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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用
,+7)

分析方法研究
'R@

血型在糖尿病患者和健康人群中的分布情况#以评价
'R@

血型系统与糖尿

病发生风险的关系&

方法
!

通过检索
c0I6+*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和

万方数据库等#收集有关糖尿病与
'R@

血型系统之间关系的原始文献#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筛选出符合要求的文献并提取出

相关的数据#使用
>@5

量表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价#采用
X+:-+O 6)2)

N

+1D<#

和
57)7)#!<"

软件进行
,+7)

分析&

结果
!

R

血型和
'R

血型在糖尿病患者和对照人群中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现为
R

血型在糖尿病患者中所占比例高于

对照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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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亚组分析时发现
R

血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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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的分布差异仅在国外人群中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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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组中的分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结论
!

糖尿病的发生可能与
'R@

血型有关&国外人群中
R

血型的糖尿病发病风险高于其他血型#

'R

血型可能

是糖尿病发生的保护因子#而
'

血型和
@

血型在国内外人群中与糖尿病的发生均无关&

!关键词"

!

糖尿病(

'R@

血型系统(

,+7)

分析(危险因素

!!

!中图分类号"

!

XDB&<#

!!!

!文献标志码"

!

'

!!!

!文章编号"

!

"!DBEB&FY

$

!"#$

%

"%E"%"FE"&

5X6%2**.

'

0*)

+

(".0$3[*-.$(%/&/34/22$&)3

!

(4/&(("(2

,

3$3

M̀A.-+

#

UM6-)/

#

`'>ZS/2

N

#

P'>ZY-)/E

C

02

"

?+

H

)17,+27/4M

H

-*+,-/3/

N8

#

5(L//3/4c0I3-(U+)37L)2*6)2)

N

+,+27

#

X+;+)1(LK+27+14/16+*-(-2+)2*5/(-)3?+:+3/

H

,+27

#

A22/:)7-/2K+27+14/15/(-)3X-;bZ/:+12)2(+-2U+)37L

#

KL/2

N_

-2

N

6+*-()392-:+1;-7

8

#

KL/2

N_

-2

N

Q"""#$

#

KL-2)

!!

)

5%3&0(1&

*

!

6%

7

/1&$8/

!

P/)

HH

3

8

,+7)E)2)3

8

;-;4/1);;+;;-2

N

7L+);;/(-)7-/2I+7O++2'R@I3//*

N

1/0

H

)2**-)I+7+;

,+33-70;1-;bI

8

(/,

H

)1-2

N

7L+*-44+1+2(+;/4'R@I3//*

N

1/0

H

*-;71-I07-/2I+7O++2*-)I+7-(

H

)7-+27;)2*L+)37L

8

(/271/3

N

1/0

H

<

9/&#*.3 +̀;+)1(L+*c0I6+*

#

KR6

#

=Ac

#

K>̂ A)2* )̀24)2

N

?)7)I);+;7/(/33+(7;70*-+;)I/07*-)I+7+;)2*'R@I3//*

N

1/0

H

<M3-

N

-I3+;70*-+;O+1+;+3+(7+*)((/1*-2

N

7/7L+-2(30;-/2)2*+G(30;-/2(1-7+1-))2*1+3)7+**)7)O+1++G71)(7+*<PL+

>+O();73+E@77)O)5()3+O);0;+*7/);;+;;7L+

_

0)3-7

8

/47L+-2(30*+*;70*-+;

#

)2*,+7)E)2)3

8

;-;O);

H

+14/1,+*I

8

;/47O)1+

X+:-+O6)2)

N

+1D<#)2*57)7)#!<"<:/3)2&3 R3//*

N

1/0

H

R)2*I3//*

N

1/0

H

'RL)*)*-44+1+27*-;71-I07-/2),/2

N

*-)I+7-(

H

)7-+27;)2*7L+(/271/3

N

1/0

H

<R3//*

N

1/0

H

RO);,/1+41+

_

0+273

8

;++2-2*-)I+7-(

H

)7-+27;

$

@Xa#<#%

#

FDdKA

!

#<"DE#<!#

#

-a"<"""&

%

)2*I3//*

N

1/0

H

'RO);,/1+41+

_

0+273

8

;++2-2L+)37L

8

(/271/3

N

1/0

H

$

@Xa"<B$

#

FDdKA

!

"<&&E"<F&

#

-a

"<"#

%

<R07/23

8

-24/1+-

N

2

H

/

H

03)7-/2;*-*;0I

N

1/0

H

)2)3

8

;-;;L/O+*);-

N

2-4-()27*-44+1+2(+-2I3//*

N

1/0

H

R)2*I3//*

N

1/0

H

'R*-;71-I07-/2),/2

N

7L+();+)2*(/271/3

N

1/0

H

#

I072/7-2I3//*

N

1/0

H

'

$

@Xa"<F"

#

FDdKA

!

"<&$E#<"&

#

-a"<!Q

%

/17L+

I3//*

N

1/0

H

@*-;71-I07-/2

$

@Xa#<""

#

FDdKA

!

"<BFE#<#%

#

-a"<F$

%

<;*"12)3$*" PL+/((011+2(+/4*-)I+7+;,+33-70;,)

8

I+1+3)7+*7/'R@I3//*

N

1/0

H

<A24/1+-

N

2

H

/

H

03)7-/2;

#

7L+1-;b/4*-)I+7+;,+33-70;-2RI3//*

N

1/0

H

;0I

C

+(7;-;L-

N

L+17L)27L)7

/4/7L+1I3//*

N

1/0

H

;

#

)2*I3//*

N

1/0

H

'R,)

8

I+)

H

1/7+(7-:+4)(7/14/1*-)I+7+;<R3//*

N

1/0

H

')2*I3//*

N

1/0

H

@)1+2/7

);;/(-)7+*O-7L*-)I+7+;-2*/,+;7-(/14/1+-

N

2

H

/

H

03)7-/2;<

)

</

,

=*0.3

*

!

*-)I+7+;,+33-70;

(

'R@I3//*E

N

1/0

H

;

8

;7+,

(

,+7)E)2)3

8

;-;

(

1-;b4)(7/1;

)

'()*.5+(6-36+*92-:

#

!"#$

#

%&

$

%

%!

%"FE%#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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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作为全球发病率极高的代谢综合征#糖尿病可

以导致很多脏器的功能障碍或衰竭#引起机体损伤#

并引发一系列的并发症)

#

*

&相关数据表明#

!"#%

年

全球糖尿病患者已达到
%<B!

亿人#且预计在
!"%D

年时这一数字将变为
D<F!

亿人)

!

*

&近年来#随着社

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饮食结构的改

变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糖尿病发病率在我国呈现

逐年上升的趋势)

%

*

&

!""&

至
!""B

年的糖尿病流行

病学调查显示#我国糖尿病患病率为
F<&d

#已成为

全世界糖尿病患病人数最多的国家)

Q

*

&

糖尿病是一种多基因的遗传性疾病#而人
'R@

血型系统也是一种常见且比较稳定的多基因遗传特

征#它们在一些遗传免疫机制方面有着共同点#因此

有人推测糖尿病和
'R@

血型系统存在一定的联

系)

D

*

&目前已知
'R@

血型抗原位于红细胞膜上#镶

嵌于糖蛋白和糖脂之间#而胰岛素要发挥作用必须

先跟细胞膜表面的特异性受体结合(由于构成胰岛

素特异性受体的主要物质是糖蛋白和脂蛋白#可以

推测糖尿病与
'R@

血型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特定的

联系#使得它们都表现出遗传的共性#不同血型的人

群患糖尿病的风险不一致)

$

*

&虽然目前已有诸多文

献研究糖尿病与
'R@

血型系统的关系#但结果差别

太大)

&E#%

*

&本研究旨在全面收集公开发表的相关文

献#系统评价
'R@

血型与糖尿病发生风险之间的关

系#以期加深人们对糖尿病的了解和关注#能更好地

预防糖尿病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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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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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
!

在
c0I6+*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

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期刊数据

库和万方数据库等数据库中#以糖尿病'

'R@

'

'R@

血型为中文检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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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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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英文检索词#检索公开发表的有关糖尿病

与
'R@

血型关系的原始研究&检索截止时间为

!"#D

年
$

月
%"

日&

#<!

!

纳入及排除标准
!

纳入标准!$

#

%研究类型为

病例
E

对照或队列研究($

!

%可以获取研究人群的

'R@

血型分布情况($

%

%中文或英文文献($

Q

%纳入

的患者符合世界卫生组织$

`U@

%关于糖尿病的诊

断标准或是经确诊的患者($

D

%必须在同一时期和区

域选择研究人群($

$

%对同一样本人群的重复研究选

择数据最全的一篇&排除标准!$

#

%研究类型为综

述'文摘或者病例报告($

!

%研究其他疾病或物质与

'R@

血型和糖尿病之间的关系($

%

%引用他人数据

作为病例组或者对照组($

Q

%数据不全或无法获得全

文&

#<%

!

文献筛选和质量评价
!

首先排除所有的重复

文献#通过题目和摘要进行初筛#将不符合纳入标准

的研究剔除(再阅读全文#筛选出可以纳入分析的文

献#采用
>@5

$

>+O();73+E@77)O)5()3+

%

)

#Q

*量表对

文献进行评价&按照量表内容将评价分为
%

个方

面#总分为
F

分&$

#

%研究对象的选择!疾病的定义

和诊断是否正确, 是否为连续病例或是否有代表

性, 对照组人群是否和病例组为同一人群对照或是

社区对照, 对照组如何定义, 每项
#

分#共
Q

分(

$

!

%可比性!是否在研究设计'数据分析阶段对主要

混杂因素进行了控制或校正, 年龄'性别'种族'地

区'样本构成皆可视作主要混杂因素#控制
#

项者得

#

分#控制
!

项及以上者得
!

分($

%

%暴露的确定!怎

样确定暴露因素, 是否使用相同方法对病例组和对

照组的暴露因素进行确定, 两组的无应答率是否相

同, 每项
#

分#共
%

分&

>@5

量表得分在
&

$

F

分

者为高质量文献#

D

$

$

分者为中等质量文献#

#

D

分者为低质量文献&以上所有的筛选和评价工作均

由
!

名研究人员独立完成#在此过程中如有任何争

议#则由第
%

位研究人员通过纳入排除标准重新评

价以确定是否将文献纳入分析&

#<Q

!

数据提取
!

!

名研究人员独立提取纳入文献

的数据#提取内容包括第一作者姓名'文献发表年

份'国家或地区'种族'研究设计类型'病例组与对照

组人数以及血型分布状况'病例组平均年龄及主要

的研究结果&对于只提供了各种血型在研究人群中

所占构成比的文献则将构成比换算成相应的样本量

后再作分析&提取的数据经
!

名研究人员核对一致

后录入&

#<D

!

统计学处理
!

用
X+:-+O6)2)

N

+1D<#

软件对

纳入研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

!检验和
6

!检验评

估纳入研究的异质性#检验水准$

#

%为
"<"D

&如果

-

&

"<"D

#

6

!

'

D"d

#则说明各研究间没有异质性或

异质性很小#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反之#当

-

#

"<"D

#

6

!

%

D"d

时#则说明各研究间异质性较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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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与糖尿病发生风险的
,+7)

分析

应该探索异质性的来源#并进行异质性的处理&根据

研究间可能出现异质性的原因#先采取随机效应模型

进行分析#如果其异质性仍然较大#则考虑进行亚组

分析和敏感性分析或
,+7)

回归&采用
57)7)#!<"

软

件绘制
R+

NN

检验漏斗图对发表偏倚进行定量检测#

以
-

值为检测统计量来判断是否存在发表偏倚&若

-

#

"<"D

#则表明存在发表偏倚(反之#无发表偏倚&

在整个统计分析中均采用
@X

值作为统计量来评估

糖尿病发病风险与
'R@

血型之间的关联程度#同时

给出合并的
@X

值和
FDd

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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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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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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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文献基本情况
!

初检获得
QFF

篇文献#包

括中文文献
#DF

篇#英文文献
%Q"

篇&经文献筛选

后#最终纳入了
#!

篇文献$中文
D

篇#英文
&

篇%进

行
,+7)

分析#文献筛选流程见图
#

&纳入文献的研

究地点分布于中国'印度'北爱尔兰'尼日利亚'美国

等
B

个国家或地区#研究类型均为病例
E

对照研究#

包括糖尿病患者
&"Q%

例#对照人群
#"#D!!

例#纳入

文献的
>@5

评分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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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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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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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

##

*

!"#" 6)3)

8

;-) !#" &" #Q"

%

#B %% &

6)

#

+7)3

)

#D

*

#FFB KL-2) #D#% D#! #""# #BE&$ !%! B

S),I)

#

+7)3

)

#$

*

#F&Q A2*-) $&DQ Q#$ $%%B >X !QF &

KL+2

#

+7)3

)

#&

*

!""% KL-2) #!D%Q !$% #!!&# D"E&$ #&B $

'I0ER)b)1+

#

+7)3

)

#B

*

#FB% >-

N

+1-) ##""F !"! #"B"& >X ##" $

6)()4++

)

#F

*

#F$Q >/17L+12A1+3)2* #!#F! B$D ##%!& >X %Q% &

R0(bO)37+1

)

!"

*

#F$Q ',+1-() D#Q$B #QBF QFF&F >X $#! $

R+2+1

#

+7)3

)

!#

*

!"#Q T)7)1 %!B% #$%% #$D"

%

#B BQ! F

!!

>@5

!

>+O();73+E@77)O);()3+

(

>X

!

>/71+

H

/17+*

!<!

!

6+7)

分析结果

!<!<#

!

'

血型与糖尿病的关系
!

采用固定效应模

型#选用
6EU

法合并效应量#对全部
#!

个研究进行

病例组与对照组间
'

血型分布的比较#结果发现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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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间异质性较大$

6

!

aBD<"d

%#因此选择随机效

应模型进行合并分析&

6+7)

分析结果显示#

'

血型

在病例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Xa"<F"

#

FDdKA

!

"<&$

$

#<"&

#

-a"<!Q

%#

'

血

型与糖尿病的发生风险无关$图
!'

%&对纳入文献

进行敏感性分析#依次逐项剔除
#!

项研究#当剔除

了陈少华等)

#&

*的研究后#其异质性明显减小$

6

!

a

D$<"d

%#但合并效应量仍无统计学意义$

@Xa

#<"#

#

FDdKA

!

"<F#

$

#<#!

#

-a"<BD

%#森林图结果

的方向也未发生改变#

'

血型在两组间的分布差异

仍无统计学意义&

图
?

!

5X6

血型与糖尿病关系的
4/&(

分析

B$

'

?

!

9/&(C("(2

,

3$3*-0/2(&$*"3#$

+

%/&=//"5X6%2**.

'

0*)

+

3("..$(%/&/3

'

#

R

#

K)2*?1+

H

1+;+27,+7)E)2)3

8

;-;/41+3)7-/2;L-

H

I+7O++2I3//*

N

1/0

H

'

#

R

#

@

#

'R)2**-)I+7+;

#

1+;

H

+(7-:+3

8

!<!<!

!

R

血型与糖尿病的关系
!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选用
6EU

法合并效应量#对全部
#!

个研究进行病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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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
!

杰#等
<'R@

血型与糖尿病发生风险的
,+7)

分析

组与对照组间
R

血型分布的比较#结果发现各研究间

异质性较小$

6

!

aQD<"d

%&

6+7)

分析结果显示
R

血

型在病例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Xa#<#%

#

FDdKA

!

#<"D

$

#<!#

#

-a"<"""&

%#表明

R

血型可能是糖尿病发生的危险因素$图
!R

%&

!<!<%

!

@

血型与糖尿病的关系
!

采用固定效应模

型#选用
6EU

法合并效应量#对全部
#!

个研究进行

病例组与对照组间
@

血型分布的比较#结果发现各

研究间异质性较大$

6

!

a&%<"d

%#因此采用随机效

应模型进行合并分析&

6+7)

分析结果显示
@

血型

在病例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Xa#<""

#

FDdKA

!

"<BF

$

#<#%

#

-a"<F$

%#

@

血

型与糖尿病发生的风险不相关$图
!K

%&对纳入文

献进行敏感性分析#依次逐项剔除
#!

项研究后异质

性均较大#且合并效应量无统计学意义#森林图结果

的方向也未发生改变#

@

血型在两组间的分布差异

仍无统计学意义&

!<!<Q

!

'R

血型与糖尿病的关系
!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选用
6EU

法合并效应量#对全部
#!

个研究进行病例组

与对照组间
'R

血型分布的比较#结果发现各研究间异

质性较小$

6

!

aQQ<"d

%&

6+7)

分析结果显示
'R

血型

在病例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X

a"<B$

#

FDdKAa"<&&

$

"<F&

#

-a"<"#

%#提示
'R

血型

可能是糖尿病发生的保护因素$图
!?

%&

!<%

!

亚组分析
!

在全部纳入的
#!

项研究中#研究

人群在国内的有
D

项#在国外的有
&

项&按研究地

区是否在国内进行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在两亚组中

均未发现
'

血型与糖尿病的发生有关联$国内组

@Xa"<&B

#

FDdKA

!

"<QD

$

#<%D

#

-a"<%B

(国外组

@Xa"<FB

#

FDdKA

!

"<BB

$

#<"F

#

-a"<&"

%(而
R

血型与糖尿病的关系在两亚组中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国外组分析依然表明
R

血型为糖尿病发生的危

险因素$

@Xa#<#F

#

FDdKA

!

#<"F

$

#<%"

#

-a

"<"""#

%#但国内组却未发现两者相关$

@Xa#<"!

#

FDdKA

!

"<F"

$

#<#D

#

-a"<&&

%(

@

血型与糖尿病关

系的亚组分析结果跟合并分析相比也未发生改变

$国内组
@Xa#<#!

#

FDdKA

!

"<F"

$

#<%B

#

-a"<%!

(

国外组
@Xa"<FQ

#

FDdKA

!

"<B#

$

#<"F

#

-a

"<Q!

%(

'R

血型与糖尿病关系的亚组分析结果表现

为在国内组中
'R

血型与糖尿病的发生风险不相关

$

@Xa"<B$

#

FDdKA

!

"<$"

$

#<!!

#

-a"<%F

%#而在

国外组中
'R

血型降低糖尿病的发生风险$

@Xa

"<B!

#

FDdKA

!

"<&"

$

"<F$

#

-a"<"#

%&

!<Q

!

发表偏倚识别
!

对纳入研究进行发表偏倚分

析#结果$图
%

%显示#所绘制的
'

'

R

'

@

'

'R

血型与

糖尿病关系的
R+

NN

检验漏斗图的统计量
-

值分别

为
"<#F%

'

"<B%&

'

"<B%&

和
"<%"Q

#且大部分散点位于

漏斗图内#说明所纳入研究无发表偏倚&

图
F

!

5X6

血型与糖尿病关系的
X/

''

检验法漏斗图

B$

'

F

!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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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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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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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讨
!

论

糖尿病的发生与许多因素有关#大致可以分为

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两类#而
'R@

血型作为人类的

一种稳定遗传特征#与许多疾病的易感性相关)

!!

*

&

虽然这种联系还存在争议#但研究发现#胃癌患者中

'

血型人群更常见#而
@

血型人群则易感胃溃疡和

十二指肠溃疡)

!%

*

&

U+

等)

!Q

*在冠心病与
'R@

血型

关系的研究中发现#

'

'

R

和
'R

血型均使冠心病的

发病风险升高#而
@

血型则可降低其风险&但在糖

尿病与
'R@

血型关系的研究中#其结果却不尽相

同&如纪丽等)

F

*发现#在
!

型糖尿病中
'

血型发病

率较高#

'R

血型发病率较低#说明
'

血型人群更易

患糖尿病#而
'R

血型人群患糖尿病的可能性较低&

.);;-,

)

#"

*报道了
@

血型是糖尿病的危险血型#患糖

尿病的风险最大#其余
%

种血型患糖尿病的风险依

次为
'

血型
%

R

血型
%

'R

血型&

J)

N

L+1)]]-

等)

#!

*

在一项为期
#B

年的大样本队列研究中发现#相比于

@

血型#

'

血型和
R

血型人群患糖尿病的风险更高&

王一侠和狄青平)

&

*发现#在
!

型糖尿病患者中
@

血

型所占比例最高#但经统计学分析后表明糖尿病的

发病率和
'R@

血型的分布无相关性&孙丽)

B

*的研

究表明#糖尿病患者中
'

血型居多#但分析发现
'

血型在糖尿病患者与正常人群中的分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也提示糖尿病的发病和
'R@

血型无关&李

妮等)

#%

*提出
@

血型患
!

型糖尿病的概率远远高于

其他血型(相反#

'

和
'R

血型发病的相对危险度均

小于
#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
'

和
'R

血型可

能是糖尿病的保护血型&

)̂,-3

等)

##

*在一项纳入了

&"

例
!

型糖尿病患者和
#Q"

例健康对照人群的病例
E

对照研究中发现#

'

血型和
@

血型患
!

型糖尿病的概

率更小#而
R

血型和
'R

血型与
!

型糖尿病则无相关

性&而陈少华等)

#&

*的研究结果却表明#

'

血型和
@

血型的糖尿病发病率较高#

'R

血型则较低&

本
,+7)

分析共纳入糖尿病患者
&"Q%

例#对照

人群
#"#D!!

例#结果表明#糖尿病与
'R@

血型系

统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其中#

R

血型使糖尿病

的发病风险增高#

'R

血型则可能是糖尿病的保护因

素#可以降低糖尿病的发病风险#而
'

血型和
@

血

型与糖尿病的发生无相关性&进一步亚组分析时发

现#

R

血型和
'R

血型与糖尿病的关系在国内外人群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
'R@

血型系统与糖尿

病发生风险的高低还与种族有关&而在
'

血型与糖

尿病关系的敏感性分析中则发现#当剔除陈少华等)

#&

*

的研究后异质性明显减小#

6

!由原来的
BD<"d

减小为

D$<"d

&但是#剔除该研究后合并的效应量仍无统计

学意义$

@Xa#<"#

#

FDdKA

!

"<F#

$

#<#!

#

-a"<BD

%#

森林图结果的方向也并未发生改变#出现该情况可能

是由于该研究纳入的病例组和对照组人群的血型分

布有很大差异#或者是由于该研究与其他研究纳入的

病例组平均年龄'饮食习惯差别大所致&

本研究所纳入的各文献之间存在一定的异质

性#其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人群遗传背景差异'时间跨

度太大'研究地区不同以及各医院和诊所的医疗技

术水平不同&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

#

%本文部分

纳入研究没有提供年龄'性别等数据#因此不能对这

两种混杂因素进行控制#容易对研究结果造成偏倚(

$

!

%纳入研究的质量不尽相同#部分研究的发表时间

相对较早且有的研究样本量较小#从而可能对分析

结果产生一定影响($

%

%在所有的研究类型中#对危

险因素的研究最有说服力的是队列研究#而本文所

纳入的研究类型均为病例
E

对照研究#这也会导致各

种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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