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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新疆哈萨克族学龄儿童超体质量%肥胖学龄儿童内毒素"

]IH

#变化情况!初步探索
]IH

与体格测量指标

间的相关性$方法
!

从参加)新疆学龄儿童超体质量肥胖流行病学调查*的阿勒泰地区世居学龄儿童"共
.(&'

名#中选择
!+&

名

为研究对象!测量体质量%身高%腰围%臀围%血压各项体格指标!计算体质量指数"

PA2

#%腰围身高比"

BL<4

#!并检测
]IH

及血糖

血脂等生化指标$结果
!

随着
PA2

的增高!腰围%臀围%收缩压"

HPI

#%

BL<4

均增高&肥胖组的
]IH

%三酰甘油"

CQ

#均明显高于

超体质量组及对照组&

]IH

分别与
PA2

分级"正常%超体质量%肥胖
-

个等级#%腰围%

BL<4

呈现正相关"

'%+"'(#

%

+"##(

%

\+"&..

!

#%+"+++

#&

BL<4

异常增高的哈萨克族学龄儿童具有更高的血压及
]IH

水平&

BL<4

与
HPI

存在正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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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

]IH

与哈萨克族学龄儿童超体质量%肥胖相关!腹型肥胖的哈萨克族学龄儿童更易出现
HPI

异常增高及
]IH

水平增高情况$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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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族&肥胖症&内毒素类&腰围身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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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肥胖症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

问题"而随着肥胖伴发的胰岛素抵抗#高血压等心血管代谢异

常疾病对人群的危害也日益引起关注!慢性低度炎症水平在

肥胖及其伴随的胰岛素抵抗等疾病发生#发展中起到重要作

用)

!:)

*

"而作为激活这种慢性低度炎症的内毒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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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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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

%血症是导致肥胖#代谢紊乱的重要根源之一"动

物实验)

-

*发现在体内
]IH

水平升高的情况下"低热量饮食同

样也会引起肥胖!

新疆地处中国的西北地区"维吾尔#哈萨克#汉族成人群体

总的肥胖标化患病率$

)(",J

%是全国平均水平$

."!J

%的
-

倍

以上)

&

*

"肥胖已成为新疆地区的高发疾病!而新疆儿童群体中

也发现哈萨克族儿童较同地区的其他民族儿童肥胖发生率较

高)

#

*

"且存在肠道菌群比例失衡)

(

*

!

]IH

主要来源于肠道微

生物中的革兰阴性菌"由肠道吸收入血"而课题组前期发现新

疆地区哈萨克族儿童超体质量及肥胖组大便样本中拟杆菌门

$革兰阴性菌%比率显著低于正常体质量组"乳酸杆菌属#梭菌

属及肠球菌属比率高于正常体质量组)

.

*

!为探讨哈萨克族学

龄儿童肥胖后是否存在
]IH

异常增高"以及
]IH

与肥胖儿童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

)+!-

年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联合资助课题$

)+!-(#!.!)+++-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A#()#--̂ P

%!

!

作者简介'李敏$

!,.(\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儿童呼吸系统消化疾病研究!

!

%

!

通信作者"

O:5/6?

'

9;

S

=6E;!)(

&

!)("1D5

!



表
!

!!

新疆哈萨克族学龄儿童不同体质量组间体检指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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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对照组$

!%&.

% 超体质量组$

!%),

% 肥胖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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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不齐"

-

组间进行秩和检验!

体内代谢异常的关系"本次纳入了
!+&

例儿童进行了相关

研究!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研究以参加+新疆学龄儿童超体质量肥胖

流行病学调查,的阿勒泰地区世居学龄儿童为研究对象"共

.(&'

名当地世居儿童参加了体格指标检测"对其中
!+&

例
(

$

!)

岁哈萨克族儿童抽血进行了
]IH

及血糖血脂等生化指标检

测"本调查方案得到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伦理号
)++'+!!#

%"并获得所有调查对象的知情同意!超

体质量肥胖的判断方法及入选标准'

.

岁以下儿童按照世界卫

生组织&国家健康统计中心$

BLX

&

3NLH

%推荐的身高标准体

质量值"

.

岁及以上儿童根据 +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体质

量#肥胖筛查体质量指数值分类标准,

)

'

*

"

PA2

&

'#J

同年龄同

性别儿童
PA2

的为超体质量"

&

,#J

同年龄同性别
PA2

儿童

的为肥胖!按照不同体质量进行分组"所有儿童分为正常体质

量组$对照组%#超体质量组#肥胖组"入选者
!

个月内未服用抗

菌药物"无腹泻等消化系统疾病!排除标准'$

!

%由其他疾病如

遗传#内分泌#代谢及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引起的肥胖及肥胖综

合征($

)

%合并有其他内分泌#代谢及消化系统疾病($

-

%未征得

家长或监护人同意!

!""

!

方法

!"""!

!

体格测量
!

使用统一的器械及规范方法进行体格测

量"清晨空腹后专人测量"包括体质量#身高#腰围#臀围#血压!

PA2%

体质量$

@

U

%&身高$

5

)

%和腰围身高比$

BL<4

%

%

腰围

$

15

%&身高$

15

%!参照梁黎等)

,

*的研究"以
BL<4

&

+"&(

作

为女童超标的参考临界值"

BL<4

&

+"&'

为男童超标的参考

临界值!

!""""

!

实验室检查
!

所有学龄儿童清晨抽取静脉血$空腹
!)

R

以上%"使用自动生化仪$

L6</1R6/.+(+

"

CD@

F

D

"

M/

S

/7

%酶法检

测血脂"包括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K]:N

%#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

]K]:N

%#空腹血糖$

_IQ

%#三酰甘油$

CQ

%#总胆固醇

$

CN

%!

O]2HG

检测
]IH

"试剂盒购自由北京中昊时代生物技

术中心提供"以上操作均严格按试剂说明书进行!板内
Na

#

#J

#板间
Na

#

!+J

"酶标仪
O]̂ '++

购自美国
P6D<=@

公司%!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HIHH!."+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以
$*%

表示数据"如符合正态性检验的两样本均数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方差齐性%"非正态分布或方差不齐时采

用秩和检验!如符合正态性检验的三样本均数比较采用

G3XaG

检验$方差齐性%"非正态分布或方差不齐时采用秩和

检验!变量间相关性采用
H

S

=/E5/7

相关分析!检验水准
#

%

+"+#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体格测量指标
!

-

组间的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随着
PA2

的增高"腰围#臀围#血压#

BL<4

均增高"除

了舒张压$

KPI

%外"其他指标
-

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不同
PA2

分组的儿童
]IH

及生化指标比较及相关系分

析
!

]IH

#三酰甘油$

CQ

%在
-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肥胖组的
]IH

及
CQ

均明显高于超体质量组及对照

组"见表
!

!进一步做
H

S

=/E5/7

相关分析"

]IH

分别与
PA2

分

级$正常体质量#超体质量#肥胖%#腰围#

BL<4

呈正相关$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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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同
BL<4

分组的儿童血压生化指标比较及相关性分

析
!

按照
BL<4

是否正常分为正常组及异常组"两组间
]IH

及血压有差别"异常组的哈萨克族学龄儿童具有更高的血压水

平及
]IH

水平!进行
I=/E8D7

相关分析"显示
BL<4

与收缩

压$

HPI

%存在正相关$

'%+"&&!

"

#%+"+++

%"与
KPI

相关性较

小$

'%+"-()

"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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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哈萨克族学龄儿童不同
BL<4

的血压(

!!!

生化指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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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研究发现肥胖处于低度炎症状态"伴有炎症因子水平增

高"而脂肪组织特别是腹部脂肪组织可能是炎症的主要来源"

然而导致与肥胖#糖尿病相关低度炎症水平的触发因素仍需进

一步确定)

!+:!!

*

!目前认为这种低度炎症状态主要是由营养和

能量过剩触发一系列与传统炎症相似的分子和信号通路引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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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的"

CD??

样受体
&

$

CD??:?6@=E=1=

S

<DE&

"

C]4&

%信号通路介导的

炎症级联反应目前发现在肥胖及其相关代谢性疾病发生中起

到重要作用!而以革兰阴性杆菌外壁为主要来源的
]IH

能通

过激活脂肪细胞和巨噬细胞的
C]4&

信号通路"从而引起胰岛

素抵抗和低度炎症等)

!):!-

*

!

本次研究中检测到肥胖哈萨克族学龄儿童中
]IH

水平明

显高于超体质量组及正常体质量组儿童"进一步行相关分析结

果显示"

]IH

水平与
PA2

的严重度分级呈现明显的正相关"虽

然不能确定因果关系"但此种相关性提示了作为炎症因子的

]IH

确与肥胖存在内在关联!本研究结果与既往其他研究结

果相似)

!&:!#

*

"较多试验发现
]IH

或脂多糖结合蛋白$

?6

S

D

S

D:

?

F

8/11R/E6$=:067$67

US

ED<=67

"

]PI

%与肥胖#代谢综合征#

)

型糖

尿病相关!

CEl8=6$

等)

!(

*通过对肥胖患者进行减肥手术干预

前后的检测"发现
]IH

与血糖控制及腹型肥胖相关"在肥胖者

进行减肥手术后体内
]IH

水平明显降低!但作为
]IH

主要来

源的肠道菌群为革兰染色阴性菌群"而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

(

*

肥胖的哈萨克族学龄儿童粪便样本中拟杆菌门细菌数和
P/1<

&

_6E5

比率显著低于正常体质量组和超体质量组"作为
]IH

来

源的肠道革兰阴性菌门数量比例减少"而本次试验提示
]IH

血清水平依然增高"分析其原因"既往检测的是细菌门"属于较

大的细菌分类"并未具体鉴定到细菌的种#属"只是一个相对的

比例变化"具体能导致
]IH

水平增高的细菌种类是否存在增

多尚不能清楚"故而仍需进一步对肥胖哈萨克族学龄儿童检测

肠道细菌种类的鉴定!

腹型肥胖是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之

一"作为反映腹型肥胖的指标
BL<4

由于受年龄#人群影响较

少"在临床试验中"

B=6?6

等)

!.

*提示了
BL<4

与儿童心血管疾

病风险因素密切相关!本次调查按照
BL<4

是否异常分为两

组"结果提示
BL<4

异常增高的哈萨克族学龄儿童具有更高

的血压水平及
]IH

水平"进一步相关分析提示
]IH

与
BL<4

呈现正相关!

]IH

是体内炎症指标之一"两者相关性也提示了

腹型肥胖患者体内的慢性炎症状态!另一方面"相关分析显示

BL<4

与
HPI

存在正相关"提示腹型肥胖的哈萨克族学龄儿

童更容易对
HPI

造成影响!儿童高血压以原发性高血压为

主"与肥胖密切相关"表现为轻#中度血压升高"无明显的临床

症状"

#+J

以上的儿童高血压伴有肥胖)

!'

*

!而既往研究也发

现了哈萨克族是高血压发病率较高的民族"本研究也提示了肥

胖儿童尤其是腹型肥胖与
HPI

升高相关!而
)+!+

年版的中

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指出'

HPI

与心血管风险的关系更为密切"

由于哈萨克族肥胖儿童表现出更高的
HPI

水平"提示其将来

发生心血管疾病风险更大"故而需重点监测哈萨克族肥胖儿童

群体的血压情况"以做早期监控及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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