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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赣西地区人群代谢综合征"

$?

$的发病率及其分布特征%方法
!

对赣西地区
091)

例人群进行横断面

调查!分析各年龄段
$?

的患病情况及其组分的相关因素%结果
!

赣西地区人群
$?

的发病率为
1)/04

"男
15/)4

!女
12/74

$!

"

)3

岁组&

)3

!

32

岁组&

%

32

岁组患病率分别为
2/)4

&

1)/34

和
12/!4

!其中
"

)3

岁组中各年龄段患病率分别为
"

13

岁组

6/!4

!

13

!"

!5

岁组
9/34

和
!5

!"

)3

岁组
1!/74

%经统计结果分析表明!

$?

与年龄&体质量指数&性别&血压&血糖&血脂等

危险因素相关%结论
!

赣西地区
$?

发病率与年龄呈正相关!危险因素以肥胖为主!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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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严重影响人

们健康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表现为肥胖%糖代谢异常%血压

升高%血脂异常等多种危险因素在同一个体的集聚"使心脑血

管疾病的发生%致残%致死风险增加&

1

'

$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口

老龄化%饮食结构及生活方式的改变"

$?

在人群的患病率逐

年升高"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而发展中国家在此方面的

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是为了解赣西地区各年龄段人群
$?

的患病特征"从而为制定预防控制
$?

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6516

年
1

月至
6510

年
6

月"采用分层整群随

机抽样方法在赣西地区进行抽样"剔除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

病%妊娠妇女和
1

型糖尿病患者$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

出的年龄分段"将被调查对象分为
!

个组"即青年组
"

)3

岁%

中年组
)3

!

32

岁和老年组
%

32

岁"其中青年组分
!

个年龄

组"即青年
#

组!

"

13

岁#%青年
P

组!

13

!"

!5

岁#和青年
S

组!

!5

!"

)3

岁#"每个年龄组抽取的人数按赣西地区的人口

实际构成比分配"共纳入
091)

例研究对象"其中男
!969

例"

女
6279

例"平均年龄!

)7/6c11/)

#岁"中位年龄为
)6/1

岁$

?/!

!

方法
!

!

1

#问卷调查)由培训合格的专业人员采用统一调

查表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包括年龄%性别%职业%饮食%一般情

况及家族史等$!

6

#体格检查)测量每个研究对象的身高%体质

量%腰围及血压"并计算体质量指数!

P$+

#$!

!

#实验室检查)

每个研究对象均抽取禁食
15D

后的空腹血"测定其血清胆固

醇!

[S

#%三酰甘油!

[Z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8S

#%空腹

血糖!

X>Z

#$除有糖尿病病史者外"研究对象均进行
1

次口服

93

O

葡萄糖耐量试验!

]Z[[

#"测定餐后
6D

血糖$所有对象

均知情同意"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

?/"

!

$?

的诊断标准
!

由于种族%地域等差异"

$?

诊断标准

亦不同"为适合中国人的情况"结合我国的临床监测项目情况

选择
S%?

诊断标准$按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
655)

年建

议的标准!

S%?

标准#

&

6

'

)!

1

#超重和!或#肥胖)

P$+

'

63/5

\

O

*

E

6

$!

6

#高血糖)

X>Z

'

0/1EE;L

*

:

和!或#餐后
6D

血糖

6D>Z

'

9/7 EE;L

*

:

(!

!

#高血压)收缩压!

?P>

#*舒张压

!

%P>

#

'

1)5

*

25EE"

O

"和!或#已确诊高血压并治疗者(!

)

#

血脂紊乱)空腹血
[Z

'

1/9EE;L

*

:

"和!或#空腹血
"%:

男
"

5/2EE;L

*

:

"女
"

1/5EE;L

*

:

$具备以上
)

项组成成分中的

!

项或全部为
$?

$

?/B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由专人采用
UYC&L

软件双份录入

法"使用
?>??10/5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比较采

用
'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危险因素分析采用多

因素
:;

O

FB'FC

回归分析$以
#

"

5/5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的患病率
!

本次共发问卷
0266

例"有效问卷达
0

91)

例"其中男
!969

例"女
6279

例"按照
S%?

诊断标准"共检

37!!

重庆医学
6519

年
7

月第
)0

卷第
6)

期



出
$?

患 者
292

例"总 患 病 率 为
1)/04

!男
15/)4

%女

12/74

#"其中"

"

)3

岁组%

)3

!

32

岁组%

%

32

岁组患病率分别

为
2/)4

%

1)/34

和
12/!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51

#$各

年龄组患病率分别为男
7/24

%

15/34

%

16/54

和女
15/64

%

12/04

%

60/74

"其中"

"

)3

岁组中年龄越高患病率越高!

#

"

5/51

#$男女
$?

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呈上升趋势"特别是

女性于
))

岁以后上升幅度较为明显$见表
1

%

6

$

表
1

!!

不同年龄%不同性别
$?

患病率比较

年龄!岁#

男

非
$?

!

/

#

$?

!

/

#

合计

!

/

#

患病率

!

4

#

女

非
$?

!

/

#

$?

!

/

#

合计

!

/

#

患病率

!

4

#

总患病

率!

4

#

"

)3 16!1 1611!36 7/2 909 79 73) 15/6 2/)

)3

!

32 1531 16!119) 15/3 936 17! 2!3 12/0 1)/3

%

32 1539 1))1651 16/5 799 !611127 60/7 12/!

合计
!!!2 !77!969 15/) 6!20 3216279 12/7 1)/0

表
6

!!&

))

岁组中各年龄段不同性别
$?

患病率比较

年龄!岁#

男

非
$?

!

/

#

$?

!

/

#

合计

!

/

#

患病率

!

4

#

女

非
$?

!

/

#

$?

!

/

#

合计

!

/

#

患病率

!

4

#

总患病

率!

4

#

"

13 6)) 9 631 6/7 19) ! 199 1/0 6/!

13

!"

!5 )33 !7 )2! 9/9 6)3 12 60) 9/! 9/3

!5

!"

)3 3!6 90 057 16/3 !)7 03 )1! 13/9 1!/7

合计
16!1 1611!36 7/2 909 79 73) 15/6 2/)

!/!

!

$?

各组分的分布情况
!

$?

的各组中"肥胖%高血压%高

血脂%低
"%:

%高血糖的患病率分布为
!2/34

%

65/94

%

60/74

%

12/164

%

1)/64

"其中以肥胖的患病率最高$见表
!

$

表
!

!!

不同性别
$?

各组分的患病率"

/

&

4

)#

组别 男 女 合计

肥胖
6!!

!

05/5!

#

!)2

!

32/59

#

!79

!

!2/3

#

高血压
172

!

)7/0)

#

!52

!

36/60

#

65!

!

65/9

#

高血脂
19)

!

))/23

#

67)

!

)7/5!

#

606

!

60/7

#

低
8"%: 169

!

!6/97

#

637

!

)!/07

#

179

!

12/6

#

高血糖
119

!

!5/6!

#

617

!

!0/7)

#

1!2

!

1)/6

#

"

!

讨
!!

论

!!

$?

是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和生命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需

引起高度关注"目前发病机制还未完全明确&

!

'

"其核心问题在

于胰岛素抵抗!

+W

#和高胰岛素血症"可通过多种途径诱发疾

病$本研究表面赣西地区
$?

的患病率为
1)/04

"中国城区

65

岁以上成人中
$?

的患病率为
1)4

!

104

&

6

'

"全球约
634

的人口患有
$?

&

)

'

"表明赣西地区
$?

的发病率水平与国内相

符"而低于国际水平$其中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女
12/74

%

男
15/)4

#"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呈明显上升趋势"特别是
))

岁

以后女性发病率的增长幅度存较大的提高"这可能与男性活动

量增强%社会压力大%女性绝经后激素变化密切相关&

3

'

$

$?

的各组中"肥胖%高血压%高血脂%低
"%:

%高血糖的患病率分

别为
!2/34

%

65/94

%

60/74

%

12/64

%

1)/64

"与国内有关研

究相似&

0

'

$多项研究表明"

$?

是肥胖%高血糖%血脂紊乱及高

血压等多种心脑血管危险因素集结于一体的状态&

9815

'

$

$?

作

为心血管危险因素"直接导致冠心病%脑卒中发病率增加&

11

'

$

必须对心脑血管危险因素进行全面调控"减少心脑血管事件的

发生$

本研究中
$?

的患病率以
%

32

岁组为最高"

)3

!

32

岁组

次之"

"

)3

岁组较低"与我国其他相关研究大致相同&

16

'

$

"

)3

岁组
$?

的发病率为
2/)4

"可见
$?

在儿童期就呈现一定的

发病率$张晓燕等&

1!

'研究发现"天津市
!

!

0

岁儿童
$?

发病

率为
5/34

$而目前关于大样本儿童青少年
$?

的研究比较

少"多数研究分析集中于高危人群如肥胖儿童青少年
$?

的患

病率$如
S;;\

等&

1)

'和
$;L<(H

等&

13

'报道
16

!

12

岁青少年

$?

患病率分别为
)/64

%

0/)4

$本研究中青少年!

"

13

岁#

$?

的患病率仅为
6/!4

"表明
$?

已不是成人的专利"在儿童

期就处于萌芽状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根据国外
$?

发病

率的规律"提示必须从现在开始重视青少年的
$?

$美国从儿

童时期到成年期的一项追踪研究发现"儿童时期
P$+

%血压%

血脂%胰岛素%血糖等危险因素处于较低水平者成人后发生

$?

或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明显降低&

10

'

$因此在儿童期形成

的危险因素是加速成年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成人慢性疾病

发生发展的重要潜在危险因素"为减少成人慢性疾病的发生和

发展"将
$?

的预防提前至儿童时期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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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有关部门应规定市面上只允许销售符合指南要求的上臂式

电子血压计"并对血压计销售员进行知识培训"限制不符合要

求的血压计进入市场$

在血压计的校准方面"行为正确率只有
15/04

"在调查过

程中"患者反映不知道怎么校准%在哪里校准"说明这将是今后

"P>$

推广过程中要强调血压计校准的问题$在患者对血压

测量次数和频率方面"只有
!7/34

每日早!起床后#%晚!上床

睡觉前#测量血压"

0)/64

高血压患者在感觉不舒服时才测量

血压(在家庭血压值的诊断标准方面"只有
16/!4

的患者以小

于
1!5

*

75EE"

O

为家庭血压的正常值"

12/94

以大于或等于

1!3

*

73EE"

O

为高血压的标准"

09/64

却错误地选择了

1)5

*

25EE"

O

为家庭自测血压时判断高血压的标准"可能原

因是尽管平时接受了健康教育"没有强调家庭自测血压的标准

所致"家庭自测血压的好多知识点患者还没有掌握$本研究发

现"文化程度%接受健康教育高血压人群在
"P>$

知识行为得

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经常接受健康教育的患者
"P>$

知

识行为得分明显高于偶尔或不接受健康教育的"提示健康教育

在
"P>$

推广中的重要意义$在健康教育中要做好这些患者

未能很好掌握内容的宣教$

社会相关人员如血压计制造商进行技术改进%血压计销售

时销售员对电子血压计使用知识%具体操作进行讲解"在报纸%

电视%网络等媒体发布有关
"P>$

的公益广告"有助于家庭自

测血压的推广$医护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加强家庭自测血压的

推广和具体指导"可通过发挥重要他人作用"提供情感支持%工

具支持"促进家庭自测血压行为意愿的形成&

1!

'

(可将医生的指

导"特别是将社区医生的指导与患者的自身血压监测和管理有

效结合"从而促进血压的有效控制"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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