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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平原移居人群在高原习服过程中出现红细胞"

\60

%和血脂的变化及其相关性&方法
!

选择进入西藏阿

里地区工作
&

年的汉族男性教师
7)

例!分别于进入高原前和返回平原后
$I

内采血!检测血常规和血脂水平&结果
!

返回平原

初!研究对象的
\60

'三酰甘油"

3!

%'总胆固醇"

0̂ U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T"A0

%水平升高!其中
\60

'

3!

有显著升高"

H

&

)()&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T̂"A0

%显著降低"

H

&

)()&

%$返回平原后!

\60

与
3!

'

0̂ U

呈正相关"分别为
#̀ )(7=

!

H

&

)()&

和

#̀ )($=

!

H

&

)()9

%&结论
!

高原低氧环境是导致平原人群进入高原环境后
\60

和血脂指标改变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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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人群进入高原环境后#由于大气压降低#氧分压下降#

机体供氧不足#可以导致血液中红细胞$

\60

&和血红蛋白

$

N̂

&代偿性增多#以增加机体携氧能力#实验室检测结果表现

为
\60

'

N̂

'红细胞压积$

0̂3

&等明显增加#且随着海拔高度

的增高#缺氧程度加重#

\60

和血红蛋白增多更加明显*平原

人群进入高原地区后除了
\60

系统的改变外#有文献报道高

原
\60

增多症患者出现血脂代谢的紊乱(

&

)

*本研究选择
7)

例进入高原环境$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县查布乡#平均海拔

9)))-

&工作
&

年的健康平原汉族男性教师分别于进入高原

前和返回平原后
$I

内#检测
\60

及三酰甘油$

3!

&'总胆固醇

$

0̂ U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T"A0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T̂"A0

&*通过统计学相关性分析#探讨高原环境对
\60

与

血脂指标的影响及两者间的联系*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择进入西藏阿里地区工作
&

年的男性教师

7)

例#进藏前体检排除心'脑血管疾病及其他慢性病'传染病#

年龄$

$$(:;]=(:'

&岁*本研究经西藏民族大学医学伦理委员

会批准#所有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后进行检测*

A(B

!

方法
!

分别于进藏前和返回平原后
$I

内在陕西省咸阳

市采血#采血前
$I

低脂饮食#晨起后空腹静脉采血*血常规

检测!静脉采血
'-"

于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ZT31A_

'

&真空抗

凝管$山东成武华博公司生产&内#充分混匀#在
'G

内完成检

测*使用仪器为日本希斯美康公司
*

+

,-./h3A&;))?

型五分

类血细胞分析仪及配套试剂*血脂检测!静脉采血
9-"

于真

空促凝管$山东成武华博公司生产&#

$2f

水浴箱放置
$)-?@

后离心#取血清使用东芝
361A&')4\

生化仪及宁波美康生化

试剂检测#检测于
'G

内完成*血常规和血脂检测前均使用质

控品进行室内质控#结果均在控*

A(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计量资料以
M]C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采用
#.ME,B@

相

关性分析#以
H

&

)()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进藏前和返回平原初
\60

与血脂指标的比较
!

返回平

原初
\60

'

3!

'

0̂ U

'

"T"A0

值较进藏前有升高#其中
\60

和

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而
T̂"A0

较进藏前有所降

低#其中
T̂"A0

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见表
&

*

B(B

!

\60

与血脂指标相关性分析
!

返回平原初
\60

与
3!

'

0̂ U

呈正相关$分别为
#`)(7=

#

H

&

)()&

和
#`)($=

#

H

&

)()9

&%与
"T"A0

呈正相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9

&%与

T̂"A0

呈负相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9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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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高原前和返回平原初血液指标比较#

M]C

$

组别
,

\60

$

j&)

&'

"

"

&

3!

$

--BD

"

"

&

0̂ U

$

--BD

"

"

&

T̂"A0

$

--BD

"

"

&

"T"A0

$

--BD

"

"

&

进藏前
7) 9():])(7= &(92])($7 7(79])(=: &(&2])(&7 '(=)])($2

返回平原初
7) 9(9$])(7= &(:$])(79 7(2&])(92 &(&)])(&' '(=7])(':

: 7('; 7()7 &(;7 '(7) )(97

H )()))& )()))& )()2 )()&;2 )(9:'

表
'

!!

返回平原初
\60

与血脂指标相关性分析

统计值
3! 0̂ U T̂" "T"

# )(7= )($= <)(== )('2

H )())$ )()'' )(=;2 )():$

C

!

讨
!!

论

!!

平原人群初进高原环境后#机体会因需要习服高原环境而

出现的一系列生理性改变#包括血流动力学及多个组织器官围

绕缺氧而发生的内环境改变#机体通过这些改变来适应高原低

氧环境(

'

)

*其中最明显的改变就是
\60

'

N̂

'

0̂3

代偿性增

多#

\60

和
N̂

增多可以增强携氧能力#摄取更多的氧为机体

利用(

$

)

*除
\60

等血液学指标外#血脂指标的改变也是习服

高原环境常见的改变*但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高原环境对血

脂指标的改变结论不一#这可能与研究对象进入高原环境的时

间'海拔及研究对象的年龄'饮食'生活方式等有关*袁振才

等(

7

)研究结果发现#在高原环境工作的铁路工人血清
0̂ U

水

平升高#血清
T̂"A0

呈下降趋势*血清
3!

'

"T"A0

水平则

略有升高*李素芝等(

9

)研究发现#长期暴露于海拔
79))-

以

上的平原移居者血脂指标除
T̂"A0

明显降低外其余均明显

升高*青格乐图等(

&

)研究发现#与正常人群相比#高原
\60

增

多症人群
3!

'

"T"A0

水平明显升高#

T̂"A0

水平明显降低*

崔建华等(

=

)研究发现#平原移居高原人群血脂主要表现为

0̂ U

增高'

3!

'

T̂"A0

降低*高芬等(

2

)研究发现#与平原组

相比#急进高原组
3!

'

0̂ U

和
"T"A0

有轻度升高#

T̂"A0

有

轻度降低%与平原组相比#久居高原组
3!

'

0̂ U

和
"T"A0

有

明显升高#

T̂"A0

几乎无差异*而刘燕等(

;

)研究发现#驻高原

地区男性官兵随着海拔的升高#血脂指标呈现出下降趋势*

本研究发现#与进入高原环境前比较#进入高原环境工作

&

年的平原汉族男性人群返回平原初期血脂指标中
3!

'

0̂ U

'

"T"A0

有升高#其中
3!

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9

&#

T̂"A0

则有明显降低*这与文献(

7A9

#

2

)研究的部分

结果较为接近#与文献(

=

#

;

)报道中
3!

明显降低不一致*大

多数临床观察发现#在适应高原环境的过程中#血脂的改变是

明显的*但是#目前对平原人群在高原习服过程中出现血脂指

标异常的报道较多#而对其改变的机制基础研究较少*本研究

通过统计学分析发现#在高原适应过程中#

\60

的升高与血脂

指标的改变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其中与
3!

'

0̂ U

呈正相关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9

&#与
"T"A0

呈正相关#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H

$

)()9

&#与
T̂"A0

呈负相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H

$

)()9

&*因为高原习服引起
\60

的升高主要是由于高原

缺氧所致#因此认为应从高原低氧环境这个出发点来进一步研

究血脂指标改变机制*有研究表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

气综合征患者会伴有间歇性低氧血症#而长时间的低氧血症可

使体内儿茶酚胺分泌增多#交感神经周期性兴奋#使血脂升

高(

:

)

*国内类似的报道显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

征患者血清
0̂ U

'

3!

'

"T"A0

明显高于对照组#

T̂"A0

明显

低于对照组(

&)

)

*文献(

&&

)中指出#由高原返回平原近
9

年的

观察组脂肪酸结合蛋白$

416#

&均值高于对照组#且
416#

与

高原居留时间呈正相关#与返回平原后的时间呈负相关*提示

了低氧对血脂指标的改变是有显著影响的*除了高原低氧环

境外#作者认为研究对象血脂的改变还与高原移居地点当地的

饮食'生活及工作性质有关*经调查了解#本校进驻阿里地区

工作的教职工在当地的食物组成中蔬菜'纤维素等摄入量远低

于平原环境#而奶制品'肉类等食品则高于平原环境*日常工

作中#体力劳动也相对较少#这与上述文献中报道的研究对象

多为驻扎高原环境的战士或者高原修筑铁路的工人不同#他们

的日常体力活动量也明显高于本文中的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高原低氧环境是导致平原人群进入高原环境后

\60

和血脂指标改变的根本原因*血脂指标的改变还与日常

活动量'饮食习惯等密切相关*还需要对缺氧影响血脂指标的

机制进行深入的基础性研究#从而完善对平原人群高原习服机

制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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