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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了解钦州地区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

采用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及实验室检查等

方式对钦州地区常住人口进行调查!统计痛风和高尿酸血症患病率!根据血尿酸水平分为高尿酸血症组和正常血尿酸组!比较两

组生活习惯%合并疾病情况!分析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高尿酸血症患病情况!采用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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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模型分析高尿酸血症的危

险因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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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尿酸血症组吸烟%饮酒%超重或肥胖%糖尿病%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高三酰甘油血症发

生率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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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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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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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超重或肥胖%饮酒%高胆固醇血症%高三

酰甘油血症是高尿酸血症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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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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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地区居民高尿酸血症及痛风患病率较高!应针对其危险因素采取

早期预防措施!患者应积极治疗$

关键词"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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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尿酸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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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风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痛风两种#是一组由嘌呤代谢

紊乱和"或尿酸排泄障碍引起的血尿酸增高的异质性疾病#其

临床表现为急性痛风性关节炎'间歇发作'肾脏病变及慢性痛

风石病变等#常累及肾脏引起间质性肾炎和肾尿酸结石(

&/.

)

*

而高尿酸血症是痛风的主要生化基础*相关研究显示#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我国居民痛风患病率呈急剧上升的趋势#严

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及身心健康(

(/1

)

*相关流行病学研究

表明#痛风及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及危险因素呈现出地区差

异(

9

)

*为了了解钦州地区居民痛风及高尿酸血症患病率及危

险因素#本课题组采用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对钦州-两区两县.

&)

岁以上居民进行调查#了解钦州地区居民痛风及高尿酸血

症的患病情况#查找诱发该病的主要原因#以期为本地区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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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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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项目$

.'&9&1C.&

%*

!!

作者简介"陈晓波#男#副主任药师#主要从事医院药学方面的研究*



的临床治疗和预防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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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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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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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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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B

年
&.

月
B

日期

间#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调查钦州-两区两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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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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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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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

署知情同意书#依从性良好*排除标准!$

&

%有认知功能障碍及

精神疾病史者&$

.

%妊娠期女性及行动不便者&$

(

%未完成本次

调查所有项目者&$

1

%资料不完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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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被调查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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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资料不完整者剔除#纳入统计分析的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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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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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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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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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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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问卷调查!均采用统一的问卷进行现场集中调查#

问卷内容包括一般状况'婚姻情况'文化程度'饮酒及吸烟情

况'家族史'个人史'痛风病史'糖尿病病史'关节疼痛史及生活

方式等#问卷调查由本科室医护人员经培训后完成*体格检

查!由本科室医护人员对被调查对象进行测量身高'体质量'腰

围'臀围'心率及血压$台式血压计测量#对象在座位休息
&'

AHK

后测量右上臂血压
(

次#取平均值%*实验室指标检测!清

晨空腹采集静脉血标本常规处理后#采用日立
2B''

全自动生

化仪检测标本血尿酸'血糖'总胆固醇'血肌酐'三酰甘油及尿

素氮水平*质量控制!问卷调查及体格检查由本科室医护人员

经专业培训后完成#实验室指标检测均采用同一型号仪器#数

据采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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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输入软件在线双份输入'校验并提交*痛

风诊断标准!根据/

.'&B

中国痛风诊疗指南0中的标准(

B

)进行

诊断*高尿酸血症判断标准!根据欧洲抗风湿联盟公布的/高

尿酸血症诊治指南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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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判断#即男性血尿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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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血尿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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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为高尿酸血症*

$@'

!

观察指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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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本次调查对象痛风患病率#比较不同

性别对象的痛风患病率的差异*$

.

%统计本次调查对象的血尿

酸水平#比较不同性别'年龄段调查对象的血尿酸水平差异*

$

(

%根据血尿酸水平将本次调查对象分为高尿酸血症组和血尿

酸正常组#比较两组研究对象吸烟率'饮酒率及合并疾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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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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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值!超重或肥胖
^&

#正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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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

7

1

#赋值!高血压
^&

#正常
^'

%'胆固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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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

值!高胆固醇血症
^&

#正常
^'

%'三酰甘油$

7

B

#赋值!高三酰

甘油血症
^&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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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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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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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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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

#赋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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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

%等

为自变量#以高尿酸血症为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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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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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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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用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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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模型分析高尿酸血症的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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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本研究中所有数据均采用
,a,,&)@'

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数据资料经正态性检验均符合正态分布#计量

资料用
DV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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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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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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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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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风患病率
!

本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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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对象#有明确痛风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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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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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2)(

%&其中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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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性患病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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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性
&.

例#女 性 患 病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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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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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痛风患病率高于女性#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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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尿酸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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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调查对象#其平均血尿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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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男性 平 均 血 尿 酸 水 平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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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平均血尿酸水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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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高于女性#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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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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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高尿酸血症者
2CB

例$归为高尿

酸血症组#其余的
.C)2

例归为血尿酸正常组%#高尿酸血症患

病率
.&@'1̀

&其 中 男 性
1)C

例#男 性 患 病 率
.B@C'̀

$

1)C

"

&)&)

%#女性
('2

例#女性患病率
&9@B.̀

$

('2

"

&CB9

%#

男性患病率高于女性#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1B2

#

!

'

'@'9

%*随着年龄的增加#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呈

增加的趋势#不同年龄段男性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均高于女

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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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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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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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研究对象高尿酸血症患病情况比较

组别
男性$

* &̂)&)

%

*

患病数$

*

% 患病率$

`

%

女性$

* &̂CB9

%

*

患病数$

*

% 患病率$

`

%

&)

"'

1'

岁组
&')C .22 .9@11 &'(. &'1 &'@')

)

1'

"'

B'

岁组
(C2 &'9 .B@19 9.. &'& &C@(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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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
.1( 21 ('@19

#*

('C 21 .(@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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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
)C (( (2@')

#*$

&'. .) .2@19

)#*$

!

.

(C@2B1 91@)CB

!

'

'@'9

'

'@'9

!!

注!与同年龄段男性组比较#

)

!

'

'@'9

&与同性别
&)

"'

1'

岁组比较#

#

!

'

'@'9

&与同性别
1'

"'

B'

岁组比较#

*

!

'

'@'9

&与同性别
B'

"'

)'

岁组比较#

$

!

'

'@'9

/@'

!

高血尿酸组与血尿酸正常组生活习惯及合并疾病情况比

较
!

高尿酸血症组饮酒率'吸烟率均高于血尿酸正常组#组间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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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尿酸血症组超

重或肥胖'糖尿病'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及高三酰甘油血症等

疾病患病率均高于血尿酸正常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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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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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尿酸血症影响因素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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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H"<H7

回归分析
!

多因素

+;

O

H"<H7

回归分析显示#高尿酸血症与年龄'性别'体质量指

数'生活习惯及合并疾病有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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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年龄
&

9'

岁'

超重或肥胖'饮酒'高胆固醇血症'高三酰甘油血症是高尿酸血

症的危险因素#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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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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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尿酸血症组与血尿酸正常组吸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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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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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酸是人类嘌呤化合物的终末代谢产物#嘌呤代谢紊乱导

致高尿酸血症#即非同日两次空腹血尿酸水平男性高于
1.'

#

A;G

"

+

#女性高于
(9'

#

A;G

"

+

*痛风是由单钠尿酸盐沉积所

致的晶体相关性关节病#高尿酸血症是痛风发生的重要生化基

础#而高尿酸血症的发生率远高于痛风的发生率#有研究显示

约
&'̀

的高尿酸血症者会进展为痛风(

)

)

*本次调查中#

2CB

例

高尿酸血症患者中#

B(

例有明显的痛风史#占高尿酸血症的

2@C&̀

*既往关于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年

龄'性别'生活习惯及基础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血尿酸水平

及三酰甘油水平%等有关#但我国大陆地区居民高尿酸血症及

痛风的患病率存在较大的时间和地域差异(

C/&&

)

*

钦州位于中国西南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南海之滨#北

邻广西首府南宁#东与北海市和玉林市相连#西与防城港市毗

邻#辖
.

县
.

区#第
B

次人口普查钦州常住人口为
('2@C2

万*

钦州属于普通南方饮食习惯#迄今为止尚无关于钦州地区居民

痛风和高尿酸血症患病情况的具体资料*为了了解钦州地区

居民嘌呤代谢情况'血尿酸水平及痛风患病情况#本课题组于

.'&B

年
9U&.

月期间对钦州地区$钦南区'钦北区'灵山县'浦

北县%

1'''

例常住居民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在充实相关数据库

的同时为该病的治疗和预防提供临床依据*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

%钦州地区痛风患病率为
&@B2̀

#

高尿酸血症发生率
.&@'1̀

#痛风及高尿酸血症患病率男性均

高于女性&提示钦州地区居民痛风和高尿酸血症患病率较高#

加强预防及积极治疗痛风和高尿酸血症意义重大*$

.

%钦州地

区居民高尿酸血症患病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各年龄段男性

患病率均高于女性*$

(

%高尿酸血症组吸烟率'饮酒率及超重

或肥胖'糖尿病'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高三酰甘油血症等疾

病的患病率高于血尿酸正常组#提示钦州地区居民高尿酸血症

发生与居民生活习惯及基础疾病有关*另外#多因素
+;

O

H"<H7

回归分析显示#男性'年龄
&

9'

岁'超重或肥胖'饮酒'高胆固

醇血症'高三酰甘油血症是高尿酸血症的危险因素*另有大量

研究表明#高尿酸血症与高血压'体质量指数'高血脂及其他心

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高尿酸血症可能与

这些危险因素共同参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与进展过

程(

&./&(

)

*因此认为早期预防高尿酸血症#以及对高尿酸血症

者积极治疗对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风险具有一定的益处*

本次调查中#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与糖尿病的患病率无关#其可

能原因为随着近年来本地区医疗服务水平及居民健康理念提

高#多数糖尿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糖尿病患者血糖水

平得到有效控制#进而其血尿酸水平得以控制*

综上所述#钦州地区居民痛风和高尿酸血症患病率较高#

应针对可改变因素积极预防#通过健康教育指导宣传#调整饮

食结构#以降低本地区痛风及高尿酸血症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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