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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安徽省成人高尿酸血症患病率及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

应用
!"#"

年安徽省成人慢性肾脏病调查

数据#分析安徽省成人高尿酸血症患病情况及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

研究调查了安徽省
#G

岁以上常驻居民
&G""

例#其中资

料完整者
&&DE

例&检出高尿酸血症患者
!'"

例#其中男性
#&&

例#女性
#!D

例#粗患病率为
D>D"̀

&经安徽省常驻人口年龄'

性别校正后#高尿酸血症患病率分别为
D>"È

'

D>GG̀

&

X0

P

.<8.)

回归分析发现民族'文化程度'肥胖'饮酒'高血压'高脂血症

及慢性肾脏病可能是高尿酸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

高尿酸血症的危险因素与国内外研究一致#积极控制体质量和血

脂'减少饮酒有助于预防高尿酸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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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尿酸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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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是指一种不

伴有其他获得性疾病的尿酸代谢障碍所致的血清尿

酸水平增高的临床表现&

T:(

是一种常见疾病#

其引发原因主要是不良饮食习惯如过多摄入嘌呤核

苷酸'蛋白质'酒精等#或者不当使用药物如噻嗪类

和襻利尿剂等)

#H!

*

&目前我国
T:(

患者约为
#>!

亿#占总人口数的
#"̀

左右)

&

*

&

T:(

可能引起关

节或组织中的尿酸沉淀#进而发展为痛风&

T:(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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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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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成人高尿酸血症患病率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的易发人群为中老年男性和绝经后女性#近年来#随

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及膳食结构改变#

T:(

的发病呈年轻化趋势)

E

*

&本研究应用
!"#"

年

安徽省慢性肾脏病$

MVA

%横断面调查数据分析安徽

省
T:(

流行病学现状#探讨影响
T:(

患病的相

关危险因素#为
T:(

的预防'

T:(

患者的早期干

预及治疗提供依据&

$

!

材料和方法

#>#

!

研究对象
!

采用随机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

取
!"#"

年安徽省
MVA

调查人群中
#G

岁以上'居住

时间
'

'

个月的户籍居民
&G""

人&其中#资料完整

可供分析者共
&&DE

人#具体抽样方法见安徽省

MVA

流行病学调查)

$

*

&

#>!

!

研究方法

#>!>#

!

问卷调查
!

由经过专门培训的问卷调查员

进行集中式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

料'生活习惯'既往疾病史等&

#>!>!

!

体格检查
!

由经过专门培训的医务人员按

照统一标准进行检查#检查项目包括身高'体质量'

腰围'血压等&参试者血压均测定
!

次#每次测定间

隔
$-.3

#计算
!

次测定的平均值#若
!

次读数相差

#"--T

P

$

#--T

P

i">#&&]F*

%以上#则测量第
&

次#取相近
!

次数值计算平均值&

#>!>&

!

实验室检查
!

所有参试者均留取当日晨尿

$月经期妇女除外%#并在调查现场抽取空腹静脉血#

立即离心并分离血清#由专人统一检测空腹血糖'胆

固醇'三酰甘油'血尿酸等指标&

#>&

!

诊断标准

#>&>#

!

T:(

!

诊断标准参照
!""'

年欧洲抗风湿

联盟最新诊治指南#定义血尿酸$

12.)*).+

#

:(

%水

平男性
:(

'

E#D

&

-04

"

X

#女性
:(

'

&$D

&

-04

"

X

)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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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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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A

!

依据
!""!

年
V

"

AB̂ C

对
MVA

做了

如下定义!$

#

%肾脏损害$肾脏的结构与功能异常%伴

有或不伴有肾小球滤过率$

WLU

%的下降
'

&

个月&

肾脏损害是指下列两种情况之一!

.

异常的病理改

变(

/

出现肾脏损害的标志#包括血或尿成分的异常

以及影像学检查的异常&$

!

%

WLU

#

'"-X

"$

-.3

-

#>D&-

!

%

'

&

个月#伴有或不伴有肾脏的损害(同时

根据
WLU

将
MVA

分成
$

期!

#

期#肾损害#

WLU

正

常或升高#

WLU

'

%"-X

"$

-.3

-

#>D&-

!

%(

!

期#肾

损害伴
WLU

轻度下降#

WLU

为
'"

%

%"-X

"$

-.3

-

#>D&-

!

%(

&

期#

WLU

中度下降#为
&"

%

$%-X

"

$

-.3

-

#>D&-

!

%(

E

期#

WLU

重度下降#为
#$

%

!%

-X

"$

-.3

-

#>D&-

!

%(

$

期#肾衰竭#

WLU

#

#$-X

"

$

-.3

-

#>D&-

!

%

)

D

*

&

#>&>&

!

高血压
!

收缩压$

<

9

<804.)K400+

=

2,<<12,

#

6ZF

%

'

#E"--T

P

和$或%舒张压$

+.*<804.)K400+

=

2,<<12,

#

AZF

%

'

%"--T

P

#和$或%既往诊断为高

血压者&

#>&>E

!

糖尿病
!

空腹血糖$

5*<8.3

P

K400+

P

41)0<,

#

LZW

%

'

D--04

"

X

和$或%既往诊断为糖尿病者&

#>&>$

!

高脂血症
!

总胆固醇$

808*4)N04,<8,204

#

OM

%

'

$>D!--04

"

X

'三酰甘油$

82.

P

4

9

),2.+,

#

OW

%

'

#>D"--04

"

X

和$或%既往诊断为高脂血症者&

#>&>'

!

肥胖
!

受检者空腹测定体质量和身高#根据

公式计算出体质量指数$

K0+

9

-*<<.3+,[

#

Z7C

%#

Z7Ci

体质量$

]

P

%"身高!

$

-

!

%#根据中国标准)

G

*定

义消瘦为
Z7C

#

#G>$]

P

"

-

!

'正常为
#G>$]

P

"

-

!

)

Z7C

#

!&>%]

P

"

-

!

'超重为
!&>%]

P

"

-

!

)

Z7C

#

!G>"]

P

"

-

!

'肥胖为
Z7C

'

!G>"]

P

"

-

!

&

#>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6F66#G>"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以
$

@f(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
#

!检验&

T:(

独立相关危险因素分

析用二分类
40

P

.<8.)

回归分析#协变量引入或删除的

概率标准分别设定为
">"$

和
">#"

&参与分析的变

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

Z7C

'吸烟'饮

酒'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

MVA

等&检验水准

$

"

%为
">"$

&

C

!

结
!

果

!>#

!

一般人口学特征
!

本次调查资料完整者
&&DE

人#男性
#$!"

人'平均年龄$

$">%'f#$>E'

%岁#女

性
#G$E

人'平均年龄$

E%>D"f#E>G%

%岁#男女性别

比为
#c#>!!

(汉族共
&!$%

人#占
%'>'̀

(少数民族

共
##$

人#占
&>È

&该人群的总
:(

水平为

$

!G!>'%fDG>'$

%

&

-04

"

X

#男 性
:(

水 平 为

$

&#%>#%fDD>#"

%

&

-04

"

X

#女 性
:(

水 平 为

$

!$!>D$f''>&!

%

&

-04

"

X

&

!>!

!

T:(

患病率与相关变量的关系
!

&&DE

例调

查对象中共检出
T:(

患者
!'"

例#检出率为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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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

D>D"̀

#其中男性患病率为
G>G"̀

$

#&&

"

#$!"

%#女性

患病率为
'>%"̀

$

#!D

"

#G$E

%#男性
T:(

患病率高

于女性$

-i">"&%

%&

T:(

患者和非
T:(

人群的一

般资料见表
#

&经年龄'性别标化后$用于校正患病率

的人口学资料来自安徽省第
$

次人口普查数据%#安

徽省
T:(

的患病率分别为
D>"È

'

D>GG̀

&

T:(

患病率与民族'文化程度'

Z7C

'饮酒有关

$

-

#

">"$

%#而未发现吸烟与
T:(

患病率有关联(

高血压病'糖尿病'高脂血症与
MVA

的患者
T:(

发生的风险均增高$

-

#

">"$

#表
!

%&

表
$

!

研究人群的一般资料

B4*$

!

B(/1(4-41+/-)8+)18,08+63

.5

4-+)1)

5

4'+8

$

@f(

C3+,[

@03T:(

O08*4,i&##E 7*4,,i#&GD L,-*4,,i#D!D

T:(

O08*4,i!'" 7*4,,i#&& L,-*4,,i#!D

(

P

,

$

9

,*2

%

E%>G'f#$>"' $">GDf#$>E# E%>"$f#E>D! $$>#Df#$>$# $#>%#f#$>%E $G>$Df#E>&E

Z7C

$

]

P

-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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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ZF

#

"

--T

P

#!$>$Df#'>E" #!D>E#f#$>"$ #!E>#"f#D>!D #&#>GGf#D>#" #&#>D$f#E>## #&!>"#f#%>G#

AZF

#

"

--T

P

DG>$%f##>'# D%>'#f#">#E DD>D'f#!>'" D%>$Df#">%D G#>#Gf#">$! DD>GGf##>!!

:(+

Z

"$

&

-04

-

X

d#

%

!'%>'Df'E>$% &"E>G&f'#>'G !E#>!Ef$#>DE E&G>'Df'!>%" E'G>%Df'">D& E"'>%$fED>G"

LZW+

Z

"$

--04

-

X

d#

%

$>&Ef#>&! $>E"f#>E$ $>!%f#>!" $>$Gf#>&% $>$#f#>&! $>'$f#>EE

OW+

Z

"$

--04

-

X

d#

%

#>E#f#>E! #>E'f#>!G #>&Df#>$! !>'Ef#!>'' &>$#f#D>'D #>D&f">%G

OM+

Z

"$

--04

-

X

d#

%

E>DEf#>&& E>D!f#>&D E>D$f#>&" E>%#f#>EE E>G%f#>#D E>%Ef#>#!

!!

Z7C

!

Z0+

9

-*<<.3+,[

(

6ZF

!

6

9

<804.)K400+

=

2,<12,

(

AZF

!

A.*<804.)K400+

=

2,<12,

(

:(

!

:2.)*).+

(

LZW

!

L*<8.3

P

K400+

P

4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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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9

与性别#民族#文化程度#

N=&

#生活习惯及其他疾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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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人群的
T:(

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

长&将总人群进行男女性别分层后发现#不同年龄

段的男性
T:(

患病率相差不大#老年男性$

'

D"

岁%的患病率有所增加$

##>##̀

%(而女性$

E"

岁始%

随着年龄的增加患病风险增加#

D"

岁以上的老年女

性其患病风险显著增加$

#D>%&̀

%&详见图
#

&

!>&

!

T:(

的独立危险因素分析
!

经二分类

40

P

.<8.)

回归分析后#得出民族'文化程度'肥胖'饮

酒'高血压'高脂血症及
MVA

是
T:(

的独立危险

因素#而年龄'性别'糖尿病与
T:(

无关$表
&

%&

图
$

!

安徽省不同年龄段成年人
DW9

的患病率

F)

G

$

!

B(/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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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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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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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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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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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K

!

DW9

相关独立危险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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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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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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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A

!

MN203.)].+3,

9

+.<,*<,<

K

!

讨
!

论

本研究采用
!""'

年欧洲抗风湿联盟最新诊治

指南的诊断标准对
T:(

进行诊断)

'

*

#该标准分性

别诊断
T:(

#可基本反映中国
T:(

的检出率)

%

*

(

但也有研究认为
T:(

的诊断标准不分性别#都为

:(

'

E!"

&

-04

"

X

)

$

*

&虽然诊断标准不同#但当患者

:(

水平高时#该两种诊断标准都提示患者有必要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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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

进行目的性干预和治疗&本研究中安徽省
T:(

患

病率为
D>D"̀

#其患病率低于国内其他城市水平#

如广州$

T:(

患病率为
#!>"#̀

%

)

#"

*

&安徽省

T:(

男性患病率为
G>G"̀

#女性为
'>%"̀

#两者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i">"&%

%#该结果与痛风多发生

于男性的结论相一致#其原因可能与女性雌激素水

平较高有关&有研究认为雌激素可促进尿酸排

泄)

##

*

#这可能也是本研究中女性$

&

E"

岁%的雌激素

分泌减少#导致血尿酸水平急剧上升原因之一&但

在多因素
40

P

.<8.)

回归分析中#年龄'性别都不是

T:(

的独立危险因素#原因可能是年龄'性别因素

与其他因素相比较时对
T:(

发生的作用较小#因

而意义并不显著&

文化程度是
T:(

患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

我们发现在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及以

上这
$

种文化程度等级中#由小学到初中
T:(

患

病率降低#由初中到大专及以上
T:(

患病率逐渐

升高#该现象与之前报道类似)

#!

*

#这可能与人群工

作习惯有关系&多因素
40

P

.<8.)

分析结果表示初中'

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的人群是
T:(

的保护因素#

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群却与
T:(

无显著性

关联#其原因可能是中等文化程度的人群从事的职

业较为简单#而高等文化程度人群从事的工作较为

复杂#工作压力较大#从而导致中高等人群的
T:(

患病风险出现差异(而文化程度高的人群又可能较

多的从事办公室工作#工作状态以静坐为主#文化程

度较低的人群可能较多从事体力劳动&天津市的研

究发现体力劳动者平均尿酸水平相对较低)

#&

*

(另外

国外有研究指出静坐生活方式可能是肥胖'

!

型糖

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

#E

*

#高学历人群

T:(

患病率高可能与这些因素有关&

本研究中发现安徽省少数民族居民是
T:(

的

独立危险因素#少数民族
T:(

的患病风险是汉族

人群的
!>EE

倍$

-i">""!

#

%$̀ MCi #>&'%

%

E>&EG

%#该结果在甘肃省有类似报道)

#$

*

&本研究共

纳入少数民族居民
##$

例#包括
##!

例回族居民#其

中
#$

例
T:(

患者均为回族&安徽省回民较汉民

T:(

患病率增高可能与回族居民的遗传背景'生

活方式及饮食习惯有关&回族居民无饮酒'吸烟等

不良生活习惯#饮食以清真方式为主#主要摄入大量

蛋白质如牛羊肉等嘌呤类食物&其摄入蛋白质量增

多#代谢中嘌呤产生增多#导致尿酸生成增加#从而

导致尿酸含量较汉族居民高&

Z7C

与
T:(

独立相关#该研究结果与大多数

研究结果一致)

#!

#

#'H#D

*

#其原因可能与高脂血症导致

T:(

患病率增高的原因类似&血尿酸升高伴肥胖

或高血脂与饮食密切相关#可能是由于人体摄入高

脂肪及高能量食物#使嘌呤合成增多#尿酸生成增

加(而尿酸升高又作用于脂蛋白酯酶#造成其活力降

低#从而减少
OW

分解而使
OW

升高)

#'

*

&尿酸与三

酰甘油的代谢过程互相影响#目前认为其机制可能

是在游离脂肪酸代谢途径中#

OW

降解生成的部分

游离脂肪酸再酯化进入其他组织的过程会增加三磷

酸腺苷$

(OF

%的利用率#而血
OW

升高又促进更多

的游离脂肪酸生成和利用#加速
(OF

的分解#使尿

酸生成增加)

#D

*

&

高血糖与
T:(

发病关系尚不明确&有研究指

出高血糖是
T:(

的危险因素)

#G

*

#但相关研究也提

示高血糖是
T:(

的保护因素)

#%

*

&本研究中糖尿

病患者的
T:(

患病率并无明显升高&

T:(

与
MVA

可能存在交互关系&有研究表

明血清尿酸$

6:(

%水平升高可导致急性尿酸性肾

病'慢性尿酸性肾病和肾结石#增加发生肾功能衰竭

的风险#随着
6:(

的增高#

MVA

显著增加#而生存

率显著下降)

!"

*

(而肾功能不全又是痛风的重要危险

因素#但
T:(

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还是

T:(

与肥胖'高血脂'糖尿病等其他危险因素共同

作用导致心血管疾病还存在很大争议)

!#

*

&本研究

中#

T:(

与高血压'高脂血症及
MVA

显著相关&

以往研究显示
T:(

与高血压的发生显著相关)

!!

*

#

其原因可能是长期高血压导致肾脏缺氧#使乳酸生

成增加#而乳酸与尿酸竞争排泄#导致体内尿酸水平

增高&高脂血症对
T:(

的作用机制可能与肥胖类

似&而在临床上#

T:(

常伴有高尿酸尿症#无论是

T:(

还是高尿酸尿症#均可使尿酸$盐%在肾组织

沉积引起肾损害从而导致
MVA

#而
MVA

反馈性影

响肾小管吸收尿酸#导致尿液中尿酸水平增高#因

此#这些疾病可能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综上所述#肥胖'饮酒等不良生活习惯与
T:(

患病率显著相关#该结果提示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应

避免高嘌呤'高热量的饮食#预防血脂升高#控制体

质量#从而使尿酸维持在正常水平#预防
T:(

及继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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