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江门市公务员高尿酸血症流行病学调查

曾仲麟"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新会医院检验科!广东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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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江门市公务员高尿酸血症的发病情况及其相关因素分析&方法
!

收集南方医科大学附属

新会医院
$'"'

年
#6:'

人的体检资料!将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血尿酸平均值及高尿酸血症检出率进行统计分

析&结果
!

血尿酸平均值男性组为"

#8"%9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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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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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尿酸血症检出率男

性
#"%:7

!女性
"#%67

&结论
!

江门市公务员高尿酸血症检出率较高!必须加强健康教育&

"关键词#

!

高尿酸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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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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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酸为嘌呤代谢的最终产物#主要由细胞代谢分解的核酸

和其他嘌呤类化合物以及食物中的嘌呤分解产生+尿酸生成

增多或排泄减少均可使尿酸聚集在体内#发生高尿酸血症或痛

风+高尿酸血症是痛风的生化特征#其主要危害是引起关节肿

胀,疼痛,肾结石和间质性肾炎等#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

因子#原发性高尿酸血症已成为代谓十综合征的重要因素之

一#越来越引起医学界的重视)

"

*

+为了解江门市公务员高尿酸

血症的现况#本研究对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参加体检的公务

员$职业包括干部,教师,警察等&进行了横断面调查#并对高尿

酸血症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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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

"$

月在南方医科大学附属

新会医院体检的公务员$职业包括干部,教师,警察等&

#6:'

人#男
"868

人#女
"69"

人%年龄
$'

"

9&

岁+排除糖尿病,肾

脏疾患+

$%/

!

方法
!

血清尿酸测定采用尿激酶
,

过氧化物酶耦联法#试

剂盒由罗氏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提供#用罗氏
F3E?

/

KC1''

B

AH+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测定#仪器每日分析前均做严格

的定标和质控#并定时对仪器进行相关保养#生化分析仪状态

良好+

$%'

!

统计学方法
!

各年龄段男女血清尿酸值的比较采用
9

检

验#男女各年龄段之间血清尿酸值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

!

结
!!

果

/%$

!

不同性别的血清尿酸比较
!

见表
"

+采用两独立样本
9

检验的方法进行比较#得
9a#9%996

+因此可以认为男性和女

性血清尿酸浓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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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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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血清尿酸浓度

性别 样本 尿酸浓度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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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差 标准误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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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的血清尿酸比较
!

见表
$

+采用多样本方差

分析的方法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总的来看各年龄组血清尿酸

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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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1'

"

18

岁两

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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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血清尿酸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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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尿酸血症检出情况
!

#6:'

人中检出高尿酸血症
9:8

人#总检出率为
$#%"7

#其中男性检出率
#"%:7

#女性检出率

"#%67

#不同年龄,性别高尿酸血症检出率结果见表
#

+男性

组中以
1'

"

18

岁年龄段检出率最高#与其他年龄段$除大于或

等于
6'

岁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女性组
&'

岁以上高尿酸血症检出率明显高于
18

岁以下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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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组血清尿酸浓度

年龄$岁&

,

尿酸浓度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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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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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高尿酸血症是由于嘌呤代谢异常#血尿酸生成过多或排泄

减少#导致血尿酸水平升高的一种疾病+影响尿酸的因素较

多#包括年龄,性别,地区,种族,遗传,环境,饮食及饮酒等)

$

*

+

本组与内陆地区尿酸水平比较)

#,1

*

#男性平均水平比重庆和北

京分别高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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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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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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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平均水平与重庆持

平,比北京高出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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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流行病研究表明#

高尿酸血症患病率逐年增高#且逐渐呈年轻化趋势#这与人民

生活水平提高,高蛋白质,高嘌呤饮食增加有关#同时与不良生

活习惯有密切关联#尤其是公务员#由于工作关系#常进高嘌呤

饮食,饮酒#易引起高尿酸血症+本文资料表明#男性
1'

"

18

岁年龄段的血尿酸水平和高尿酸血症检出率高于其他年龄段#

与这一年龄段男性在外就餐机会多,进食高嘌呤食物及饮酒较

多有关%男性在
:'

岁以后尿酸水平并没有随年龄增高而上升#

反而低于青壮年组#可能是由于退休以后的生活习惯改变#较

少进食高嘌呤食物,较少饮酒,较多锻炼等#由此说明健康生活

方式有利于降低尿酸水平+女性的血尿酸值随着年龄增高而

升高#特别是
&'

岁以后#这可能与女性绝经后体内雌激素水平

下降有关#雌激素有促进尿酸排泄的作用#雌激素水平下降#尿

酸排出减少#血尿酸浓度相应增高+另外#还可能与年龄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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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8

卷第
"'

期
!

5CLW?>!AF3

!

WC

D

$'"$

!

Y=A%8

!

Z=%"'



其肾功能逐步减退有关+高尿酸血症已成为影响人们健康的

不容忽视的因素#应引起相关部门和广大医务工作者的高度重

视+作者建议!对高尿酸血症的高患病率的原因的探索应做进

一步深入研究%对高尿血症患者应进行跟踪监测#以了解患者

血尿酸的动态水平%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广大群众的健康宣教工

作#鼓励其定期健康体检,调整饮食结构,改变不良生活方式#

可望有效控制血尿酸升高和痛风发作+

鉴于本研究是基于对江门市部分公务员的血尿酸浓度的

横断面调查#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所筛选的危险因

素有待于前瞻性研究加以阐明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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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飞蓟素联合前列地尔治疗乙型肝炎疗效观察

杨芳智!曾宪岚!向
!

莉"重庆市永川区中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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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研究水飞蓟素联合前列地尔治疗乙型肝炎的疗效&方法
!

将乙型肝炎
6$

例随机分为两组!治

疗组
#9

例!予以水飞蓟素片
9'4

/

口服!每天
#

次!注射用前列地尔
"''

!

/

加入生理盐水
$&'45

静脉滴注!每天
"

次!疗程
$

个月$对照组
#1

例!使用一般保肝药物硫普罗宁及联苯双酯治疗!疗程
$

个月&两组均使用长效干扰素

抗病毒治疗!疗程结束后两组均停药后继续观察
:

个月&结果
!

治疗组在治疗前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门冬氨酸

氨基转移酶'

-

,

谷氨酰转移酶及总胆红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

Q(Y,VZ)

转阴'乙型肝炎病毒
?

抗原

"

Q(?)

/

%转阴'

Q(?)

/

(抗
,Q(?

转换率均比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结论
!

水飞蓟素和前列地尔

联合运用具有明显的保肝'降酶'退黄'利胆等作用及一定的增强抗病毒疗效&

"关键词#

!

乙型肝炎$

!

水飞蓟素$

!

前列地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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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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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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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飞蓟素是从植物水飞蓟种子中提取的黄酮类化合物#具

有保肝,降酶,退黄作用#口服水飞蓟素对各类肝病均有较好的

疗效#是一种安全,稳定,有效的保肝药物+前列地尔属于天然

前列腺素类物资#可抑制有害细胞因子的释放#抑制活性氧的

产生#从而抑制过强的免疫损伤反应#且具有较强的解除毛细

血管及胆管痉挛#增加肝脏血流量#改善肝脏微循环#从而具有

退黄,利胆作用+

$''6

年
8

月至
$'"'

年
8

月#本院使用水飞蓟

素联合前列地尔治疗了
#9

例乙型肝炎#同期使用硫普罗宁及

联苯双酯作为对照#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6

年
8

月至
$'"'

年
8

月本院门诊和

住院的乙型肝炎患者共
6$

例#其中住院
#1

例#门诊
#9

例%轻

度
$$

例#中度
&'

例+随机分成两组!治疗组
#9

例#年龄
"9

"

&6

岁#平均
##%:&

岁%对照组
#1

例#年龄
"6

"

&9

岁#平均
#1%$"

岁+所有患者病程均为
"

年以上#肝功能异常#乙型肝炎病毒

?

抗原$

Q(?)

/

&,抗
,Q(?

及
Q(Y,VZ)

阳性#排除其他病毒感

染及合并其他慢性疾病+两组患者在肝功能各项指标及两对

半指标具有均衡可比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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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方法
!

治疗组予以水飞蓟素片
9'4

/

口服#每天
#

次#注射用前列地尔
"''

!

/

加入生理盐水
$&'45

静脉滴注#

每天
"

次#疗程
$

个月%对照组给予一般保肝治疗#硫普罗宁

'%$

/

静脉滴注#

"

次"天#同时服用联苯双脂片
$&4

/

#

#

次"

天#疗程
$

个月+两组均使用长效干扰素
"9'

!

/

皮下注射#

"

次"周#疗程结束后两组均停药后继续观察
:

个月+所有病例

试验前未用抗病毒药物,免疫调节药物及降酶药物+

$%'

!

检测指标及疗效判定

$%'%$

!

肝功能
!

包括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5<

&,天门冬氨酸

氨基转移酶$

)O<

&,

-

,

谷氨酰转移酶$

XX<

&和总胆红素

$

<(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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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疗效判定
!

各组中以肝功能基本正常,

Q(?)

/

转阴,

症状显著好转或消失称为有效+

$%1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9

检验比较其差异#转阴率比较采用

'

$ 检验+

/

!

结
!!

果

/%$

!

两组肝功能变化
!

治疗组和对照组在治疗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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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治疗前后
)5<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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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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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治疗前后
)5<

和

<(F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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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疗
"

"

$

个月后和

停药
:

个月后与对照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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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型肝炎病毒标志变化
!

治疗
"$

个月后
9

例$

$"%'&7

&

Q(?)

/

转阴#其中
1

例出现
Q(?)

/+

抗
,Q(?

转换#治疗结束

后
:

个月随访时
6

例$

"9%1$7

&

Q(?)

/

转阴#其中
#

例出现

Q(?)

/+

抗
,Q(?

转换+但对照组治疗
$

个月时和疗程结束

后半年随访检查
Q(?)

/

转阴率分别为
9%9$7

$

#

"

#1

&和

9%9$7

$

#

"

#1

&#治疗组
Q(?)

/

转阴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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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疗效
!

两组治疗结束后#恶心,呕吐症状均消失#但

乏力,纳气,腹胀,黄疸及肝区疼痛的症状#治疗组明显优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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