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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大学生人群中体质量指数"

P̂ K

#对血压水平的影响$方法
!

将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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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入

学新生共
2040

例大学生的身高%体质量%收缩压"

GPH

#%舒张压"

NPH

#作为基础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超重肥胖者进行有氧运动干

预$结果
!

P̂ K

分别与
GPH

%

NPH

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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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均表现为*肥

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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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正常组'"

###'02Y##'&2

#

AAM

9

!"

0#'!,Y2'#!

#

AAM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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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4

#!随
P̂ K

增长而增高$对超重组及肥胖组大学生进行运动干预!发现干预后人群的
P̂ K

%

GPH

%

NPH

及血压阳性率%正常血压高值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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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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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P̂ K

增高对大学生血压水平有负面影响!可将
P̂ K

作为血压偏高的重要预测指标对学生的肥胖及血压情况进行监

测!通过控制他们的体质量来降低今后患高血压的危险$

关键词"大学生&人体质量指数&血压&干预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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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

逐渐改变#中国青少年人群中肥胖问题日益突出#而已有大量

研究表明#超重或肥胖是原发性高血压病的危险因素之一'

#

(

)

体质量指数$

P̂ K

%是根据身高*体质量计算得出的参数#是目

前最常用的估测肥胖的一个指标)为了探讨在大学生人群中

P̂ K

水平与血压水平之间的关系#本文以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

院
%""2

#

%"#"

年入学新生共
2040

例大学生的身高*体质量*收

缩压$

GPH

%*舒张压$

NPH

%作为基础资料进行分析#希望能够为

大学生制订有针对性的高血压干预策略提供参考)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2

#

%"#"

年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新入

学大学生共
2040

例#其中男
%2##

例$

&%'#(

%#女
4,!$

例

$

$0',(

%&年龄
#4

#

%4

岁#平均$

#2'2&Y"'24

%岁)

>'?

!

检测指标
!

详细记录新生入校时的体检资料#包括新生

的身高*体质量*

GPH

*

NPH

#

P̂ K

)

P̂ Ke

体质量$

a

9

%"身高

$

A

%

%)根据
P̂ K

水平不同将入选对象分为
!

组#分别为肥胖

组$

P̂ K

'

%2a

9

"

A

%

%*超重组$

%!a

9

"

A

%

&

P̂ K

%

%2a

9

"

A

%

%*

正常体质量组$

#2'4a

9

"

A

%

%

P̂ K

%

%!a

9

"

A

%

%和低体质量组

$

P̂ K

&

#2'4a

9

"

A

%

%)血压测量采用汞柱式标准袖带血压计#

坐位休息
#"A+/

以上#两次测量右上臂的
GPH

和
NPH

#取平均

值)

GPH

'

#!"AAM

9

和$或%

NPH

'

,"AAM

9

定义为血压阳

性#$

#%"

#%

#!"

%

AAM

9

和$或%

NPH

$

2"

#

2,

%

AAM

9

定义为

&0##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表
#

!!

不同入学时间人群血压水平比较

入学时间
( P̂ K

GPH

$

AAM

9

%

NPH

$

AAM

9

%

血压阳性率

$

(

%

正常血压高

值阳性率$

(

%

%""2

年
%#,& %"'"$Y%'," #"2',2Y##'!" 0"'"2Y0'$0 #'0 &!'%

%"",

年
%4,0 %"'"0Y%'!& #",'$$Y##'#2 0#'$2Y2'0#

"

&'0 %2'!

"

%"#"

年
&,$0 %"'%2Y%'$$

)

##&'%&Y##'42

")

0#',!Y0',#

)

&'0

")

&"'$

"

!!

"

!

B

%

"'"4

#与
%""2

年比较&

)

!

B

%

"'"4

#与
%"",

年比较)

表
%

!!

不同性别人群血压水平比较

性别
( P̂ K GPH

$

AAM

9

%

NPH

$

AAM

9

% 血压阳性率$

(

% 正常血压高值阳性率$

(

%

女
4,!$ #,'2#Y%'!! #"0',#Y,'%% $,'00Y0'$0 #'" %#'%

男
%2## %"'2"Y%'24

"

##0',%Y,',%

"

0!'!!Y2'4!

"

4'$

"

4#'&

"

!!

"

!

B

%

"'"4

#与女性组比较)

表
&

!!

!

组间血压水平比较

组别
( P̂ K GPH

$

AAM

9

%

NPH

$

AAM

9

% 血压阳性率$

(

%正常血压高值阳性率$

(

%

低体质量组
%&2! #0'4!Y"'04 #"0'24Y#"'$$ $,'2"Y0',4 #'& %#',

正常体质量组
40$& %"'4&Y#'!#

"

###'02Y##'&2

"

0#'!,Y2'#!

"

%'4

"

&%',

"

超重组
4"% %4'&0Y#'"$

")

##0'!#Y#%'2$

")

0!'02Y2',#

")

$'"

")

&2',

")

肥胖组
#"2 &#'0&Y&'24

"))

##0'$4Y#!'%2

")

04'$4Y,'44

")

$',

"))

!2'!

"))

!!

"

!

B

%

"'"4

#与低体质量组比较&

)

!

B

%

"'"4

#与正常体质量组比较&

)

!

B

%

"'"4

#与超重组比较)

表
!

!!

超重或肥胖组血压水平干预前后比较

组别
( P̂ K GPH

$

AAM

9

%

NPH

$

AAM

9

% 血压阳性率$

(

% 正常血压高值阳性率$

(

%

干预前
$#" %$'4"Y&'"0 ##0'!4Y#&'!4 0!',&Y,'"% $'# !0'!

干预后
!#% %%',&Y%'0!

"

#"&'$4Y#"'#!

"

$,'$%Y0'2&

"

%'!

"

%0'#&

"

!!

"

!

B

%

"'"4

#与干预前比较)

正常血压高值阳性)

>'@

!

干预方法
!

入选超重组和肥胖组两组大学生人群#对其

制定有氧运动健身计划'

%

(

#活动时间为每天下午
#2

!

4"

#

#,

!

4"

#活动频率每周保证
4

次以上#以步行或慢跑为主要有氧

运动方式#配合太极拳#仰卧起坐*羽毛球等运动#并辅以健康

知识讲座#宣传健康饮食方案#持续时间为一年整)期间建立

健康档案#定期记录干预人群的
P̂ K

*血压情况)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UiOUb%""&

输入各项数据#所有数

据分析采用
GHGG#0'"

进行处理)计数变量以百分数表示&连

续性计量资料以
CY8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

多组比较采用方差检验$

#1E3h3[SF3

%#组间两两比较计

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
4

检验)

?

!

结
!!

果

?'>

!

全组一般情况
!

全组
P̂ K

平均
%"'#&Y%'$%

#

GPH

平均

$

###'#"Y##'40

%

AA M

9

#

NPH

平均$

0#'%0Y2'%4

%

AA M

9

)

血压阳性率为
%'4(

)

?'?

!

不同入学时间人群
P̂ K

*血压水平及血压阳性率比较分

析
!

见表
#

)

?'@

!

不同性别人群
P̂ K

*血压水平及血压阳性率比较分析
!

见表
%

)

?'A

!

!

组
P̂ K

水平人群血压水平及血压阳性率比较分析
!

见表
&

)

?'B

!

经运动干预后超重组及肥胖组
P̂ K

及血压水平前后比

较分析
!

见表
!

)

?'C

!

P̂ K

与血压直线线性相关分析
!

随着
P̂ K

增高血压有

增高趋势#两者呈中度线性相关$

GPH

!

3e"'%&

#

Be"'"""

&

NPH

!

3e"'#$

#

Be"'"""

%

@

!

讨
!!

论

高血压作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目前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

的重要问题)随着高血压发病率上升及发病低龄化趋势'

&

(

#关

于青少年高血压的研究日益增多#本研究将近三年入学新生的

资料纳入本回顾性调查分析#结果显示本校新生血压阳性率为

%'4(

#与梁资繁等'

!

(对同年龄组的调查分析结果比较略高#提

示高血压低龄化趋势不容忽视)正常血压高值又叫高血压前

期#最早于
%""&

年
[̀O10

提出'

4

(

#我国于
%""4

年重新修订的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也对血压水平进行了新的分类#规定血

压水平范围$

#%"

#

#&,

%"$

2"

#

2,

%

AA M

9

为正常血压高值)

有研究表明#正常血压高值人群中血压$

#%"

#

#%,

%"$

2"

#

2!

%

AAM

9

人群较正常血压人群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增加
#

倍#而

血压$

#&"

#

#&,

%"$

2!

#

2,

%

AA M

9

人群较正常血压人群心血

管事件发生率增加
#'$

倍'

$

(

)另有研究表明正常血压高值人

群中将有
!"(

#

4"(

发展为高血压#且常伴有多项代谢异常#

!0##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如血脂异常*胰岛素抵抗等'

0

(

)目前已有研究表明#无明确病

因出现持续血压偏高的青少年人群在其成年后发生高血压比

率较高#这一现象被称为青少年血压的/轨迹现象0

'

2

(

)但国内

目前无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了解大学生人群中正常血压高

值情况及其相关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中发现入选的大学生人群

中正常血压高值阳性率高达
&"',(

#提示对于青少年人群进

行血压监测#对基础血压偏高人群进行提前干预刻不容缓)本

研究中血压高值阳性率肥胖组$

!2'!(

%大于超重组$

&2',(

%

大于正常体质量组$

&%',(

%大于低体质量组$

%#',(

%)经运

动干预后肥胖组及超重组的血压高值阳性率由
!0'!(

下降至

%0'#&(

#两者比较有明显统计学意义$

B

%

"'"4

%)提示对于

肥胖超重组人群提前进行干预可以有效地降低青少年成年后

的高血压的发生率)

关于高血压影响因素的研究很多#目前已经有研究表明#

肥胖是其独立危险因素'

,1#"

(

#肥胖与高血压的关系目前尚不完

全清楚#肥胖可以增强个体的交感神经活性'

##

(

#从而诱发高血

压&也有研究表明肥胖群体的肾素水平明显高于非肥胖群

体'

#%

(

&肥胖相关高血压的病理生理研究提示#大量的脂肪组织

使血管紧张素前体
1

血管紧张素原增多'

#&

(

#促进高血压非发生

和发展)而
P̂ K

作为反映人体胖瘦的重要指标之一#不仅能

敏感的反映个体的胖瘦程度#而且受身高的影响比较小#故目

前认为
P̂ K

与血压的相关性更好)有研究表明
P̂ K

对血压

水平和高血压患病率均有显著的影响'

#!

(

)在本研究中发现男

生组
GPH

*

NPH

水平明显高于女生组#男生组高血压阳性率及

正常血压高值阳性率均高于女生组$

B

%

"'"4

%&同时#男生组

的
P̂ K

水平同样明显高于女生组#两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B

%

"'"4

%#说明男性组血压水平高于女性组#可能与男

生组
P̂ K

水平高于女生组有关)与高血压患病率一样#超重

组和肥胖组的高血压阳性率及正常血压高值阳性率明显高于

正常体质量组和低体质量组#且血压水平与
P̂ K

水平呈正相

关性#与国内外既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4

(

)

通过本研究不难发现#目前青少年人群中正常血压高值人

群及高血压人群比例超过
#

"

&

#故对青少年人群进行必要的血

压监测#对高危人群的不良行为和生活方式进行干预是必要

的)而体质量与血压水平呈一定的相关性#故提示临床工作者

对于肥胖*超重人群应给予更多关注)有研究表明体质量每下

降
#"a

9

#

GPH

将降低
4

#

%"AAM

9

)本研究中对超重及肥胖

大学生人群进行运动干预#并宣传正确合理的饮食知识#结果

发现加强体育锻炼和合理膳食相结合不仅可以减低人群的

P̂ K

值#同时对高血压的一级预防也极为重要)故在大学生

中应积极开展高血压相关的宣教活动#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和

自我保健能力#可以有效地预防和控制大学生中高血压的患病

率#并减少其未来发展为高血压的可能性#对减少我国高血压

的发病率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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