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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区常规体检人群高尿酸血症患病率及尿酸与血脂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宋
!

俊!孙
!

彦!黄
!

黎!刘路成#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人民医院检验科
!

)#6*))

%

!!

摘
!

要"目的
!

观察某地区常规体检人群高尿酸血症"

1^-

%的患病率及尿酸与血脂水平的相关性&

方法
!

选择
&*#%

年
#X#&

月在该院进行常规体检的
#6$'4

例人员进行研究&所有来检人员均给予尿酸

"

^-

%'总胆固醇"

2!

%'三酰甘油"

2\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O3!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O"O3!

%检查&

观察各年龄段参检人员
1^-

患病率!以及各年龄段男'女性患病率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以是否患有

1^-

作为应变量!以
2!

'

2\

'

1"O3!

'

O"O3!

作为自变量进行二元多因素
O7

C

<E?<8

回归分析!观察
1^-

与上

述指标的相关性&结果
!

#6$'4

例体检人员中总计患病
#6#$

例!患病率为
4(6$R

!其中
#6

(

')

'

&

')

(

$)

'

&

$)

(

))

岁年龄段患病率较低!分别为
%(#5R

'

%(*)R

'

5()&R

&

&

))

(

%)

'

&

%)

(

5)

'

&

5)

(

6)

岁人群患病率较

高!分别为
#$(&%R

'

#)(#$R

'

#'($$R

&在
#6

(

')

'

&

')

(

$)

'

&

$)

(

))

'

&

))

(

%)

'

&

5)

(

6)

岁年龄段!男性患

病率明显高于女性!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

5)

岁年龄段男性与女性患病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以是否患有
1^-

作为应变量!以
2!

'

2\

'

1"O3!

'

O"O3!

作为自变量进行二元多因素

O7

C

<E?<8

回归分析!在
!

$

*(*)

时
2\

'

1"O3!

是影响患者
1^-

发病的重要因素!其发病率与
2\

水平呈正

比!与
1"O3!

水平呈反比&结论
!

1^-

患病率在
))

岁以上人群增高!且大部分年龄段男性患病率明显高于

女性!与
2\

'

1"O3!

水平密切相关&

关键词"高尿酸血症$

!

尿酸$

!

血脂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5&34$))

"

&*#6

%

#&3#6$#3*'

!!

高尿酸血症$

1^-

&是一种血清尿酸水平等升高

的代谢性疾病#是由于人体内氨基酸+核酸分解及嘌

呤代谢异常所导致尿酸生成增加或排泄减少而形成

尿酸体内潴留'

#

(

)临床研究已经证实#

1^-

与痛风+

高血压+冠心病+代谢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关系密切#是

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

&

(

)但是
1^-

与血脂水

平的相关临床研究较少'

'

(

)本研究观察
1^-

在本

地区的患病率及与血脂水平等的相关性#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X#&

月在本院进行

常规体检的
#6$'4

例人员进行研究#其中男
#*&&'

*

#$6#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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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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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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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6&#%

例#年龄
#6

(

6&

岁#

#6

(

')

岁
$#''

例#

&

')

(

$)

岁
'*&$

例#

&

$)

(

))

岁
')55

例#

&

))

(

%)

岁
'%#4

例#

&

%)

(

5)

岁
&$)5

例#

&

5)

(

6)

岁
#%&4

例)所有人员均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

$(/

!

排除标准
!

排除严重肝肾功能不全及恶性肿瘤

患者%排除体检前
#)B

内有抗氧化剂和类固醇类激素

药物应用史者)

$('

!

方法

$('($

!

研究方法
!

所有来检人员均给予尿酸$

^-

&+

总胆固醇$

2!

&+三酰甘油$

2\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1"O3!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O"O3!

&检查)所有

来检人员取清晨空腹静脉血
'HO

#常规分离血清#使

用
0A8MH:D"c!%**

型自动生化分析仪对上述指标

进行检查)所有检测均在本院生化实验室进行#严格

遵守相关操作要求)

$('(/

!

分析指标'

$

(

!

观察各年龄段参检人员
1^-

患病率及各年龄段男女性患病率差异是否有统计学

意义)然后以是否患有
1^-

作为应变量#以
2!

+

2\

+

1"O3!

+

O"O3!

作为自变量进行二元多因素
O73

C

<E?<8

回归分析#观察
1^-

与上述指标的相关性)

$(1

!

1^-

诊断标准
!

正常饮食状态下#男性和绝经

后女性
^-

&

$&*

&

H79

"

O

#绝经前女性
&

')*

&

H79

"

O

则诊断为
1^-

)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Q.QQ#4(*

统计学软件进行

相关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
Lf@

表示#采用
9

检验%计

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本地区常规体检人群各年龄段
1^-

患病率比

较
!

见表
#

)

#6$'4

例体检人员总计患病
#6#$

例#

患病率为
4(6$R

#其中
#6

(

')

+

&

')

(

$)

+

&

$)

(

))

岁年龄段患病率较低#而
&

))

(

%)

+

&

%)

(

5)

+

&

5)

(

6)

岁人群患病率较高)

表
#

!!

本地区常规体检人群各年龄段
1 -̂

患病率比较

年龄$岁&

'

患病例数$

'

& 患病率$

R

&

#6

(

') $#'' &)) %(#5

&

')

(

$) '*&$ #6' %(*)

&

$)

(

)) ')55 &%4 5()&

&

))

(

%) '%#4 )#% #$(&%

&

%)

(

5) &$)5 '5& #)(#$

&

5)

(

6) #%&4 &#4 #'($$

合计
#6$'4 #6#$ 4(6$

/(/

!

本地区常规体检人群各年龄段男+女性
1^-

患病率比较
!

见表
&

)在
#6

(

')

+

&

')

(

$)

+

&

$)

(

))

+

&

))

(

%)

+

&

5)

(

6)

岁年龄段男性患病率明显高

于女性#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
&

%)

(

5)

岁年龄段男性与女性患病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表
&

!!

本地区常规体检人群各年龄段男#女性

!!!

1 -̂

患病率比较

年龄

$岁&

男性

'

患病例数

$

'

&

患病率

$

R

&

女性

'

患病例数

$

'

&

患病率

$

R

&

!

&

!

#6

(

') &)#' #45 5(6$ #%&* )6 '()6 '*(#'&*(***

&

')

(

$) #&5# #*% 6('$ #5)' 55 $('4 #4()*)*(***

&

$)

(

)) #655 &*' #*(6& #5** %% '(66 %*(%)5*(***

&

))

(

%) &*&4 '4& #4('& #)4* #&$ 5(6* 4)(6$4*(***

&

%)

(

5) #%'5 &)& #)('4 6&* #&* #$(%' *(#4**(%%'

&

5)

(

6) 4*% #$' #)(56 5&' 5% #*()# 4(#)%*(**&

合计
#*&'' #&4'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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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区常规体检人群尿酸与血脂水平相关性

O7

C

<E?<8

回归分析
!

见表
'

)以是否患有
1^-

作为

应变量#以
2!

+

2\

+

1"O3!

+

O"O3!

作为自变量进行

二元多因素
O7

C

<E?<8

回归分析#以
!

$

*(*)

显示
2\

+

1"O3!

是影响患者
1^-

发病的重要因素#其发病率

与
2\

水平呈正比#与
1"O3!

水平呈反比)

表
'

!!

本地区常规体检人群尿酸与血脂水平

!!!

相关性
O7

C

<E?<8

回归分析

指标
Q M;I; O&.@ ! 0U 0U

的
4)RA#

2! #(#'$ *(*65 &(#*4 *(#)5 #(#&4 *(4$6

(

#($&$

2\ *(&%5 *(*5&#'(*$& *(*** #($'$ #(#'6

(

#()&4

1"O3! X*(&$# *(*%)#'(&55 *(*** *(55' *(%5&

(

*(4*'

O"O3! X*(#)4 *(#'5 #(45* *(#6& *(6&) *())5

(

#(*6&

'

!

讨
!!

论

!!

作为人类嘌呤化合物代谢的终末产物#尿酸是一

种三氧基嘌呤#微溶于水#容易形成晶体)但由于遗

传+性别+年龄+饮食习惯+药物应用等多种因素影响#

部分人群尿酸水平出现明显升高'

)3%

(

)大部分患者无

临床症状#只在体检中出现血尿酸偏高)有研究发

现#我国目前
1^-

患者占总人口
#*R

左右#其中老

年男性和绝经后女性为高发人群#近年来其患病率有

年轻化趋势'

5

(

)

1^-

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原因未明的

分子缺陷及先天性嘌呤代谢障碍是导致原发性
1^-

的主要病因#而多种急慢性血液疾病+恶性肿瘤+慢性

中毒+药物或高嘌呤饮食均会导致继发性
1^-

'

#

#

6

(

)

1^-

是痛风的发病基础#但不是一定会出现痛风#只

有尿酸盐在机体组织中沉积到一定程度#才会有痛风

症状发生'

4

(

)临床研究发现#血尿酸水平越高#在未

来
)

年中发生痛风的可能性越大'

#*

(

)还有研究证实#

1^-

是高血压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当血尿酸水平

每升高
)4()

&

H79

"

O

#高血压发病的风险会增高

&)R

'

##

(

)同时#长期
1^-

对胰腺
.

细胞功能的影响

是诱发糖尿病的重要因素'

#&

(

)

1^-

也是导致冠心

*

&$6#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O:LSAB!9<D

!

TGDA&*#6

!

U79(#)

!

V7(#&



病与肾脏损害的危险因素'

#'

(

)

1^-

与血脂水平的

相关性研究国外报道较多#认为血尿酸与
2\

之间具

有相关性#基础
2\

是未来
1^-

发病的独立预测因

素#但是国内相关研究较少'

#)

(

)为观察我国
1^-

的

患病率及尿酸与血脂水平的相关性#本文对
&*#%

年

#X#&

月到本院进行常规体检人群进行研究#总计纳

入
#6$'4

例符合纳入标准的研究人员)根据不同年

龄分为
%

个年龄段)在
#6$'4

例体检人员中总计患

病
#6#$

例#患病率为
4(6$R

#其中
#6

(

')

+

&

')

(

$)

+

&

$)

(

))

岁年龄段患病率较低#分别为
%(#5R

+

%(*)R

+

5()&R

#而
&

))

(

%)

+

&

%)

(

5)

+

&

5)

(

6)

岁

人群患病率较高#分别为
#$(&%R

+

#)(#$R

+

#'($$R

)

&

%)

(

5)

岁年龄段发病率最高#

&

))

岁以下年龄段

发病率较低#

&

))

岁以上年龄段发病率骤然升高)这

与
1^-

总体流行病学相符)从性别上看#男性总体

发病率为
#&(%$R

#明显高于女性的
%(')R

#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在
#6

(

')

+

&

')

(

$)

+

&

$)

(

))

+

&

))

(

%)

+

&

5)

(

6)

岁年龄段男性患病率明

显高于女性#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

&

%)

(

5)

岁年龄段男性与女性患病率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

&)从女性来看#

&

))

岁绝经期后

其患病率会明显升高)由此可见#性别是影响
1^-

发病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国外学者研究认为#雌二醇

对于生电型的尿酸盐转运子$

@̂ -2

&具有直接调控其

基因表达的作用'

#$

(

)所以
@̂ -2 H+V-

及蛋白水

平会随雌二醇水平升高而升高#这是因为
@̂ -2

是肾

脏上皮细胞中具有转运尿酸盐的作用#能够将尿酸盐

通过肾脏近曲小管分泌进入管腔#所以雌二醇可能通

过促进
@̂ -2H+V-

蛋白表达达到促进肾脏排泄尿

酸的作用#因此对降低体内血尿酸水平有重要作用)

所以女性
1^-

患病率明显低于男性#而在女性绝经

期后#雌二醇水平降低#

1^-

发病率也逐渐升高)

从尿酸与血脂水平的相关性来看#以是否患有

1^-

作为应变量#以
2!

+

2\

+

1"O3!

+

O"O3!

作为

自变量进行二元多因素
O7

C

<E?<8

回归分析#以
!

$

*(*)

显示
2\

+

1"O3!

是影响患者
1^-

患病的重要

因素#其患病率与
2\

水平呈正比#与
1"O3!

水平呈

反比)说明患者
1^-

患病率随
2\

水平升高而升

高#随
1"O3!

水平升高而降低)这是因为血清中
2\

水平升高#其分解后生成的部分游离脂肪酸水平升

高#其在酯化或进入机体其他组织的过程中所需要的

三磷酸腺苷明显增加#这会导致尿酸生成明显增加)

同时#嘌呤代谢生成尿酸的同时会产生大量的自由

基#会促进
O"O3!

氧化及体内脂质过氧化#从而导致

体内脂代谢紊乱)而
1"O3!

的降低也是导致血脂代

谢紊乱的因素#也能够导致血尿酸水平升高)

综上所述#

1^-

患病率在
))

岁以上人群中增

高#且大部分年龄段男性患病率明显高于女性#与

2\

+

1"O3!

水平密切相关)因此#对于
1^-

的高风

险人群应重点监控血尿酸水平#发现异常应及时采取

措施#调整饮食习惯或使用药物治疗#降低血尿酸水

平#以降低痛风+高血压+糖尿病等相关疾病的发病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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