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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忻州地区居民血脂
,

项参考范围的建立

冯志伟!瞿幸华!吴志刚"解放军第五一七医院检验科!山西岢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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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并建立忻州地区不同年龄人群血脂
,

项的参考范围!规范本地区高脂血症的诊断标准!为

研究本地区高脂血症&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帮助$方法
!

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解

放军第五一七医院检查的
..%.

例健康人群的血清三酰甘油"

&S

#&总胆固醇"

&P

#进行测定!并分别按性别和年龄

分组!对各组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计算参考值范围$结果
!

本地人群血清
&S

和
&P

平均值分别为
"1$0

HH59

%

N

和
.1,$HH59

%

N

!且女性平均值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男性血清
&S

和
&P

水平随着年

龄的增长而增高!然而在
/#

岁以后会出现下降'女性血清
&S

和
&P

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一直增高$结论
!

不

同地区人群的血脂水平也不尽相同!各地区&实验室应建立本地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的血脂参考范围!以供临床

对检验结果的诊断价值作出正确判断$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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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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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异常是导致冠心病-心肌梗死-动脉粥样硬化的高度

危险因素之一#同时也是促进高血压-糖耐量异常-糖尿病的一

项重要危险因素)因此血脂测定广泛应用于心血管病的流行

病学与临床诊断#目的是对上述疾病发生的危险程度进行评

估)然而血脂水平会受性别-年龄及各地区地理环境-饮食结

构-气候条件差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各地报道的血脂正

常范围也不尽相同)为了解并建立本地区血脂参考范围#本文

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本院检查的
..%.

例健康人

群血清三酰甘油$

&S

%-总胆固醇$

&P

%的检测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本院检查的人

群中#选取血糖-肝肾功能-血清蛋白及心肌酶谱均无异常的

..%.

例进行血脂检测#其中男
,!"0

例#女
"0!!

例(受试者分

别按年龄分为小于
,#

岁-

,#

!

$0

岁-

.#

!

!0

岁及大于或等于

/#

岁组#男-女各
.

组)

$1/

!

仪器与试剂
!

日立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S

-

&P

测

定试剂-校准液及质控血清均为北京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产品)

$1'

!

测定方法
!

检测者禁食
",<

以上#次日清晨静脉采血#

分离血清进行检测#按照中华医学会检验学会推荐的方法#

&S

采用甘油磷酸氧化酶
4

过氧化物酶
4.4

氨基安替比林和酚法测

定(

&P

采用胆固醇氧化酶
4

过氧化物酶
4.4

氨基安替比林和酚

法测定)检测前先做室内质控#保证质控品测定结果均在靶值

范围内)

$11

!

统计学方法
!

..%.

例调查样本先按男-女分组统计各项

指标#计算均数和标准差#同时进行男-女之间差异比较(再按

小于
,#

岁-

,#

!

$0

岁-

.#

!

!0

岁及大于或等于
/#

岁组进行统

计#计算各项指标的均数和标准差(然后对不同性别的同年龄

组和同性别的相邻年龄组之间进行比较#各均数间差异显著性

采用
?

检验进行分析)采用
-c"10/B

进行估算
0!2

的正常参

考范围)

/

!

结
!!

果

/1$

!

本地人群不同性别及总的血脂水平测定结果
!

见表
"

)

本地人群血清
&S

和
&P

平均值分别为
"1$0HH59

"

N

和
.1,$

HH59

"

N

)其中男性血清
&S

和
&P

平均值分别为
"1$%

HH59

"

N

和
.1"%HH59

"

N

(女性血清
&S

和
&P

平均值分别为

"1."HH59

"

N

和
.1,0HH59

"

N

)女性血清
&S

和
&P

平均值均

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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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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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本地人群血脂水平测定结果及正常参考范围&

HH59

*

N

'

项目 性别
&

参考范围
-c":0/>

-

>

&S

男
,!"0 #1#-

!

,1// "1$% #1//

女
"0!! #1"-

!

,1/. "1." #1/$

总
..%. #1",

!

,1// "1$0 #1/!

&P

男
,!"0 ,1!/

!

!1%- .1"% #1-,

女
"0!! ,1%,

!

!1-/ .1,0 #1-#

总
..%. ,1/.

!

!1-, .1,$ #1-"

/1/

!

本地人群不同年龄组血脂水平测定结果
!

见表
,

)男性

血清
&S

和
&P

水平随年龄的增加而增高#然而在
/#

岁以后

会出现下降(而女性血清
&S

和
&P

水平随年龄的增加一直增

高#在
/#

岁以后仍无下降趋势)此外在
.#

岁以前#男性血清

&S

和
&P

水平要高于女性#而
.#

岁以后女性血清
&S

和
&P

水平均高于男性)

表
,

!

本地人群不同年龄组血脂水平测定结果及

!!!

参考范围&

HH59

*

N

'

项目 性别 年龄$岁%

&

参考范围
-c":0/>

-

>

&S

男
"

,# /! #1",

!

,1## "1#/ #1.-

,#

!

$0 "#0$ #1#$

!

,1%$ "1$-

$

#1/0

.#

!

!0 --/ #1#-

!

,1-, "1./

$

#1%#

&

/# .%! #1,/

!

,1"-

"1,,

$

#1.0

女
"

,# $$ #1$!

!

"1!% #10/ #1$"

,#

!

$0 !#% #1#/

!

,1./ "1,/

$#

#1/"

.#

!

!0 0/0 #1,/

!

,1/- "1.%

$

#1/,

&

/# ../ #1,$

!

,1%%

"1!#

#

#1/!

&P

男
"

,# /! ,1,.

!

!1#, $1/$ #1%"

,#

!

$0 "#0$ ,1/0

!

!1%" .1,#

$

#1%%

.#

!

!0 --/ ,1!%

!

!10! .1,/ #1-/

&

/# .%! ,1.!

!

!1/$

.1#.

$

#1-"

女
"

,# $$ ,1"/

!

!1#! $1/" #1%.

,#

!

$0 !#% ,1/,

!

!1/# .1""

$#

#1%/

.#

!

!0 0/0 ,1%-

!

!10, .1$!

$#

#1-#

&

/# ../ ,1-,

!

/1##

.1."

#

#1-"

!!

注!与上一年龄组相比#

$

!

"

#1#!

(与男性同年龄组相比#

#

!

"

#1#!

)

/1'

!

本地人群血脂
,

项参考范围的确定
!

按照
-c":0/>

的

方法进行测算
0!2

的参考范围#本地人群总体血清
&S

和
&P

正常参考范围分别为
#1#-

!

,1//HH59

"

N

和
,1/.

!

!1-,

HH59

"

N

)其中男性血清
&S

和
&P

正常参考范围分别为

#1",

!

,1//HH59

"

N

和
,1!/

!

!1%-HH59

"

N

#女性
&S

和
&P

正常参考范围分别为
#1"-

!

,1/.HH59

"

N

和
,1%,

!

!1-/

HH59

"

N

)

'

!

讨
!!

论

血液中所含脂类物质统称为血脂#包括
&S

-

&P

-胆固醇

酯-磷脂及游离脂肪酸等#是人体内的重要营养物质)外源性

和内源性脂类物质都通过血液循环运转于各组织之间#因此血

脂含量可以反映体内脂类代谢的情况)由于血液中
&S

和
&P

水平的异常与冠心病-心肌梗死-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的发生

有关#因此这
,

项是血脂测定的重点项目)

目前
&S

和
&P

的测定方法都已标准化*

"

+

#但作为衡量被

检标本的正常参考范围#却因为受各地区地理环境-生活习惯-

气候条件差异及人群年龄-性别等多种因素影响#一直没有一

个统一的标准)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曾经组织国内专家

于
"00%

年制定了我国0血脂异常防治建议1#建议采用其中的

血脂水平异常的划分标准!血清
&P

水平在
!1,#HH59

"

N

$

,##

H

@

"

=N

%以下为合适范围#在
!1,$

!

!1/0HH59

"

N

$

,#"

!

,"0

H

@

"

=N

%时为边缘升高#高于
!1%,HH59

"

N

$

,,#H

@

"

=N

%时为升

高(

&S

的正常水平为小于
"1%#HH59

"

N

$

"!#H

@

"

=N

%#高于

"1%#HH59

"

N

$

"!#H

@

"

=N

%为升高*

,

+

)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

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群血脂水平也呈上升

趋势#这个标准也无法满足临床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筛查和诊

治#因此建立地区性的血脂参考值范围显得特别重要)

通过对本文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后发现#本地居民在
/#

岁

以前血清
&S

和
&P

水平随年龄的增加而增高(然而在
/#

岁

以后男性血清
&S

和
&P

会出现下降趋势#而女性血清
&S

和

&P

水平则继续随年龄的增加而增高)此外在
.#

岁以前#男性

血清
&S

和
&P

水平要高于女性#这可能是因为
.#

岁以前男

性较女性生活压力大#生活饮食不规律#吸烟-喝酒的比例和频

率也高于女性(而
.#

岁以后男性由于保健意识增强#饮食习惯

改善等原因血脂水平上升变缓甚至降低#而女性可能由于更年

期体内雌激素分泌水平降低引起向心性肥胖及运动减少等原

因造成血清
&S

和
&P

水平持续上升并超过男性水平)此外#

本地居民血清中
&S

和
&P

总的参考范围上限分别为
,1//

HH59

"

N

和
!1-,HH59

"

N

#均高于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制

定的
"1%#HH59

"

N

和
!1%#HH59

"

N

)

&S

和
&P

的平均值分别

为
"1$0HH59

"

N

和
.1,$HH59

"

N

#与文献*

$4-

+报道的几个地

区相比较#

&S

水平较青海同仁地区$

"1"-HH59

"

N

%-甘肃临夏

地区汉族$

"1$$HH59

"

N

%-海南海口市$

"1#"HH59

"

N

%和安徽

巢湖市$

#1!0HH59

"

N

%居民的
&S

水平高#而比贵州黔西南州

$

,1,-HH59

"

N

%和河南商丘市$

"10$HH59

"

N

%居民的
&S

水平

低(

&P

水平较甘肃临夏地区汉族$

$1"-HH59

"

N

%-安徽巢湖市

$

.1",HH59

"

N

%居民的
&P

水平高#而比海南海口市$

.1.-

HH59

"

N

%-青海同仁地区$

.10,HH59

"

N

%-河南商丘市$

!1.%

HH59

"

N

%和贵州黔西南州$

.1--HH59

"

N

%居民的
&P

水平低#

这也反映了血脂水平的地区差异)

本调查结果在限制了地域的基础上还考虑了性别和年龄

的因素#建立了本地区居民的血脂水平的参考范围#为临床医

生在评估血脂水平对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危险因素诊断并进一

步规范本地区人群高脂血症的诊断标准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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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对
!#

例细菌感染和
.$

例非细菌感染
$-

例严重感染者

治疗后
P_

结果
!

见表
,

)

.$

例患者在确诊为细菌感染性疾

病后经
"

周左右抗生素治疗#病情逐渐好转#

P_

也逐渐升高

至与健康对照组的
P_

值接近(而非细菌感染性疾病患者经
"

周左右治疗#病情逐渐好转#

P_

变化不大#与健康对照组的值

相近(严重感染疾病患者治疗后#

,0

例病情逐渐好转#

P_

也逐

渐降低而趋于健康对照组的值#其中
0

例病情加重#

P_

一直

在升高)

表
,

!

$

组患者在明确诊断后经治疗后的
P_

结果&

(

*

N

'

组别
&

第
"

天 第
,

天 第
$

天 第
!

天 第
%

天 第
-

天

+

组
!# !.1$c$#1% /!1$c,-1. %$1,c,/1, -.1$c,%1% "#/1$c$"1$ ""#1$c$%1!

[

组
.$ "#,1!c,!1. "#!1.c,/1- "#$10c$"1! "#01-c$#1! "".1/c,01- ""!1,c$!1/

P

组
$- "-01$c!/1- "%/1%c!,1. "/"1-c!#1. "!!1.c.01- "!"10c./1- ".,1!c$01%

'

!

讨
!!

论

P_

是一种能量转换酶#主要存在于心肌-骨骼肌-脑组织

和小肠组织等线粒体中#健康人血清中含量较少)本研究所选

择的样本中均排除了肝-心-脑-骨骼肌疾病#特异性高#因此健

康人在无心肌-骨骼肌等损伤的情况下#血清中
P_

含量相对

恒定)从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当机体受到细菌感染时其
h[P

-

中性粒细胞-

P'*

会升高#用其作为感染的诊断指标早已被公

认)本研究发现#

P_

在不同感染类型及不同感染程度中会有

所不同)本研究还发现#

P_

会随着机体受到细菌感染而降

低#它与非细菌感染组和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1#!

%)就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细菌感染性疾病患者中中

性白细胞增多或被激活而释放出白细胞酶类$弹性硬蛋白酶和

组织蛋白酶
S

%和次氯酸#使
P_

灭活并降解#导致
P_

活性降

低)感染性患者
P_

降低还可能是因为一些组织因子因炎性

反应而释放出来#使
P_

结构受到修饰而迅速变性#分解代谢

加快#导致活性显著降低*

$4.

+

)非细菌感染患者中性白细胞不

增多或变化不明显#因此
P_

灭活与降解不多#从而变化大)

因此#

P_

的变化也为鉴别细菌与非细菌感染提供了依据)

严重感染组的
h[P

-中性粒细胞-

P'*

-

P_

与非细菌感染

组和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细菌感

染组和非细菌感染组
P_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

与文献*

!

+报道一致)本文分析认为#健康人机体平滑肌线粒

体中
P_

含量丰富#且分量较少而大量存在于细胞质中)当发

生严重感染时细胞缺氧-酸中毒而造成细胞线粒体功能不全#

三磷酸腺苷合成下降#细胞肿胀#细胞通性增高(细胞能量供应

不足#导致蛋白合成与分解失衡#影响生物合成和修复#使细胞

膜通透性不可逆性增加#以致酶大量释放入血液#是造成
P_

升高的主要原因#同时感染患者因毒素作用可致肌肉破坏#大

量的
P_

会释放入血液中*

/4%

+

)

以上研究还发现#抗生素在细菌感染与严重感染时经治疗

后#病情好转患者
P_

可逐渐趋于正常#一旦有预后不良时#其

血清
P_

将持续在较异常水平)因此#动态观察其血清
P_

水

平#有助于及时发现病情的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进行有效

的干预#对改善患者的预后有积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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