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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 100 例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病例进行 1∶1 配对病例对照研究。单因素分析显示:

人均饮食月开支,喜食肥肉、奶类,甜食, 肥胖, 高血压和家族史共 7 个因素与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

病显著相关。对上述因素进行条件 log 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肥胖、喜食肥肉、家族史是非胰岛素

依赖型糖尿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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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1∶1 mat ched case-contro l study w as conducted to investig ate the r isk fa cto r s for

N IDDM in 1995. A tot al of 100 pair s of case and contr ols matched on sex , age and hopit al of

admission. Biv ariate analy sis rev ealed 7 facto rs significantly asso ciated with NIDDM. Conditional

log istic r egr ession analy sis showed that 3 of the 7 fect or s: obesity , g rea sy and family histor y of

diabetes were risk facto rs for NIDDM. That might play impor tant ro les in the etio lo gy of N IDD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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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是由多种因素联合作用而引起的

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其不仅严重影响患者

健康, 甚至会危及生命。1993年南京市糖尿

病患病率已达到 22. 34‰〔1〕, 而非胰岛素依

赖型糖尿病( NIDDM )占糖尿病病人 90%以

上〔2〕。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平均寿命的

延长以及糖尿病检测手段的改进,其患病率

正逐年上升
〔3〕
。

研究对象及方法

　　一、研究对象:病例为 1989～1995年在

南昌市 4 所综合性医院确诊的 NIDDM 病

人,并按 WHO 对 NIDDM 诊断标准进行核

实,共100例。对照从同一医院的矫形外科或

患者的邻居中(排除糖尿病史及其他内分泌

病史)选择。配对条件: 同性别、年龄相差不超

过 5岁,同地区居住年限相似。采用 1∶1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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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经济状况、

生活习惯、饮食嗜好、运动以及肥胖、高血压、

家族史等 16项。其中,肥胖以BM I判定。男

性以 BM I > 25, 20～25, < 20划分为肥胖,

正常, 消瘦; 女性以 BMI > 24, 19～24, < 19

划分为肥胖,正常,消瘦。

三、调查方法:按统一制定的方案和调查

表由经培训的调查人员对病例和对照进行询

问,并认真填写表格。

四、资料分析:用配对 V2 检验及趋势性

V 2
检验对资料进行单因素分析。在单因素分

析的基础上, 用条件 log ist ic 回归模型进行

多因素分析。采用似然比检验法, A取 0. 05。

结　　果

　　一、一般情况:本次调查对象共 100 对,

其中男性 57对,女性 43对,性别比为 1. 3∶

1。病例组平均年龄 57. 42±9. 29岁,对照组

平均年龄 57. 36±9. 05岁。两组差异无显著

性( t= 1. 15, P> 0. 05) , 文化程度两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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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2= 2. 34, P> 0. 05)。故两组对象具有可比

性。

二、单因素分析: 在 16 个因素中, 与

NIDDM 有明显联系的因素有: 肥胖、家族

史、常食肥肉、奶类、甜食、高血压、人均饮食

月开支等 7项(表 1)。而吸烟、饮酒、喜食谷

类、蔬菜、面食、蛋类、水果和运动等 9项因

素,单因素分析未见与N IDDM有联系。
表 1　NIDDM 有关因素单因素分析结果

　因　素 P值 OR 95% CI
X 1　饮食人均月开支 < 0. 05 2. 07 1. 13～3. 99

X 2　吸　烟 > 0. 05

X 3　饮　酒 > 0. 05

X 4　谷　类 -

X 5　蔬　菜 > 0. 05

X 6　面　食 > 0. 05

X 7　肥　肉 < 0. 01 2. 57 1. 42～4. 66

X 8　蛋　类 > 0. 05

X 9　奶　类 < 0. 01 5. 00 1. 48～16. 88

X 10　水　果 > 0. 05

X 11　甜　食 < 0. 01 2. 05 1. 20～3. 51

X 12　职业活动 > 0. 05

X 13　休闲活动 > 0. 05

X 14　肥　胖 < 0. 001 7. 33 3. 54～15. 71

X 15　高血压 < 0. 001 3. 78 1. 85～7. 70

X 16　家族史 < 0. 01 6. 33 2. 04～19. 63

　　对 NIDDM 与 BMI 作趋势性 V 2检验,

结果表明 NIDDM 与 BM I 存在剂量反应关

系。男性: V2= 10. 93, P< 0. 05; 女性: V2 =

25. 12, P< 0. 01。无论男女, BM I 越大,其患

NIDDM 的危险性越高。

三、多因素分析:最终选入回归方程的因

素依次是:肥胖、喜食肥肉、家族史(见表 2)。

高血压、高人均饮食月开支、喜食奶类、甜食

未能入选回归方程。
表 2　入选因素及其有关参数估计值

因素 B SE ( B) ST D( B) OR( 95% CI)

肥胖1 2. 0473 0. 4175 4. 9039 7. 69( 3. 45～16. 67)
喜食肥肉2 0. 8097 0. 3959 2. 0452 2. 27( 1. 03～ 5. 00)

家族史3 1. 9413 0. 5172 3. 7535 6. 97( 2. 53～19. 10)

　　P 1< 0. 001, P 2< 0. 05, P3< 0. 05

讨　　论

　　1. 调查结果提示肥胖是 NIDDM 的重要

危险因素( OR= 7. 69)。据北京市城乡中老年

人糖尿病现况调查结果: 体重指数 BMI 与患

病率呈正相关〔4〕。本研究也发现 BM I 与

NIDDM存在正剂量反应关系。无论男女, 随

着 BMI 增高,其发生 NIDDM 的危险性亦增

大。

2. 对饮食因素的调查发现,喜食肥肉与

NIDDM 显著相关( OR= 2. 27) , 国内亦有报

道〔5〕。经常进食过多高脂肪食物易出现外源

性高甘油三酯血症, 而高甘油三酯血症被认

为是 NIDDM 的独立危险因素
〔6〕
。本次调查

还发现常食奶类及甜食与 NIDDM 有关, 提

示奶类及甜食对 NIDDM 的发生可能起一定

促进作用。

3. 家族史与 NIDDM 有联系 ( OR =

6. 97)。有资料表明, 有家族史者糖尿病患病

率为无家族史的 3倍〔4〕。单卵双生儿NIDDM

一致率为 83%, 双卵双生儿NIDDM一致率

为 40% ,单卵一致率明显高于双卵
〔7〕
。从双

生儿的调查和糖尿病家族聚集性的研究均证

明遗传因素在 NIDDM 发病中占有重要地

位。因此,对有家族史者应作为NIDDM高危

人群加强监测。

4. 本研究未发现运动与 N IDDM 存在联

系。可能由于对照多为病例的邻居或同事,其

生活环境和工作性质相近, 从而削弱了运动

对 NIDDM 的作用。因此, 运 动是否与

NIDDM有关, 还需作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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