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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体力活动对血脂水平的影响#寻找有益于改善血脂紊乱的运动水平&

方法
!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

收集
Q"

$

$"

岁的个体进入研究&体力活动的测量采用国际体力活动问卷&将资料定性分成低'中'高
%

个等级&在空腹血样

中检测血脂水平#并收集影响血脂的其他因素&应用非条件
3/

N

-;7-(

回归探讨体力活动与血脂的关系&

结果
!

共
D$$Q

例$男

性
%B<%&d

%个体进入研究&低'中'高体力活动所占比例分别为
F<FFd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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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F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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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Q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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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

%&与低体力活动相比#高体力活动可降低血脂紊乱的风险#风险比及
FDd

可信区间为
"<B%

$

"<&#

#

"<FB

%&未发

现中体力活动对血脂的影响&高体力活动主要影响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三酰甘油的改变&

结论
!

在中年人群中#与低体

力活动相比#高体力活动可降低血脂紊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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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管内壁#沉积在血管壁#使管腔变窄#导致动脉粥样

硬化发生&有研究显示#血脂异常是心肌梗死'脑卒

中'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重要且独立的危险因

素)

#

*

&

&<$d

$发展中国家%和
!d

$发达国家%的疾

病负担是由于血脂水平升高造成的(另外#

D$d

的缺

血性心脏病和
%!d

的脑卒中是由于高胆固醇血症

所引起)

!

*

&

血脂异常可能由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饮食引

起$

B"d

%#也可能与家族遗传有关$

!"d

%

)

!

*

&目前

已证实#体力活动$

H

L

8

;-()3)(7-:-7

8

#

c'

%与肥胖和

许多代谢性疾病关系密切)

%

*

&多数干预研究显示#

高水平
c'

可降低血脂水平)

QE$

*

&但由于干预对象

和方式的差异#

c'

对血脂水平的影响始终不确

定)

!

#

QED

*

&此外#能有效降低血脂的
c'

类型和强度

始终不明确)

$E&

*

&同时#男性和女性血脂水平对
c'

的应答也是不一致的)

&EB

*

&因此#本研究拟在中年人

群中评估
c'

对于血脂水平的影响&

>

!

资料和方法

#<#

!

研究对象
!

!"##

1

!"#%

年采用整群抽样的方

法在唐山市抽取了具有代表性的
!

个社区$凤南社

区'凤北社区%和
#

个自然村$皂淀村%#其中居住
D

年以上且年龄介于
Q"

$

$"

岁的个体全部入选&共

&!&Q

名居民符合入选标准#

$!F%

名完成了问卷调

查和实验室测量#应答率为
B$<Dd

&本研究经过华

北理工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受试者均签署知

情同意书&

将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或脑卒中病史

的个体#定期服用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的个体#缺

失
c'

'血脂水平'主要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数据

的个体排除出最终分析&最后#共有
D$$Q

名个体

$男性
!#&%

名#占
%B<%&d

%纳入研究&

#<!

!

数据采集
!

问卷和体检在当地的社区卫生院

进行&

问卷第
#

部分为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种

族'婚姻状况'教育'职业'吸烟和饮酒'饮食习惯'压

力(第
!

部分为疾病史#包括既往病史'现患疾病'治

疗史及慢性疾病家族史(第
%

部分为
c'

调查#采用

国际
c'

问 卷 $

-27+12)7-/2)3

H

L

8

;-()3)(7-:-7

8

_

0+;7-/22)-1+

#

Ac'T

%

)

F

*

#包括工作'家庭'休闲和交

通
Q

部分
c'

情况&

体格检查包括身高和体质量的测量&计算体质

量指数$

I/*

8

,);;-2*+G

#

R6A

%&应用电子血压计

$欧姆龙#

UM6E&!""

%测量受试者的血压和心率#共

测量
%

次#每次间隔
D,-2

#取平均值&测量前#受试

者应平静休息#避免运动'吸烟'饮酒和饮用含咖啡

因的饮料&

血样的采集及测定!采集空腹$空腹
BL

以上%

静脉血#

!L

内分离血清并冷藏&葡萄糖氧化酶法检

测血糖#酶法$

KU@?Ec'c

法%检测血清总胆固醇

$

7/7)3(L/3+;7+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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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三酰甘油$

71-

N

3

8

(+1-*+;

#

PZ

%#磷钨酸
E

镁沉淀法检测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L-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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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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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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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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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法计算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3/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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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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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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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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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

#<%

!

c'

分级
!

c'

的调查采用
Ac'T

#收集受试者

过去
&*

中处于工作'家务劳动'休闲和交通
Q

种状

态时的活动强度'持续时间和频率&不同形式的
c'

可以换算成代谢当量$

,+7)I/3-(+

_

0-:)3+277);b

#

6MP

%定义的能量消耗&

6MP

是多种形式的静息

代谢率#

6MPE,-2

是用
6MP

得分乘以该种体力活

动的时间$

,-2

%计算出来的&

6MPE,-2

得分是基于

$"b

N

体质量个体的热量$

()3

#

#()3aQ<#B!.

%&

!"""

1

!""#

年#问卷的创建者已经总结了各种
c'

的平均
6MP

得分!步行
a%<% 6MP

#中等程度

c'aQ<"6MP

#剧烈
c'aB<"6MP

)

#"

*

&因此#不

同
c'

每周
6MPE,-2

得分的计算公式如下!步行

$

6MPE,-2

"

O++b

%

a%<%e

步行持续时间$

,-2

%

e

工

作中步行天数(中等程度
c'

$

6MPE,-2

"

O++b

%

a

Q<"e

中等程度
c'

持续时间$

,-2

%

e

中等程度
c'

天数(剧烈
c'

$

6MPE,-2

"

O++b

%

aB<"e

剧烈
c'

持续时间$

,-2

%

e

剧烈
c'

天数(总
c'

$

6MPE,-2

"

O++b

%

a

步行
V

中等程度
c' V

剧烈
c'

&应用上

述公式可分别计算工作'家务劳动'休闲和交通
Q

部

分的
6MPE,-2

"

O++b

#求和即可得该受试者
6MPE

,-2

"

O++b

的数值&

c'

按照
Ac'T

)

F

*的标准分为
%

类&低
c'

是没

有达到中和高
c'

的水平&中
c'

为满足下述
%

个

条件之一!$

#

%

%*

以上剧烈
c'

#每天至少
!",-2

(

$

!

%

D*

以上中等
c'

和$或%步行#每天至少
%",-2

(

$

%

%

D*

以上中等程度
c'

'步行'剧烈
c'

任意组合#

总和大于
$""6MPE,-2

"

O++b

&符合下列
!

个条件

之一即认为是高
c'

!剧烈
c'

至少
%*

#总
c'

达到

#D""6MPE,-2

"

O++b

(或者
&*

以上
%

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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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组合大于
%"""6MPE,-2

"

O++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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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异常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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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3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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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如下!高
PK

#

&

$<!! ,,/3

"

S

(高

PZ

#

&

!<!$,,/3

"

S

(高
S?SEK

#

&

Q<#Q,,/3

"

S

(

低
U?SEK

#

#

#<"Q,,/3

"

S

&

#<D

!

变量整理
!

婚姻问卷分为
$

类!未婚#已婚#同

居#丧偶#离婚#分居&根据个体受到社会支持不同#

研究中将其合并为
!

类!单身$未婚'丧偶'分居和离

异%和非单身$已婚和同居%&教育的问卷内容包括!

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技术学校#大专"大学&

研究中其合并为
%

类!初级$文盲和小学%#中级$初

中和高中"中专"技术学校%#高级$大专"大学%&吸

烟的
%

个类别!不吸烟#以前吸烟#现在吸烟&压力

状况被定义为感觉烦躁或焦虑#去年
#

年中曾发生

睡眠困难#包括工作压力和家庭压力&脂类食物摄

入量为肉'蛋'牛奶和鱼的消耗总量&

#<$

!

统计学处理
!

计数资料采用构成比描述#计量

资料采用
$

5i(

描述#非正态分布资料采用中位数及

四分位数描述&依据变量类型#选用线性回归分析

以及
"

!检验进行不同
c'

组的趋势检验&

应用非条件
3/

N

-;7-(

回归模型考查
c'

等级与

血脂异常的关系&分别采用两种方式!$

#

%按每种血

脂异常构建模型($

!

%按血脂异常的不同种类组合#

即只要
PZ

'

PK

'

U?SEK

和
S?SEK

中有
#

种异常升

高即定义为非正常血脂#之后又选择任意
#

种'任意

!

种或任意
%

种同时异常构建模型&所有模型均调

整年龄'性别'

R6A

'脂类食物摄入'蔬菜水果摄入'

吸烟'教育'婚姻和压力&多分类变量设置哑变量&

所有统计分析使用
5c55#%<"

软件完成&检验

水准$

(

%为
"<"D

&

?

!

结
!

果

!<#

!

调查人群一般特征与
c'

的关系
!

共
D$$Q

例

个体进入分析#其中男性占
%B<%&d

&低'中'高
c'

等级人数分别为
D$$

例 $

F<FFd

%'

!D%&

例

$

QQ<&Fd

%和
!D$#

例$

QD<!!d

%&趋势检验表明#

男性比例'脂类食物摄入和压力比例随
c'

升高而

减低#

U?SEK

水平和蔬菜水果摄入随
c'

升高而升

高$

-

#

"<"D

#表
#

%&没有发现
PK

'

PZ

'

U?SEK

和

S?SEK

水平与
c'

等级的趋势变化关系&

表
>

!

调查人群的一般特征

指标 总体
FaD$$Q

c'

等级

低
FaD$$

中
Fa!D%&

高
Fa!D$#

年龄 $岁%#

$

5i( D"<&DiD<$D D"<#!iD<&% D"<$#iD<$% D"<%BiD<D&

男性
,

$

d

%

!#&%

$

%B<%&

%

!F$

$

D!<%"

%

F!D

$

%$<Q$

%

FD!

$

%&<#&

%

R6A

$

b

N

+

,

h!

%#

$

5i(

!Q<!Bi%<BD !Q<Q!i%<D$ !Q<Q"i%<&% !Q<!$i%<BF

PK+

R

"$

,,/3

+

S

h#

%#

$

5i( Q<D#i"<BD Q<D"i"<B% Q<D#i"<BB Q<D!i"<B"

PZ+

R

$

,,/3

+

S

h#

%

)

#<!%

$

"<BF

#

#<&D

%

#<!D

$

"<F"

#

#<B"

%

#<!Q

$

"<BB

#

#<&&

%

#<#B

$

"<BQ

#

#<$%

%

U?SEK+

R

"$

,,/3

+

S

h#

%#

$

5i( #<%$i"<%# #<%Qi"<%# #<%Di"<%" #<%Bi"<%#

S?SEK+

R

"$

,,/3

+

S

h#

%#

$

5i( !<D%i"<$% !<D!i"<$D !<D%i"<$% !<D%i"<$!

脂类食物摄入 $

N

+

*

h#

%

)

"

#%!<$D

$

&!<%Q

#

!#!<D$

%

#%Q<#B

$

&#<%B

#

!""<!&

%

#%#<Q$

$

&!<BF

#

!##<!D

%

#%#<D"

$

$F<FD

#

!"&<#"

%

蔬菜水果摄入 $

N

+

*

h#

%

)

"

QF"<%#

$

%!&<!#

#

$DF<Q%

%

Q%!<&%

$

%"Q<#$

#

$!!<QB

%

Q&#<&%

$

%"D<#F

#

$Q&<!%

%

DQ%<!$

$

%Q!<DB

#

$FD<%Q

%

吸烟
,

$

d

%

!

不吸烟
Q"#!

$

&"<B%

%

%%&

$

DF<DQ

%

#B"B

$

&#<!&

%

#B$&

$

&!<F"

%

!

以前吸烟
#FQ

$

%<Q%

%

!!

$

%<BF

%

&&

$

%<"Q

%

FD

$

%<&#

%

!

现在吸烟
#QDB

$

!D<&Q

%

!"&

$

%$<D&

%

$D!

$

!D<&"

%

DFF

$

!%<%F

%

教育
,

$

d

%

!

初级
#%$F

$

!Q<#&

%

#!B

$

!!<$#

%

$D%

$

!D<&Q

%

DBB

$

!!<F$

%

!

中级
%FB#

$

&"<!F

%

Q"%

$

&#<!"

%

#&B!

$

&"<!Q

%

#&F$

$

&"<#%

%

!

高级
%#Q

$

D<DQ

%

%D

$

$<#B

%

#"!

$

Q<"!

%

#&&

$

$<F#

%

婚姻
,

$

d

%

!

单身
!Q"

$

Q<!Q

%

!$

$

Q<DF

%

B!

$

%<!%

%

#%!

$

D<#D

%

压力
,

$

d

%

"

!

是
!%D!

$

Q#<D%

%

!&F

$

QF<!F

%

#"%%

$

Q"<&!

%

#"Q"

$

Q"<$#

%

!!

c'

!体力活动(

PK

!总胆固醇(

PZ

!三酰甘油(

U?SEK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S?SEK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R6A

!体质量指数
<

)

!数

据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表示
<

"

-

#

"<"D

#不同
c'

等级之间比较

!<!

!

血脂异常与
c'

的关系
!

表
!

显示为
c'

与每

种血脂异常之间的关系&调整年龄'性别'

R6A

'脂

类食物摄入'蔬菜水果摄入'吸烟'教育'婚姻和压力

后#与低
c'

相比#高
c'

可降低
PZ

升高的风险#

@X

$

FDdKA

%为
"<&D

$

"<$!

#

"<F#

%#也可降低
U?SE

K

降低的风险#

@X

$

FDdKA

%为
"<B#

$

"<$Q

#

"<FD

%&

+

D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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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第
%&

卷

但没有观察到高
c'

对
PK

和
S?SEK

异常的作用&

此外#调整上述影响因素后#与低
c'

相比#对任意
#

种血脂异常均没有发现中
c'

的影响&

表
?

!

不同等级体力活动#

R5

$血脂异常的分布和风险

血脂异常
低

c'FaD$$

,

$

d

%

@X

中
c'Fa!D%&

,

$

d

%

@X

$

FDdKA

%

高
c'Fa!D$#

,

$

d

%

@X

$

FDdKA

%

PK

&

$<!!,,/3

+

S

h#

##

$

#<FQ

%

# B"

$

%<#D

%

#<%Q

$

"<B#

#

!<Q&

%

F!

$

%<DF

%

#<D#

$

"<F!

#

!<%Q

%

PZ

&

!<!$,,/3

+

S

h#

FB

$

#&<%#

%

# %$B

$

#Q<D#

%

"<B&

$

"<&#

#

#<"D

%

!&Q

$

#"<&"

%

"<&D

$

"<$!

#

"<F#

%

U?SEK

#

#<"Q,,/3

+

S

h#

F%

$

#$<Q%

%

# %&#

$

#Q<$!

%

"<F$

$

"<&D

#

#<#B

%

%!&

$

#!<&&

%

"<B#

$

"<$Q

#

"<FD

%

S?SEK

&

Q<#Q,,/3

+

S

h#

D

$

"<BB

%

# Q"

$

#<DB

%

#<$!

$

"<&&

#

%<DB

%

QQ

$

#<&!

%

#<BF

$

"<F!

#

Q<#&

%

!!

调整年龄'性别'

R6A

'脂类食物摄入'蔬菜水果摄入'吸烟'教育'婚姻和压力因素
<PK

!总胆固醇(

PZ

!三酰甘油(

U?SEK

!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

S?SEK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R6A

!体质量指数

!!

对于血脂异常不同组合的建模发现#调整年龄'

性别'

R6A

'脂类食物摄入'蔬菜水果摄入'吸烟'教

育'婚姻和压力后#与血脂正常和低
c'

相比#高
c'

可降低总体血脂异常的风险#

@X

$

FDdKA

%为
"<B%

$

"<&#

#

"<FB

%#但中
c'

对血脂异常的影响没有统计

学意义#

@X

$

FDdKA

%为
"<F%

$

"<&Q

#

#<"$

%#见表
%

&

表
F

!

不同等级体力活动#

R5

$血脂异常的程度及风险

血脂
,

中
c'

@X

$

FDdKA

%

-

高
c'

@X

$

FDdKA

%

-

正常
Q#!" # #

异常
#DQQ "<F%

$

"<&Q

#

#<"$

%

"<!$& "<B%

$

"<&#

#

"<FB

%

"<"!$

!

#

种异常
#!QB "<F%

$

"<&!

#

#<"F

%

"<!BQ "<B&

$

"<&#

#

#<"Q

%

"<"&$

!

!

种异常
!BQ "<F$

$

"<$D

#

#<%%

%

"<&%& "<&D

$

"<DB

#

#<#"

%

"<"BB

!

%

种异常
#! #<"D

$

"<#!

#

B<D&

%

"<FD% #<#&

$

"<!#

#

#"<!%

%

"<&D"

!!

调整年龄'性别'

R6A

'脂类食物摄入'蔬菜水果摄入'吸烟'教育'婚姻和压力因素
<R6A

!体质量指数

F

!

讨
!

论

本研究表明#与低
c'

相比#高
c'

可降低血脂

异常的风险#而这种作用没有在中
c'

中发现&而

高
c'

影响的血脂种类为
PZ

和
U?SEK

&

以往研究已探讨了
c'

和血脂的关系&随机对

照临床试验结果显示#经
#!

$

!Q

周运动干预后#无

论男性和女性#

PK

和
S?SEK

水平显著降低)

#!E#%

*

&

相反#另一些临床试验报道没有发现运动干预对血

脂变化的影响)

&EB

#

#Q

*

&此外#大多数研究的结果显示

高强度的运动干预对血脂异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S?SEK

)

#!E#%

*

&然而#与本研究结果近似#美国)

#D

*和

日本)

#$

*的研究显示在老年人群中
c'

与
U?SEK

及

PZ

水平更具有相关性&可见#

c'

与血脂异常关系

的研究结果还存在分歧&对比不同研究可见#

c'

与

血脂异常的正性关联主要针对老年人)

#!E#%

#

#DE#$

*

#而负

性关联主要在中青年人)

&EB

*中发现&因此#

c'

对青

年与老年人血脂水平的影响不同可能是造成研究间

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此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

探讨&

本研究没有发现中
c'

与血脂异常之间的关

联&目前#这类研究数量较少&

.)2;;+2

和
X/;;

)

#&

*

指出#在相同的能量消耗下#高
c'

较中
c'

对人体

代谢的影响大&有研究指出#高
c'

人群心血管病

发病率和病死率低于中'低
c'

人群)

#B

*

&然而另一

研究指出#能量消耗相同的步行和剧烈活动降低糖

尿病风险的作用相同)

#F

*

&有研究表明#

c'

能量消

耗
%

!"""

$

%"""b()3

"

O++b

可有效改善血脂水平#

并且改善程度随能量消耗的增加而增加)

!"

*

&可见#

虽然各研究结果还不一致#但大多数研究倾向于高

c'

可对血脂异常产生影响&

总之#本研究发现高
c'

可降低中年人群血脂

异常的风险#且高
c'

对
PZ

和
U?SEK

的影响较为

明显&但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为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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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

胡
!

泊#等
<

中年健康人群体力活动与血脂水平关系的横断面研究

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
c'

与血脂异常的因果关系(

其次#食物频率调查只针对主要食品#而其他种类

$坚果'食用油'甜饮料和零食等%食品没有收集&这

些信息的缺失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结果&虽然

存在上述不足#但本研究是在严格的质量控制下完

成#所有调查员均经过严格培训#信息收集以及实验

室检查尽可能采用标准化方法&因此#本次研究结

果具有相应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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