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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分析

文献基本信息



• 为确保中国的实际监测数据与国际癌症研究

机构（IARC）公布数据的一致性，国家癌症

中心获国家卫健委批准，将在IARC发布2022

年全球癌症负担（GLOBOCAN 2022）报告中

同时发布中国的癌症负担数据。

• 2022年中国新发癌症482.47万例，新增癌症死

亡257.42万人。肺癌、结直肠癌、甲状腺癌、

肝癌、胃癌位居发病率前五位。肺癌、肝癌、

胃癌、结直肠癌和食道癌是前五位癌症死亡原

因。在2000~2018年间，甲状腺癌、前列腺癌和

子宫颈癌的ASIR显著增加。

• 2018年中国共有700个登记处上报了高质量

的癌症发病和死亡数据，其中2010年至2018

年连续监测的106个登记处建立了年龄-时期

-队列模型，模拟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趋

势，并对2022年中国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进行

估计。此外，使用22个连续癌症登记的数据

分析了2000至2018年间癌症年龄标准化发病

率（ASIR）和死亡率（ASMR）的时间趋势。

• 研究表明，癌症仍然是中国的一个主要公

共卫生问题，中国的癌症负担一直在增加，

部分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公众癌症预防意

识的提高，以及就医机会的改善。

文献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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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国家癌症中心(NCC)负责数据收集和质量控制，包括根据《中

国癌症登记指南》的标准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国际癌症登记

协会(IARC/IACR)的标准评估所有癌症登记数据的有效性、完

整性和可比性。

这项研究提供了中国2022年新发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最新

估计统计数据。同时，更新了2000~2018年癌症发病率和死

亡率的趋势。这些结果可为中国的癌症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癌症已成为中国的一大公共卫生问题，严重影响我国居民健康、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人口为基础的癌症登记处在中国已经

运作了大约60年，可用于持续和动态监测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

癌症登记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癌症防控水平。癌症发病率、

死亡率和存活率数据为制定癌症预防和控制策略以及评估医

疗卫生工作质量的有效性提供了科学依据。



发病率和死亡率相关数据提取自全国700个癌症登记机构。使用22

个连续癌症登记机构的数据，分析了2000至2018年间所有癌症和

特定癌症类型按世界标准人口年龄标化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时

间趋势。此外，国家统计局提供了中国2022年的人口数据。

数据源

基于2010年至2018年106个登记处的数据估算2022年按年龄段预测的

发病率和死亡率。结合2022年的人口，计算出各年龄段的新发病例和

死亡人数。此外，使用Segi人口权重来计算年龄标准化死亡率

（ASMR）、年度百分比变化（APC）和平均年度百分比变化（AAPC）。

统计分析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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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癌症总体发病情况
与2020年相比，2022年新发病例增长5.6%

表1 预计2022年中国新发癌症病例数和癌症发病率

✓ 从发病率看，2022年中国最常见的癌症是肺癌（106.06万

例）

✓ 其次是结直肠癌、甲状腺癌、肝癌、胃癌、乳腺癌、食管

癌、子宫颈癌、前列腺癌、胰腺癌。

男性2,533,900例，女性2,290,800例

4,824,700例

男性世标发病率高于女性

（209.61/10万 vs 197.03/10万）

世标发病率

201.61/10万

与2020年死亡人数3,002,899例相比
新发病例增长

5.6%

新发病例



中国男女性TOP10癌症发病率及顺位

91.36 

42.67 

37.16 

34.2 

23.23 

18.61 

17.32 

10.15 

9.31 

6.68 

肺癌

结直肠癌

肝癌

胃癌

食管癌

前列腺癌

甲状腺癌

膀胱癌

胰腺癌

淋巴癌

58.18

51.17 

49.40

30.32 

21.18

16.23

14.44

11.25 

8.84

8.19

肺癌

乳腺癌

甲状腺癌

结直肠癌

子宫颈癌

胃癌

肝癌

子宫体癌

卵巢癌

食管癌

65.5%
✓ 男性前五位癌症依次为肺癌、结

直肠癌、肝癌、胃癌和食道癌。

占男性癌症新发病例总数

✓ 女性前五位癌症依次为肺癌、乳

腺癌、甲状腺癌、结直肠癌和子

宫颈癌。其中，子宫颈癌发病率

居第五位，相比2020年上升一位。

63.65%
占女性癌症新发病例总数

发病率（1/10万）



癌症发病率年龄分布

✓ 发病率整体随年龄增加而逐渐上升，全

癌种的发病率在0 ~ 34岁年龄组相对较

低，从35 ~ 39岁年龄组开始显著升高，

在80 ~ 84岁年龄组达到高峰。

✓ 男性总体发病率低于在25 ~ 54岁年龄组

女性，而在60岁以上，则高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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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结 果



2022年中国癌症总体死亡情况
与2020年相比，2022年死亡人数下降14.3%

表2 预计2022年中国的癌症死亡人数和癌症死亡率

男性1,629,300人，女性944,900人

2,574,200人

男性世标死亡率高于女性

127.49/10万 vs 67.81/10万

96.47/10万

与2020年死亡人数3,002,899人相比

14.3%

✓ 从死亡人数看，2022年中国最主要的癌症死因是肺癌

（733,300人死亡）

✓ 其次是肝癌、胃癌、结直肠癌和食道癌、胰腺癌、乳腺癌、

脑瘤、子宫颈癌，白血病。

世标死亡率

死亡人数下降

新发死亡人数



中国男女性TOP10癌症死亡率及顺位

71.55

31.78 

25.18 

19.78 

19.47 

8.47 

6.59 

4.51 

4.38 
4.04 

肺癌

肝癌

胃癌

结直肠癌

食管癌

胰腺癌

前列腺癌

膀胱癌

脑瘤

白血病

31.47

14.10 

12.56

11.41 

10.86

8.06

6.82

6.55 

4.73
3.63

肺癌

结直肠癌

肝癌

胃癌

乳腺癌

子宫颈癌

食管癌

胰腺癌

卵巢癌

脑瘤
发病率（1/10万）

✓ 女性癌症死亡的前5位死因是肺癌、

结直肠癌、肝癌、胃癌和乳腺癌。

其中，子宫颈癌死亡率居第六位，

相比2020年上升一位。

58.78%

占女性癌症死亡人数总数

74.28%✓ 男性癌症死亡的前5位死因依次

为肺癌、肝癌、胃癌、结直肠

癌和食道癌。
占男性癌症死亡人数总数



癌症死亡率年龄分布

✓ 死亡率随年龄增加而逐渐上升，在40

~ 44岁开始显著上升，85岁及以上达

到高峰。

✓ 在40岁以后的人群中，男性的死亡率

高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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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8年间部分癌症发病率趋势

下降

上升

女性 男性

发病趋势

食道癌、胃癌、肝癌

子宫颈癌

肺癌

乳腺癌

甲状腺癌

前列腺癌

直肠癌

✓ 2000~2018年，全癌种的ASIR以每年

约1.4%的速度显著增加。



✓ 男性所有癌症的ASIR保持稳定，但女性的ASIR以每

年2.6%的速度显著增加，主要是由于更多的甲状腺

癌和子宫颈癌的诊断。

✓ 子宫颈癌ASIR的年均增长率从2008年前的14.8%

下降到现在的1.7%。

✓ 中国的子宫颈癌发病率始终呈上升趋势，但自

2008年以来上升趋势明显放缓。这一下降在年轻

一代中尤为明显，表明中国近年来子宫颈癌预防

和控制策略是有效的。

宫颈癌发病率呈一直上升趋势
但自2008年以来上升趋势明显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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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8年中国部分癌症死亡率趋势

下降

上升

女性 男性

死亡趋势

食道癌、胃癌和肝癌

卵巢

子宫颈癌

前列腺癌

结直肠癌

胰腺癌

✓ 在2000~2018年间，全癌种的平均死亡

率每年大幅下降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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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提示

癌症仍然是中国的一个主要公共卫生问题. 2022年中国新发癌症482.47万例，

新增癌症死亡人数257.42万人。与2020年相比，新发病例增长5.6%， 死亡

人数下降14.3%。

中国的子宫颈癌发病率一直呈上升趋势，但自2008年以来上升趋势明显放

缓。这一下降在年轻一代中尤为明显，表明中国近年的宫颈癌预防和控制策

略是有效的。

中国排名前十的癌症分别是肺癌、结直肠癌、甲状腺癌、肝癌、胃癌、乳腺

癌、食道癌、宫颈癌、前列腺癌和胰腺癌。其中，子宫颈癌在女性人群发病

率居第五位，相比2020年上升一位，发病率21.18/10万；死亡率居第六位，

相比2020年上升一位，死亡率8.06/10万。



谢谢关注！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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