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料显示腹泻组各年龄段血锌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缺乏#与同

期同年龄段儿童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儿童年龄(性别比

较#经统计处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从文献和本资料结果看#轮状病毒感染性腹泻

患确实锌缺乏#与同期健康儿童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因

此#建议轮状病毒性肠炎患儿有必要做血锌测定#指导临床治

疗#提高疗效#患儿早日康复#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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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健康体检者高尿酸血症$高血压$脂肪肝与身体质量指数的关系!为制定预防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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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A"$

例健康体检者进行
,

超和血尿酸检查$测量身体质量指数及血压!将检查结果分为肥胖组和非肥胖组进行比较%结果
!

体

质肥胖组高尿酸血症$高血压和脂肪肝的发病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体质肥胖者高尿酸血症$

高血压和脂肪肝发病率较高!应加强可控危险因素的干预%

关键词"高尿酸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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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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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改变#原发性高血

压$以下简称高血压%(高尿酸血症(脂肪肝等明显增加'为了

探讨高尿酸血症(高血压和脂肪肝与身体质量指数相关性#旨

在为临床预防提供参考依据#对年度
A"$

例健康体检者检查结

果进行整理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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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本组
A"$

例来源于本院对当地公务员(事业

单位和老干局等单位体检#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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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其中男
:C7

例#平

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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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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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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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检查确诊为肥胖

者
$>"

例$男
$#=

例#女
$!

例%#非肥胖者
77$

例$男
#7:

例#女

=A

例%&并将观察对象分为
#

个年龄段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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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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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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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

例(

'

>"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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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本组病例男性与女性在年

龄分布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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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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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方法
!

血尿酸检查#清晨空腹抽取血标本#试剂由中

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用
6,+B7".V

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测定结果&体质量测量前要求受检者排空大小便(脱

鞋和外衣&身高测量时要求脱鞋&血压测量时取坐位#用台式水

银血压计测量右上肢肱动脉血压
#

次取平均值&脂肪肝采用美

国通用
aZXba*j:YVb

彩色
,

超诊断仪#探头频率
#<C

&%U

#清晨空腹取仰卧位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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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标准
!

高尿酸血症的诊断#男性血尿酸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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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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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血尿酸大于
#>"

#

MD1

"

X

#被称为高尿酸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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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卫生部和/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0将血压值大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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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高血压#脂肪肝的

诊断依据超声诊断学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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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肥胖的诊断#依据身体质

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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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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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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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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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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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

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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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标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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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肥胖$含超重#以下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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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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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资料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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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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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体检者中肥胖(高尿酸血症(高血压(脂肪肝的检

出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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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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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年龄段肥胖发病率最

高#与其他两个年龄段相比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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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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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组与非肥胖组人群高尿酸血症#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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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肝检查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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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

% 高尿酸血症例数 高血压例数 脂肪肝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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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组人群高尿酸血症(高血压(脂肪肝发病率均高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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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年龄组人群高尿酸血症(高血压(脂肪肝的发病率显著升高#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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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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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

组高尿酸血症(脂肪肝发病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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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年龄相比明显下降#

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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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胖与年龄的关系
!

肥胖是体内脂肪堆积过多和$或%分

布异常的状态#与代谢水平和生活方式如高蛋白高脂肪饮食(

过量饮酒(缺乏体力活动等因素有关'本组病例体质量指数肥

胖的检出率#

7!

$

>"

岁组比小于或等于
7"

岁组及大于
>"

岁

组高#这与
7!

$

>"

岁这个年龄段的人群社交比较活跃#饮酒等

应酬较多#同时#人到中年以后#身体热量消耗逐渐降低#不少

人保持良好的食欲#多余的热量就会转变成脂肪在体内储存导

致肥胖有关)

#

*

'

A<@

!

高尿酸血症(高血压(脂肪肝与体质量指数的关系
!

本组

资料显示#体质肥胖组高尿酸血症(高血压(脂肪肝的检出率均

高于非肥胖组$

!

$

"<"!

%#均具有显著的相关意义'而高尿酸

血症与高嘌呤饮食有关)

7

*

#肥胖者大多食欲较好#喜欢食用高

蛋白食物和海鲜(豆制品(啤酒等嘌呤含量较高的食物#导致高

尿酸血症&本组病例中#肥胖组患高血压的概率比非肥胖组高#

与文献报道一致)

:

*

#肥胖者体内脂肪组织增加#使得外周阻力

增大#心脏负荷加重而导致动脉硬化#而引发高血压&高蛋白高

脂肪饮食(过量饮酒(运动量减少导致身体发胖#而这些饮食和

习惯也是脂肪肝发病的基本因素#肥胖者体内脂肪组织增多#

脂肪酸和游离脂肪酸释出增多#三酰甘油合成增加并积聚在肝

脏#导致脂肪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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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尿酸血症(高血压(脂肪肝与年龄的关系 本组统计资

料显示#与
7"

岁以下年龄组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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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年龄组人群高尿

酸血症(高血压(脂肪肝的发病率显著升高#随着年龄增长#

>"

岁以上组高尿酸血症(脂肪肝发病率与
7!

$

>"

岁年龄相比又

明显下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可能与
7!

$

>"

岁年龄组肥胖率

较高有关'同时#从小于或等于
7"

岁(

7!

$

>"

岁和大于
>"

岁

这
#

个年龄段肥胖检出率显示#高尿酸血症(高血压(脂肪肝的

发病率与体质量指数呈正相关'本组病例高尿酸血症(脂肪肝

检出率与性别有关#男性多于女性#与张纯报道一致)

A

*

#这与男

性普遍存在吸烟(饮酒(过多摄入高脂高蛋白饮食生活习惯

有关'

综上所述#高尿酸血症(高血压(脂肪肝与身体质量指数密

切相关'身体肥胖是高尿酸血症(高血压和脂肪肝发病的重要

因素#应早期发现和及时治疗肥胖症'同时#肥胖(高尿酸血

症(高血压(脂肪肝共同病因与饮食失调和不良生活习惯密切

相关#对患者应予以控制高蛋白(高脂肪饮食#限制饮酒(吸烟

和增强体能锻炼等干预治疗措施'

参考文献

)

!

* 胡成进
<

检验结果临床解读)

&

*

<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

!

$C:<

)

$

* 刘新民#王涤非
<

全科医生手册)

&

*

<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

!

!:$B!:>

)

#

* 程朝晖
<

肥胖的自然疗法)

&

*

<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

!

$:<

)

7

* 许琳#李蕤#余庭华
<

高血压患者血尿酸和血脂水平的相关性探讨

)

_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

)

:

* 石湘芸#朱智明
<

高血压与肥胖)

_

*

<

海军总医院学报#

$""$

#

!:

$

$

%!

$#!<

)

>

* 胡瑞兰
<

某部
!C7:

名师职以上干部体检结果分析)

_

*

<

临床误诊

误治#

$"!!

#

$7

$

!

%!

!"7<

)

A

* 张纯
<

中老年高尿酸血症与肥胖(冠心病和脂肪肝的相关性调查

)

_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C

#

$=

$

C

%!

A#><

$收稿日期!

$"!!B"CB"=

%

!经验交流!

聚乙二醇
7"""

处理脂血后对生化结果的影响

刘万彬!隆维东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医院检验科
!

7"!#$"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聚乙二醇
7"""

"

I

D1

L

EHG

L

1E@E

J

1

L

/D17"""

!

YZaB7"""

#处理脂血后对
#"

项生化指标测定的影响%方法
!

选取
$"

例澄清血清标本于处理前后各测
#"

项生化指标!并用
5

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
!

处理前后有
!=

项生化指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是
W

8

$

]0

8

$

(1

8

$

(0

$8

$

*Y

$

6(b

$

$

,c]

$

(5

$

c+

$

aXc

$

+X,

$

aa6

$

+XY

$

6B,*X

$

6,+

$

(W

$

(%Z

$

&eb

$

+.c

%有
!!

项生化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是
Y+

$

6Y

$

aXb

$

+X6

$

+'6

$

X-%

$

-B,*X

$

+&e

$

(WB&,

$

.

B%,-%

$

6]*

%结论
!

YZaB7"""

适合

用于去除脂血对
W

8

$

]0

8

$

(1

8

$

(0

$8

$

*Y

$

6(b

$

$

,c]

$

(5

$

c+

$

aXc

$

+X,

$

aa6

$

+XY

$

6B,*X

$

6,+

$

(W

$

(%Z

$

&eb

$

+.c

测定

的干扰!不适合用于去除脂血对
Y+

$

6Y

$

aXb

$

+X6

$

+'6

$

X-%

$

-B,*X

$

+&e

$

(WB&,

$

.

B%,-%

$

6]*

测定的干扰%

关键词"聚乙烯二醇类&

!

脂肪血&

!

生化指标

!"#

!

!"<#=>=

"

?

<2))@<!>A#B7!#"<$"!$<"7<">7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A#B7!#"

"

$"!$

#

"7B":"7B"#

!!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高血脂的人越来越多#而脂血

对生化结果的影响已引起人们的重视#笔者采用聚乙二醇

7"""

消除脂血的干扰#在部分生化指标的检测中取得良好

效果'

+

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7

期
!

*@H_X03&E;

!

.E35405

L

$"!$

!

[D1<##

!

]D<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