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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脂血症人群的血清游离脂肪酸水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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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探索血清游离脂肪酸（ＦＦＡ）在高脂血症人群和血脂正常人群中不同年龄及性别之间的差异。方法　选择

９１２例健康体检者（健康对照组）和１０６１例高脂血症者，分别测定血清游离脂肪酸（ＦＦＡ）、总胆固醇（ＴＣ）、三酰甘油（ＴＧ）、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和体重指数（ＢＭＩ），用协方差分析探讨不同性别、年龄组之间ＦＦＡ的差

别，多元相关分析探讨高脂血症患者ＦＦＡ与各项血脂指标的关系。结果　高脂血症中年女性、中年男性、青年男性的ＦＦＡ水平

较相应对照组明显升高；高脂血症青年女性的ＦＦＡ水平低于高脂血症其他人群；在血脂正常人群中，老年组的ＦＦＡ水平明显高

于中青年组。结论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高脂血症人群之间的ＦＦＡ水平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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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ＣＨＤ），简称冠心病，是严重

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疾病。血中的游离脂肪酸（ＦＦＡ）即非酯

化脂肪酸，主要由皮下和内脏脂肪脂解产生，是脂肪代谢的一

个中间产物，能较敏感地反映机体脂质代谢情况。研究表明，

冠状动脉的病变与机体脂肪酸系统的代谢显著相关，ＣＨＤ患

者的血ＦＦＡ水平较高
［１］。与三酰甘油（ＴＧ）和血清总胆固醇

（ＴＣ）相比，ＦＦＡ的变化能更敏感地反映机体脂代谢情况
［２］。

国外Ｙａｓａｒ等
［３］学者报道，血脂异常是中青年冠心病患者中常

见的危险因素。然而，对于高脂血症与游离脂肪酸关系的报道

较少，因此，本研究探讨不同年龄、性别的高脂血症和血脂正常

人群之间游离脂肪酸的变化。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部分体检人群分为以下两组：（１）高

脂血症组１０６１例：按照１９９７年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

会血脂异常防治专题组《血脂异常防治建议》标准纳入研究对

象，选择ＴＣ＞５．７２ｍｍｏｌ／Ｌ、ＴＧ＞１．７８ｍｍｏｌ／Ｌ、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ＬＤＬＣ）＞３．６４ｍｍｏｌ／Ｌ，按照年龄（青年组不高于

４４岁、中年组４５～５９岁之间、老年组不低于６０岁）进行分组，

其中青年男性２００例、中年男性２００例、老年男性１１５例、青年

女性１８８例、中年女性２００例、老年女性１５８例；（２）血脂正常

组９１２例：选择ＴＣ＜５．７２ｍｍｏｌ／Ｌ、ＴＧ＜１．７８ｍｍｏｌ／Ｌ、ＬＤＬ

Ｃ＜３．６４ｍｍｏｌ／Ｌ的体检人群，包括青年男性２００例、中年男性

１７２例、老年男性８０例，青年女性１９６例、中年女性１６４例、老

年女性１００例。为了避免血糖升高对游离脂肪酸影响，高脂血

症组和正常组均选择空腹血糖（ＦＰＧ）＜６．１ｍｍｏｌ／Ｌ作为入选

对象。

１．２　仪器与试剂　采用日立７０８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分析以

上指标。ＴＣ、ＴＧ和ＦＰＧ试剂由柏定生物工程（北京）有限公

司提供，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和ＬＤＬＣ试剂由积水

医疗株式会社提供，游离脂肪酸试剂由九强生物有限公司

提供。

１．３　方法　所有对象均于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３０００ｒ／ｍｉｎ

离心５ｍｉｎ分离血清，尽快检测。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正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狓±狊表示数据，两样本比较采用狋检验；

偏态分布的计数资料用中位数（四分位数）表示，组间比较用

犠犻犾犮狅狓狅狀秩和检验；采用线性回归、多元回归分析指标间的相

关性。

２　结　　果

２．１　高脂血症组与血脂正常组之间一般资料的比较　高脂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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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组与血脂正常组的年龄、性别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采用非参数犠犻犾犮狅狓狅狀秩和检验分析，高脂血症组与

血脂正常组身体质量指数（ＢＭＩ）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入选对象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狀
年龄

（岁）

性别

（男／女）
ＢＭＩ（ｋｇ／ｍ２）

高脂血症 １０６１ ５０±１２ ５１５／５４６ ２４．６（２２．５～２６．７）

血脂正常组 ９１２ ４６±１２ ４５２／４６０ ２３．０（２１．０～２５．３）

２．２　高脂血症组和血脂正常组中各年龄段、性别间ＦＦＡ水平

比较　高脂血症组中年女性、中年男性和青年男性的ＦＦＡ水

平分别高于相应的血脂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

０５）。而高脂血症组与血脂正常组青年女性、老年人群之间的

ＦＦＡ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高脂血症男性各年龄

组之间的ＦＦＡ水平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中、老年女性的

ＦＦＡ水平明显高于青年女性，青年男性的ＦＦＡ水平高于青年

女性，见表２。

表２　　高脂血症组和血脂正常组中各年龄段不同性别

　　　　游离脂肪酸水平（狓±狊）

年龄段 性别
高脂血症组

ＦＦＡ（ｍｍｏｌ／Ｌ） 狀

正常血脂组

ＦＦＡ（ｍｍｏｌ／Ｌ） 狀

老年组 男 ０．７９９±０．２６３ １１５ ０．７２７±０．２６５ ８０

女 ０．８１６±０．２８９ １５８ ０．７６１±０．２２７ １００

中年组 男 ０．８１９±０．２８４ ２００ ０．５８５±０．１９５ １７２

女 ０．８２９±０．３１７ ２００ ０．６１１±０．２３３ １６４

青年组 男 ０．７７８±０．２８７ ２００ ０．６１４±０．２１７ ２００

女 ０．６６７±０．２５１ １８８ ０．５８２±０．２１３ １９６

　　：犘＜０．０５，与血脂正常组比较。

２．３　高脂血症组ＦＦＡ与血脂指标 ＴＣ、ＴＧ、ＨＤＬＣ、ＬＤＬＣ

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ＦＦＡ与各项血脂指标ＴＧ、ＨＤＬＣ、ＬＤＬ

Ｃ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１１９、－０．０６５、－０．０９８，犘＜０．０５，具有

相关性，且与 ＨＤＬＣ、ＬＤＬＣ呈负相关，与ＴＣ无相关性。

３　讨　　论

高脂血症的发病率在逐年提高，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健

康。研究认为脂质及其残片的形成侵入动脉壁，堆积在平滑肌

细胞、胶原和弹性纤维之间，引起平滑肌细胞增生，后者与来自

血液的单核细胞一起吞噬大量脂质成为泡沫细胞，脂蛋白降解

而释放出ＴＧ、胆固醇酯、ＴＣ和其他脂质，刺激纤维组织增生

形成粥样斑块［４］。

近来研究发现，血清ＦＦＡ作为脂肪代谢的一个中间产物，

其水平的升高与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多种代谢疾病均有密切

的关系［５］。ＦＦＡ升高增加了极低密度脂蛋白的合成，并加速

血管内脂肪沉积，导致血管粥样硬化［６］。研究认为ＦＦＡ与心

血管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７］。血清ＦＦＡ水平增高是导致线粒

体功能紊乱、诱导氧化应激的主要原因。高ＦＦＡ血症一方面

使机体活性氧增加，另一方面损伤机体抗氧化能力，二者协同

作用诱发机体氧化应激病理改变。在介导的内皮细胞损伤中

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８］。有报道高浓度ＦＦＡ引起内皮细胞

形态学发生变化、细胞皱缩、细胞间隙增大、细胞内乳酸脱氢酶

漏出增加，说明细胞膜受到损伤，内皮细胞通透性升高，这种损

伤有利于脂蛋白残粒渗透到内膜下，从而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

发生发展，乃至ＣＨＤ的发生
［９］。同时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

基础上出现心肌缺血，引起交感神经兴奋，通过β２受体作用使

体内脂肪组织分解，血中ＦＦＡ增高，心肌内的ＦＦＡ也随之升

高［１０］。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脂血症中年女性、中年和青年男性的

ＦＦＡ水平较其相应血脂正常组有明显升高，而高脂青年女性

与其血脂正常组之间的ＦＦＡ水平无明显差异，老年人群中差

异不显著。说明ＦＦＡ可以作为中年女性、中年和青年男性血

脂代谢紊乱和心血管疾病预测风险的监测指标。高脂血症组

ＦＦＡ与各项血脂指标的相关分析表明，ＦＦＡ与 ＴＧ、ＨＤＬＣ、

ＬＤＬＣ明显相关。ＦＦＡ与 ＨＤＬＣ呈负相关，由于 ＨＤＬＣ是

心血管疾病的保护性因子，提示ＦＦＡ的升高程度可能与心血

管疾病的风险相关。

本次研究进一步表明，血脂正常人群中的中、青年组的

ＦＦＡ水平要低于老年组。从表２分析可以得到高脂血症组和

血脂正常组之间青年女性的ＦＦＡ水平无明显差异，并且在所

有的高脂血症人群中，青年女性的ＦＦＡ水平最低。以上结果

与曹明艳等［１１］的报道相符。可能与４５岁前女性分泌正常浓

度雌激素，而绝经期雌激素分泌量减少有关。

综上所述，ＦＦＡ在不同年龄、性别高脂血症人群中分布明

显不同，其升高程度与血脂代谢关系密切，是新的反应血脂代

谢和ＣＨＤ危险因素的敏感指标。对于青、中年男性和中年女

性的高脂血症人群检测血ＦＦＡ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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