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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本研究以)泰州健康人群跟踪调查队列*"

:jD

%为研究对象!首次分别从男性和女性群体中探索生活满意度

与肥胖之间的关联'方法
!

采用频率和百分比对生活满意度进行描述!使用
!

1 检验对不同组生活满意度进行趋势检验!运用

D"

F

#+C#5

回归探索男女群体中肥胖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联'结果
!

从体质量指数"

QJR

%角度来衡量肥胖时!对于男性群体!

'

个模型中除了偏瘦组不显著外!其他两组生活满意度均显著高于正常组"

<

$

%&%2

%$而女性群体偏瘦组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正常

组"

<

$

%&%2

%$超体质量组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正常组"

<

$

%&%2

%!但在模型
1

和
'

中!加入年龄和家庭年总收入调整变量后!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从腰围角度来衡量肥胖时!在男性群体中!

'

个模型中肥胖组的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正常组"

<

$

%&%2

%$女性群体中!

'

个模型中肥胖组与正常组的生活满意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2

%'从腰臀比角度来衡量肥胖时!在

男性群体中!肥胖组的生活满意度均显著高于正常组"

<

$

%&%2

%$而在女性群体中!

'

个模型中肥胖组与正常组的生活满意度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

%

%&%2

%'结论
!

在中国大型泰州人群健康跟踪队列中!男性群体中生活满意度与肥胖正向关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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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

*假设$而女性群体中未发现生活满意度与肥胖程度具有显著关联'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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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满意度$肥胖$体质量指数$腰围$腰臀比

"中图分类号#

!

711(

"文献标识码#

!

9

"文章编号#

!

$)-$./'0/

"

1%$2

%

1-.'/%/.%0

!0,X"(*P('

D

,4*1,'02M4*1

<

50$#10$$(%,04,('$4*1

<

5#4=##'2,)#$04,$)0%4,('0'1(5#$,4

<

"

,/5&

$

#

L&.&

$

-

#

L&/!/

0

/$

$

#

*/#$

%

H&#

6

&$

$

#

./#$!&

0

/

1

#

!"#$

%

H/#$

1

#

2"'$(&$

%

E)$

%

1

#

'

#

.#$

%

.#

Q

/$

$

#

1

#

H&$L&

$

#

1

#

#

,#$

%

(&#)

:

'$

%

$

#

1

#

$

$1D&$&@87

0

)

:

TE/4#8&)$S'

0

L#+)7#8)7

0

)

:

2)$8'9

6

)7#7

0

C$8"7)

6

)3)

%0

#

N/E#$>$&?'7@&8

0

#

A"#$

%

"#&1%%0'/

#

2"&$#

%

11G#&B")/*'#38"A4&'$4'I'@'#74"P$@8&8/8'

#

N/E#$>$&?'7@&8

0

#

G#&B")/

#

H&#$

%

@/112'%%

#

2"&$#

%

'1D'E&4#32)33'

%

')

:

S#7)3&$@=#P$@8&8/8'8

#

AV'E'$(((%1-

#

AV'E'$

&

!!

'

/5$4&0%4

(

!

65

7

#%4,8#

!

:"<G

;

="6<CB<>++"5#>C#",E<CA<<,=#H<+>C#+H>5C#",

$

DL

&

>,!"E<+#C

?

#,E"CBTB#,<+<4>=<>,!H<4>=<

;

"

;

@=>C#",E>+<!",r:>#ZB"@D",

F

#C@!#,>=LC@!

?

r

$

:jD

&

&9#4"(1$

!

D#H<+>C#+H>5C#",A>+!<+56#E<!E

?

H6<

K

@<,5

?

>,!

;

<65<,C>

F

<

#

C<+C<!E

?

C6<,!TB#.+

K

@>6<C<+C+>,!@+<!="

F

#+C#56<

F

6<++#",C"<G

;

="6<CB<>++"5#>C#",E<CA<<,DL>,!"E<+#C

?

#,E"CB4>=<>,!H<.

4>=<

;

"

;

@=>C#",&-#$*24$

!

RHA<@+<!E"!

?

4>++#,!<G

$

QJR

&

C"4<>+@6<"E<+#C

?

#

H"6CB<4>=<

;

"

;

@=>C#",

#

<G5<

;

C@,!<6A<#

F

BC

F

6"@

;

CB<DL"HCB<"CB<6CA"

F

6"@

;

+A<6<+#

F

,#H#5>,C=

?

B#

F

B<6CB>,,"64>=

F

6"@

;

#,4"!<=$U'

$

<

$

%&%2

&

&]"6CB<H<4>=<

;

"

;

@=>C#",

#

CB<

+=#

F

BC=

?

CB#,

F

6"@

;

O+DLA>++#

F

,#H#5>,C=

?

=<++CB>,,"64>=

F

6"@

;

$

<

$

%&%2

&%

CB<"M<6A<#

F

BC

F

6"@

;

O+DLA>++#

F

,#H#5>,C=

?

4"6<CB>,

,"64>=

F

6"@

;

$

<

$

%&%2

&#

AB#=<CB<!#HH<6<,5<A>+,"C+#

F

,#H#5>,C>HC<6>!!#,

F

>

F

<>,!>,,@>=H>4#=

?

#,5"4<H"6>!

*

@+C4<,C#,4"!<=

1U'

$

<

%

%&%2

&

&RHA<@+<!A>#+C5#65@4H<6<,5<

$

iT

&

C"4<>+@6<"E<+#C

?

#

H"6CB<4>=<

;

"

;

@=>C#",

#

"E<+#C

?F

6"@

;

+ODLA>++#

F

,#H#.

5>,C=

?

B#

F

B<6CB>,,"64>=

F

6"@

;

#,4"!<=$U'

$

<

$

%&%2

&%

B"A<M<6

#

H"6CB<H<4>=<

;

"

;

@=>C#",

#

CB<6<A>+,"+#

F

,#H#5>,C!#HH<6<,5<

E<CA<<,"E<+#C

?

>,!,"64>=

F

6"@

;

$

<

%

%&%2

&

&RHA<@+<!A>#+C.B#

;

6>C#"

$

ia7

&

C"4<>+@6<"E<+#C

?

#

H"6CB<4>=<

;

"

;

@=>C#",

#

"E<+#C

?

F

6"@

;

O+DLA>++#

F

,#H#5>,C=

?

B#

F

B<6CB>,,"64>=

F

6"@

;

#,4"!<=$U'

$

<

$

%&%2

&%

H"6CB<H<4>=<

;

"

;

@=>C#",

#

CB<6<A>+,"+#

F

,#H#5>,C

!#HH<6<,5<E<CA<<,"E<+#C

?

>,!,"64>=

F

6"@

;

#,4"!<=$U'

$

<

%

%&%2

&

&:('%2*$,('

!

R,TB#,<+<:jD

#

DL#+

;

"+#C#M<=

?

>++"5#>C<!

A#CB"E<+#C

?

H"6CB<4>=<

;

"

;

@=>C#",

#

AB#5B>55"6!+A#CB "̂==

?

H>CO+B

?;

"CB<+#+

%

AB#=<CB<6<#+,"+#

F

,#H#5>,C>++"5#>C#",E<CA<<,DL

>,!"E<+#C

?

H"6CB<H<4>=<

;

"

;

@=>C#",&

'

;#

<

=(&1$

(

!

=#H<+>C#+H>5C#",

%

"E<+#C

?

%

E"!

?

4>++#,!<G

%

A>#+C5#65@4H<6<,5<

%

A>#+C.B#

;

6>C#"

!!

生活满意度$

=#H<+>C#+H>5C#",

#

DL

&#是认知评价个人整体生

活及重要生活领域满意程度的重要心理指标#在许多研究中被

证实与死亡率相关'

$.1

(

#如
Q"A=#,

F

等'

1

(研究表明
DL

是死亡率

的保护因素)肥胖是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会引起人群高血

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病率的提升'

'

(

)但是#肥胖与心理健康

的关系#仍然是众说纷纭'

0

(

)

\",

F

等'

0

(研究发现极端肥胖人

群与高水平抑郁有关#

T6#+

;

等'

2

(研究结果支持+

"̂==

?

H>C

,假

设'

)

(

#即肥胖以及相关饮食习惯能够保护人们免于焦虑和抑

郁)

DL

和肥胖之间的关系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研究

兴趣'

-./

(

)因此#本研究以+泰州健康人群跟踪调查队列,

/%/'

重庆医学
1%$2

年
(

月第
00

卷第
1-

期

"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

1%$$Q9R%(Q%%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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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迪$

$(/(U

&#硕士#主要从事老年医学研究)

!

-

!

共同第一作者#李轶$

$(/(U

&#硕士#主要从事生物信息学*生物统计学*统计遗

传学方面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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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对象#首次在中国泰州健康人群中#探索肥胖

与
DL

之间的关联)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jD

是大规模人群前瞻性流行病学研究的

科研平台及示范基地#目标人群为泰州市全市城镇
1%

万居民)

由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江苏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泰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的研究

者发起和参与)

本研究采用
:jD

基线调查数据#数据收集时间为
1%$1

年

'

月至
1%$'

年
$1

月)调查地点集中于泰州市海陵区莲花社

区以及泰兴市根思乡*姚王乡)调查对象共
11''/

名#男
/

)')

名#女
$'-%1

名#年龄
'2

#

)2

岁#应答率为
)2&$c

)其中#

1$00(

名研究对象的
DL

*体质量指数$

QJR

&*腰围*腰臀比及

相关信息完整#其中男
/1$/

名#女
$'1'$

名#年龄$

2$&1'b

/&%$

&岁#见表
$

*

1

)

>&?

!

研究过程
!

所有调查员均经过专业培训#问卷内容包括

社会人口学特征*家庭和社会经济地位*吸烟史*饮酒史*睡眠

及情绪状况*体格检查等
$'

部分)所有调查均采用录音形式)

每个参与者或其
$

个直系亲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通过

了复旦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

!

测量工具
!

DL

!由一项单一问题组成#即+您对您目前生

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如何1,答案按照满意程度由低到高$

$

#

2

分&分别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既不觉得满意#也没有觉得不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2

个等级)

QJR

!常用于衡量人体胖瘦程度#根据
iah

制定的亚洲

人群
QJR

标准#将
QJR

分为
0

类!偏瘦$

QJR

$

$/&2N

F

"

4

1

&#

正常$

QJR$/&2

#

10&%N

F

"

4

1

&#超体质量$

QJR10&%

#

1/&%

N

F

"

4

1

&#偏胖$

QJR

%

1/&%N

F

"

4

1

&)

腰围$

iT

&!采用软尺测量$

54

&#根据
1%$%

年中国心脏大

会代谢综合征防治高层论坛的标准#将腰围标准分为以下两

类!男性#正常$

)

(%54

&#肥胖$

%

(%54

&%女性#正常$

)

/2

54

&#肥胖$

%

/254

&)

腰臀比$

ia7

&!采用软尺测量#腰臀比分类标准为!男性#

正常$

ia7

$

%&/2

&#超体质量$

ia7%&/2

#

%&/(

&#偏胖

$

ia7%&(%

#

%&(0

&#肥胖$

ia7

%

%&(2

&%女性#正常$

ia7

$

%&-2

&#超体质量$

ia7%&-2

#

%&-(

&#偏胖$

ia7%&/%

#

%&/0

&#肥胖$

ia7

%

%&/2

&)中国人群常用的中心型肥胖的评

价标准为!男性#正常$

ia7

)

%&(

&#肥胖$

ia7

%

%&(

&%女性#

正常$

ia7

)

%&/

&#肥胖$

ia7

%

%&/

&)

>&A

!

统计学处理
!

首先#对
DL

进行两样本
X.L

正态性检验#

然后采用频率和百分比对
DL

进行描述#并使用
*

1 检验对不

同组别
DL

进行趋势检验)为检验肥胖人群是否比正常人群

的
DL

水平高#将
DL

分为
1

类$

DL

$

0

时取
%

%

DL

*

0

时取
$

&#

运用
D"

F

#+C#5

回归分析)探索男女群体肥胖与
DL

之间的关

联#模型
$

为基本回归模型#模型
1

为加入年龄后的回归模型%

模型
'

为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去年家庭总收入后的回归模

型)所有统计分析均采用
LSLL$(&%

统计分析软件#双侧检验

$

&

g%&%2

&#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在
D"

F

#+C#5

回归分析中#以
QJR

*

iT

*

ia7

的正常组为

基准#分别观察
DL

随肥胖程度增加的变化情况#见表
'

*

0

)从

QJR

角度来衡量肥胖时#对于男性群体#

QJR0

组
DL

趋势检

验显著#

'

个模型中除了偏瘦组不显著外#超体质量和肥胖组

DL

均显著高于正常组)女性群体中#偏瘦组
DL

显著低于正

常组#超重组
DL

显著高于正常组#但是在模型
1

和
'

中#加入

年龄和去年家庭年总收入调整变量后#这一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2

&)从
iT

角度来衡量肥胖时#在男性群体中#

'

个模

型中肥胖组的
DL

显著高于正常组)在女性群体中#

'

个模型

中肥胖组与正常组的
DL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2

&)从

ia7

角度来衡量肥胖时#在男性群体中#肥胖组的
DL

均显著

高于正常组)而在女性群体中#

'

个模型中肥胖组与正常组的

DL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2

&)

表
$

!!

基线人群
DL

与肥胖指标描述

项目 组别
DLg$ DLg1 DLg' DLg0 DLg2

分组合计 项目合计

性别 男
( '$% $'-- )'1' $(( /1$/ 1$00(

女
$0 0-- $(-/ $%0/% 1/1 $'1'$

QJR

$

N

F

"

4

1

&

$

$/&2 % $2 0( 1%1 ) 1-1 1$00(

$/&2

#

10&% $' ')' $2$( -$-( $/2 (12(

10&%

#

1/&% / '%( $'0$ -%)1 1$2 /('2

%

1/&% 1 $%% 00) 1')% -2 1(/'

年龄$岁&

'2

#

00 ) 1$$ /2- 0%0( (0 21$- 1$00(

02

#

20 / '$/ $1-1 2-2) $01 -0()

22

#

)0 ( 12/ $11) )((/ 102 /-')

iT

$

54

&

!

男
)

(% ( 102 $%0( 02-/ $'- )%$/ /1$/

%

(% % )2 '1/ $-02 )1 11%%

!

女
)

/2 ( '21 $0)1 -20( 1%( (2/$ $'1'$

%

/2 2 $12 2$) 1('$ -' ')2%

(%/'

重庆医学
1%$2

年
(

月第
00

卷第
1-

期



续表
$

!!

基线人群
DL

与肥胖指标描述

项目 组别
DLg$ DLg1 DLg' DLg0 DLg2

分组合计 项目合计

ia7

!

男
)

%&( - $/- /11 '2(' $%' 0-$1 /1$/

%

%&( 1 $1' 222 1-'% () '2%)

!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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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趋势检验#男性群体中#

QJR

*

iT

*

ia7

的各组
DL

趋势检验均显著$

<

$

%&%2

&%而女性群体中#

QJR

*

iT

*

ia7

的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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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检验均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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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已经为探索肥胖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做出了巨大

贡献'

2.)

#

$%

(

#其中+

"̂==

?

H>C

,假设#即肥胖以及相关饮食习惯能

够保护人们免于焦虑和抑郁的研究结论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

关注)

本研究结果表明#男性人群的
DL

与
QJR

*

iT

*

ia7

在
'

个模型中均有显著关联#且符合+

"̂==

?

]>C

,假设'

)

#

$$

(

)但是这

一关联在女性中并没有观察到#这一结果与一些相关研究结果

相似'

$$

(

)

在男性中#男性
DL

随
QJR

*

iT

*

ia7

提升而上升的原因

之一在于#心情低落会降低食欲#从而会导致男性体质量降

低'

)

(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微胖为财富和幸运的象征#从

而产生心理的满足感'

$1

(

)在男性组中#收入水平对其
DL

也会

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与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是一致

的'

$'.$0

(

)在女性组中#肥胖女性在脱离肥胖的过程中多会经

历节食#从而造成更多压力#反而会使
DL

降低'

$$

#

$2

(

)此外#通

过社会比较#肥胖女性对于自己体型的认知和情感体验较正常

和消瘦者都更消极#也更可能通过节食和药物减肥'

$)

(

)

本研究的优势分为以下几点!$

$

&本研究是大规模人群前

瞻性流行病学研究#确保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1

&本研究的

研究对象年龄范围较广$

'2

#

)2

岁&#更加全面地探索了肥胖

与
DL

的关联)$

'

&本研究分别针对女性和男性群体进行比较

研究#避免了性别这一混杂因素的影响#更清晰地反映了肥胖

对于男性和女性
DL

的不同影响)最后#本研究的肥胖指标包

括
QJR

*

iT

和
ia7

#从多个角度验证本研究得出结论的合

理性)此外#肥胖与心理健康对于亚洲人群的研究还没有清晰

的结论'

$$

(

#本研究为中国人群的研究增添了新的研究角度)

但是#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如其他可能影响肥胖与
DL

关联的社会因素如遗传*社会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等并没有被

完全考虑)

总之#本文基于
:jD

探索了
DL

与肥胖$

QJR

*

iT

*

ia7

&

的关联)在男性群体中#

DL

与肥胖呈正相关#符合+

"̂==

?

H>C

,

假设%而女性群体中未发现
DL

与肥胖程度具有显著关联)这

一结论为进一步探索中国人群
DL

与肥胖关联研究提供了一

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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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7"E<6C+7I

#

LC6>AE6#!

F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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