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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代餐$益力佳
6N

#雅培'对肥胖患者减重及体脂分布的作用)

方法 选取
!!

例肥胖患者进行代餐

膳食
$

周#口服益力佳
'

勺约
$!

L

"次#计
!!">%FZ)*4

$

#DD!Z/

'热量#每晚
#

次#代替晚餐)治疗前后测定体质量$

K0+

9

-*<<

#

J7

'(体质指数$

J7C

'(血压(体脂(总胆固醇$

WI

'(三酰甘油$

WU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XA]HI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A]HI

'以及空腹血糖和胰岛素)试验采用前后自身配对设计)

结果 与代餐膳食之前相比#代餐膳食
$

周后肥胖患者体

质量$

-

$

">""#

'(

J7C

$

-

$

">""#

'(总脂肪含量$

-h">"&$

'(脂肪含量百分比$

-h">"&&

'(躯干脂肪含量$

-h">""!

'均下降*

而外周脂肪含量和上肢脂肪含量"下肢脂肪含量减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脂代谢方面!代餐善食
$

周后#肥胖患者

WU

下降$

-h">"!F

'同时
XA]

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糖代谢!胰岛素抵抗指数$

XB7(HCN

'有下降趋势#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h">&D!

')

结论 代餐干预可减轻肥胖患者体质量(改善肥胖患者脂肪分布#同时有效调节血脂和血糖#有

利于改善肥胖患者代谢水平#并具有良好的耐受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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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餐膳食对单纯性肥胖患者体质量及体脂分布的影响

!!

因为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肥胖已经成为影响

民众身心健康(增加民众经济负担的公共健康问题)

代谢异常型肥胖是
!

型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以

及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发病的危险因素#并且肥胖

增加心血管事件发生+

#

,

)世界卫生组织$

0̂24+

X,*48OB2

L

*3.[*8.03

#

^XB

'预计到
!"#$

年将有
!&

亿成年人体质量超标以及超过
D

亿人患有肥胖)肥

胖治疗方法有限#目前主要是调整生活方式来干预

肥胖的发生和发展#而药物在临床应用中扮演的角

色比较有限)因此#有必要找到一种科学的饮食方

式调节体质量)对于很难严格坚持良好饮食习惯的

肥胖患者#可尝试选择非处方剂或营养产品+

!H&

,

)但

是利用营养产品代餐是否能够有效改善肥胖患者体

脂分布及代谢水平#本研究就此通过观察营养代餐

减肥的效果变化#旨在提供一种新型(便捷(健康(有

效的减肥方法#并尝试改变肥胖患者的脂肪分布及

其代谢状态)

=

!

材料和方法

#>#

!

一般资料
!!

例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内分

泌科门诊就诊的肥胖患者)入选标准!$

#

'年龄
#

#'

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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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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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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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标准!$

#

'患有

严重心(肝(肾(消化道等主要器质疾病*$

!

'妊娠(哺

乳期妇女)报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

批准)将试验的性质(目的及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

告知受试对象#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注册号!

@IW"!##F&FG

')最终共
#G

$

F'S

'名患者完成
$

周

的试验)

#>!

!

方
!

法 受试者予以益力佳
6N

$雅培'营养代

餐饮食#它是一种每
#""

L

含
%!%Z)*4

的可冲配营

养产品#受试者
'

勺约
$!

L

"次#每晚
#

次#代替晚

餐#代餐时间为
$

周)分别于试验开始时(代餐
!

周

时以及试验结束时进行随访)试验采用前后自身配

对设计)

#>&

!

观察指标 人体参数及生化指标测定!所有入

选者#在空腹状态下#脱去鞋子#由专人测身高

$

)-

'(体质量$

Z

L

'#并计算
J7C

)测量血压#第一次

血压测量后休息
!-.3

再次测量#取两次测量的平

均值)所有入选者在空腹至少
FO

时的情况下抽取

静脉血#生化自动分析仪检测总胆固醇$

808*4)O0H

4,<8,204

#

WI

'(三酰甘油$

82.

L

4

9

),2.+,

#

WU

'(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

O.

L

O+,3<.8

9

4.

=

0

=

208,.3)O04,<8,204

#

XA]HI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40V+,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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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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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3)O04,<8,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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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脂肪酸$

52,,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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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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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免法测定空腹胰岛素$

.3<14.3

#

C@6

'水平#葡萄糖氧化法测定空腹血糖$

5*<8.3

L

=

4*<-*

L

41)0<,

#

QEU

'水平)计算稳定模型评估的

胰岛素抵抗指数$

O0-,0<8*<.<-0+,405*<<,<<-,38

502.3<14.32,<.<8,3),.3+,Y

#

XB7(HCN

'

h

空腹血

糖$

--04

"

]

'

b

空腹胰岛素$

-:

"

]

'"

!!>$

)体脂含

量及其分布的测定!患者空腹状态下#采取仰卧位#

体脂含量测定使用双能
T

线$

+1*4,3,2

L9

TH2*

9

*K<02

=

8.0-,82

9

#

ART(

'测定#测定指标包括全身脂

肪含量(脂肪含量百分比(左上肢脂肪含量(右上肢

脂肪含量(躯干脂肪含量(左下肢脂肪含量(右下肢

脂肪含量#并计算得出外周脂肪含量(上肢与下肢脂

肪含量)

#>%

!

统计学处理 采用
6E66#D>"

统计软件#计量

资料以
%

Nn(

表示#非正态分布数据需进行数据转

换#代餐饮食前(后自身比较采用
"

检验)检验水准

$

#

'为
">"$

)

>

!

结
!

果

!>#

!

患者基线资料
!

除了
&

例患者未按时随访及

按医嘱完成代餐饮食退出试验外#其余
#G

例$

F'S

'

患者均完成试验研究)其中男
$

例$

!'S

'#女
#%

例

$

D%S

'#年龄
#'

"

$!

岁#平均$

&!>!'nG>!&

'岁#基

线
J7C

为
!F>$

"

&F>FGZ

L

"

-

!

#平均$

&!>$Gn&>$G

'

Z

L

"

-

!

)在研究期间#所有对象对代餐饮食均无耐

受不良)

!>!

!

体质量$

J7C

和血压 益力佳
6N

代餐膳食
$

周后#患者体质量从$

G">'!n#$>"'

'

Z

L

下降至

$

FF>FGn#$>!%

'

Z

L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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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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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降至$

&#>F#n&>''

'

Z

L

"

-

!

$

-

$

">""#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患者收缩压明显下

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舒张压也有下

降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FD

')具体数

据详见表
#

)

!>&

!

脂肪分布参数 益力佳代餐
$

周后#

ART(

检

测显示患者总脂肪含量$

-h">"&$

'(脂肪含量百分

比$

-h">"&&

'(躯干脂肪含量$

-h">""!

'均下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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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外周脂肪含量$

-h">DF&

'和

上肢脂肪含量"下肢脂肪含量$

-h">$$G

'有下降趋

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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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餐饮食前后各项参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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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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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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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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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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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

L

F!>DGn##>!# DF>'&n'>'" ">"FD

#--X

L

h">#&&ZE*>J7C

!体质指数*

QEU

!空腹血糖*

QC@6

!空腹胰岛素*

XB7(HCN

!稳定模型评估的胰岛素抵抗指数*

WI

!总胆固醇*

WU

!三酰甘油*

XA]HI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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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QQ(

!游离脂肪酸*

6JE

!收缩

压*

AJE

!舒张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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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餐饮食前后体脂及分布的变化

,h#G

#

%

Nn(

指
!

标 代餐饮食前 代餐饮食后
-

值

脂肪含量 $

S

'

&G>DGn&>D" &F>G%n%>## ">"&&

总脂肪含量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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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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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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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n&>'# #'>!Dn&>"& ">""!

外周脂肪含量
)

J

"

Z

L

#'>"Gn&>$" #$>GDn&>#G ">DF&

上下肢脂肪含量之比
">$'n">#$ ">$%n">#! ">$$G

!>%

!

脂代谢$糖代谢参数
!

益力佳
6N

代餐
$

周

后#实验室指标显示
WU

下降 $

-h">"!F

'同时

XA]

升高$

-

$

">""#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WI

$

-h">'G'

'(

]A]

$

- h">#G&

'(

QQ(

$

- h">!D$

'

均有下降趋势#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另外#代餐

饮食
$

周后#肥胖患者胰岛素抵抗有改善趋势#

XB7(HCN

有下降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h

">&D!

')具体数据见表
#

)

A

!

讨
!

论

肥胖患者应积极调整健康的生活方式#养成良

好饮食习惯来实现体质量的控制)其中代餐饮食提

供了结构化的饮食计划#它能够保持或减轻肥胖患

者体质量#并且包含合适的营养种类从而可作为肥

胖患者有效的选择)采用代餐的好处包括实现热量

的控制以及限制食物的选择#从而使肥胖患者容易

坚持实施结构化的膳食计划+

%

,

)此外#长达
%

年的

代餐研究也证实代餐饮食的安全性+

$

,

)

(<O4,

9

等+

'

,也比较代餐饮食和相同热卡的常规饮食
#

年后

测定
G

种微量元素发现代餐者更丰富)

U.1<8.

等+

D

,

营养指导方针也指出代餐适合一些
!

型糖尿病患

者)

(A(

建议采用代餐饮食来实现能量平衡以及

减轻体质量+

F

,

)本文就此分析了代餐饮食对肥胖患

者的作用#结果发现代餐饮食在实现减轻肥胖患者

体质量的同时#显著减少了脂肪含量#并且与心血管

风险因素相关的躯干脂肪含量显著减少#降低了肥

胖患者代谢紊乱的风险#脂代谢的改善方面主要表

现在三酰甘油含量的下降以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水平的升高)在糖代谢方面#也带来了具有降低胰

岛素抵抗趋势的有益影响)肥胖患者代餐饮食后除

了减轻了体质量#各方面代谢得到有益改善)因此#

代谢饮食对于饮食控制不达标的肥胖患者具有很好

的替代意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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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兴纯#等
>

代餐膳食对单纯性肥胖患者体质量及体脂分布的影响

既往研究显示代餐饮食能够有效地实现减重)

N08O*)Z,2

等+

G

,比较低脂饮食和代餐饮食#发现两组

超重女性
&

个月后体质量下降程度近似#但代餐
#!

个月后体质量下降能够得以维持#而低脂饮食者体

质量回升)代餐能够使较长时间维持人们体质量的

下降#

N08O*)Z,2

等+

#"

,发现代餐
$

年后女性体质量

下降
%>!Z

L

#男性
$>FZ

L

#而对照组女性体质量增加

'>$Z

L

#男性增加
'>DZ

L

)本研究也发现代餐饮食

使肥胖患者体质量下降#代谢饮食实现减轻体质量

的目的#为急需减轻体质量的肥胖患者提供简单便

捷有效的方法)

*̂3

L

等+

##

,比较两种营养产品发现

益力佳
6N

对降低餐后血糖效果更好)本研究采用

益力佳
6N

营养代餐饮食治疗肥胖患者#发现代餐

饮食不仅实现减轻肥胖患者体质量的目的#它还具

有降低患者空腹血糖(胰岛素以及改善肥胖患者胰

岛素抵抗的趋势#这种改善在本试验中不是很显著#

可能是受研究时间较短或样本量较小所限)

除了减重和改善糖代餐#既往研究也显示代餐

饮食还能够改善
!

型糖尿病患者的生化指标+

#!H#%

,

)

IO,<Z.3

等+

#!

,研究发现部分代餐受试者
&%

周后
WU

下降而常规饮食者没有得到下降#此外发现
F'

周后

XA]

升高以及收缩压下降)本研究也显示代餐饮

食改善脂代谢的作用#

$

周的代餐降低肥胖患者的

WU

以及升高
XA]

#显著改善肥胖患者脂代谢水#很

好地降低肥胖患者心血管危险因素)另外
WI

(

]A]

和
QQ(

也有下降趋势)这种脂代谢的改善可能会

降低肥胖患者心血管病发生风险)

本研究采用
ART(

进行体脂分布的评价#

ART(

吸收测定法作为体脂成分测试的一种新方

法#具有很高的准确性和良好的重复性#可作为测定

人体组成成分特别是脂肪成分含量的准确(可靠方

法#在临床和科研上具有很高的科学应用价值+

#$

,

)

本研究
ART(

测定结果主要发现是代餐改变肥胖

患者脂肪#肥胖患者总脂肪含量显著下降#肥胖患者

的脂肪堆积在身体躯干部位称中心性肥胖或腹型肥

胖#腹内脂肪堆积会增加胰岛素抵抗#腹部脂肪和腰

围是
!

型糖尿病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

,

)腹内脂

肪细胞分解会产生大量的游离脂肪酸和三脂甘油等

不利影响)本研究显示
$

周代餐饮食后患者躯干脂

肪显著减少#从而实现改善中心性肥胖的有益作用)

本试验对血压的检测结果显示代餐饮食还能够改善

肥胖患者收缩压#肥胖和高血压均属于代谢综合征#

同时肥胖可导致高血压#肥胖时特别是腹型肥胖#脂

肪组织表达的脂肪因子谱发生改变#抗胰岛素抵抗

的脂联素分泌减少#而众多的炎症因子激活炎症信

号通路#诱导炎症介质表达#使机体处于慢性炎症状

态#共同导致胰岛素抵抗和代谢综合征的发生)因

此肥胖患者出现血压升高)本试验中#营养代餐饮

食可能在改善躯干脂肪堆积的同时产生降低了患者

收缩压的有益作用)

晚餐代餐能够控制
#+

总能量摄入#如果进行

早(中餐代餐#患者可能因为心理暗示或饥饿感增加

晚餐的摄入)因此#选择晚餐代餐结果可能更准确)

此外#因早中餐时间(量都难以保证和统一#而晚餐

代餐能够很好地控制摄入的能量及营养素#进而有

利于控制夜间胰岛素分泌和糖原合成#故本研究采

用晚餐进行代餐饮食)另外#既往研究结果发现
#!

周的两餐代餐饮食干预要较一餐代餐饮食体质量减

轻显著$

-

$

">"$

'#并且#两餐代餐对腰围减轻效果

也较一餐代餐好+

#D

,

)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代

餐次数以及不同主餐进行代餐对减重及脂肪分布的

影响)

综上所述#用科学的膳食成分替代晚餐是简单

有效的减肥方法#它能够降低及改善脂肪的分布#并

且同时能够改善肥胖患者脂代谢(糖代谢以及血压)

另外#代餐易于被患者接受)本研究结果提示#医疗

营养产品进行代餐应在肥胖症的治疗中发挥应有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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