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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社区１０９３２名普通居民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王午喜１，屈宗杰２，朱爱冬２

（１．重庆市南岸区妇幼保健院内分泌科　４０００６１；２．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４０００６１）

　　摘　要：目的　了解重庆市南岸区糖尿病患病情况及流行病学特征，探讨血糖与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等因素的关系，为糖

尿病的防治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的流行病学调查方法，以当地常住人口为调查对象，进行包括一般情况（性别、年龄、

职业、民族）、身高、体质量、腰围、臀围、血压、遗传家族史、环境因素、个人饮食习惯及社会心理因素。结果　１０９３２名常住居民中

发现ＤＭ患者４４７例，患病率为４．０９％，其中，女性糖尿病患病率显著高于男性；糖尿病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呈明显上升趋势；

肥胖人群中糖尿病的患病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有吸烟史、高血压、血脂异常的人群糖尿病发病率较普通人群明显增高。结论　

糖尿病是与性别、年龄、超重／肥胖、吸烟史、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因素有关的疾病，早期干预控制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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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人群中糖尿病（ｄｉ

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ＤＭ）的发病率逐年增加，糖尿病的流行已经成

为２１世纪全球性卫生问题。而糖尿病慢性血管并发症是其致

残、致死的主要原因，其发病与许多危险因素相关［１］。２型糖

尿病（Ｔ２ＤＭ）占全部糖尿病患者的９０％以上，而且因其起病隐

匿，早期就诊不易，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２］。因此，针对社区探

讨糖尿病发病率和病因，寻找科学依据，对加强Ｔ２ＤＭ初级预

防是非常重要的。作者于２０１１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３月对重庆

市南岸区２个社区共１０９３２名普通居民进行了糖尿病流行病

学调查，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调查对象为２０１１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３月，重

庆市南岸区２个社区共１０９３２名常住城镇居民，其中，男４

９８５名，女５９４７名。

１．２　方法　按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制订调查表格。采用随机抽

样的方法，对本地区２０岁以上常住城镇和农村居民进行糖尿

病流行病学调查，包括一般情况（性别、年龄、职业、民族）、身

高、体质量、腰围、臀围、血压、血脂、吸烟、遗传家族史、环境因

素、体力活动、个人饮食习惯、家庭经济状况及社会心理因素。

１．３　诊断标准　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按１９９９年 ＷＨＯ颁布的

糖尿病诊断标准进行诊断：空腹血糖（ＦＰＧ）≥７．０ｍｍｏｌ／Ｌ，口

服葡萄糖耐量试验（ｏｒａｌ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ＯＧＴＴ）２ｈ血

糖（２ｈＰＧ）≥１１．１ｍｍｏｌ／Ｌ；高血压判定按１９９９年 ＷＨＯ诊断

标准：收缩压大于或等于１４０ｍｍ Ｈｇ，舒张压大于或等于９０

ｍｍＨｇ；血脂异常根据１９９７年全国《血脂异常防治建议》参考

标准判定：总胆固醇（ＴＣ）≥５．７２ｍｍｏｌ／Ｌ，三酰甘油（ＴＧ）≥

１．７ｍｍｏｌ／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３．６４ｍｍｏｌ／Ｌ，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０．９１ｍｍｏｌ／Ｌ；超重／肥胖按

中国成人诊断标准，体质量指数（ＢＭＩ）≥２４为超重、ＢＭＩ≥２８

为肥胖；吸烟参考标准：指既往吸烟每天超过１支，连续６个月

以上［３］。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每天返回的调查表格，经专人审核，确认项

目填写完整，数据准确无误，无逻辑错误后，由专人及时进行资

料整理、统计分析、汇总。采用卡方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

９４１３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９月第４２卷第２６期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局科研基金项目（２０１０２４１０）。　作者简介：王午喜（１９７４～），副主任医师，本科，主要从事内分泌相关疾病的研究。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性别与糖尿病患病率关系　在１０９３２名常住城镇居民

中，发 现 糖 尿 病 患 者 ４４７ 名 （４．０９％）。其 中，男 １８２ 名

（３．６５％），女２６５名（４．４６％）。女性糖尿病患病率显著高于男

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年龄与糖尿病患病率的关系　在不同年龄组中，糖尿病

患病率随着年龄增加呈明显升高趋势，年龄越大，患糖尿病风

险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不同年龄组人群的糖尿病患病率

年龄组（岁） 狀 糖尿病（狀） 患病率（％）

＜３０ ２５３６ ３ ０．１２

３１～４０ １５２９ ４ ０．２６

４１～５０ １６１４ ２８ １．７３

５１～６０ ２２４２ ９９ ４．４２

＞６０ ３０１１ ３１３ １０．４０

２．３　体质量指数（ＢＭＩ）与糖尿病患病率的关系　在调查人群

中，糖尿病患病率随着ＢＭＩ的增加，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２。肥胖人群中，患糖尿病的风险明显

增加。

表２　　ＢＭＩ与糖尿病患病率的关系

ＢＭＩ（ｋｇ／ｍ２） 狀 糖尿病（狀） 患病率（％）

＜２４ ７９３１ ２４２ ３．０５

２４～２８ ２５２０ １６６ ６．５９

＞２８ ４８１ ３９ ８．１１

２．４　血压、血脂、吸烟与糖尿病患病率的关系　在调查人群

中，高血压、血脂异常、吸烟人群患糖尿病的风险明显增加，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血压、血脂、吸烟与糖尿病患病率的关系［狀（％）］

组别 狀 高血压 血脂异常 吸烟

糖尿病患者 ４４７ ３１０（６９．３５） １７１（３８．２５） ９１（２０．３５）

非糖尿病患者１０４８５ ２１０８（２０．１０） １８６９（１７．８３） １１３５（１０．８２）

　　：犘＜０．０５，与非糖尿病患者比较。

３　讨　　论

糖尿病是继心血管疾病和肿瘤之后的第３位严重危害人

类健康的常见病、慢性病和代谢性疾病。据调查，中国糖尿病

患者数量高达９２４０万，患病率为９．７％，超越印度和美国，成

为全球糖尿病患者最多的国家［４］。这也许是中国近２０年经济

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生活习惯西方化的结果［５］。

本次重庆市南岸区社区调查显示糖尿病患病率为４．０９％，远

低于国内报道，其原因：（１）重庆市为山城，出门运动比较多；

（２）重庆社区的慢性病管理、健康教育比较好；（３）政府关注民

生，用大量财力净化了主城空气，并增添了许多体育、休闲设

施。本次调查显示男性患病率３．６５％，女性患病率４．４６％。

女性糖尿病患病率显著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这和中国全国性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６］相反，可能与

调查样本不同有关。

随着对糖尿病认识的深入，其３级预防已成必行之路，充

分认识糖尿病发病危险因素以及起病方式对早期发现、干预控

制糖尿病十分重要。目前，糖尿病的确切发病机制、病因尚未

完全阐明，共识是复合病因所致的综合征，与遗传、自身免疫、

环境因素有关。其高危因素包括：家族史、年龄大、吸烟、肥胖、

高血压、高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低等等［７１０］。老年人群是ＤＭ的高危人群，糖尿病的增龄

趋势已被多个流行病学研究证实。本次调查显示糖尿病的患

病率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具有统计学差异。可能与大龄者胰

岛素受体及其与胰岛素的亲和力下降、肥胖比例增高、体力活

动下降等因素有关。肥胖是糖尿病最重要的易患因素之一。

许多研究发现，无论男女，不同年龄组中，超重者糖尿病患病率

者显著高于非超重者，前者大约是后者的３～５倍。本次调查

中，糖尿病的患病率随体质量的增加而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本次调查显示有吸烟史、高血压、血脂异常的人群糖尿病

发病率较普通人群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糖尿病防治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对ＤＭ 高

危人群的干预治疗是糖尿病防治的重要环节。作者建议重视

糖尿病患病状况，加强社区糖尿病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提高糖

尿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改变现代追求生活舒适的观念，大力

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ＤＭ 的预防应从年轻时开始，注意采取

健康生活方式，合理膳食，戒烟限酒，控制体质量，积极从事适

度的体力活动，以减少高ＢＭＩ、高血压、血脂代谢紊乱等糖尿

病高危因素的发生，从源头控制ＤＭ 患病率，而延缓其心脑血

管疾病的发生［１１１２］。应在老年人群中进行糖尿病、原发性高

血压、血脂紊乱等知识的普及，指导老年人群建立良好的生活

方式，增强老年人群自我保健意识［１３１５］。建议开展血糖、血压、

血脂同步普查和监测，在心血管３级预防基础上，进行高血压、

糖尿病、血脂紊乱、冠心病、脑卒中的综合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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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机越大，其心理问题越严重。

３．２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自信的关系　研究显示大学生心理健

康水平与整体自信、身体自信、学业自信及社交自信均呈正相

关，这与车丽萍、林宇等学者的研究有相似的结果［１０１１］。在回

归分析中发现身体自信和社交自信对ＳＣＬ９０的总分及各因

子得分均有显著影响，身体自信和社交自信越强的个体其心理

健康状况越好。学业自信仅对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和恐怖３

个因子有影响，在学业上越自信的个体在这３个因子上的得分

越低。整体自信仅对抑郁和焦虑两个因子有影响，在整体上越

自信的个体越少出现抑郁和焦虑状态。

以上结果充分说明自信是一种良好的心理特质，有利于促

进个体心理健康的良好发展。同时在研究中也发现身体自信

和社交自信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最大，这可以解释为

进入大学阶段，学习不再是大学生活的唯一内容，大学生开始

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外在形象和人际交往，对自己的外在形象或

身体更加满意的个体更容易获得自信也更有利于其心理健康，

此外善于人际交往且能在与人交往中获得满足的个体其心理

健康水平往往也较高。当然，学习仍然是大学生活的重要内

容，如果个体对学习没有信心，则容易对学习产生恐惧情绪，并

且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下，学习成绩的好坏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个

人价值的大小以及是否得到他人更大程度的认可，如果个体在

学习上成绩不佳或不够自信，往往会影响到他们在人际交往中

的表现，进而影响心理健康发展。此外，在整体上越自信的个

体往往对工作、学习和生活是充满信心的，看待事物比较积极

乐观，进而较少出现抑郁和焦虑状态。

３．３　大学生成就动机与自信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追求

成功的动机”与自信水平呈正相关，“避免失败的动机”与自信

水平呈负相关，这个结果是符合逻辑的，其他学者也得到了类

似的研究结果［１２］。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追求成功的动机和自信

是良性的心理特质，个体如果树立合理的抱负水准，在达到目

标之后就会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并增强自我悦纳的心理，从而有

利于促进个体心理的健康发展［１３］。

综上所述，成就动机中的追求成功的动机和自信是有利于

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良好心理特质，而成就动机中的避免失

败的动机则不利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因此，在对大学生开展

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教育时，要注意培养大学生积极乐观的精

神，向往成功，树立合理的目标并为之而奋斗，建立正确的归因

方式，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能获得成功和成就，面对挫折

和失败要有承受能力，而不是通过害怕和回避失败的发生来取

得成功。此外，在学校和课堂上要提供多种多样的活动与展示

个人的平台，使每个大学生都有在不同的学科和领域中获得成

功与自信的机会，从更加多元和全面的角度评价大学生，并且

教会他们一些增进人际交往的技巧和塑造个人良好形象的方

法，使他们能保持一定的自信水平，促进心理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１］ 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Ｍ］．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Ｍ］．北

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９．

［３］ 叶仁敏，ＫｕｎｔＡ，ＨａｇｔｖｅｔＤ．成就动机的测量与分析［Ｊ］．

心理发展与教育，１９９２，２（１）：１４１６．

［４］ 车丽萍．当代大学生自信特点研究［Ｄ］．重庆：西南师范大

学，２００２．

［５］ 高晓华．自尊、成就动机及心理控制源与大学生心理健康

的相关研究［Ｄ］．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２００８．

［６］ 陈权，吴先琳．大学生成就动机、成就和心理健康关系的

实证研究［Ｊ］．教育与职业，２０１０，３６（１）：１００１０２．

［７］ 梁宏宇．大学生自我同一性与成就动机关系［Ｊ］．鸡西大

学学报，２０１２，１２（１１）：１９２１．

［８］ 刘勇．大学生成就动机与五大人格关系的研究［Ｊ］．华章，

２０１３，２（２）：１２２１２３．

［９］ 汪琼．大学生成就动机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状况及调适对

策分析———以 Ｈ 大学的个案调查为例［Ｊ］．社会工作，

２０１２，１０（１）：８５８７．

［１０］车丽萍，庞连生，黄大伟，等．大学生心理健康与自信人格

的关系研究［Ｊ］．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３６

（６）：２０２４．

［１１］林宇，周慧．大学生自信与心理健康关系论析［Ｊ］．继续教

育研究，２０１１，７（２）：１１６１１７．

［１２］戴丽英，王超红．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与成就动

机关系研究［Ｊ］．教育与教学研究，２０１２，２６（１２）：２７３０．

［１３］周东滨．论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新的着力点［Ｊ］．教

育与职业，２００８，２（２）：１４９１５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１０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２２）

（上接第３１５０页）

［９］ 张阳丹，唐晓君，李革，等．肥胖及血脂异常与２型糖尿

病关系［Ｊ］．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１０，２６（９）：１１１２１１１３．

［１０］方福生，田慧，于英，等．定期糖尿病普查和健康教育对糖

尿病发病率的影响［Ｊ］．解放军医学杂志，２０１１，３６（６）：

６４２６４５．

［１１］张蓉．代谢综合征的流行病学研究进展［Ｊ］．江西医药，

２０１１，４６（１）：７８８１．

［１２］刘道燕，余争平，张刚，等．重庆地区代谢综合征的环境和

遗传因素危险性分析［Ｊ］．重庆医学，２００５，３４（１）：５１．

［１３］李琳，王素琴，田祝华，等．对非内分泌科住院糖尿病患者

开展健康教育的调查分析［Ｊ］．临床护理杂志，２０１０，９

（２）：４２４４．

［１４］朱聪，张春梅，余容容．健康教育对社区糖尿病患者及家

属的影响［Ｊ］．中国乡村医药，２００９，１６（８）：６４６５．

［１５］袁明霞，袁申元，傅汉青，等．北京市社区２型糖尿病患者

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控制状态及其影响因素———北京社区

糖尿病研究ＢＣＤＳ３［Ｊ］．中国糖尿病杂志，２０１０，１８（１０）：

７５２７５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２０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４１２）

３５１３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９月第４２卷第２６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