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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探讨老年男性膳食钠盐&体质量指数"

&]S

$与良性前列腺增生"

&J[

$危险性之间的关系%方法
!

采取以医院

为基础的病例对照研究%研究组由经组织学检查证实患
&J[

的男性患者组成!对照组由因患其他疾病入住与研究组患者相同医

院的同期患者组成%研究组与对照组各
$/#

例!

-k-

匹配%采用标准调查表对全部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同时对身高和体质

量进行测量%采用食物频率调查表"

bbi

$!调查研究对象的膳食情况%采用多元
98

4

;>B;)

回归模型对患者膳食钠盐&

&]S

与
&J[

的比值比"

8P

$及其相应的
<15

可信区间"

S̀

$进行估计%结果
!

研究组患者钠盐摄入量("

-10$<2$0-3

$

4

#

:

)明显高于对照组

("

-"0/32$0#3

$

4

#

:

)!

11

"

1<

岁年龄组中!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钠盐摄入量最高%

/1

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加!研究组患者钠盐

摄入量明显高于对照组%调整了年龄及热能的摄入量后!钠盐总摄入量与
&J[

呈正相关"

(

.

X-.0#<1

!

!X#0##3

$%并且随着钠

盐摄入量的增加!发生
&J[

的危险性明显升高%与钠盐摄入量最低的对照组比较!研究组钠盐摄入量最高者的
8P

值显著增加

"

8PX-0%.3

!

<15 S̀

*

-0.#/

"

.03/<

!

!X#0##"

$%结论
!

钠盐摄入量与
&J[

呈正相关!高钠膳食可能是
&J[

的一个危险因素%

关键词"前列腺增生'钠!膳食'人体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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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前列腺增生$

DA6;

4

6

L

K8>BCB;)E

IL

AK

L

9C>;C

#

&J[

%以前

列腺肥大为主要特征#是老年人的一种常见病'据估计#

1#

"

/#

岁的男性中大约有
1#5

的人具有
&J[

的病理学特征#

$

/#

"

3#

岁的老年男性中这一比例将增加
3#5

以上(

-?.

)

'尽管该

病的患病率较高#但是对其发病的原因尚不清楚'除了体内雄

激素水平和高龄是构成前列腺疾病的危险因素之外#其他危险

因素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证实'

&J[

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

显示#此症的地域性和种族性差异主要是由膳食构成和生活方

式的改变所造成(

$

)

'目前仅有少数流行病学研究提出了关于

膳食因素对发生
&J[

危险性的作用'近年来#有一些研究的

证据支持膳食因素在
&J[

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在数目很少的

检验膳食因素与
&J[

之间关系的流行病学研究中证实#水果*

蔬菜和豆类对
&J[

具有保护性作用(

"

)

#而摄入牛奶及其制品

与发生
&J[

的危险性增加有关(

1

)

'摄入含有高脂类*高胆固

醇等食物#可使发生
&J[

的危险性增加(

/

)

'美国的一项前瞻

性研究结果表明#钠盐的摄入量既与
&J[

引起的下尿路症状

$

(\@R

%呈显著正相关#也与储尿症状呈正相关(

3

)

'

@CFC6;

等(

%

)开展的一项病例对照研究结果也显示#发生
&J[

的危险

性随着钠盐摄入量的增加而增高'肥胖和
&J[

一样#是一种

中*老年男性常见的慢性疾病#同时也是许多慢性疾病的独立

危险因素'前瞻性研究结果表明#肥胖与前列腺的体积及其增

长率有关(

<

)

#但是对体质量指数$

D8:

I

7C>>;6:AP

#

&]S

%与

&J[

之间所进行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

)

'中国东

北部地区的男性高盐$钠%饮食比较常见#钠盐的摄入量也比较

大'因此#本研究采用以医院为基础的病例对照研究#以探讨

中*老年男性钠盐摄入量*

&]S

与
&J[

发病危险性的关系'

>

!

资料与方法

>0>

!

对象
!

选择
.##3

年
-#

月至
.##<

年
"

月入住辽宁医学

院附属第一*三医院和锦州市中心医院*临床诊断为
&J[

*因

重度下尿路梗阻接受手术治疗*术后病理证实为
&J[

*年龄
11

1/#-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基金资助项目$

.##%"."

%'

!

#

!

通讯作者#

@A9

!

-1%"-/3%/<<

&

U?7C;9

!

L

KAFA6B;86%%

%

-/$0)87

'



"

<#

岁的
$/#

例患者为研究组'排除标准!$

-

%合并前列腺

癌*膀胱癌*其他膀胱疾患而影响正常的排尿功能者&$

.

%规律

地服用
-

?

受体阻断剂*

1

-

?

还原酶抑制制*抗雄性激素或治疗神

经源性膀胱疾患药物的男性&$

$

%资料填写不完整者'对照组

为
$/#

例患其他疾病的患者所组成#他们因患各种与
&J[

*前

列腺癌*前列腺炎*前列腺结石等非前列腺疾病而入院的同期

患者'对照组的入选标准!$

-

%与研究组年龄相仿&$

.

%泌尿科

医生直肠指诊前列腺
#

度以下$横径小于
$)7

%&$

$

%

&

超检查

前列腺体积小于
.#7(

&$

"

%最大尿流率大于
-17

"

>

&$

1

%国际

前列腺症状评分$

;6BAK6CB;86C9

L

K8>BCBA>

I

7

L

B87>)8KA

#

SJRR

%

+

3

分'研究组和对照采取
-k-

匹配'所有研究对象均对调

查内容知情并同意'

>0?

!

研究方法
!

采用直接询问的方法利用标准调查表对研究

组和对照组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并按统一标准对身高和体质

量进行测量'采用一份经修改后的国际半定量化食物频率调

查表$

Q['QURH88:HKA

V

GA6)

IV

GA>B;866C;KA

#

bbi

%调查研究

对象的膳食情况'

>0?0>

!

研究内容
!

调查内容包括一般状况*身体测量*生活方

式*膳食情况*既往史以及
&J[

家族史等'$

-

%身高*体质量测

定!受检者空腹#免冠#赤足#双足并拢#挺胸#眼睛平视前方#在

国产
Re?̀ e

超声波自动测量仪上进行身高和体质量的测量&

$

.

%钠盐摄入量测定!钠盐摄入量以家庭为单位按月询问'由

于食盐和酱油是膳食钠盐的最主要来源#且酱油中钠盐的含量

约为
-%5

#故每人每日钠盐摄入量$

4

"

:

%

X

(食盐的全家食用

量$

N

4

"

7

%

+

酱油的全家食用量$

N

4

"

7

%

Y-%5

)"常食用人口

数"
$#

"

-###

'按照钠盐的日摄入量#将研究对象分成四分位

数$

i-

"

i"

%'为降低极端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采用摄入量

四分位数的中位数值#以表示在同样的四分位数中#对所有研

究对象的暴露情况进行线性趋势性检验'

>0?0?

!

判断标准
!

通过身高和体质量计算
&]S

#

&]SX

体质

量$

N

4

%"身高.

$

7

.

%#根据中国成年人
&]S

的标准将其分为
"

组!

%

-%01

为偏瘦#

-%01

"

."0#

为正常#

$

."0#

"

.%0#

为超

重#

$

.%0#

为肥胖'

>0@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多元
98

4

;>B;)

回归模型对研究对象钠

盐摄入量*

&]S

与
&J[

的比值比$

8P

%及其相应
<15

可信区

间$

S̀

%进行估计'采用
]C6BA9?[CA6>WA9

(

. 检验方法分析研

究因素与
&J[

的联系'采用
5

检验对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钠

盐摄入量及
&]S

的差异进行比较'以
!

%

#0#1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0>

!

一般情况
!

共收集
&J[

患者
$/#

例#年龄
11

"

<#

岁#

平均$

3$03.230<#

%岁#均为该地居住
-#

年以上的常住人口'

$/#

例对照组患者年龄
11

"

<#

岁#平均$

3.031230.<

%岁'两

组患者年龄*民族*居住地及家庭收入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0#1

%'

?0?

!

钠盐摄入量*

&]S

与
&J[

的关系
!

研究组患者钠盐摄

入量($

-10$<2$0-3

%

4

"

:

)#明显高于对照组($

-"0/32$0#3

%

4

"

: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1

%'但不同年龄

组#研究组患者钠盐摄入量并非一致地高于对照组'

11

"

1<

岁年龄组中#研究组与对照组钠盐的摄入量最高#分别为

$

-/0/-2.0".

%

4

"

:

和$

-/03.2$0#"

%

4

"

:

'

/1

岁之后#随着年

龄的增加#研究组患者钠盐摄入量明显高于对照组'研究组患

者
&]S

$

..0%%2.0<.

%

N

4

"

7

. 稍高于对照组$

..01/2$0"$

%

N

4

"

7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1

%#见表
-

'

表
-

!!

研究组与对照组钠盐摄入量#

&]S

与
&J[

!!!!!

的关系$

M2;

%

项目 研究组 对照组
5 !

钠盐摄入量$

4

"

:

%

-10$<2$0-3 -"0/32$0#3 .0-<# #0#$"

!

年龄组$岁%

!!

11

"

/# -/0/-2.0". -/03.2$0#"

!!$

/#

"

/1 -"0%-2.0<% -/0112-0//

!!$

/1

"

3# -101%2$0.< -10-#2.01/

!!$

3#

"

31 -101<2.0<3 -$0%%2.0<1

!!$

31

"

%# -10"$2$0-< -"01%2$0-$

!!$

%#

"

<# -"0%12$01# -$01$2$0.#

&]S

$

N

4

"

7

.

%

..0%%2.0<. ..01/2$0"$ #0<11 #0$"-

!

年龄组$岁%

!!

11

"

/# .10#32-0/" ."0/32$0-%

!!$

/#

"

/1 ."0#-2-0<. ."0#$2-0<%

!!$

/1

"

3# .$0#32$0$- .-03%2.0<#

!!$

3#

"

31 ..0/12$0-$ ..0332$03%

!!$

31

"

%# ..01#2.0/# .$0-$2$0<-

!!$

%#

"

<# ..01$2.0<- .-0/.2.0%%

?0@

!

钠盐摄入量与
&J[

的多因素分析
!

按
!

%

#0#1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将上述钠盐摄入量引入回归方程#进行
98

4

;>B;)

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在调整了年龄及热能摄入量后#钠盐的

总摄入量与
&J[

呈正相关$

(

.

X-.0#<1

#

!X#0##3

%'并且随

着钠盐摄入量的增加#发生
&J[

的危险性明显升高'与钠盐

摄入量最低四分位数的对照组比较#研究组钠盐摄入量最高四

分位数者的
8P

值显著增加$

8PX-0%.3

#

<15 S̀

!

-0.#/

"

.03/<

#

!X#0##"

%#见表
.

'

?0A

!

&]S

与
&J[

的多因素分析
!

按照研究对象钠盐的不同

摄入量$

i-

"

i"

%#将
&]S

引入回归方程#进行
98

4

;>B;)

回归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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