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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与海拔高度对甘孜藏族自治州地

区贫血发生率有显著影响&女性贫血人数明显高于男性!随着海拔高度增加!贫血人数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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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血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是最常见的临床症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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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目前全世界贫血人口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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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占

世界人口的
%&̂

*

!

+

(而高原地区由于其特定的环境条件#贫

血发生率较高#严重危害高原居民的身体健康#因此#对高原居

民贫血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具有实际意义(甘孜藏族自治州位

于四川省西部#青藏高原东南边#全州管辖
!>

个县市#地域分

布广阔#平均海拔在
%'&&

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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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民生活在

农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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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理环境恶劣)经济条件发展落后)文化信仰

和饮食结构单一等原因#当地居民常患有营养不良性贫血#且

患贫血的比例较高#患病程度重(为进一步了解甘孜藏族自治

州高原地区居民贫血患病现状#本文通过回顾性分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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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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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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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到本院就诊并确诊为贫血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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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析不同海拔高度)性别)年龄段在甘孜藏族自治州高

原居民贫血患病分布情况#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防治贫血的干

预措施#为甘孜藏族自治州不同海拔高原地区农牧贫血患病情

况提供可靠依据#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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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

本院住院治疗且被诊断为贫血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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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血常规报告中红细胞)血红

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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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同时收集患者的性别)年龄)住址等资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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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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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国际血液标准委员会推荐的氰化高铁

血红蛋白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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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仪器为迈瑞血液细胞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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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所有试剂及质控品均来自迈瑞公司原装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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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血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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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血诊断标准的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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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贫血的诊断标准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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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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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数据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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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建立数据库#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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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录入法(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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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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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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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者贫血程度分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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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贫血患者人数明显高于男性#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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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和女性贫血患者贫血程度为重

度以上人数均高于中度贫血和轻度贫血人数#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

表
!

!!

男#女性贫血者贫血程度分布结果'

,

$

^

&(

性别 极重度 重度 中度 轻度 合计

女
!(

$

!#>

&

"@(

$

%>#!

&

%!"

$

(&#(

&

!'"

$

!@#$

&

$$"

$

>&#$

&

男
$

$

%#>

&

@&

$

(>#9

&

'>

$

%!#(

&

%&

$

!9#"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B#B

!

甘孜藏族自治州高原地区不同年龄段贫血者贫血程度分

布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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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藏族自治州高原地区不同海拔高度贫血者贫血程度

分布人数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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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海拔高度之间贫血分布特点也很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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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贫血人数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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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贫血

人数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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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拔升高#男性和女性的贫血人数和

贫血程度都有升高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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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血起病缓慢#不易被发现#尤其是轻度贫血(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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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指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育龄期妇女贫血患

病率所占比率分别为
!&#%̂

和
("#%̂

#成年男子的贫血患病

率分别为
(#%̂

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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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贫血是一种全球性患

病率高且长期存在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当前人们最为关注的

公共卫生问题之一(高原地区由于其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贫

血的发生有其特有的特点#即患病率高且贫血程度重#这与本

文调查结果一致(

本次调查的
@'$

例贫血患者来自甘孜藏族自治州#并且大

多数患者是因合并其他疾病后才到医院就诊(调查结果显示#

极重度贫血和重度贫血患者所占比例达到
("#%̂

#提示甘孜

藏族自治州高原地区贫血患者患病程度重#这与高原地区的气

候环境)文化信仰及当地居民的单一膳食结构有关*

9

+

(大多农

牧区同胞对蔬菜)水果和含高蛋白动植物摄入偏低#减少了维

生素的补充#增加了营养不良的患病概率(女性贫血人数明显

高于男性#这可能与女性的生理期失血有关*

$

+

(同时女性还受

妊娠)哺乳)体内激素及农牧地区膳食结构简单等因素影响(

有报道称#女性在生理期时缺乏叶酸和维生素
0

#容易出现贫

血*

>

+

%许多研究结果表明#育龄期妇女贫血#不仅体力)耐力)劳

动力下降#若不及时处理#对妊娠还会造成有害的影响#比如早

产)低出生体质量和胎儿病死率增加等*

@

+

(有研究表明#适当

增加蛋白质)维生素
6

和铁的摄入量能有效预防贫血*

!&

+

(由

于女性贫血患病发病率高#所受影响因素多#后果严重#大家应

当加强成年女性的健康教育#提高自我保健意识及就医意识#

重视膳食结构与科学营养饮食习惯(

本研究结果显示#

!>

$

"$

岁年龄段贫血人数最多#比例为

"!#9̂

$

"&$

"

@'$

&#

%$

岁或
%$

岁以下贫血人数所占比例为

(!#9̂

#这可能与青年人群的就医意识有所增加)文化程度有

所提高)具有一定的自我保健意识有关(但是仍然还有较多生

活在偏远农牧场的少数民族同胞文化程度低)营养状况较差#

贫血率高)贫血程度重#缺乏科学的营养知识#就医意识不强(

由于地理及自然环境条件的限制#农牧民同胞们到医疗卫生条

件相对较好的县级)州级医疗单位看一次病#做一次健康体检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应引起卫生行政部门

重视(

根据以上调查分析的情况#建议有关医疗机构单位应加强

对高原居民尤其是较偏远牧区的农牧民同胞的健康教育预防

保健宣传#提高自我预防)及时就医的意识(由于贫血多和营

养状况密切相关#建议对贫血高发人群制订合理的膳食计划#

可以建议在食物中适当增加蛋)奶)肉等高动物蛋白#增加铁的

摄入量#多吃新鲜蔬菜水果#补充肌体所需维生素
6

#促进铁吸

收(积极开展医疗下乡活动#帮助生活在高原地区的农牧群众

改善目前较差的营养状况(同时应定期行血常规检查#及早发

现贫血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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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

#

&#&'

&#和上述研究相符(但有研究表明#处理后前

向运动精子总数小于
!#&[!&

9 是影响受精率的高危因素*

!!

+

(

7Z*

精子优化的过程可以去除死精子)活动力差的精子)凝集

精子及红)白细胞#还可去除可能存在的炎性细胞和抗精子抗

体等杂质及对受精有害的成分#降低精液黏稠度#优选出活力

好)形态正常的精子(此外在培养液的孵育过程中能够促进精

子获能#引起精子各项参数指标恢复#从而提高受精能力(优

化后的精子活率对预测
7Z*

受精率的价值更大#而优化前精

子活力对于妊娠结局的预测是有限的*

!"

+

(

精子正常形态与其功能密切相关是反映精子质量的重要

参数之一(精子形态在
7Z*

中对胚胎质量及妊娠结局的预测

价值目前尚存在争议(正常形态精子率)头部畸形精子率)中

段畸形精子率及尾部畸形精子率与胚胎质量间均无显著相关

性差异#精子形态与胚胎质量无相关性*

'

+

(回顾性分析提示#

正常精子形态率与常规
7Z*

的受精率有关#与卵裂率)临床妊

娠率)种植率)流产率等无相关性*

9

+

(也有相似研究发现#精子

形态主要影响
7Z*

的受精率#而对妊娠率和流产率均无显著

性影响#对
7Z*

妊娠结局无预测作用*

!%

+

(本研究中临床妊娠

组和未妊娠组处理前精子正常形态百分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也提示了精子形态可能对
7Z*

妊娠结局的预测价

值不大(有研究按照
g8<

.人类精液及精子
,

宫颈黏液相互

作用实验室检验手册/正常精子形态百分比按小于
!'̂

和大

于或等于
!'̂

进行分组#精子形态对
7Z*

的受精率)卵裂率)

优质胚胎率和妊娠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胚胎植入率和

临床妊娠率在上游后正常形态小于
!&̂

和大于或等于
!&̂

组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7Z*

精子经过上游处理后#可以

优选出活力好)形态正常的精子(同样#优化后的正常精子形

态率对妊娠结局的预测价值更大#而优化前正常精子形态率的

预测价值是有限的(这些结论差异可能是由于研究对象的选

取)形态评判标准及染色方法不同等原因造成的(因此#单纯

以精子形态对临床结局的预测价值是有限的(

综上所述#本研究从精液常规方面分析了精子质量参数与

7Z*

临床结局的关系(不同妊娠结局处理前精液参数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胚胎质量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可能的原因是精

液优化后显著改善了处理前精液质量#同时对于优化后精液达

不到加精要求$

Oa?

级
![!&

(

"卵&#那么助孕方式也改为
76,

:7

(精液优化及助孕方式的改变#限制了处理前精液参数对

7Z*

的影响#因此仅凭精液参数对
7Z*

的临床妊娠结局的预

测价值比较有限(此外#在精液常规完全正常的情况下#仍然

有部分患者受精低下甚至完全不受精(受精失败与卵母细胞

质量也紧密相关#仅凭精子参数还不能完全预测受精结局)胚

胎质量及临床妊娠结局(因此#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针对精子

功能检测的方法#能够提前预测可能出现的受精障碍#从而选

择更合适的助孕方法(

参考文献

*

!

+

YECJB5

#

eEPSOD

M

)

#

0OROBOJ4

#

FIOR#/JFBK

-

EGIOD3FEN

3EK

-

LIFG,OCCBCIFPCFKFDODOR

M

CBCODPC

-

FGKNLD3IBEDIFC,

IBD

=

BDOD7Z*

-

GE

=

GOK

*

Y

+

#7DIY*FGIBR;FDE

-

OLCOR:ILP

#

!@@9

#

(!

$

!

&!

(9,'"#

*

"

+

)LTB3Q4:

#

<HFGCIGFFIYg

#

*O3IEG,2BIHOQ+

#

FIOR#:

-

FGK

KEG

-

JERE

=M

#

KEIBRBI

M

#

ODP3ED3FDIGOIBEDBDNFGIBRFODPBD,

NFGIBRFKFD

*

Y

+

#5.D

=

RY;FP

#

"&&!

#

%('

$

!@

&!

!%>>,!%@%#

*

%

+ 刘德一#朱伟杰#

0OQFG8)#

精子功能检测对选择
7Z*

或

76:7

治疗不育症的临床意义*

Y

+

#

生殖与避孕#

"&&(

#

"(

$

(

&!

!@%,!@@#

*

(

+ 高颖#程汉琴#耿育红#等
#

精液质量对移植胚胎发育质量

的影响*

Y

+

#

华中医学杂志#

"&&9

#

%&

$

9

&!

(>!,(>"#

*

'

+ 江莉#翟丹梅#袁华#等
#

体外受精
,

胚胎移植中精子形态

与胚胎质量的相关研究*

Y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

$

@

&!

!&%",!&%%#

*

9

+ 刘利敏#陈志云#余相#等
#

精子活力和形态对常规
7Z*,

./

胚胎质量的影响*

Y

+

#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

#

%'

$

!"

&!

!!,!"#

*

$

+

4ED

=

*2

#

:LDd+

#

:Ld6

#

FIOR#UFROIBEDCJB

-

?FISFFD

-

GE,

3FCCFPIEIORKEIBRFC

-

FGK3ELDIENJLC?ODPEGPEDEGCFKFD

ODP

-

GF

=

DOD3

M

ELI3EKFNERRESBD

=

BDIGOLIFGBDFBDCFKBDOIBED

*

Y

+

#:

M

CI0BERUF

-

GEP;FP

#

"&!!

#

'$

$

'

&!

"'!,"''#

*

>

+ 朱元#顾亦凡#卢光
#

常规
7Z*,./

中完全体外受精失

败发生的相关因素的探讨*

Y

+

#

生殖与避孕#

"&!%

#

%%

$

!

&!

"!,"'#

*

@

+ 马淑敏#郑连文#李付彪#等
#

男性不育症患者精液常规检

查$附
$%$

例报告&*

Y

+

#

吉林大学学报$医学版&#

"&&%

#

"@

$

%

&!

%'(,%'9#

*

!&

+张玫翔#鲍晓#熊玉晶#等
#

男性精液因素对体外受精妊娠

结局的影响*

Y

+

#

国际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杂志#

"&!(

#

%%

$

'

&!

%(",%((#

*

!!

+聂玉林#廖宏庆#周静#等
#

体外受精受精率与男方精子参

数的关系*

Y

+

#

中国男科学杂志#

"&!(

#

">

$

%

&!

">,%"#

*

!"

+王凤英#屈宗银#李玉艳#等
#

常规体外授精中正常受精率

患者的精液参数分析*

Y

+

#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

#

%!

$

"%

&!

"%$>,"%>&#

*

!%

+高洋#刘东云#张孝东#等
#

原发不育精子形态对常规体外

受精$

7Z*

&结局的影响*

Y

+

#

重庆医科大学学报#

"&!&

#

%'

$

@

&!

!("$,!("@#

*

!(

+王贺#周亮#石敏#等
#

不育男性精子形态与体外受精妊娠

结局的相关性研究*

Y

+

#

中国男科学杂志#

"&!"

#

"9

$

!

&!

"%,

"9#

*

!'

+周莹莹#潘伯臣#何丽霞#等
#

上游处理前后正常形态精子

百分率与体外受精
,

胚胎移植结局的关系*

Y

+

#

中华男科

学杂志#

"&!"

#

!>

$

9

&!

'"$,'%&#

$收稿日期!

"&!9,&!,">

!

修回日期!

"&!9,&%,"%

&

$上接第
!'&(

页&

!!

OR#1DFKBOODPPFNB3BFD3BFCENNEROIFODPHBIOKBD09OGF

3EKKEDODPHOG

M

SBIJCFOCEDBD6JBDFCFSEKFDEN3JBRP,

?FOGBD

=

O

=

F

*

Y

+

#Y5LIG

#

"&&&

#

!%&

$

!!

&!

"$&%,"$!&#

*

$

+ 张元贤#唐兰#王小林#等
#

重庆成人居民贫血现状调查

*

Y

+

#

重庆医科大学学报#

"&!!

#

%9

$

%

&!

%>!,%>%#

*

>

+ 孟月生
#

我国两成居民存在贫血症状*

Y

+

#

养生大世界#

"&&$

#

!&

$

>

&!

(",(%#

*

@

+

gBGIJC g#:3JEER3OIFGBD

=

IFCICBDRB

=

JIENDLIGBIBEDOR

-

J

M

CBERE

=M

*

Y

+

#5LIG1?CIGUHF

#

!@$9

#

(9

$

!

&!

''(,'9!#

*

!&

+刘俊利
#

预防贫血的关键*

Y

+

#

山东食品科技#

"&&%

#

'

$

!"

&!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9,&",!%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9

年
9

月第
%$

卷第
!!

期
!

7DIY2O?;FP

!

YLDF"&!9

!

ZER#%$

!

5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