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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重庆主城某社区居民超重和肥胖的流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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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调查比较重庆主城某社区居民
(::?

$

(:!?

年超重$肥胖及中心性肥胖情况!分析其流行趋势%方法
!

分别于

(::?

$

(:!?

年对该社区人群进行现况调查!内容包括填写调查问卷$人体学测量$血糖及血脂检测等%结果
!

(::?

$

(:!?

年分别调

查
?:>?

$

<H?B

人%年龄标化后!男性超重率由
(::?

年的
;;A?3

上升至
(:!?

年的
;<A<3

!而女性超重率由
(BA?3

下降至

(@A@3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X:A;:>

$

:A(@:

#&男性肥胖率由
!:A:3

上升至
!:A?3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X:A@@>

#!而女性肥

胖率由
BA?3

下降至
@A?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X:A:!@

#&男性中心性肥胖率由
<:AH3

上升至
<?AH3

!而女性由
?HA@3

下降至

?<A>3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X:A:;(

$

:A:!>

#%结论
!

该社区人群超重率$肥胖率及中心性肥胖率均较高!男性中心性肥胖率

增加明显%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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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重&肥胖&中心性肥胖&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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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尤其是中心性肥胖与多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

密切相关&包括高血压(糖代谢紊乱(血脂异常等$

!W(

%

*随着人

们饮食习惯的改变及越来越多的静坐生活方式&肥胖已经成为

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然而&国内目前关于超重和肥胖患病率

的报道多为横断面研究$

?

%

*重庆市近
!:

年来经济发展迅速&

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相应提高&为了解重庆市主城某社区居民

超重和肥胖的变化趋势&于
(::?

(

(:!?

年进行现况调查&分析

!:

年间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人群的超重(肥胖率及中心性肥胖

率&进而为预防超重(肥胖的发生提供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A#

!

调查对象
!

本研究被调查者主要由重庆市主城区某大学

在职及离退休教职工构成&均为常住人口*在
(::?

(

(:!?

年实

际调查人群中剔除未应答者&以及存在缺(疑(漏项等不合格者

后&分别获得有效人数
?:>?

(

<H?B

人&年龄
!H

!

BH

岁&应答率

为
B<A:3

*

#A!

!

方法
!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本院相关科室医护人员对入组

对象进行面对面调查&收集被调查者身高(体质量(腰围!

TI

"

及血压等人体学数据&同时计算体质量指数!

$%&

"*采集被调

查者静脉血分别测量空腹血糖(餐后
(7

血糖及血脂$总胆固

醇!

=I

"(三酰甘油!

=+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WI

"(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

/].WI

"%等生化指标&血糖与血脂测定采用

己糖激酶法!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本研究符合本

院人体试验伦理委员会所制订的伦理学标准&所有被调查者均

阅读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A"

!

诊断标准
!

肥胖及超重的诊断采用+中国成人超重和肥

胖症预防与控制指南,推荐的标准$

;

%

'

$%&(;A:

! #

(BA:

"

#

#

'

(判为超重&

$%&

'

(BA:"

#

#

'

( 判为肥胖)将男性
TI

'

B<2'

&女性
TI

'

B:2'

作为中心性肥胖的诊断标准*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OO!HA: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不同年份(不同性别人群基本特征资料以均数及
H<3

置信区

间!

H<3$%

"表示&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

检验*以
(::?

(

(:!?

年参与调查的总人口为标准人群&采用直接法对超重(肥胖率

和中心性肥胖率进行年龄标化并比较&同时将调查人群按照年

龄小于
;: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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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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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岁(

@:

!#

>:

岁(

'

>:

岁

B:!;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H

期

%

基金项目$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基金资助项目!

(:!!

")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IO=I(:!(

`̀

1!::;:

")重庆市科委科技攻关计划

基金资助项目!

26Q2(:!(W

[[̀

6!::?B

"*

!

作者简介$张书平!

!HH!Y

"&住院医师&硕士&主要从事临床肥胖与糖尿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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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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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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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

年被调查者基本特征比较"

H

%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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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

年

男!

!X!B!?

" 女!

!X!(@:

"

(:!?

年

男!

!X??:B

" 女!

!X(@?:

"

年龄!岁"

<BA!

!

<>A<

!

<BAB

"

<<A@

!

<;AH

!

<@A?

"

<@A@

!

<@A!

!

<>A(

"

<;A!

!

<?A;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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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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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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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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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A;

!

(?A(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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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A?

!

(;A<

"

((AH

!

((AB

!

(?A:

"

%

TI

!

2'

"

B;A>

!

B;A?

!

B<A!

"

>>AH

!

>>A;

!

>BA;

"

B<A(

!

B;AH

!

B<A;

"

%

>@A@

!

>@A?

!

>@AH

"

%

收缩压!

''/

#

"

!(BA@

!

!(>A@

!

!(HA<

"

!(<A:

!

!(?AH

!

!(@A!

"

!(HAH

!

!(HA;

!

!?:A;

"

!(<A>

!

!(<A!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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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张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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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

>H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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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

"

>>A!

!

>@A@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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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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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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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A(

!

>>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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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腹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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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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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后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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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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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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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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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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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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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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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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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

!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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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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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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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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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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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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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I

!

'',-

#

.

"

(AH@

!

(AH?

!

?A::

"

(AH?

!

(ABB

!

(AHB

"

(A@!

!

(A<B

!

(A@?

"

%

(A<@

!

(A<;

!

(A<H

"

%

!!

%

'

&

#

:A:<

&与
(::?

年相同性别人群比较)

$

'

(:!?

年餐后血糖值的计算纳入男
(B!@

人(女
((:B

人

进行分层&并逐层分析不同性别人群超重肥胖率及中心性肥胖

率的变化情况*不同组别间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A:<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A#

!

一般情况
!

最终有效样本量
(::?

年
?:>?

人&其中男

!B!?

人&女
!(@:

人)

(:!?

年
<H?B

人&其中男
??:B

&女
(@?:

人)被调查者以中老年人为主&年龄
<:

!

@:

岁*

(::?

(

(:!?

年

男性
$%&

无明显变化!

=XY!AB:!

&

&X:A:>(

"&女性
$%&

由

(?A;

!

(?A(

!

(?A<

"

"

#

#

'

( 下降至
((AH

!

((AB

!

(?A:

"

"

#

#

'

(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X;A:;<

&

&X:A:::

")男性
TI

由
B;A>

!

B;A?

!

B<A!

"

2'

增加至
B<A(

!

B;AH

!

B<A;

"

2'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XY(A!;>

&

&X:A:?(

"&女性
TI

则明显下降&由
>>AH

!

>>A;

!

>BA;

"

2'

降至
>@A@

!

>@A?

!

>@AH

"

2'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X;A!;!

&

&X:A:::

"*其他人口学特征及生化指标测定结

果见表
!

*

!A!

!

不同年份不同性别人群的超重率和肥胖率比较
!

年龄标

化后&男性超重率由
(::?

年的
;;A?3

上升至
(:!?

年的

;<A<3

&肥胖率由
!:A:3

上升至
!:A?3

&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

&X:A;:>

(

:A@@>

"*女性超重率由
(::?

年的
(BA?3

下降

至
(:!?

年的
(@A@3

&肥胖率由
BA?3

下降至
@A?3

&其中
(::?

年与
(:!?

年超重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X:A(@:

"&肥

胖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X:A:!@

"&见图
!

*

!!

1

'超重率)

$

'肥胖率

图
!

!!

(::?

'

(:!?

年不同性别人群标化超重率及肥胖率比较

!A"

!

不同年份不同性别人群的中心性肥胖率比较
!

年龄标化

后&男性中心性肥胖率由
(::?

年的
<:AH3

上升至
(:!?

年的

<?AH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X;A!!@

&

&X:A:;(

")女性中心

性肥胖率由
(:!?

年的
?HA@3

下降为
(:!?

年的
?<A>3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X<A@>!

&

&X:A:!>

"&见图
(

*

图
(

!!

(::?

'

(:!?

年不同性别人群标化中心性肥胖率比较

!A$

!

不同性别人群年龄分层后超重率比较
!

将被调查者按照

年龄分层后&分别逐层比较男性和女性
(::?

(

(:!?

年的超重

率&结果显示'

(::?

年小于
;:

岁(

;:

!#

<:

岁(

<:

!#

@:

岁(

@:

!#

>:

岁(

'

>:

岁年龄段男性及女性超重率与
(:!?

年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男'

&X:A?<<

(

:A:BB

(

:A(B@

(

:A?><

(

:A?:?

)女'

&X:A>?B

(

:A!<@

(

:A(;!

(

:A!:H

(

:A(B(

"&见表
(

(

?

*

!A%

!

不同性别人群年龄分层后肥胖率比较
!

将被调查者按照

年龄分层后&分别逐层比较男性和女性
(::?

(

(:!?

年的肥胖

率&结果显示'

(::?

年小于
;:

岁(

;:

!#

<:

岁(

<:

!#

@:

岁(

@:

!#

>:

岁(

'

>:

岁年龄段男性肥胖率与
(:!?

年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X:A(?!

(

:AH:@

(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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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人群年龄分层后中心性肥胖率比较
!

将被调查

者按照年龄分层后&分别逐层比较男性和女性
(::?

(

(:!?

年的

中心性肥胖率&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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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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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亦上升&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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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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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龄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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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女性中心性肥胖率升高&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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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年龄

段中心性肥胖率有所下降&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X

:A(>>

(

:A(HH

(

:A?!?

"*无论男女&不同年龄段人群的中心性肥

胖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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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重和肥胖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也是其他代谢

紊乱性疾病尤其
(

型糖尿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

%

*随着我国城

市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的改变&人

群肥胖问题日趋严峻*一项关于中国成年人
$%&

的研究结果

显示&

(:!:

年成年男性超重率为
?!A<3

&肥胖率为
!!AH3

&成

年女性超重率为
(HA>3

&肥胖率为
!(A!3

$

@

%

*

4,

等$

>

%报道了

!HH@Y(::<

年中国香港地区成年人超重肥胖情况&其中男性

!HH@

(

(::!

(

(::<

年超重肥胖率分别为
?!A@3

(

?:AH3

和

?!A:3

&女性分别为
((A;3

(

(:A>3

和
!BAB3

&男性超重肥胖

率基本稳定&女性在后
<

年明显下降*本研究通过对重庆市主

城某社区健康检查者的两次横断面调查发现&该地区成年人的

超重率(肥胖率(中心性肥胖率均较高&男性高于女性&且
(:!?

年男性中心性肥胖率较
(::?

年明显上升*此外&男性超重率

!

(::?

年
;;A?3

(

(:!?

年
;<A<3

"和肥胖率!

(::?

年
!:A:3

(

(:!?

年
!:A?3

"基本保持稳定&女性超重率!

(::?

年
(BA?3

(

(:!?

年
(@A@3

"和肥胖率!

(::?

年
BA?3

(

(:!?

年
@A?3

"则呈

现下降趋势&与
4,

等$

>

%的研究结果一致*这提示该社区女性

较男性更加注重健康的管理*王义艳等$

B

%分析了
(::!Y(:!:

年北京市城区老年人超重率及肥胖率的变化趋势&发现
!:

年

间女性超重率由
;@A?3

下降为
?HAH3

&肥胖率由
!!A@3

下降

至
>A?3

&男性超重率与肥胖率无明显变化&与本调查结果

相似*

越来越多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与全身性肥胖相比&中心

性肥胖对健康的危害更大&是糖代谢异常和心血管疾病的独立

危险因素$

H

%

*我国人群与西方人群不同&在同等
$%&

的情况

下具有更高的体脂含量&且更倾向于发生中心性肥胖$

!:

%

*我

国城乡居民成人
TI

(中心性肥胖率呈现出逐年快速增长的趋

势&

(::;

年我国城市地区
!B

!

@H

岁居民中心性肥胖率为

?@A!3

$

!!

%

&

(::>

年
!<

!

@H

岁居民中心性肥胖率已经上升至

?BA(3

$

!(

%

&到
(:!:

年 我 国 成 人 中 心 性 肥 胖 率 已 高 达

;:A>3

$

!?

%

*王惠君等$

!;

%对
!HH?Y(::@

年我国
H

省
(:

!

@<

岁

成年居民中心性肥胖情况进行调查发现&男性中心性肥胖率从

!>AH3

上升至
;(A<3

&女性从
(BAB3

上升至
;@AH3

*本研究

发现&虽然社区人群的
$%&

及肥胖率无明显变化&但男性的

TI

明显增加&中心性肥胖率由
(::?

年的
<:AH3

上升至
(:!?

年的
<?AH3

&且高于以往报道的全国平均水平)女性中心性肥

胖率则呈现下降的趋势&且
;:

!#

<:

岁年龄段女性中心性肥

胖率明显下降&可能与该地区女性尤其
;:

!#

<:

岁年龄段女

性更加积极地参加体育锻炼有关*一项对重庆主城
;:

个社区

中老年人参加广场舞现状的调查发现&女性为社区广场舞主体

参与人群!占
H(3

"&男性仅占
B3

&且参与广场舞蹈活动的人

群年龄主要集中在
;:

!

@:

岁$

!<

%

*

综上所述&该社区人群超重率(肥胖率及中心性肥胖率均

较高&其中男性中心性肥胖率增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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