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著"临床研究

新疆地区人群高尿酸血症与糖脂代谢相关疾病的关联性研究#

扎米热/库尔班*

!徐菲莉&

!范朋凯*

!玛依娜/卡哈尔)

!宋睿睿)

!孙玉萍)

!

"

*6

新疆医科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

#

&6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临床检验中心!新疆乌鲁木齐
')""""

#

)6

新疆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

$

""

摘
"

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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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新疆地区人群血清尿酸水平与糖脂代谢生化指标的相关性!研究高尿酸血症的危险因

素!为本地区人群更全面的应对高尿酸血症提供进一步的研究依据(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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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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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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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选取高

尿酸血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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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高尿酸血症组$和同期体检健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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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对照组$为研究对象!采用标准方法进行体

格检查和血清生化指标检测!并采用
#C##&*6"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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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和女性高尿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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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人群尿酸水平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男性的尿酸水平要高于女

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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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尿酸水平下糖脂代谢生化指标比较!男性人群各指标在组间差异有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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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尿酸水平的升高逐渐降低#不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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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现相关性#肥胖'高血

压'高三酰甘油血症'高胆固醇血症在高尿酸血症组和对照组中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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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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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高尿酸血症的危

险因素(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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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区人群尿酸与血脂代谢生化指标存在相关性!高尿酸血症与肥胖'高血压'高三酰甘油

血症'高胆固醇血症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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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酸是在外源性饮食化合物和内源性嘌呤的分

解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在生理
K

T

值下主要以尿酸单

钠的形式存在!具有清除氧自由基和保护红细胞膜免

受脂质氧化的能力"尿酸的生成和代谢是复杂的过

程!其生物合成是通过黄嘌呤氧化还原酶(

_B=

)的催

化作用下形成的!

_B=

催化次黄嘌呤转化为黄嘌呤!

随后黄嘌呤转化为尿酸"高尿酸血症是血清尿酸盐

水平异常升高为特征的疾病!近年来许多临床和流行

病学研究发现高尿酸血症与多种疾病密切相关!可能

参与代谢综合征的发病机制!有研究认为尿酸可能通

过内质网应激和脂肪生成增加而引起肝脏脂肪累积

增加!这些代谢改变与
?EC

水平降低和脂肪氧化受

损有关!可能导致肥胖和糖尿病等代谢紊乱!可见高

尿酸血症与血脂紊乱$代谢综合征各组分疾病有着密

切的关联&

*

'

"尿酸浓度受到诸如种族$性别$遗传$环

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新疆地区人群由于地理环境$

生活饮食习惯等的特殊性!以及随着经济发展!生活

水平的提高!高尿酸血症和糖脂代谢相关疾病的患病

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因此本研究分析新疆地区人群尿

酸与糖脂代谢生化指标的相关性!研究高尿酸血症与

糖脂代谢相关疾病的关联性!为预防和控制高尿酸血

症以及糖脂代谢相关疾病提供研究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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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新疆

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收集了

年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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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高尿酸血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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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高尿酸血

症组)!同期体检健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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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作为对照组!其中高

尿酸 血 症 组 男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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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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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两组年龄和性别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e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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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

$6%

"

方法

$6%6$

"

样本采集
"

由经过专业训练的体检人员按照

标准方法对研究对象的身高$体质量$腰围和臀围进

行测量"身高和体质量的测量%研究对象脱鞋$帽和

外套!双脚并拢!两眼目视前方!站立于体重身高测量

仪!记下读数!身高读数精确至
*7-

!体质量读数精确

至
*]

4

"腰围的测量%用皮尺测量体检者位于腰部肋

下缘与髋骨上缘中点处沿水平方向绕腹部一周#臀围

的测量%用皮尺测量耻骨联合处!沿水平方向绕臀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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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记录数值!读数精确至
*7-

"计算腰臀比(

[T=

)

和体质量指数(

SF%

)!

SF%e

体质量*身高&

"血压测

量%研究对象在休息至少
*>-/2

后!用电子血压计测

量坐位右上臂血压
&

"

)

次并取平均值!以
--T

4

为

单位"

$6%6%

"

糖脂代谢相关血液生化指标检测
"

采集清晨

空腹静脉血
&-G

!

)>""L

*

-/2

转速离心
*>-/2

分离

血清!采用贝克曼库尔特
?R>'&*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检测血尿酸$三酰甘油(

EQ

)$总胆固醇(

E$

)$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

TDG,$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GDG,

$

)$空腹血糖(

WSQ

)等生化指标"

$6&

"

纳入和排除标准

$6&6$

"

高尿酸血症组纳入标准
"

根据
*!;;

年美国

风湿协会的诊断标准%男性
&

:*;

$

-80

*

G

(

;6"-

4

*

JG

)!女性
&

)>;

$

-80

*

G

(

(6"-

4

*

JG

)"排除标准%排

除痛风$癌症$肝肾疾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状腺

功能减退症$血液系统疾病及服用影响尿酸水平药物

(如呋塞米$乙胺丁醇等)的患者"

$6&6%

"

尿酸水平分级依据
"

依据
P?[?FBEB

等&

&

'的研究将血尿酸水平分为
&"'

级"男性%血尿

酸水平在
:6&-

4

*

JG

以下为
&

级#

:6&

"%

>6)-

4

*

JG

为
(

级#

>6)

"%

(6:-

4

*

JG

为
)

级#

(6:-

4

*

JG

以上为
'

级以上"女性%血尿酸水平在
)6:-

4

*

JG

以

下为
&

级#

)6:

"%

:6>-

4

*

JG

为
(

级#

:6>

"

>6>-

4

*

JG

为
)

级#

>6>-

4

*

JG

以上为
'

级"

$6&6&

"

诊断标准
"

根据,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

防控制指南-

&

)

'推荐的标准即
SF%

&

&'6"]

4

*

-

& 为

肥胖"高三酰甘油血症诊断标准%

EQ

&

*6;--80

*

G

!

或已经进行针对此项血脂异常的治疗&

:

'

#高胆固醇血

症的诊断标准%

E$

&

>6*'--80

*

G

#高血压诊断标准%

收缩压(

#SC

)

&

*:"-- T

4

和(或)舒张压(

DSC

)

&

!"--T

4

!或既往有高血压病史"高血糖%空腹血糖

(

WSQ

)

&

(6*--80

*

G

或已确诊为糖尿病患者"

$6'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

K

/D.1.)6*

软件录入!

采用
#C##&*6"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学

分析!对满足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Rh(

表示!两组

计量资料组间比较用
;

检验!多组计量资料的比较采

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

& 检验!相关性分

析采用
CI.L<82

相关#采用非条件
G8

4

/<1/7

回归模型

分析高尿酸血症的危险因素!结果用
B=

值和
!>@

置

信区间表示!检验水准
%

e"6">

!以
H

%

"6">

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6$

"

高尿酸血症组和对照组一般健康指标比较
"

高

尿酸血症组血尿酸水平为(

:()6"'h(!6*"

)

$

-80

*

G

!

对照组血尿酸水平为(

&(>6&"h;'6&"

)

$

-80

*

G

!相关

指标比较发现两组间腰围(

;eA;6:;"

!

He"6"""

)$

臀围(

;eA&6':)

!

He"6"">

)$

[T=

(

;e'6)>>

!

He

"6"""

)$

SF%

(

;e(6*&&

!

He"6"""

)$

#SC

(

;e'6&>&

!

H

e"6"""

)$

DSC

(

;e(6">:

!

He"6"""

)$血尿酸(

;e

;;6:(;

!

He"6"""

)$

EQ

(

;e!6"'*

!

He"6"""

)$

GDG,

$

(

;e:6&>'

!

He"6"""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H

%

"6">

)!高尿酸血症组均高于对照组!

TDG,$

(

;e

A>6:):

!

He"6"""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H

%

"6">

)"

%6%

"

不同性别高尿酸血症组和对照组的临床指标比

较
"

男性高尿酸血症组血尿酸水平为(

:':6*>h

(>6(:

)

$

-80

*

G

!对照组血尿酸水平为(

&!:6";h

;)6:"

)

$

-80

*

G

!两组的临床指标比较发现腰围(

He

"6")(

)$

SF%

(

He"6"*"

)$

#SC

(

He"6"""

)$

DSC

(

He

"6"""

)$血尿酸(

He"6"""

)$

EQ

(

He"6"""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H

%

"6">

)!高尿酸血症组均高于对照组!

而
WSQ

(

He"6"""

)$

GDG,$

(

He"6"""

)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6">

)#女性高尿酸血症组血

尿酸水平为(

:&'6;'h("6))

)

$

-80

*

G

!对照组血尿酸

水平为(

&*;6";h("6&*

)

$

-80

*

G

!两组的腰围(

He

"6"""

)$臀围(

He"6"")

)$

[T=

(

He"6"""

)$

SF%

(

He"6"""

)$

#SC

(

He"6"""

)$

DSC

(

He"6"*"

)$血

尿酸(

He"6"""

)$

EQ

(

He"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H

%

"6">

)!高尿酸血症组均高于对照组!

E$

(

He

"6"""

)$

TDG,$

(

He"6"""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H

%

"6">

)"

%6&

"

不同性别人群不同年龄段尿酸水平比较
"

两组

人群的尿酸水平均随年龄的增长逐渐增加!男性尿酸

水平均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6">

)#女性

人群中大于或等于
>"

岁的尿酸水平较高"见表
*

"

表
*

""

不同性别人群在不同年龄段尿酸水平比较

年龄(岁)

+

尿酸水平(

$

-80

*

G

)

男性 女性
; H

&"

"%

)" >)) );:6&>h*&)6(" )*"6")h**;6'' >6'>:"6"""

)"

"%

:" ('! );;6:!h*&&6:) )")6!"h*)&6;; (6'&>"6"""

:"

"%

>" !;; )'*6"(h**"6>* )">6(&h*&:6(' !6)")"6"""

&

>" **&' )'>6()h**;6!' )&>6!&h**>6:' '6>(&"6"""

%6'

"

不同性别人群在不同尿酸水平下糖脂代谢生化

指标比较
"

在男性人群中!随着尿酸水平的升高!

EQ

水平也逐渐升高!其余各指标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H

%

"6">

)#而在女性人群中可见除了
WSQ

!其

余指标在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

%

"6">

)!

TDG,

$

随尿酸水平的升高逐渐降低!其余各指标并未呈现

随尿酸水平升高而升高的趋势"见表
&

"

%6E

"

不同性别人群血尿酸水平与糖脂代谢生化指标

的相关性分析
"

男性和女性人群中血尿酸水平与

EQ

!

GDG,$

呈正相关!而与
TDG,$

呈负相关(

H

%

"6">

)!与
WSQ

未出现相关性!

E$

在男性人群中与尿

酸水平呈正相关(

H

%

"6">

)!在女性人群中与尿酸水

平呈负相关(

H

%

"6">

)"见表
)

"

%6F

"

高尿酸血症组和对照组在糖脂代谢相关疾病的

构成比较
"

结果显示!高尿酸血症和对照组中除了高

血糖无显著差异外!其余疾病均在两组间的分布比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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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H

%

"6">

)"见表
:

"

表
&

""

不同性别人群在不同尿酸水平下糖脂代谢生化指标比较

性别 指标
尿酸水平

&

级
(

级
)

级
'

级
N H

男性
WSQ

(

--80

*

G

)

:6;"h*6:! :6!&h"6'& >6:&h"6!" >6*'h*6)' &*6)>> "6"""

EQ

(

--80

*

G

)

*6;:h*6>' *6!(h*6>) &6):h*6(> &6)!h*6'; *)6:)) "6"""

E$

(

--80

*

G

)

)6!:h*6:" :6:'h*6&! :6:;h*6>) :6)'h*6>) !6::& "6"""

TDG,$

(

--80

*

G

)

*6)!h*6:* *6"'h"6): *6**h"6:> *6*>h"6); *)6"'! "6"""

GDG,$

(

--80

*

G

)

&6:;h"6'' &6')h"6') &6!;h"6'; &6!*h"6') &&6""* "6"""

女性
WSQ

(

--80

*

G

)

>6(*h(6)' :6!;h*6)" >6"&h"6(> >6(*h)6") &6";' "6*"*

EQ

(

--80

*

G

)

*6:>h*6>* *6>)h*6): *6:(h*6** &6&'h*6>) )"6:>& "6"""

E$

(

--80

*

G

)

)6!(h*6>( :6):h*6:) :6((h*6&* )6!"h*6'& !6*)& "6"""

TDG,$

(

--80

*

G

)

*6>:h*6"; *6)*h"6)> *6)*h"6): *6*)h"6:: &:6>"* "6"""

GDG,$

(

--80

*

G

)

&6)>h"6'; &6(:h"6'; &6;!h"6'( &6('h*6": !6'"> "6"""

表
)

""

不同性别人群尿酸与糖脂代谢生化指标的相关分析

指标
男性

: H

女性

: H

EQ "6*>! "6""" "6&(' "6"""

E$ "6"'> "6""" A"6"!" "6""&

TDG,$ A"6**" "6""" A"6&(; "6"""

GDG,$ "6*>: "6""" "6**( "6"""

WSQ "6")' "6"'' "6"*; "6>:;

表
:

""

两组糖脂代谢相关疾病发生情况#

+

$

@

%&

糖脂代谢相关疾病 高尿酸血症组 对照组
!

&

H

肥胖
)("

(

)"6)

)

)>(

(

&&6(

)

&*6""* "6"""

高血压
)>:

(

)"6>

)

&);

(

*>6(

)

':6;'! "6"""

高血糖
*>&

(

*"6*

)

*>!

(

'6!

)

*6:!* "6&&&

高三酰甘油血症
;("

(

>&6*

)

(*>

(

):6;

)

!'6)"* "6"""

高胆固醇血症
:&&

(

&'6!

)

:):

(

&:6>

)

;6'&! "6"""

%6I

"

高尿酸血症多因素
G8

4

/<1/7

回归分析
"

以是否

患有高尿酸血症为因变量!将在单因素中存在统计学

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纳入多因素
G8

4

/<1/7

回归分

析模型中!分析高尿酸血症的危险因素!结果显示男

性患高尿酸血症的风险是女性的
*6)*!

倍(

.Ie

*6)*!

!

!>@6Je*6"!;

"

*6>'(

)!肥胖(

.Ie*6&:*

!

!>@6Je*6"&:

"

*6>":

)$高血压(

.Ie&6*:;

!

!>@

6Je*6;>'

"

&6(&)

)$高三酰甘油血症(

.Ie&6&(!

!

!>@6Je*6!*&

"

&6(!)

)均为高尿酸血症的危险因

素"见表
>

"

表
>

""

高尿酸血症多因素
G8

4

/<1/7

回归分析

变量
#

#+ [.0< H .I !>@6J

性别
"6&;; "6"!: '6(!! "6"") *6)*! *6"!;

"

*6>'(

肥胖
"6&*( "6"!' :6')' "6"&' *6&:* *6"&:

"

*6>":

高血压
"6;(: "6*"& >>6!'' "6""" &6*:; *6;>'

"

&6(&)

高血糖
A"6&&) "6*:> &6)() "6*&: "6'"" "6("&

"

*6"()

高三酰甘油血症
"6'*! "6"'; ''6"*( "6""" &6&(! *6!*&

"

&6(!)

高胆固醇血症
"6*>& "6"!> &6>>" "6**" *6*(: "6!((

"

*6:")

&

"

讨
""

论

""

高尿酸血症在肥胖$代谢综合征$高血压和
(

型

糖尿病患者中很常见!这些疾病都有着共同的致病基

础!目前研究认为代谢紊乱的主要机制是胰岛素抵抗

和过多的循环游离脂肪酸的形成!而尿酸也可能通过

氧化应激$全身炎症反应和肝内果糖代谢等作用参与

这些疾病的发病机制!可见高尿酸水平与糖脂代谢紊

乱相关疾病关系密切!但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仍值得

商榷"

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因生理因素和环境因素而

异!由于新疆地区人群的饮食习惯于内陆地区有一定

的区别!并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高嘌呤食物摄入

量增加!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有

文献指出本地区人群的患病率为
*:6'>@

!男性为

*;6"'@

!女性为
>6(:@

&

>

'

!女性的尿酸水平要低于男

性!这是由于雌激素的促尿酸排泄作用!而绝经后妇

女的血尿酸水平就会上升到男性水平!本研究结果与

此结论一致"

在本研究中高尿酸血症组的腰围$臀围$腰臀比$

SF%

$

#SC

$

DSC

$血尿酸$

EQ

和
GDG,$

均高于对照

组!

TDG,$

低于对照组!这与张超彦等&

(

'

$张春宏

等&

;

'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高尿酸水平增加了肥胖$

高血脂发生的风险!而超重或肥胖患者通常脂代谢功

能紊乱!高尿酸血症的发病率较高!尿酸水平的升高

可能是在肥胖条件下肾清除尿酸功能受损所引起的"

EQ

在不同尿酸水平分组下呈现随尿酸水平的升

高而升高!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6">

)!血尿酸

与
EQ

和
GDG,$

也呈现了正相关关系!在对高尿酸血

症的多因素
08

4

/<1/7

回归分析中显示高三酰甘油血症

和高血压是风险最大的危险因素!

B=

值分别为
&6&(!

(

*6!*&

"

&6(!)

)和
&6*:;

(

*6;>'

"

&6(&)

)!这与朱冰

坡等&

'

'

$宋俊等&

!

'的结论是一致的"在大规模的横断

面研究中也有报道高尿酸血症和血脂异常的关系!美

国的一项研究表明血清
GDG,$

$

EQ

$

E$

$

EQ

*

TD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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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等血脂生化指标与血尿酸水平显著相关&

*"

'

!另一

项为期
>

年的队列研究评估了
(:;(

名日本人的数

据&

**

'

!结果表明!高尿酸血症成为高
GDG,$

和高三酰

甘油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显示不同性别人

群中血尿酸与
TDG,$

呈现了负相关关系!这与大多

数研究结果一致!目前观点认为
TDG,$

与血尿酸的

负相关关系可能是由于
TDG,$

水平下降与胰岛素抵

抗有关"女性的高尿酸血症组
E$

和对照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H

%

"6">

)!这在一些研究中也有报

道&

*&

'

!考虑可能与不同性别!不同民族之间的脂代谢

水平差异有关&

*)

'

"

越来越多的实验和临床证据支持高尿酸水平与

高血压的关联性!

UR

等&

*:

'在针对中国北方地区
:>

"

>!

岁的人群研究中得出高尿酸血症与高血压风险增

高有关!并且在不同性别人群中存在差异"本研究

中!不同性别人群高尿酸血症组的
#SC

和
DSC

均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6">

)!高血压在高

尿酸血症组中的分布高于对照组!这与目前大多数研

究结论是一致的"高尿酸血症引起高血压的机制尚

不明确!目前的观点考虑尿酸通过抑制一氧化氮生成

以及产生氧自由基等作用导致内皮功能障碍$激活肾

素
,

血管紧张素系统导致肾血管收缩以及免疫炎症反

应$胰岛素抵抗等方面原因"

在基于多项人群的研究中!高尿酸血症被证明是

(

型糖尿病发展的独立危险因素!但孟德尔随机化研

究未能证明尿酸与
(

型糖尿病之间的联系&

*>

'

!目前也

未发现此方向的大型随机对照临床研究!因此尿酸对

(

型糖尿病的影响或尿酸与糖尿病发病的因果关系

尚不完全清楚"在本研究中!高血糖在高尿酸血症组

和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6">

)!这与孙

红娟等&

*(

'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

"

结
""

论

""

综上所述!尿酸水平存在年龄和性别差异!与
EQ

有更强的相关性!高尿酸血症与糖脂代谢相关疾病有

一定的关联性"在代谢综合征的不同组分中!血清尿

酸的病理生理作用仍有争议!高尿酸血症是否只是组

织损伤的标志!还是组织损伤的病因仍不完全清楚"

本研究可见高尿酸血症与血脂$血压有较强的关联!

肥胖$高血压$高三酰甘油血症均为高尿酸血症的危

险因素"因此本地区人群尤其是血脂血压偏高人群!

应注意监测!采取调整饮食!合理运动或药物控制等

措施来降低高尿酸血症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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