

（MV%）、只有死亡证明书比

例（ DCO ％）、死亡发病比

（M/I）以及登记处的历史发病

率变化趋势、相邻两年间发病

率波动情况等。

统计学方法

汇总符合质量控制标准的登记

处数据，分城乡、性别和年龄

组计算各癌种的发病率和死亡

率。  结合全国人口数据，估计  

2016年中国恶性肿瘤发病和

死亡情况。  



数据纳入情况

• 根据质量控制标准，本研究纳入统计的登记处

共计487个，覆盖人口381 565 422人，占

2016年末全国人口数的27.60%。 

• 城市人口 192 628 370人，占全国登记地区人

口的50.48％；农村人口 188 937 052人占全国

登记地区人口的 49.52%。 

• 纳入的肿瘤登记地区数据合计MV%为68.31%，

DCO% 为1.40%，M/I 为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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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发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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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全国恶性肿瘤新发病例约 406.40万，其中男性 223.43万例，女性182.96万例；城市地区249.59万例

（61.41%），农村地区156.81万例（38.59%）。 城市地区恶性肿瘤发病率高于农村地区。

• 全部恶性肿瘤合计粗发病率为 293.91/10万，中标率190.76/10万，世标率186.46/10万，0～74岁累积率为21.42％。



年龄别发病率

• 2016年中国恶性肿瘤发病率随年龄增加而逐渐

上升，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 

• 城乡地区男女30岁以前的发病率均相对较低，

均在80～84 岁年龄组达到发病高峰，≥85岁年

龄组发病率则略有下降。 

• 0～14岁年龄组男性恶性肿瘤发病率略高于女性

，15～49岁年龄组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50

岁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



主要恶性肿瘤发病情况

• 我国当前癌谱结构是发达国家癌谱和发展中国家癌谱并存

的局面。

• 从发病例数看，肺癌位居我国恶性肿瘤发病首位，2016年

我国肺癌新发病例约82.81万，其他高发恶性肿瘤依次为

结直肠癌、胃癌、肝癌、女性乳腺癌、食管癌、甲状腺癌、

子宫颈癌、脑肿瘤、胰腺癌。

• 男性发病首位为肺癌，前10位恶性肿瘤发病约占男性全部

恶性肿瘤发病的82.33％。

• 女性发病首位为乳腺癌，女性其他高发恶性肿瘤依次为肺

癌、结直肠癌、甲状腺癌、胃癌、子宫颈癌等，女性前10

位恶性肿瘤发病约占女性全部恶性肿瘤发病的78.90%。



主要恶性肿瘤发病情况：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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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恶性肿瘤发病情况：城乡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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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恶性肿瘤发病情况

• 在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肺癌

在除西藏自治区、甘肃省和青海省外的其他地

区均位居首位。

• 鼻咽癌在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

江西省、贵州省均位居前 10位。

• 子宫颈癌在全国多数地区发病例数位居前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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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死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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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全国恶性肿瘤死亡病例数约为241.35万例，其中男性153.07万例，女性88.28万例；城市地区142.98万例（59.24%），

农村地区98.37万例（40.76%）。 

• 2016年中国恶性肿瘤粗死亡率为 174.55 /10 万，中标率106.00/10 万，世标率105.19/10 万，0～74 岁累积率为11.85%。 

城市地区恶性肿瘤标化死亡率低于农村地区。



年龄别死亡率

• 死亡率整体随年龄增加而逐渐上升，在城市和

农村地区，男性年龄别死亡率整体均较女性更

高，但在低年龄段中，男女年龄别死亡率接近

。

• 死亡率在35岁之前呈现交替上升趋势，35岁之

后男性各年龄组死亡率均高于女性，且差异随

年龄的增加而增大。



主要恶性肿瘤死亡情况

• 按死亡例数排序，肺癌位居我国恶性肿瘤死亡首位，2016

年我国因肺癌死亡约 65.70 万例。  

• 男性和女性前10位恶性肿瘤死因顺位略有差异：

• 男性依次为：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胰

腺癌、前列腺癌、脑肿瘤、白血病、淋巴瘤；

• 女性依次为：肺癌、胃癌、肝癌、结直肠癌、乳腺癌、食

管癌、胰腺癌、子宫颈癌、卵巢、脑肿瘤。

• 男女前10位恶性肿瘤死亡分别占男女全部恶性肿瘤死亡的

87.69％和 80.43％。



主要恶性肿瘤死亡情况：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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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恶性肿瘤死亡情况：城乡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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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恶性肿瘤死亡情况

• 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肺癌在除

甘肃省、青海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和西藏

自治区外的其他 26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均位

居首位。

• 子宫颈癌死亡在山西、吉林、河南、湖南、贵州、

甘肃、青海等省均位居前 1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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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癌症谱系与美国略有差异，发病和死亡构成中宫颈癌占比情况接近

2023年美国癌症协会和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联合发布的报告

显示[1]：

• 美国女性患病率前十位的肿瘤依次是乳腺癌、肺癌、结直

肠癌、宫颈癌、皮肤黑色素瘤、非霍金奇淋巴瘤、甲状腺

肿瘤、胰腺癌、肾癌、和白血病。其中宫颈癌占比7%。

• 我国女性患病率前十位的肿瘤中，宫颈癌位列第五位，占

比6.52%；死亡率前十位的肿瘤中，宫颈癌位列第7位，

占比4.22%。与美国报道的数据接近。

[1] Siegel RL,et al. Cancer statistics, 2023[J]. CA Cancer J Clin 2023,73(1):17-48



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低于世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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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柳叶刀发布的文献显示，全球范围内，宫

颈癌的标化发病率为13.3/10万，标化死亡率为

7.7/10万[1]。

• 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已低于世界水平，

体现了积极防控的成效，但高于2023年美国癌症

协会发布的数据[2]。

[1] Singh D,et al. Global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of cervical cancer in 2020: a baseline analysis of the WHO Global Cervical Cancer Elimination Initiative[J].Lancet Glob Health 2023,11(2):e197-e206

[2] Siegel RL,et al. Cancer statistics, 2023[J]. CA Cancer J Clin 2023,73(1):17-48



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趋势

陈万青,等.2013年中国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分析[J].中国肿瘤,2017,26(1):1-7
陈万青,等.2014年中国分地区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分析[J].中华肿瘤杂志,2018,40(1):5-13
郑荣寿,等. 2015年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J].中华肿瘤杂志,2019,41(1):19-28

宫颈癌在女性前10位恶行肿瘤中发病和死亡构成占比

年份 发病 死亡

2014 6.04% 3.61%

2015 6.24% 3.96%

2016 6.52%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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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6年我国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1/10万）

• 与2013年相比，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有所增加。2013-2016年，我国宫颈癌死亡率逐年增加。

• 有研究指出，35 岁以下妇女宫颈癌发病率明显上升，宫颈癌年轻化的原因可能与性生活频率、过早性行为及性传

播疾病感染增加有关。

• 疫苗接种、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控制危险因素及积极改善预后等措施是预防宫颈癌年轻化的重要手段。



感染是宫颈癌的主要危险因素，超过99%的宫颈癌死亡与感染相关

• 宫颈癌是一种感染性疾病，可以预防，可以治愈[1]。

• 许多癌症死亡均与感染相关，我国99.4%的宫颈癌死亡与感染相关。且由HPV感染导致的癌症死亡占1.3%[2]。

• HPV感染的科学防治观点： 早筛查，早干预，及时清除HPV病毒[1]。

1.3%可归因于HPV感染的癌症死亡比例

[1]罗新教授: 宫颈病变筛查分流过程中HPV清除的疗效及临床价值.https://news.medlive.cn/obgyn/info-progress/show-81481_206.html
[2]Islami, F.,et al. Cancer deaths and cases attributable to lifestyle factors and infections in china, 2013. Annals of Oncology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 2017,28(10), 2567.



研究提示

01 02

我国人口基数大，地域发展不均，且目前宫颈癌

在我国依然有着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实现消

除宫颈癌的战略目标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高危型HPV持续感染是宫颈癌发病的主要诱因，

99.4%的宫颈癌死亡与都与HPV感染相关。

HPV感染应该“早诊早治”。可以局部应用干扰

素等外用药物清除高危HPV，降低宫颈癌的发生

风险。且应提倡“男女性伴同防同治”，减少

HPV在男女性伴间的交互传播，缩短HPV持续

感染时间。

03 04

我国恶性肿瘤负担依旧较重，恶性肿瘤负担地

区差异及性别差异明显，癌谱结构仍然呈现发

达国家癌谱与发展中国家癌谱共存的局面，恶

性肿瘤防控形势严峻。



谢谢关注！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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