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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公务员血脂异常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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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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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

摘
!

要"目的
!

通过研究
,%/%

例公务员的血脂情况!探讨该市公务员血脂异常分布情况及处理对策!为公务员人群心血管

疾病的一级预防提供依据%方法
!

收集参加健康体检的公务员
,%/%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酶法
$

终点法检测受检者血清中血脂

水平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血脂异常总检出率为
1%-&%\

!其中男性血脂异常检出率为
10-0\

!女性血脂异常检出率为

,3-.\

!男性检出率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男性公务员血脂异常者中!以
+Z

升高者和
"XV$R

降低者最多!分

别占
03-30\

和
16-,6\

%女性血脂异常者中!以
"XV$R

降低者最多!占
/4-,6\

%

0.

岁前男性
+R

水平高于女性!

0.

岁后女性

+R

水平高于男性%男性公务员血脂异常主要在
1.

"

/.

岁之间!女性公务员血脂异常主要在
0.

岁以后%结论
!

该市公务员血脂

异常检出率较高!应当加强公务员人群血脂异常的健康教育%

关键词"血脂异常#

!

数据收集#

!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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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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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异常不仅是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脑血

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也与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肿瘤及代

谢综合征等诸多重大疾病密切相关)近年来#循证医学更进一

步证实调节人体脂代谢异常对于冠心病及相关血管疾病的一

级预防和二级预防均至关重要)宜宾市公务员每年均定期进

行血脂水平测定#而对于本市公务员血脂水平流行病学的调查

相关报道较少#本研究以
%..4

年
3

月至
%.&.

年
3

院到本院参

加健康体检的公务员作为研究对象#将其血脂调查结果报道

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4

年
3

月至
%.&.

年
3

月#在本院进行体检

的公务员
,%/%

例#其中男
&3..

例#女
&1/%

例#年龄
&3

"

4&

岁#平均$

1,-40i&,-63

&岁)根据年龄分为
/

组!

;

组
&,/.

例#年龄
&3

"

,4

岁%

!

组
440

例#

)

,4

"

14

岁%

R

组
10%

例#

)

14

"

04

岁%

X

组
1&4

例#

)

04

"

/4

岁%

Y

组
%.6

例#

)

/4

岁以

上)所有体检人员空腹取静脉血
0>V

#室温静置
,.>8:

#

,

...A

"

>8:

离心
&0>8:

#

3=>

离心半径#分离血清备用)

B-C

!

方法

B-C-B

!

仪器与试剂
!

血脂测定试剂盒购自四川省迈克科技责

任有限公司)检测仪器为日立
6/..

自动生化分析仪)严格按

照试剂盒操作规程对待测项目进行定标#并做室内质控)校准

品为试剂盒所附带#质控血清由美国
!8<$(@E

公司生产)

B-C-C

!

血脂异常筛选标准
!

参照
%..6

年制订的-中国成人高

血脂防治指南.执行)

B-D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_''&,-.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以
/i@

表示#多组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组内两两比较采用
<:BL@

K

;cQS;$V'X

检验%同一年龄

组不同性别之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的
:

检验)血脂异常检

出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不同性别组血脂异常检出率比较
!

本调查血脂异常总检

出率为
1%-&%\

#男性检出率为
10-0\

#女性检出率为
,3-.\

#

男性血脂异常检出率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除
+R

升高两性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

外#

+Z

升高*

VXV$R

升高*

"XV$R

降低两性检出率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

$

.-.0

&#除
"XV$R

降低女性检出率高于男性

外#其余血脂指标异常检出率男性均高于女性#见表
&

)

C-C

!

不同年龄组两性血脂水平比较
!

经过方差分析#男*女性

各年龄组之间血脂指标除
"XV$R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外#

+R

*

+Z

*

VXV$R

水平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

.-.0

&)男性
+R

*

VXV$R

水平有随年龄升高呈逐增的趋势#男

性
+Z

水平在
!

组最高#与其他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女性
+R

*

+Z

*

VXV$R

水平有随年龄升高逐增的趋

势)从年龄段分析#在
;

*

!

组内
+R

*

+Z

*

"XV$R

*

VXV$R

水平

男*女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0

&%

R

组除
+Z

水平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

)

.-.0

&外#其余各指标水平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

$

.-.0

&%

X

组除
+Z

及
VXV$R

外*

Y

组除
VXV$R

水

平男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外#其他各指标男女水平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0

&#见表
%

)

表
&

!!

男女两性血脂异常检出率比较%

(

#

\

$&

性别
(

总血脂异常
+R

升高
+Z

升高
"XV$R

降低
VXV$R

升高

男
&3.. 3&4

$

10-0

&

%%%

$

&%-,,

&

13%

$

%/-63

&

,33

$

%&-0/

&

%0,

$

&1-&

&

女
&1/% 000

$

,3-.

&

&03

$

&.-3&

&

&0/

$

&.-/6

&

,30

$

%/-,,

&

&1&

$

4-/1

&

合计
,%/% &,61

$

1%-&%

&

,3.

$

&&-/0

&

/,3

$

&4-0/

&

66,

$

%,-6.

&

,41

$

&%-.3

&

(

%

` 3-6& &-3, &,,-.1 &.-&4 &1-63

$ ` .-.., .-&3 .-... .-..& .-...

!!

`

!无数据)

+

&43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3

期
!

*:CbV@IWBE

!

bF:B%.&&

!

S<G-,%

!

c<-3



表
%

!!

各年龄组男女血脂水平比较#

/i@

(

>><G

)

V

$

组别$男"女&

+R

男 女

+Z

男 女

"XV$R

男 女

VXV$R

男 女

;

组$

/44

"

//&

&

1-1/i.-64 1-%%i.-6%

"#

&-,1i&-.%

$

.-60i.-10

"#

&-%3i.-%4 &-0,i.-,.

"

%-06i.-6%

#

%-,0i.-03

"#

!

组$

0/,

"

1,%

&

1-34i.-4% 1-/.i.-61

"#

&-64i&-0% &-..i.-/6

"#

&-%/i.-%3 &-14i.-,.

"

%-3%i.-3%

#

%-//i.-/1

"#

R

组$

%/0

"

&36

&

1-4.i.-36 0-%&i.-3/

"

&-11i.-4/

$

&-,6i.-4% &-%4i.-%3 &-14i.-,%

"

%-40i.-66

#

,-.4i.-6%

"

X

组$

&,.

"

&.4

&

1-36i.-66 0-%,i.-33

"

&-1%i.-41

$

&-,4i.-60 &-%3i.-%4 &-13i.-,0

"

%-40i.-61

#

,-&,i.-6/

Y

组$

&,1

"

6,

&

0-.,i&-., 0-,0i.-64

"

&-&3i.-60

$

&-0%i.-6%

"

&-,,i.-,0 &-10i.-,%

"

,-&6i.-4, ,-%%i.-6/

Q &.6-0/ ,.-.6 /,-64 &1-,4 &-6% &-01 36-%& %0-4%

$ .-.. .-.. .-.. .-.. .-&1 .-&4 .-.. .-..

!!

"

!

$

$

.-.0

#与男性比较%

$

!

$

$

.-.0

#与
!

组比较%

#

!

$

$

.-.0

#与
Y

组比较)

表
,

!!

两性各年龄组血脂异常检出率%

(

#

\

$&

组别$男"女&

+R

升高

男 女

+Z

升高

男 女

"XV$R

降低

男 女

VXV$R

升高

男 女

;

组$

/44

"

//&

&

1,

$

/-&0

&

#

&6

$

%-06

&

#

&0.

$

%&-1/

&

,

%1

$

,-/,

&

#

&13

$

%&-&6

&

&04

$

%1-.0

&

0&

$

6-,.

&

#

%&

$

,-&3

&

#

!

组$

0/,

"

1,%

&

4.

$

&0-44

&

%3

$

/-13

&

#

%..

$

,0-0%

&

,6

$

3-0/

&

#

&,&

$

%,-%6

&

&.3

$

%0-..

&

34

$

&0-3&

&

#

%4

$

/-6&

&

#

R

组$

%/0

"

&36

&

1%

$

&/-1.

&

06

$

,.-13

&

61

$

%6-4%

&

,

1&

$

%&-4,

&

#

0&

$

&4-%0

&

0/

$

%4-40

&

14

$

&3-14

&

#

16

$

%0-&,

&

X

组$

&,.

"

&.4

&

%&

$

&/-&0

&

,,

$

,.-%3

&

,6

$

%3-1/

&

%4

$

%/-/&

&

%3

$

%&-01

&

,1

$

,&-&4

&

%0

$

&4-%,

&

#

%%

$

%.-&3

&

Y

组$

&,1

"

6,

&

%/

$

&4-1.

&

%,

$

,&-0&

&

%&

$

&0-/6

&

,

%0

$

,1-%0

&

,.

$

%%-,4

&

%0

$

,1-%0

&

,4

$

%4-&.

&

%%

$

,.-&1

&

!!

#

!

$

$

.-.0

#与
Y

组比较%

,

!

$

$

.-.0

#与
!

组比较)

C-D

!

不同年龄组两性血脂异常检出率比较
!

男性高
+R

*高

VXV$R

检出率随年龄的增长呈递增趋势#但仅
;

组高
+R

检

出率与
Y

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其余年龄组

高
+R

检出率与
Y

组比较无显著差异)而
Y

组高
VXV$R

检出

率较其余各年龄组高
VXV$R

检出率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0

&)男性高
+Z

检出率在
!

组年龄段最高#且

较
;

*

R

*

Y

组检出率均明显升高%女性高
+R

*高
VXV$R

检出率

均随年龄增加呈逐增趋势#

Y

组最高#且与
;

*

!

组检出率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0

&)女性高
+Z

检出率#

Y

组年龄段

最高#且与
;

*

!

*

R

组检出率比较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0

&)结果见表
,

)

D

!

讨
!!

论

血脂异常是指由于脂肪代谢或运转异常使血浆中一种或

几种脂质高于或低于普通健康人群的疾病#是动脉粥样硬化*

冠心病*脑梗死*高血压等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1

(

)

%../

年

张庆军和祝淑珍'

0

(报道中国大于或等于
&3

岁居民血脂异常患

病率为
&3-/\

#男性
%%-%\

#女性
&0-4\

)本研究通过对

,%/%

例宜宾市公务员血脂水平检测发现#总体血脂异常检出

率为
1%-&%\

#其中男性血脂异常检出率为
10-0\

#女性血脂

异常检出率为
,3-.\

#

,

者均高于上述报道#此原因可能除地

域差异外还可能与公务员的工作压力大和社会应酬多有关)

对不同年龄阶段两性血脂水平和血脂异常检出率分析#发

现除
"XV$R

水平在各年龄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余

各指标平均水平均与年龄有关#男*女两性
+R

和
VXV$R

水平

以及女性
+Z

水平随年龄增加呈逐增的趋势)男*女高
+R

*高

VXV$R

检出率也随着年龄升高而增加#符合国内其他报

道'

/$3

(

)本研究发现#男性在
1.

"

14

岁年龄段#血清
+Z

水平

最高达$

&-64i&-0%

&

>><G

"

V

#较其余各年龄段水平明显增加#

且在该年龄高
+Z

检出率高达
,0-0%\

)这可能与该年龄段公

务员工作压力大和社会应酬多有关)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女性

0.

岁之前
+R

水平较男性低#

0.

岁后
+R

水平较男性升高#女

性
0.

岁之前高
+R

检出率均在
&.\

以下#

0.

岁后高
+R

检出

率达
,.\

以上)与之对应的
+Z

平均水平也显示出女性
0.

岁

后较
0.

岁之前明显升高#

0.

岁之前高
+Z

检出率在
&.\

以

下#

0.

岁后检出率大于
%.\

)此特点可能与女性
0.

岁绝经期

后卵巢功能的减退*生理性雌激素产生减少*绝经后向心性肥

胖*饮食习惯不良*运动量减少等有关'

4$&.

(

)

总之#宜宾市公务员血脂异常检出率较高#男性血脂异常

以
+Z

升高*

"XV$R

降低为主#女性以
"XV$R

降低为主)男

性公务员血脂异常主要在
1.

"

/.

岁之间#女性血脂异常人群

主要在
0.

岁以上)因此#加强这些人群血脂异常相关疾病的

健康教育#这将对提高宜宾市公务员的健康水平产生深远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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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

&03&

名中学学生
"!S

感染情况调查

张玉芬!蒋学珍!郭国辉

"云南省怒江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6,&..

$

!!

摘
!

要"目的
!

调查怒江州民族中学学生乙肝病毒感染情况!为制定预防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YV*';

$检测
%..3

年在校学生的血清乙肝五项标志物%结果
!

本次调查乙肝感染有
3

种组合模式!其中
"!9;

J

阳性有
16

名

"

%-46\

$!全部阴性有
&0&.

名"

40-0&\

$!

"!9;I

阳性有
&6

名"

&-.3\

$%结论
!

怒江州民族中学学生
"!9;

J

携带率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但有抗体者比例较少!未感染过乙肝病毒者比例较多!建议其接种乙肝疫苗%

关键词"民族中学学生#

!

"!S

感染#

!

调查

!"#

!

&.-,4/4

"

7

-899:-&/6,$1&,.-%.&&-.3-.,&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6,$1&,.

"

%.&&

$

.3$.34,$.%

!!

乙型病毒性肝炎是一种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传染病#中国

是乙肝病毒感染高发区#

"!9;

J

阳性携带率高达
1-1\

"

3-.\

'

&$,

(

)为了解本州民族中学学生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状况#

并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控制工作#每年对该中学学生进行健康

体检)本监测针对
%..3

年在校学生健康体检中发现的乙型肝

炎病毒感染情况进行分析)现将该中学
%..3

年
&03&

名在校

学生的乙肝五项检测结果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为
%..3

年怒江州民族中学高一至高三在校

学生)

B-C

!

检查方法
!

抽取被检者空腹静脉血
,>V

#分离血清后采

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YV*';

&检测
"!S

血清标志物!

"!$

9;

J

*

"!9;I

*

"!B;

J

*

"!B;I

*

"!=;I

)检测试剂来源于上海

科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乙肝两对半试剂盒#试剂盒在有

效期内使用)操作方法和结果判定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

进行)

C

!

结
!!

果

本次共检测
&03&

例血清样本#乙肝感染有
3

种组合模

式)各种乙肝感染组合模式#临床意义见表
&

)

表
&

!!

&03&

名学生血清乙肝五项组合模式阳性率及临床意义

乙肝两对半感染模式$阳性指标&

(

阳性率$

\

& 临床意义

五项均为阴性
&0&. 40-4&

过去和现在未感染过
"!S

)

"!9;

J

$

5

&*

"!B;

J

$

5

&*

"!=;I

$

5

&

%1 &-0%

急*慢性乙肝#病毒复制活跃#传染性强)

"!9;

J

$

5

&*

"!B;I

$

5

&*

"!=;I

$

5

&

&3 &-&1

急性
"!S

感染趋于恢复#病毒复制减弱#传染性低)

"!9;

J

$

5

&*

"!=;I

$

5

&

0 .-,%

由大$小&三阳转变而来#提示病毒复制趋向停止#传染性小)

"!9;I

$

5

&

&6 &-.3

主动或被动免疫#已有免疫力)

"!9;I

$

5

&*

"!=;I

$

5

&

% .-&,

既往感染过乙肝#慢性携带
"!S

#传染性弱)

"!B;I

$

5

&*

"!=;I

$

5

&

, .-&4

感染
"!S

后#病毒已清除#无复制与传染性)

"!=;I

$

5

&

% .-&,

感染
"!S

后#病毒已清除#无复制与传染性)

D

!

讨
!!

论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未感染过乙肝病毒的人员有
&0&.

名#比例占
40-0&\

#这部分学生虽无传染性#对公众无传播乙

肝的危险#但他们是乙肝的易感人群#对乙肝病毒无免疫力)

因此这部分学生#必须告知其尽快接种乙肝疫苗)

"!9;

J

阳

性共
16

例#比例占
%-46\

#乙型肝炎病毒携带率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

1

(

)由于本州民族中学学生均为住校生#乙肝病毒携带

者对乙肝病毒的传播有着潜在的危险#尤其是
"!9;

J

$

5

&*

"!B;

J

$

5

&*

"!=;I

$

5

&模式传染性强)

"!9;

J

$

5

&*

"!B;I

$

5

&*

"!=;I

$

5

&模式传染性低'

0$6

(

%

"!9;

J

$

5

&*

"!=;I

$

5

&

模式则无法直接判断传染性强弱#应加查
"!SXc;

以明确

病毒实际复制水平'

3$4

(

%单项
"!9;I

$

5

&及
"!9;I

$

5

&*

"!$

=;I

$

5

&模式的人员有
&4

人#比例占全部人员的
&-,.\

#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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