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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国有企业职工体检血脂'血糖及尿酸检测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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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了解国有大型企业男&女职工各年龄段空腹血脂&血糖及尿酸"

a+

%水平'方法
"

体检对象为四川省资阳市大

型国有企业在职及离退休职工'用酶法检测体检者空腹血浆总胆固醇"

,-

%&三酰甘油"

,]

%&葡萄糖"

]@G

%&血
a+

水平'结果
"

随年龄增长!空腹血糖受损&糖尿病&高脂血症发病率增加!且男性均高于女性$高
a+

血症在男性人群中呈低龄化'中年男性和

老年女性成为高血脂症&糖尿病和高
a+

血症的易发人群'结论
"

通过体检检测血脂&血糖及
a+

对于体检者是了解自身情况&

发现和预防疾病较好的手段!大规模职工体检对相关疾病的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胆固醇$

"

甘油三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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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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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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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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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体检检测血脂'血糖及尿酸$

a+

&对于体检者是了解

自身情况'发现和预防疾病较好的手段#大规模职工体检对相

关疾病的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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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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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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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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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

!"

月到本院体检的大型国

有企业在职及离退休职工中同时检测血脂'血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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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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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装配套产品#室内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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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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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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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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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空采血管$抗凝剂为肝素锂&采集空腹

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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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血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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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完成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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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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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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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酶学终

点比色法%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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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己糖激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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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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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带有

脂质清除因子的酶学比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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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科室自行界定及试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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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各组数据及比较均使用
LI>8@"))(

进行数

据分析#并参考0新编实用医学统计方法与技能1中的方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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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检测结果的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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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各项检测结果的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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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值的性别分布
"

从整体

数据分析男性各项检测值与女性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

&*除小于
")

岁组
,]

$

*W!&55

&与
]@G

$

*W

)&*%

&#

%

%)

"

')

岁组
,]

$

*W)&#$

&与
]@G

$

*W!&$"

&#

%

')

"

()

岁'大于
()

岁组
]@G

$

*

'

!&*'

&检测值男'女性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外$

&

%

)&)%

&#其余各年龄组男'女性各项检测值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

#

&

'

)&)%

&*

@&N

"

各年龄组阴'阳性率分布
"

各组总体分析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N&?

"

各年龄组阴'阳性率分布
"

,-

阴'阳性率除大于
')

"

()

岁与大于
()

岁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

%

"

'

)&5#

#

&

%

)&)%

&#其余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阴'阳性

率除大于
$)

"

%)

岁与大于
')

"

()

岁组$

%

"

'

"&($

&比较#

%

%)

"

')

岁与大于
')

"

()

岁'

%

()

岁组$

%

"

'

!&(!

&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外$

&

%

)&)%

&#其余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G

阴'阳性率除小于
")

岁与
")

"

#)

岁组$

%

"

'

5&'

&比

较#

%

')

"

()

岁与大于
()

岁组$

%

"

'

)&5#

&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外$

&

%

)&)%

&#其余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a+

阴'阳性率除小于
")

岁与
")

"

#)

岁'

%

$)

"

%)

岁'

%

%)

"

')

岁'

%

')

"

()

岁'

%

()

岁组$

%

"

'

5&'

&比较#

")

"

#)

岁与大

于
#)

"

$)

岁'

%

%)

"

')

岁'

%

')

"

()

岁'

%

()

岁组$

%

"

'

%&((

&比较#

%

#)

"

$)

岁$

%

"

'

$

&'

%

$)

"

%)

岁$

%

"

'

"&($

&与大

于
()

岁组比较#

%

%)

"

')

岁与大于
')

"

()

岁'

%

()

岁组$

%

"

'

!&(!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

&

%

)&)%

&#其余各组间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N&@

"

男性各年龄组阴'阳性率分布
"

,-

阴'阳性率除大于

$)

"

%)

岁与大于
%)

"

')

岁'

%

')

"

()

岁'

%

()

岁组$

%

"

'

"&($

&比较#

%

%)

"

')

岁与大于
')

"

()

岁'

%

()

岁组$

%

"

'

!&(!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

&

%

)&)%

&#其余各组间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阴'阳性率除
")

"

#)

岁与大于

()

岁组$

%

"

'

%&((

&比较*

%

#)

"

$)

岁与大于
%)

"

')

岁组$

%

"

'

$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

&

%

)&)%

&#其余各组间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G

阴'阳性率除小于
")

岁与
")

"

#)

岁组$

%

"

'

5&'

&比较#

%

%)

"

')

岁$

%

"

'

!&(!

&'

%

')

"

()

岁$

%

"

'

)&5#

&与大于
()

岁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

&

%

)&)%

&#其余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a+

阴'阳性率

除大于
#)

"

$)

岁与大于
$)

"

%)

岁组比较#

%

$)

"

%)

岁与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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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

"

')

岁'

%

')

"

()

岁组比较'

%

()

岁#

%

%)

"

')

岁'

%

')

"

()

岁与大于
()

岁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

&

%

)&)%

&#

其余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N&A

"

女性各年龄组阴'阳性率分布
"

,-

阴'阳性率除小于

")

岁与大于
#)

"

$)

岁组$

%

"

'

5&'

&比较'

%

')

"

()

岁与大于

()

岁组$

%

"

'

)&5#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外$

&

%

)&)%

&#

其余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阴'阳性率除小于
")

岁与
")

"

#)

岁'

%

#)

"

$)

岁'

%

$)

"

%)

岁组$

%

"

'

5&'

&比较#

%

')

"

()

岁与大于
()

岁组$

%

"

'

)&5#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外$

&

%

)&)%

&#其余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G

阴'阳性率除小于
")

岁与
")

"

#)

岁'

%

#)

"

$)

岁'

%

$)

"

%)

岁组$

%

"

'

5&'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

&

%

)&)%

&#其余各

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a+

阴'阳性率除小于
")

岁

$

%

"

'

5&'

&与各年龄组比较#

")

"

#)

岁与大于
#)

"

$)

岁'

%

$)

"

%)

岁'

%

%)

"

')

岁组$

%

"

'

%&((

&比较#

%

#)

"

$)

岁与大于

$)

"

%)

'

%

%)

"

')

岁组$

%

"

'

$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

$

&

%

)&)%

&#其余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N&B

"

同年龄组阴'阳性率性别分布
"

除
]@G

在小于
")

岁组

男'女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

,-

'

,]

'

a+

同年龄组男'

女性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A

"

讨
""

论

A&?

"

本文通过对
,-

'

,]

的检测值进行分析#在整体人群中#

')

岁以前
,-

检测值随年龄增加而增高#

')

岁以后相对平

稳#

%

')

"

()

岁组达峰值%男性中
%)

岁以前随年龄增加而增

高#

%

()

岁组达峰值#女性中
#)

岁以后逐渐随年龄增加而增

高#并在
')

岁以后逐渐平稳#

%

')

"

()

岁组达峰值*

而
,]

检测值在
%)

岁以前随年龄增加而增高#

%)

岁以后

有下降趋势#但仍高于
$)

岁前#

%

$)

"

%)

岁组达峰值*男性

中
%)

岁以前随年龄增加而增高#

%

$)

"

%)

岁组达峰值#之后

随年龄增加而降低#但在
')

岁以后逐渐平稳%女性中
#)

岁以

后岁年龄增加而增高#

%

()

岁组达峰值*男女之间比较#

,-

在
")

岁以前女性高于男性#

")

岁以后'

%)

岁以前男性高于女

性#

%)

岁以后女性再次高于男性#与文献报道有所差别(

$4'

)

*

,-

边缘升高者占
"$&'Z

#其中男性为
"$&"Z

#女性为
"%&!Z

%

,-

升高者占
(&)Z

#男性为
(&'Z

#女性为
'&"Z

%而在年龄分

布上#

%

()

岁组无论男'女都是最高的*

,]

边缘升高者占

!)&5Z

#男性为
!#&)Z

#女性为
(&#Z

%而
,]

升高者占
!#&!Z

#

男性为
!(&)Z

#女性为
(&"Z

*高
,-

血症与高
,]

血症均为

男性高于女性#而男性中大于
()

岁组
,-

阳性率为最高#其次

为大于
$)

"

%)

岁组%

%

$)

"

%)

岁组
,]

阳性率最高%而女性

,-

'

,]

阳性率均随年龄增加而增高#与相关文献报道结果大

致相同(

$

)

*

总之#本次大型国有企业的职工体检人群中
,-

与
,]

无

论是边缘升高还是升高#其阳性率均高于我国平均水平(

(

)

*而

本次体检人群与相关文献报道比较其生活条件'饮食习惯'生

活方式均有显著差别#说明
,-

'

,]

的高'低均与这些因素有

关#而年龄上的差异可能与人体随着年龄增加而自身代谢功能

减退有关#而女性可能还受到内分泌变化的影响#男性中大于

$)

"

%)

岁组高
,-

血症和高
,]

血症发病率最高#可能与该人

群大多正处于事业重要阶段#压力和一系列社会交际'应酬'摄

入量增多等有关#特别应引起高度重视*

A&@

"

本研究体检人群为国有企业职工#血糖从
")

岁以后至

()

岁#随年龄增长而升高#

()

岁以后血糖无明显变化较为稳

定#与美国国家临床生物化学院$

K+-Y

&所述比较符合(

5

)

*另

外#

")

"

')

岁组男性血糖检测值均高于女性#但小于
")

岁组'

%

%)

"

')

岁组男'女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VY]

%

'&!DD6@

"

N

者占
*Z

#其中
/V]

为
$&*Z

#糖尿病

为
$&!Z

#低于相关文献报道(

'

)

#且
/V]

所占比率大于糖尿病#

/V]

人群被认为是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

*

)

#该人群

虽未达到糖尿病诊断标准#但将来发生
"

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

病的危险性增加(

!)

)

#此时的血糖水平及所伴其他代谢异常已

使器官组织发生损害#尤其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变#因

此#

/V]

阳性率偏高应引起足够重视%从年龄分布看#无论是男

女还是总的各年龄组#除男性中大于
()

岁组外#其他各组
/V]

和糖尿病阳性率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与之前各年龄组血糖平

均值的比较大致相符#而男性
/V]

和糖尿病阳性率均高于

女性*

A&A

"

本研究中
a+

检测值各年龄段之间变化趋势不明显#男

性平均水平比较接近#

'

")

岁组达峰值#

%

$)

"

%)

岁组水平也

较高#可能与该年龄段男性工作压大'饮酒较多有关%女性在

$)

岁前随年龄增加而降低#

$)

岁后随年龄增加而升高#

%

()

岁组达峰值*男性
a+

检测值在各年龄段均明显高于女性#与

国内相关文献比较符合(

!!

)

*

男性高
a+

血症者占
!)&'Z

#

'

")

岁组为
!#&'Z

%女性

仅为
)&(Z

#且各年龄组无太大差别#只是
')

岁以后阳性率上

升较大*男性明显高于女性#与各文献报道痛风多见于男性相

同*但无论检测值的平均水平还是高
a+

血症阳性率#

'

")

岁组都是最高的#与国内相关文献报道结果差别较大#可能与

当下年轻人生活习惯#以及饮酒的低龄化密切相关#同时该年

龄段人群也面临初入社会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这些都有可能

造成
a+

检测值偏高*

综上所述#随年龄增长#

/V]

'糖尿病'高脂血症发病率增

加#且男性均高于女性%高
a+

血症在男性人群中呈低龄化*

中年男性和老年女性成为高血脂症'糖尿病和高
a+

血症的易

发人群*而此次集中大规模的企业职工体检对企业职工的健

康状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估'调查#对于企业职工了解自身

情况'发现和预防疾病'提高企业职工生活水平及质量均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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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5*(#

名健康体检人群不同性别末梢血中五种元素含量$

3g0

%

性别
%

铜$

!

D6@

"

N

& 锌$

!

D6@

"

N

& 钙$

DD6@

"

N

& 铁$

DD6@

"

N

& 镁$

DD6@

"

N

&

男
$#)) !(&'!g$&$# 5)&"!g!5&55 !&5!g)&!5 (&*"g!&)) !&'#g)&!*

女
$'(# !(&$"g$&)' (5&"!g!*&%" !&5"g)&!' 5&!%g)&*5 !&''g)&!5

表
#

""

川东北地区与成都地区末梢血中五种元素参考范围比较

地区 铜$

!

D6@

"

N

& 锌$

!

D6@

"

N

& 钙$

DD6@

"

N

& 铁$

DD6@

"

N

& 镁$

DD6@

"

N

&

成都地区
!!&5

"

#*&# ('&%

"

!()&) !&%%

"

"&!) (&%"

"

!!&5" !&!"

"

"&)'

川东北地区
*&"

"

"%&5

!

#5&%

"

!!#&*

!

!&$*

"

"&!% '&!)

"

*&*5 !&"(

"

"&)!

""

!

!与成都地区相比#

&

'

)&)%

*

A

"

讨
""

论

铜参与造血及铁的代谢#构成体内许多含铜的酶$如丁酰

辅酶
+

脱氢酶&及含铜的生物活性蛋白质$如血浆铜蓝蛋白&*

锌可作为多种酶的功能成分或激活剂#促进机体生长发育#促

进核酸及蛋白质的生物合成并具有抗氧化'抗衰老及抗癌作

用*铁参与合成血红蛋白'肌红蛋白#参与能量代谢并构成人

体所必需的酶*镁影响细胞的多种生物功能#钙构成骨架'神

经调节'肌肉收缩'血液凝固'传递生物信息*铜'铁'锌'镁'钙

是人体所必需的元素#与体内多种酶的活性'激素合成'核酸代

谢及物质输送有关#其含量过多或缺乏均会引起人体功能障

碍#进而导致各种疾病(

#4'

)

*

近年来众多的研究表明#体内必需元素水平及分布受地理

环境'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健康人血清中必需元

素含量报道并不一致(

(4!)

)

*因而#以地域为单位建立必需元素

参考范围十分必要*余辉艳等(

!!

)对北京市
!(

"

#)

岁健康人

血清铜'铁'锌'镁'钙五种元素参考范围的研究表明#北京地区

铁含量在性别上存在差异#钙含量在年龄大小上存在差异*本

研究结果表明#各年龄段之间铜'铁'锌'镁'钙五种元素含量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男性与女性之间五种元素含量差

异亦无统计学意义$

&

%

)&)%

&#川东北地区与成都地区五种元

素参考值相比钙'镁'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铜'锌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川东北地区铜'锌参考值低

于成都地区#这可能与该地区人群家庭生活环境'饮食习惯有

关*检验工作者应根据所在地区的特点#建立属于本地区实验

室的参考值数据#以避免因过度补充导致身体机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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