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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地区不同指标肥胖高中生高血压分布特点*

熊英环1，李美花1，崔兰2，方今女1

摘 要: 目的 分析吉林省延边地区不同指标肥胖汉族青少年高血压患病特点。方法 于 2008 － 2009 年在延边
地区安图县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 4 所学校高三汉族学生 1 785 人，于清晨空腹安静状态下测量全部学生身高、体
重、腰围( WC) 及血压，分别以体质指数( BMI) 和腰围作为评价肥胖的指标。结果 在 BMI 正常、超重和肥胖男生高
血压患病率分别为 18. 5%、39. 1%和 56. 0%，女生分别为 6. 7%、14. 3%和 33. 3%，不同体重男女生患病率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χ男

2 = 37. 8，χ女
2 = 17. 9，均 P ＜ 0. 00) ; 在腰围正常和异常男生中高血压患病率分别为 20. 8% 和 32. 2%，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χ2 = 5. 9，P ＜ 0. 01) ; 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超重和肥胖学生高血压患病危险性明显升高，其 OR 值分别
为 6. 008 和 2. 668; BMI 和 WC 均异常组、单纯 BMI 异常组及单纯 WC 异常组的高血压患病危险性( OR 值) 依次为
3. 586、2. 777 和 0. 500。结论 青少年 BMI 对血压升高的影响可能大于 WC，且具有计量反应关系; BMI 合并 WC 明
显升高高血压患病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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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alence of hypertension in Han adolescents with different indices of obesity in Yanbian area XIONG Ying-huan，
LI Mei-hua，CUI Lan，et al． Department of Preventive Medicine，Medical College of Yanbian University ( Yanji 133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revalence of hypertension among Han adooescents with different status of obesity
in Yanbian area of Jibin province． Methods By cluster random sampling，a total of 1 785 Han adolescents were selected
from four high schools in Antu county and height，weight，waist circumference( WC) ，and blood pressure of the abolescents
were measured． The body mass index( BMI) and WC were served as the indices of obesity． Results The detection rate of
hypertension in the boys with normal BMI，overweight，and obesity was 18. 5%，39. 1%，and 56. 0%，and that of in the girls
was 6. 7%，14. 3%，and 33. 3%，respectively． The prevalence of hypertension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long with the
increment of BMI( χboy

2 = 37. 8，χgirl
2 = 17. 9; all P ＜ 0. 00) ． The detection rate of hypertens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boys with abnormal WC( 32. 2% ) than that of in the boys with normal WC( 20. 8%，P ＜ 0. 05) ．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showed that the risk of hypertension in the overweight or obesity adolescents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with the
odds ratio( OR) values of 6. 008 and 2. 668． The value of OR was 3. 586 in the abolescents with abnormal BMI and abnor-
mal WC，and that was 2. 777 in the abolescents with abnormal BMI and normal WC，and 0. 500 in the abolescents with
abnormal WC． 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reased BMI has a stronger effect on the imcrease of blood pressure
than WC，and there is a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hypertension and BMI． Abnormal BMI combined with abnormal
WC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risk of hyper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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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指数( body mass index，BMI) 和腰围( waist circum-
ference，WC) 是常用的评价肥胖程度的指标，前者是反映机

体全身肥胖程度的整体型肥胖指标，而后者是衡量脂肪在腹

部蓄积程度的最简单、实用的腹型肥胖指标。BMI 和 WC 在

临床实践中的意义、2 种指标联合作用与高血压风险等问题

目前尚不完全清晰，是许多学者关注的热点〔1 － 2〕。本研究于

2008 － 2009 年对吉林省延边地区高中生进行肥胖流行病学

调查，探讨本地区青少年 BMI 和 WC 与高血压的关联性，为

有效识别高危个体、控制青少年肥胖和高血压防治提供科学

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延边地区安图县 4 所高

中 1 785 名汉族学生，年龄为 18 ～ 20 岁。其中，男生 828 人，

占 46. 4%，女生 957 人，占 53. 6%。所有研究对象均对调查

内容知情同意。
1. 2 方法 ( 1) 问卷调查: 采用自行设计的肥胖流行病学调

查表，由学生自行填写。内容主要包括人口学特征、饮食习

惯、家庭和社会环境因素等; ( 2) 体格检查: 全部受检者在清

晨空腹安静状态下进行体格测量，由同一检查者统一仪器完

成测量。主要测量血压、身高、体重、腰围等。连续测量 2 次

血压，取 2 次血压测量的平均值作为此次分析用血压值。高

血压的判定依据 2007 年最新颁布的《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

指南》中的诊断标准〔3〕，即收缩压 /舒张压≥130 /85 mm Hg( 1
mm Hg = 0. 133 kPa) 定义为高血压。体质指数( BMI) = 体重

( kg) /身高2 ( m2 ) 。肥胖判定标准〔4 － 5〕: 18. 5 ＜ BMI ＜ 24 为正

常，24. 0 ～ 27. 9 为超重，≥28. 0 为肥胖; 以腰围男性≥85 cm、
女性≥80 cm 为腹型肥胖。
1. 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3. 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以 珋x ± s 表示，组间各指标均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

验; 计数资料组间各指标异常率比较采用 χ2 检验; 高血压与

不同指标肥胖间相关性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
2 结 果

2. 1 体格测量情况 男、女生身高的平均值分别为( 173. 6 ±
5. 3) 及( 161. 1 ± 5. 0) cm ; 体重分别为( 64. 1 ± 9. 6) 及( 5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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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kg; BMI 分别为( 21. 2 ± 2. 9) 及( 20. 5 ± 2. 6) kg /m2 ; 腰围

分别为( 72. 3 ± 9. 6) 及( 66. 4 ± 8. 4) cm ; 男女生以上指标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t = 51. 956，t = 26. 778，t = 5. 935，t = 13. 777，

均 P ＜ 0. 01) 。男、女生收缩压、舒张压平均值分别为( 115. 6 ±
10. 0) 、( 75. 9 ±6. 8) 及( 107. 2 ±10. 0) 、( 71. 8 ± 6. 9) mm Hg，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 =17. 615，t =12. 566，均 P ＜0. 01) 。
2. 2 不同指标肥胖及高血压检出情况 本地区汉族男女生

超重检出率分别为 11. 1% ( 92 /828 ) 和 7. 2% ( 69 /957 ) ( χ2 =
8. 233，P ＜ 0. 01) ，肥胖检出率分别为 3. 0% ( 25 /828) 和 1. 6%
( 15 /957) ( χ2 = 4. 272，P ＜ 0. 05 ) ，超重及肥胖检出率分别为

14. 1% ( 117 /828) 和 8. 8% ( 84 /957) ( χ2 = 12. 730，P ＜ 0. 01) ;

腹型肥胖检出率男女生分别为 10. 5% ( 87 /828) 和 7. 7% ( 74 /
95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4. 165，P ＜ 0. 05) ; 高血压检出

率男女生分别为 22. 0% ( 182 /828) 和 7. 7% ( 74 /957) ，男生明

显高于女生( χ2 = 73. 359，P ＜ 0. 01) 。
2. 3 不同指标肥胖人群高血压患病情况( 表 1) 不论男生

和女生，随着 BMI 水平的增高，高血压患病率呈升高趋势，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P ＜ 0. 01) 。以 WC 作为标准诊断腹型

肥胖，只有男生肥胖组高血压患病率明显高于正常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表 1 不同指标肥胖学生高血压检出情况

性别 指标 调查人数 高血压例数 检出率( % ) χ2 值 P 值

男生 BMI( kg /m2)

＜ 24. 0 711 132 18. 6 37. 486 0. 000
24. 0 ～ 92 36 39. 1
≥28. 0 25 14 56. 0
WC( cm)

男 ＜ 85、女 ＜ 80 741 154 20. 8 5. 902 0. 015
男≥85、女≥80 87 28 32. 2

女生 BMI( kg /m2)

＜ 24. 0 873 59 6. 8 19. 361 0. 000
24. 0 ～ 69 10 14. 5
≥28. 0 15 5 33. 3
WC( cm)

男 ＜ 85、女 ＜ 80 883 66 7. 5 1. 065 0. 302
男≥85、女≥80 74 8 10. 8

2. 4 BMI 合并腹型肥胖对高血压患病的影响( 表 2) 不论

男生和女生，高血压患病率在 BMI 和 WC 均异常组中高于任

何一种肥胖异常组合; 单纯 BMI 异常组的高血压患病率明显

高于单纯 WC 异常组。

表 2 不同 BMI 合并 WC 学生高血压患病率

BMI 合并 WC 分组 调查人数 高血压例数 检出率( % ) χ2 值 P 值 OR 值 95% CI

男生

BMI 和 WC 均正常 679 128 18． 9 1． 000

BMI 正常及 WC 异常 32 4 12． 5 0． 800 0． 371 0． 615 0． 212 ～ 1． 784

BMI 异常及 WC 正常 62 26 41． 9 16． 959 0． 000 3． 109 1． 812 ～ 5． 334

BMI 和 WC 均异常 55 24 43． 6 17． 343 0． 000 3． 333 1． 891 ～ 5． 873

女生

BMI 和 WC 均正常 827 58 7． 0 1． 000

BMI 正常及 WC 异常 46 1 2． 2 1． 435 0． 231 0． 295 0． 040 ～ 2． 176

BMI 异常及 WC 正常 56 8 14． 3 3． 825 0． 051 2． 210 0． 998 ～ 4． 892

BMI 和 WC 均异常 28 7 25． 0 10． 565 0． 001 4． 420 1． 804 ～ 10． 828

2. 5 高血压患病与不同指标肥胖间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表

3) 以高血压为因变量，性别( 男生 = 1，女生 = 2 ) 、BMI( ≥
28. 0 = 2，24. 0 ～ 27. 9 = 1，＜ 24. 0 = 0) 、WC ( 男≥85 及女≥80
= 1，男 ＜ 85 及女 ＜ 80 = 0) 作为自变量逐步进行 Logistic 多因

素回归分析，选择 α = 0. 05 为进入模型的标准，α = 0. 10 为剔

除模型的标准。结果 BMI 和性别是高血压的主要影响因素，

而且 BMI 对高血压的影响具有计量反应关系。
3 讨 论

有研究表明，整体型肥胖和中心型肥胖均对血压上升有

影响，但其对血压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6 － 7〕。儿童青少年

BMI 的高低与血压水平密切相关〔8 － 9〕，且随着 BMI 水平增

加，高血压的发病率呈升高趋势。常索英等〔10〕研究表明，男

生 BMI 正常、超重及肥胖组高血压检出率为 1. 57%、4. 19%
及 9. 89%，女生分别为 0. 86%、2. 24%及 4. 59%，本次调查结

果显示，男生 BMI 正常、超重及肥胖组高血压检出率分别为

18. 5%、39. 1% 及 56. 0%，女 生 分 别 为 6. 7%、14. 3% 及

33. 3%，且均随 BMI 水平呈明显升高趋势。另有调查显示，

超重者和肥胖者发生高血压的相对危险性分别为体重正常组

的 1. 97 和 5. 76 倍〔11 － 12〕。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其发生高血压

的相对危险性男生分别为体重正常组的2. 28和5. 58倍，女

表 3 高血压患病与不同指标肥胖间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因 素 β S珋x Waldχ2 值 P 值 OR 值 95% CI

男生

BMI( ＜ 24． 0) 33． 582 0． 000 1． 000
BMI( 24． 0 ～ ) 1． 037 0． 234 19． 562 0． 000 2． 282 1． 781 ～ 4． 464
BMI( ≥28． 0) 1． 720 0． 414 17． 229 0． 000 5． 583 2． 479 ～ 12． 574

女生

BMI( ＜ 24． 0) 15． 797 0． 000 1． 000
BMI( 24． 0 ～ ) 0． 849 0． 368 5． 340 0． 021 2． 338 1． 138 ～ 4． 806
BMI( ≥28． 0) 1． 931 0． 564 11． 722 0． 001 6． 898 2． 284 ～ 20． 839

合计

性别 － 1． 162 0． 149 60． 518 0． 000 0． 313 0． 233 ～ 0． 419
BMI( ＜ 24． 0) 48． 663 0． 000 1． 000
BMI( 24． 0 ～ ) 0． 982 0． 196 25． 036 0． 000 2． 668 1． 817 ～ 3． 920
BMI( ≥28． 0) 1． 793 0． 338 28． 134 0． 000 6． 008 3． 097 ～ 11． 654

BMI 合并 WC

性别 － 1． 155 0． 149 59． 776 0． 000 0． 315 0． 235 ～ 0． 422
BMI 和 WC 均正常 46． 416 0． 000 1． 000
BMI 正常及 WC 异常 － 0． 693 0． 474 2． 143 0． 143 0． 500 0． 198 ～ 1． 265
BMI 异常及 WC 正常 1． 021 0． 224 20． 712 0． 000 2． 777 1． 789 ～ 4． 310
BMI 和 WC 均异常 1． 277 0． 247 26． 649 0． 000 3． 586 2． 208 ～ 5．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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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分别为 2. 34 和 6. 90 倍。WC 作为标准诊断腹型肥胖在表

示代谢性健康风险方面要比 BMI 更为有效〔13〕。本调查显

示，只有男生腹型肥胖组高血压患病率明显高于正常组，而女

生则无关联，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由此可见，不同指标肥

胖对高血压的影响因地区或不同特征人群而异。有研究显

示，BMI 合并 WC 明显增加高血压的患病风险〔14 － 15〕。本次

调查表明，BMI 合并 WC 明显升高高血压患病危险性，与上

述研究结果一致。建议对超重和肥胖者同时伴有腹部肥胖应

加强重视和干预的强度。
本地区青少年超重及肥胖是高血压病的高危因素。肥胖

与高血压病均严重危害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因此，应积极防

治青少年的超重与肥胖，发现血压异常应及时治疗，以开展成

年期心血管疾病的早期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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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与分析】

军校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调查*

张玲1，伍亚舟2，李媛1，谢莎丽1，石凯1

摘 要: 目的 了解某军校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现况，为军校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选取某军校 1 022 名在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48. 24% 的大学生喜欢吃甜食，33. 27%
偏食，29. 06%认为超重，23. 39%不遵守交通规则; 64. 58%的大学生感觉压力大，57. 24% 常感到孤独，34. 25% 担心某
事而失眠; 98. 73%的大学生使用互联网，29. 84 % 上网时间超过自己的预想，19. 18% 参加过类似打牌的娱乐性活动。
结论 军校大学生的健康危险行为不容忽视，加强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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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tatus of health-related behaviors in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o
provide evidences for establishing appropriate interventions． Methods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adopted．
Totally 1 022 students from a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for a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About 48. 24%
of the students liked sweetmeat． The ratio of students with preference for some food was 33. 27%，and 29. 06% of the
students believed they were overweight． Among the students，23. 39% violated traffic rules when crossing the street． There
were 64. 58% of the students reporting the feel of pressure or hopeless and 57. 24% reporting loneliness． There were
34. 25% of the students having insomnia because of worrying about some events，98. 73% using internet，29. 84% spend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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