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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西南地区中老年人群超重及肥胖流行状况与影响因素(方法
!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采取问

卷调查和体格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共收集
1%%/

"

1%$%

年重庆及成都地区城乡
0%

"

-(

岁常住居民"

$\-1%2

'的有效数据!包括年

龄)腰围)臀围)舒张压)心率)餐后血糖)三酰甘油)锻炼频率)尿酸等调查内容!描述西南地区中老年人超重)肥胖的患病率及在城

乡)男女人群中的分布特点!探讨超重及肥胖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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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西南地区中老年人超重率为
'2&($W

"城市

'-&%1W

!农村
'1&(1W

!男性
''&/0W

!女性
'-&0$W

'&肥胖率为
$$&0%W

"城市
$$&$'W

!农村
$$&0%W

&男性
/&(0W

!女性

$1&/0W

'&其中!城市超重率高于农村!女性超重率高于男性(女性肥胖率高于男性"

!

%

%&%$

'!城乡肥胖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2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缺乏运动)超重或肥胖家族史是男性超重及肥胖的危险因素!城乡差异)缺乏运动是女性超重

及肥胖的危险因素(结论
!

西南地区中老年人群超重)肥胖率高!有接近一半的人体质量超过正常标准(应在社区加强超重及肥

胖相关的健康教育!遏制该地区人群超重)肥胖的严峻形势!对于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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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重及肥胖已经成为严重影响全球民众健康的主要问题 之一'

$

(

)中年以后#超重及肥胖与死亡率升高密切相关'

1

(

)超

)2%$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2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成都市/十一五0科技规划重大专项/城乡社区常见多发慢性病防治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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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及肥胖是心脑血管疾病主要危险因素#从心血管疾病发生*

发展的始动和关键环节即内皮损伤开始#肥胖时脂代谢紊乱*

胰岛素抵抗*肥胖程度*脂肪分布异常均是引起内皮损伤的独

立因素'

'

(

)干预超重及肥胖在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二级预防中

有着重要地位)对于人群超重及肥胖流行状况的监测是一个

地区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基本的举措'

0

(

)

1%%/

"

1%$%

年作者在

成都及重庆地区调查中老年人群超重及肥胖的流行状况及危

险因素#并与全国及国内部分地区流行病学资料进行比较#了

解超重及肥胖在本地区的流行趋势#为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奠

定基础)

@

!

对象与方法

@&@

!

调查对象
!

应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选取成都市锦江区*

成华区*龙泉驿区及重庆市渝北区的城区作为城市调查点#选

取成都市大邑县*龙泉驿区及重庆市渝北区的农村作为农村调

查点#分别随机抽取
$

"

1

个居委会或村#调查
0%

"

-(

岁人群#

共计
-10'

人)

@&A

!

方法

@&A&@

!

调查方法
!

结合-心血管流行学调查方法手册.

'

2

(

#设

计统一的流行病学问卷#

'%

余名医护人员均经统一培训#并考

核合格#然后进行逐户登记#开展调查)调查于
1%%/

年
0

月至

1%$%

年
1

月开展)调查内容包括!$

$

&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

一般资料%$

1

&吸烟*饮酒*工作体力强度*体育锻炼频率*饮食

习惯等生活方式%$

'

&个人史*疾病史*家族史等%$

0

&身高*体质

量*腰围*血压等查体状况)在调查现场对受调查对象均抽取

空腹静脉血及
-2

H

葡萄糖餐后
16

静脉血#送回临床检验中心

进行血糖*血脂的检测)

@&A&A

!

诊断标准与定义
!

按
1%%'

年-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

预防控制指南.#超重为体质量指数$

OXN

&

10&%

"%

1/&%

Q

H

"

9

1

%肥胖为
OXN

,

1/Q

H

"

9

1

)每周体育锻炼
$

次或不到
$

次定义为体育锻炼频率低)

@&B

!

统计学处理
!

所得数据用
7PNK;5;'&%

双录入#

S;S

(&%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率的描述采取描述性分析#率的比较

用
!

1 检验#多因素分析用
:"

H

#+A#G

回归分析)以
!

%

%&%2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西南地区中老年超重及肥胖的比率
!

调查
-10'

人中#

资料完整的有
-1%2

人)共检出超重人数
12/-

人#超重率为

'2&($W

)城市调查
210(

人#检出超重人数
$(0'

人#超重率

为
'-&%1W

%农村调查
$(2)

人#检出超重人数
)00

人#超重率

为
'1&(1W

%城市人群超重率高于农村$

!

%

%&%$

&)男性
'%'1

人#检出超重人数
$%1)

人#超重率为
''&/0W

%女性
0$-'

人#

检出超重人数
$2)$

人#超重率为
'-&0$W

#女性超重率高于男

性$

!

%

%&%$

&)

-1%2

人中共检出肥胖人数
/%-

人#肥胖率为

$$&1%W

#城市检出肥胖人数
2/0

人#肥胖率为
$$&$'W

%农村

检出肥胖人数
11'

人#肥胖率为
$$&0%W

#城乡肥胖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1%

&)男性肥胖人数
1-$

人#肥胖率为

/&(0W

%女性肥胖人数
2')

人#肥胖率为
$1&/0W

#女性肥胖率

明显高于男性$

!

%

%&%$

&)

A&A

!

超重及肥胖危险因素多因素
:"

H

#+A#G

回归分析
!

纳入年

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收入#城乡差异#吸烟情况#饮酒

情况#工作体力强度#每日主食量#锻炼频率#摄盐情况#摄油情

况#肥胖家族史#肾病史#

OXN

#腹型肥胖#妊娠次数#分娩次数#

绝经#妊娠高血压#分娩的最重婴儿体质量#采用逐步前进法分

别建立男女多因素
:"

H

#+A#G

回归模型)男性模型中#锻炼频率

低*肥胖家族史为超重及肥胖的危险因素)女性模型中#城乡

差异*锻炼频率低为超重及肥胖的危险因素)研究发现#锻炼

频率低是男*女性人群共同的危险因素#提示经常保持体育锻

炼对于中老年人群预防超重及肥胖有积极意义)对于男性人

群而言#肥胖家族史是超重及肥胖重要的危险因素#对于女性

人群#城市化是超重及肥胖重要的危险因素#见表
$

*

1

)

表
$

!!

男性多因素
:"

H

#+A#G

回归结果

变量
"

4G O0,6 ! JD (2W/I

常数
$0&2'-( $&%'- $()&2$(/

%

%&%$ R R

肥胖家族史
%&$-%0 %&%2-' /&/1/- %&%%' $&1%$ $&$%%

"

$&'/-

年龄
%&%11) %&%%2' $-&($//

%

%&%$ $&%1' $&%$1

"

$&%'0

腰围
R%&$'/2 %&%%(( $(2&%(($

%

%&%$ %&/-$ %&/20

"

%&///

臀围
R%&%'(' %&%$$0 $$&/%1/ %&%%%) %&()$ %&(0%

"

%&(/'

舒张压
R%&%%21 %&%%11 2&1)11 %&%1$/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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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餐后血糖
R%&%)22 %&%$0' 1$&%$2'

%

%&%$ %&('- %&($$

"

%&()'

三酰甘油
R%&$$// %&%0)) )&2$1' %&%$%- %&/// %&/$%

"

%&(-'

锻炼频率低
%&1/%) %&$0'- '&/$$1 %&%0(% $&'(0 %&(/(

"

$&-)2

尿酸
R%&%%10 %&%%%- $1&''/' %&%%%0 %&((/ %&(()

"

%&(((

!!

R

!此项无数据)

表
1

!!

女性多因素
:"

H

#+A#G

回归结果

变量
"

4G O0,6 ! JD (2W/I

常数
$/&(1%) %&//'$ 02/&(($2

%

%&%$ R R

常数
1 $/&(1%) %&//'$ 02/&(($2

%

%&%$ R R

城乡差别
%&010( %&$$)/ $'&101% %&%%%' $&21( $&1$-

"

$&(1'

年龄
%&%'%0 %&%%21 '0&$10'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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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

女性多因素
:"

H

#+A#G

回归结果

变量
"

4G O0,6 ! JD (2W/I

腰围
R%&$$(1 %&%%-/ 1')&2%)(

%

%&%$ %&/// %&/-0

"

%&(%$

臀围
R%&$%/1 %&%$ $$)&2//%

%

%&%$ %&/(- %&//%

"

%&($2

舒张压
R%&%$$) %&%%11 1(&$((0

%

%&%$ %&(// %&(/0

"

%&(('

心率
%&%%2' %&%%1' 2&'-%$ %&%1%2 $&%%2 $&%%$

"

$&%$%

餐后血糖
R%&%'11 %&%$$1 /&'$() %&%%'( %&()/ %&(0-

"

%&((%

锻炼频率低
%&2%)/ %&$0(2 $$&0($2 %&%%%- $&)) $&1'/

"

1&112

尿酸
R%&%%'/ %&%%%- 1(&//'2

%

%&%$ %&(() %&((2

"

%&((/

!!

R

!此项无数据)

B

!

讨
!!

论

成都及重庆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两大中心#此次笔者选取了

两地的城乡社区开展人群超重及肥胖的流行病学调查#以了解

西南地区超重及肥胖流行状况#为肥胖及其相关的心血管疾病

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此次调查研究发现#

1%%/

"

1%$%

年西

南地区
0%

"

-(

岁 中 老 年 人 群 超 重 达
'2&($W

#肥 胖 达

$$&0%W

#相比
1%$%

年我国
)%

岁以上老年人超重率
'1&$W

#肥

胖率
$1&0W

的水平'

)

(

#西南地区中老年人群超重率更高#肥胖

率略低)国内部分地区流行病学研究显示!

1%%)

年大连
1%

"

-0

岁居民超重*肥胖的检出率分别为
'0&%W

*

$(&)W

)

1%%-

年新疆地区
'2

岁以上人群超重率
')&$W

#肥胖率
1)&(W

'

-

(

%

南京某社区
'%

"

-%

岁人群肥胖率
(&1W

'

/

(

%上海市
$2

"

)(

岁

人群超重*肥胖率分别为
'$&%W

和
/&(W

'

(

(

)

1%%(

年无锡
1%

岁以上
')-'

人中超重*肥胖率分别为
')&0'W

*

(&%(W

'

$%

(

)

1%$%

年珠海市成人居民超重*肥胖 率 分 别 为
$/&$W

和

)&)W

'

$$

(

)北京石景山地区成人超重和肥胖率分别为
0$&10W

和
$(&-0W

'

$1

(

)西南地区中老年人群与北方成年人群超重率

接近或偏低#肥胖率偏低%与东部地区成年人群超重率接近#肥

胖率偏高%较南方地区成年人群超重率及肥胖率均偏高)本研

究发现#中老年女性人群超重率及肥胖率均显著高于男性#与

美国老年人情况类似'

$'

(

)这种现象可能与更年期后#女性雌

激素水平明显减退#明显增加了肥胖风险有关)研究发现城*

乡中老年人群肥胖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均超

过
$%W

#提示随着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不良生活方式的增加#

农村人口的肥胖问题也值得关注)调查显示西南地区
0%

"

-(

岁中老年人中
0-&'$W

的人体质量超过正常标准#即有接近一

半的人体质量超标)西南地区中老年人群超重及肥胖患病率

高#是威胁本地区人民心脑血管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多

因素
:"

H

#+A#G

回归分析显示#锻炼频率低*城乡差异*肥胖家族

史是超重及肥胖重要的危险因素)合理的增加体育锻炼*改变

大吃大喝*静坐等不良生活方式对于超重及肥胖的预防有积极

意义#有肥胖家族史的中老年男性人群更应避免可导致超重肥

胖的不良生活方式)在重庆地区的研究发现#超重及肥胖儿童

的高血压检出率明显高于正常体质量儿童#提示在关注中老年

人群超重及肥胖问题的同时#对于人群超重及肥胖的干预需尽

早从儿童时期开始'

$0

(

)

参考文献

'

$

(

Z

H

X

#

I?<9#,

H

5

#

4"C#,+",X

#

<A>?&M?"C>?

#

D<

H

#",>?

#

>,!

Z>A#",>?

E

D<=>?<,G<"F"=<DJ<#

H

6A>,!"C<+#A

B

#,G6#?!D<,

>,!>!@?A+!@D#,

H

$(/%.1%$'

!

>+

B

+A<9>A#G>,>?

B

+#+F"DA6<

M?"C>?O@D!<,"FK#+<>+<SA@!

B

1%$'

'

`

(

&:>,G<A

#

1%$0

#

'/0

$

((02

&!

-)).-/$&

'

1

(

;!>9+UI

#

SG6>A_Q#,;

#

[>DD#+5O

#

<A>?&Y=<DJ<#

H

6A

#

".

C<+#A

B

#

>,!9"DA>?#A

B

#,>?>D

H

<

E

D"+

E

<GA#=<G"6"DA"F

E

<D.

+",+2%A"-$

B

<>D+"?!

'

`

(

&Z7,

H

?̀ X<!

#

1%%)

#

'22

$

/

&!

-)'.--/&

'

'

( 葛倩#邓华聪#易旭#等
&

肥胖与内皮损伤的关系及其相关

机制分析'

`

(

&

重庆医学#

1%%)

#

'2

$

-

&!

)1-.)1(&

'

0

( 武阳丰#马冠生#胡永华#等
&

中国居民的超重和肥胖流行

现状'

`

(

&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1%%2

#

'(

$

2

&!

'$).'1%&

'

2

( 周北凡#吴锡桂
&

心血管病流行病学调查方法手册'

X

(

&

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

'

)

( 张梅#姜勇#李镒冲
&1%$%

年我国
,

)%

岁老年人超重"肥

胖流行特征'

`

(

&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1%$0

#

'2

$

0

&!

')2.

')(&

'

-

( 刘成#马翔#马依彤#等
&

新疆地区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

族成年人群超重和肥胖流行病学调查'

`

(

&

中华流行病学

杂志#

1%$%

#

'$

$

$%

&!

$$'(.$$0'&

'

/

( 罗倩#唐万琴#杜燕#等
&

南京市某社区人群
'

年高血压肥

胖血脂异常状况调查'

`

(

&

徐州医学院学报#

1%%(

#

1$

$

$$

&!

-1-.-1(&

'

(

( 徐继英#李新建#姚海宏#等
&

上海市
$2

"

)(

岁人群超重

和肥胖的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

(

&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

制#

1%$%

#

$/

$

2

&!

0)-.0)(&

'

$%

(王凌#沈振海#陆昀#等
&

无锡市成年人群超重和肥胖患病

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

(

&

中国美容医学#

1%$1

$

$0

&!

))(.

)-%&

'

$$

(李德云#龚思红#梁小冬
&

珠海市
$2

"

)(

岁居民超重与肥

胖患病率及影响因素调查'

`

(

&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1%$'

#

$'

$

-

&!

-('.-()&

'

$1

(史平#周芯蕾#安欣华#等
&

北京市石景山区超重肥胖流行

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

(

&

慢性病学杂志#

1%$'

#

$0

$

1

&!

$$2.$$(&

'

$'

(

I?<

H

>?UX

#

3>DD"??XK

#

U#AOU

#

<A>?&PD<=>?<,G<"F"C<.

+#A

B

>,!AD<,!+#,A6<!#+AD#C@A#","FC"!

B

9>++#,!<L>.

9",

H

8S>!@?A+

#

$(((R1%$%

'

`

(

&̀;X;

#

1%$1

#

'%-

$

2

&!

0($.0(-&

'

$0

(邱雪雁#丁贤彬#张春华#等
&

重庆市
)

"

$'

岁儿童超体质

量*肥胖与高血压流行现状调查'

`

(

&

重庆医学#

1%$'

#

01

$

$$

&!

$1-1.$1-0&

$收稿日期!

1%$2.$%.%/

!

修回日期!

1%$2.$1.1)

&

/2%$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2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