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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重庆市
!/

岁以上土家族居民高血压患病情况!探讨当地居民高血压与膳食之间关系$方法
!

采用多阶

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于
-.!$

!

-.!/

年对重庆地区
5

个县区的
!/

岁以上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调查其最近一年内膳食

摄入的种类及数量!并测量血压$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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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土家族居民中共有高血压患者
-!$

例!患病率为
!$#!0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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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高

血压患病率高于其他年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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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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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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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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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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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中国居民膳食宝

塔推荐量!土家族居民谷类%蔬菜%蛋类摄入较为合理!而奶类%油摄入量%鱼虾类在推荐摄入量范围的居民只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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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高血压组每日大米%禽肉%鱼虾类%奶类%水果%干果摄入量高于高血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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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油%动物油和食盐每日摄入量低于高血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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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动物油%食盐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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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果%禽肉%奶类及谷类摄入为高血

压患病的保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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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土家族居民高血压低发!与其膳食结构存在一定关系!值得进一步

研究$

#关键词$

!

高血压'膳食'土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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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最常见的慢性病"也是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脑血

管疾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研究表明全国各民族间高血

压患病率存在很大差异"在
-..-

年的全国调查中首次调查了

土家族高血压患病率为
!!#!0

"与苗族同属低发民族(

!

)

!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土家族是重庆市人口最多的少数

民族"其人口数#

!$1

万人$占总人口数#

-55,

万人$的
,#5/0

"

占全重庆少数民族人口数#

!1$

万人$的
"-#-0

(

-

)

!越来越多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膳食营养因素与高血压的发生%发展有着

2.!,

重庆医学
-.!2

年
!.

月第
,/

卷第
-1

期

'

基金项目!+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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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玉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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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硕士"主要从事流行病与卫生统计

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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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不同民族%不同性别各年龄组高血压患病率比较

项目 调查人数#

)

$ 高血压患者#

)

$ 高血压患病率#

0

$

!

-

!

!

-

趋势
!

性别

!

男
5!5 1/ !!#2 $#$$/

%

.#./ F F

!

女
5., !!5 !,#"

年龄#岁$

!

!/

!

-, -21 2 -#-

!

-/

!

$, $$- 5 -#,

!

$/

!

,, -5/ -/ 5#5

!

,/

!

/, -!$ -2 !-#- !12#.5-

$

.#./ !-#21

$

.#./

!

//

!

2, !5$ $, !5#2

!

2/

!

", !"2 2- $/#-

!"

"/ !2, /- $!#"

!!

F

'表示此项无数据!

密切的关系(

$

)

!土家族有着独特的饮食习惯和高血压患病特

点"本文旨在了解重庆地区土家族人群高血压患病情况"探讨

膳食因素与高血压的关系"为制订更有针对性的预防控制措施

提供科学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采用分层
,

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第
!

阶段

将重庆市分为城市及农村两层"每层抽取
,

个区&县"第
-

阶段

在被抽中的区&县中采用简单随机抽样分别抽取
-

个街道&乡

镇"第
$

阶段在被抽中的街道&乡镇中分别抽取
$

个居民&村民

委员会"第
,

阶段在被抽中的居委会&村委会中按性别及年龄

#

!/

!

-,

岁%

-/

!

$,

岁%

$/

!

,,

岁%

,/

!

/,

岁%

//

!

2,

岁%

2/

!

",

岁%

"

"/

岁
"

个年龄段$分为
!,

层"在重庆市
5

个县区分别

随机抽取
!/

岁以上常住居民#常住居民指居住时间大于或等

于
2

个月$"所有土家族居民纳入分析!

!##

!

方法

!###!

!

研究方法
!

本研究利用+十二五,中国重要心血管病患

病率调查重庆地区调查数据"比较分析重庆市
!/

岁以上土家

族居民膳食摄入特征及其与高血压的关系!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开展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问卷内容包括一般情

况调查#人口及社会学特征"生活行为方式"疾病史$和膳食调

查*体格检查主要有身高%体质量%腰围和血压测量!膳食调查

采用食物频率询问法#

^̂ _

$"了解调查对象在过去一年中膳食

摄入的频率和摄入量"计算不同食物每日平均摄入量*食物种

类包括谷类%薯类%蔬菜类%畜肉%禽肉%鱼虾类%蛋类%奶类%豆

制品类%水果类%干果类%咸菜类%植物油%动物油和食盐!使用

电子血压计#大连欧姆龙
bC7E!$..

$进行血压测量"静息状态

下测量
$

次取均值"参照
-.!.

年版.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最

近
-

周内服用降压类药物"和#或$连续
$

次血压测量平均收缩

压大于或等于
!,.HH b

M

和#或$舒张压大于或等于
1.HH

b

M

"定义为高血压(

,

)

!

!####

!

质量控制
!

项目执行组和专家组对调查方案进行多次

论证"制订统一的工作方案"配备统一的电子血压计%汞柱式血

压计!从抽样到现场调查"再到后期数据录入"均按照统一的

质控方案和程序进行"确保了研究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按照项

目组统一的调查表填表说明"调查员经统一培训考核"设置质

控人员抽取
/0

对调查表进行抽查!数据录入采用双人录入

方式"

-

次录入结果对比一致方可提交数据*数据核查时对每

个变量的缺失值%逻辑错误和极端值进行标记"通过与原始问

卷及调查对象核对"对问题数据进行修正!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7==-!#.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

量资料以
Ea7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1

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用

!

- 检验!采用二元非条件
>N

M

IP'IK

回归模型分析高血压患者

的膳食影响因素"检验水准
0

;.#./

"以
!

$

.#./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高血压患病情况
!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重庆市总患病率

为
--#20

"汉族人口患病率为
-$#50

!

!/

岁及以上土家族居

民共
!2--

名"其中"高血压患者
-!$

例"患病率为
!$#!0

!不

同性别%年龄高血压患病率比较见表
!

!调查发现"不同性别

之间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不同年龄组高血压

患病率比较发现"

2/

!

",

岁组居民高血压患病率最高"且呈现

出随年龄增加患病率上升的趋势#

!

-

趋势
;!-#21

"

!

$

.#./

$!

表
-

!!

土家族人群各类食物摄入量与膳食宝

!!

塔推荐摄入量的比较

食物

种类

推荐量

#

M

$

平均摄入量

#

M

$

推荐量范围内的人数

#

)

$

比重

#

0

$

谷类
-/.

!

,.. ,-!#!2 25! ,!#11

蔬菜类
$..

!

/.. $$"#,. 2/2 ,.#,,

畜禽肉类
/.

!

"/ !-1#"" -!1 !$#/.

鱼虾类
/.

!

!.. !5#!" !-! "#,2

蛋类
-/

!

/. ,,#$$ /-$ $-#-,

奶类
$.. $,#.$ , .#-/

豆类
$.

!

/. /!#/! -52 !"#2$

水果
-..

!

,.. !$.#-! ,.! -,#"-

油
$

-/ 2-#$$ 2. $#".

盐
$

2 5#!! $". --#5!

###

!

膳食摄入量与居民膳食宝塔推荐量的比较
!

土家族人群

谷类%蔬菜类%蛋类日均摄入量比较合理"在推荐范围内人群占

比分别为
,!#110

%

,.#,,0

%

$-#-,0

*畜禽肉类%油%盐日均摄

".!,

重庆医学
-.!2

年
!.

月第
,/

卷第
-1

期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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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高血压和非高血压人群每日不同种类食物的摄入量&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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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7

(

组别
)

谷类 薯类 蔬菜 畜肉 禽肉 鱼虾类 蛋类 奶类

高血压组
-!$ $."#/a!-$#$ 52#-a"-#2 $!"#.a-!!#- 11#/a"2#$ !-#/a-/#1 !$#-a$-#, ,!#-a,!#5 -.#/a/!#"

非高血压组
!,.1 $$-#"a!-/#- 1-#2a5.#5 $,.#/a-.2#2 !!!#"a5$#- -.#5a$,#! !5#1a$5#1 ,,#5a,.#1 $2#!a2,#5

1 -#",! !#.5" !#/,- -#... ,#!$" -#$/5 !#!"5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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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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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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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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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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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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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土家族高血压和非高血压人群每日不同种类食物的摄入量&

M

)

:

'

Ea7

(

组别
)

豆制品 水果 干果 咸菜 植物油 动物油 食盐

高血压组
-!$ ,"#1a$5#2 !.1#/a!."#- !2#-a,$#, --#.a$.#$ ,2#,a-1#1 -,#!a-.#/ 1#.a/#.

非高血压组
!,.1 /-#!a$"#/ !$$#$a!!!#. -!#-a$1#. --#-a$.#5 ,!#1a-/#5 !1#-a!2#/ 5#.a$#5

1 !#/.! -#1$/ !#"!/ .#.1. F-#$.1 F$#$1/ F$#,-2

!

%

.#./

$

.#./

%

.#./

%

.#./

$

.#./

$

.#./

$

.#./

入量偏高"在推荐范围内人群占比分别为
!$#/.0

%

$#".0

%

--#5!0

*鱼虾类%奶类%水果类摄入量则明显偏低"在推荐范围

内人群分别为
"#,20

%

.#.-0

%

-,#"-0

"见表
-

!

##"

!

土家族高血压患者膳食分析
!

土家族非高血压组每日谷

类%禽肉%鱼虾类%奶类%水果摄入量高于高血压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1;-#",!

%

,#!$"

%

-#$/5

%

$#1,.

%

-#1$/

"

!

$

.#./

$*植物

油%动物油和食盐每日摄入量低于高血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1;-#$.1

%

$#$1/

%

$#,-2

"

!

$

.#./

$*薯类%蔬菜类%蛋类%豆

制品%干果%咸菜日均摄入量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各类食物对高血压患病影响的
>N

M

IP'IK

回归分析
!

以是

否患高血压为应变量"各种食物摄入量为自变量"进行二项多

元非条件
>N

M

IP'IK

回归分析!将不同食物的摄入量根据四分

位法进行等级划分"分为四级并赋值"对可能影响高血压患病

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经单因素分析后差异有显著性的变量

再进一步进行多因素
>N

M

IP'IK

回归分析"采用
>)

法选择变

量"选入水准
0

;.#./

!选出谷类%蔬菜%畜肉%禽肉%鱼虾类%

蛋类%奶类%豆制品%水果%干果%植物油%动物油%食盐进行多因

素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谷类%禽肉%奶类%干果%动物

油和食盐
/

个变量与高血压病患病有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其中谷类%禽肉%奶类%干果与高血压患病呈负相

关"是高血压患病的保护因素"而动物油%食盐与高血压患病呈

正相关"是高血压患病的危险因素"见表
,

!

表
,

!!

食物摄入水平与高血压患病的
>N

M

IP'IK

回归分析

变量
"

;Q G.95 #$

#

1/0%"

$

!

谷类
F.#!2, .#."! /#$5, .#5,5

#

.#"$5

!

.#1"/

$

$

.#./

禽肉
F.#!55 .#."/ 2#-,5 .#5-5

#

.#"!/

!

.#12.

$

$

.#./

奶类
F.#!55 .#."- 2#"2, .#5-5

#

.#"!1

!

.#1//

$

$

.#./

干果
F.#-1- .#.", !/#"./ .#","

#

.#2,"

!

.#52$

$

$

.#./

动物油
.#!". .#."2 /#.$2 !#!5/

#

!#.--

!

!#$",

$

$

.#./

食盐
.#!/! .#."/ ,#.-. !#!2-

#

!#..$

!

!#$,"

$

$

.#./

"

!

讨
!!

论

!!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重庆地区土家族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为

!$#!0

"略高于
-..-

年全国土家族高血压患病率#

!!#!0

$

(

!

)

"

低于本次调查重庆市总患病率
--#20

及汉族高血压患病率

-$#50

"也低于
-.!!

年重庆市高血压患病率#

-.#$0

$

(

/

)

"以及

泰州市#

$-#!0

$%贵阳市#

!"#/0

$等地区高血压患病率(

2E"

)

!

2/

!

",

岁年龄组高血压患病率最高"患病率随年龄的增加而

升高"而
"/

岁以上年龄组患病率有所下降"可能与存在存活者

偏倚有关!

重庆地区土家族居民喜好食物以谷类%薯类%白菜为主"特

色小吃也多用谷面类制作而成"蔬菜也喜欢腌制成酸菜"便于

储存和增添风味"这些都对血压控制有不良影响!研究结果显

示"重庆市土家族居民膳食结构不尽合理"鱼虾类%水果%奶类

摄入量少"特别是奶类食品消耗量远低于推荐量*与
-.."

年报

道的重庆居民食物摄入量(

5

)相比"重庆土家族居民肉类%蛋类

和水果消费量明显增加"但水果摄入量仍低于推荐量水平"需

要进一步改善!油脂类摄入量普遍高于膳食宝塔推荐摄入量"

也高于
-.."

年重庆居民油脂消耗量"可能与当地喜饮油茶的

饮食文化有关(

1

)

!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多食谷类%禽肉%

奶类%干果可降低高血压患病风险!有研究显示"干果中富含

单不饱和脂肪酸"频繁干果摄入与降低心血管疾病相关(

!.

)

"养

成食用干果%橄榄油等含较高单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可预防各

种慢性疾病!张林峰等(

!!

)根据国家+十五,项目数据研究报道

膳食蛋白质摄入较多者发生高血压的危险显著降低"而膳食中

增加钙的摄入量也具有降低血压水平的作用"因此禽肉%奶类

作为优质蛋白与钙的良好来源"可降低高血压患病风险!土家

族居民喜欢吃腌制酸菜%油茶"可能是其油盐摄入过高的原因

之一"而大量研究证明过量的钠摄入是高血压发病的危险因

素"油脂类食物可增高患高血压的风险(

!-

)

"与本研究结果

一致!

综上所述"重庆地区土家族居民的饮食结构较单一"重油

盐"且喜食咸菜腌菜"在这种饮食模式下仍能保持高血压病的

低发"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

$环境方面"土家族居民多

聚居于山区丘陵地带"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适宜!

有研究表示"中国高血压分布呈北高南低态势"可能与北方气

候寒冷有关(

!$

)

*#

-

$遗传异质性"既往流行病学研究提示"高血

压的发病和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有关"其遗传度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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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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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第
-1

期



家系研究中为
-.0

!

,.0

"在双生子研究中高达
2.0

(

!,

)

*#

$

$

饮食方面"土家族居民所食用谷物%蔬菜%禽肉类等多为自家种

植或养殖"食材新鲜健康*且喜食粗粮杂粮"如苞谷%红薯%豆类

等"菜式喜欢酸辣风味"虽酸菜等的摄入可能增加钠盐的摄入"

但酸辣口味可能是高血压发病的保护因素(

!/

)

!影响土家族居

民高血压低发的原因多样"改变当前较单一的饮食模式"使食

物种类多样化"适量增加新鲜果蔬及鱼虾类%禽肉类等的摄入"

同时通过进一步限油%减盐%减畜肉"倡导平衡膳食"可以进一

步降低高血压患病率!同时"值得对当地居民高血压影响因素

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挖掘高血压低发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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