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堡煎堑堑芏垂直!!!!至!旦蔓垫鲞璺!塑壁些』垦匹41坐型：墅鲍坠堕!螋!!!巫：垫：盟!：! -833

·现场调查

早初潮对青春晚期及中年期肥胖的远期影响

米杰 陈芳芳王友发程红侯冬青赵小元

【摘要】 目的 分析女性初镧年龄(MA)对青春晚期(LP)和中年期(ML)肥胖的远期影响。

方法 以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代谢综合征(B(：AMs)研究样本中16～18岁女性(2035人)为LP研究人

群．以“官内发育与成人疾病”队列人群中41～52岁女性(479人)为ML研究人群。以体重指数

(BMI)和腰围身高比(wHtR)评价肥胖和中心性肥胖；以LP、ML各自MA的P25和P'5将两人群分别

划分为早冲、晚初潮组；分别以中国学龄儿童和中国成年人BMI标准作为两人群超重和肥胖的诊断

标准，以wHtR≥0．5定义中心性肥胖；多元线性回归和lo出tic回归分析MA与BMI和wHtR相关关

系。以及早初潮预测LP和ML肥胖的比值比(o剐。结果LP和ML人群的肥胖率、中心性肥胖率

均随初潮年龄提前而上升(x2趋势检验，P值均<0 001)；初潮年龄每提前1岁，LP和ML女性的

BMl分别增加0．58 kg／m2和o 35 k—m2，腰围分别增加1．1咖和0．6锄；与晚初期者相比，早初潮者

在LP和ML发生肥胖的DR值分别是8．740(95％cJ：3，653—20，911)和2．498(1，145～5 453)．中

心性肥胖的oR值分别是14．280(3．223～63 267)和15，604(1．821～133．679)。结论 月经初潮相

对鞍早的女性在LP和ML更趋向于发生肥胖，特别是中心性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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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显示，女性的月经初潮年龄与以后的

体重指数(BMI)密切相关⋯；经历早初潮的个体在

成年期容易发生肥胖”。1。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

疑，认为和初潮年龄相比，儿童期体重状态与成年期

肥胖程度之间的相关性更强，并认为这种相关性存

在种族问的差异“】。本研究前期的调查显示，青春

期性征发育与肥胖存在明显相关”1，本研究拟采用

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基于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代谢

综合征(BcAMs)研究中16～18岁学龄女生的现况

调查数据和“宫内发育与成人疾病”(“)AD)队列人

群中所有中年女性的追访调查数据，探讨早初潮对

女性青春晚期(1ate pubcrty，LP)和中年期(rnid-life，

ML)肥胖的远期作用。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研究样本分别来自两个研究项目：

①“初潮年龄(menarchcal龋e，MA)对青春晚期肥

胖作用”的研究对象来自2004年BCAMs研究项目

中16～18岁女生共计2070人“J，其中具备初潮和

身体测量数据者共计2035入(98．3％)，以此作为

LP女性人群；②“MA对中年期肥胖作用”的研究对

象来自FoAD队列人群中所有中年女性(481人)，

FOAD队列为1948—1954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出生

的活产单生子，1995—2001年期间参加临床体检和

问卷调查”1，选取其中具备完整初潮和身体测量数

据的479人(99．6％)作为ML女性人群。本研究项

目和实旌方案得到首都儿科研究所伦理委员会的批

准，所有调查对象均由本人或家长签署了知情同

意书。

2．研究内容与方法：

(1)BCAMs项目：①人体测量：身高、体重和腰

围(wc)，分别计算BMI=体重／身高(kg／ln2)和腰围

身高比(wHtR)=腰围／身高；◎青春期发育检测：

询问是否已经有月经，并让受试者回忆初潮年龄或

时间；依据Tanner 5分期法对乳房发育进行分期；

③问卷调查：一般人口学特征，每周零食、软饮料、洋

快餐摄入量、体育活动量、上学方式(步行或其他)、

每日睡眠时问等。

(2)FoAD项目：①人体测量：同BcAMs项目；

②问卷调查：月经初潮年龄、绝经史、吸烟和饮酒情

况、体力活动、体育锻炼等。

(3)初潮状况的定义和分组：BcAMS项目共调

查北京市9690名6～18岁学龄女生月经初潮状况，

采用现况法(status quo method)计算北京市女生初

潮年龄的第25百分位值(Pz，=11．1岁)和第75百

分位值(P，，=13．1岁)”】。FoAD研究采用回顾法

(cross—sectior血retrospective method)计算人群初潮

年龄的P25=13．O岁，B，=14．O岁。以上述各组

P2，、P，，为切点，结合个体回忆初潮年龄，将LP、ML

人群分别划分为“早初潮”、“中位初潮”和“晚初潮”

三组。

(4)肥胖定义：以BMI作为评价肥胖、wHtR作

为评价中心性肥胖的指标。分别采用“中国学龄儿

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体重指数值分类标准”和

《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与控制指南》诊断LP

和ML两人群的肥胖个体”’1“；以wHtR≥0．5诊断

两人群的中心性肥胖个体。

3．统计学分析：统计分析采用sPss 13．0软件

进行。计量数据以主±s表示，其组闻差异采用F

分析；各初潮年龄组间肥胖率的比较采用x2趋势检

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MA与LP和ML的

BMI、wc和wHtR的相关关系；非条件多因素

109jstic回归模型分析初潮状况与LP和ML的肥胖

联系。

结 果

1．研究对象基本特征：表1显示研究对象基本

特征。LP人群全部发生月经初潮，其中99．3％的女

生乳房发育达到1'aIlIlerⅣ期或V期，说明到16岁

时女性已基本发育成熟，可代表青春发育晚期女性

人群。LP和ML人群的肥胖率、中心性肥胖率均呈

现随初潮年龄提前而上升趋势(12趋势检验，P值

均<0．001)。

2．初潮年龄与LP、ML的BMI相关分折：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显示，随初潮年龄提前，LP和ML女

性BMI、wc和wHtR均显著增加，控制年龄、饮

食、运动、居住地(LP)、烟酒和绝经(ML)等因素后，

初潮年龄每提前1岁，LP和ML中年期BMl分别

增加0．58和0．35，wc分别增加1．1 cIll和0．6 cm

<表2)。

3。早初潮对肥胖的远期影响：进一步采用非条

件多因素109istic回归模型分析早初潮对LP和ML

肥胖状态的影响，将与肥胖相关的年龄、饮食、运动、

居住地(LP)、烟酒和绝经(ML)等因素作为协变量

同时进入方程．对初潮状况采用哑变量进行分析；以

晚初潮为参照组，结粜显示，早初潮者在LP和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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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1 LP和ML^群一般特征(j±，)

LP人群 ML^拜特征—百F—1磊鬲—百面孺—百鬲矿—耳F—iF——蘸丽—、面丽r1丽百—百
人敷(％)2035 76(3 7)10船(53 5) 卵1(42 8)479 1。9(22．8) 171(35 7) 199(4l 5)

年龄(岁) 17，1±0．7 16 8±O 7 17．1±0 7 17 2±0．7 46．5±2 2 46．5±2 3 46 3±2．0 46 7±2．2

乳房发育‘％r 2D20(99．3) 76(100．O) 1095f蚺7》s59《98．5>

绝经(％) 74(15．4) 2，(19 3) 20(1l 7) 33(16 6)

身高{廿n) 160，3±5 6 160．4±5 l 160．4±5 6 160．2±5．5 0 7'05 160 7±5 4仰8±5 7 161．1±s．1 160．9±5．5 0．15矿

体重(蛐 岛．5±9．1卵7±10 8 54 6±9．4 5l 8±8．1 0 O∞‘61．0±9 4舒．1±10 7 60 9±9 3 59 9±8 4 O 016‘

B~虹(蚓凹，) 20，8±3．3 22．5±4，3 21．2±3．4 20 2±2．9 0，0∞5 23 6±3．4 M'±3．9 23 4±3 2 23．1±3 l 0州
w“锄) 鹤5±7 4 72．1±8，8 凹．2±7 5 67．2±6， O，∞沪 78 6±9．2 鼬6±9．4 铝，O±9．7 78 O±8 4 0．02妒

wH匮 0．33±0．∞0．36±0．07 0 34±0．05 0 32±0．05 0．00旷O 38±O．∞0 39±O．06 0弼±0 05 0．37±O 05 0 0035

肥胖(％) 踟(3，9) lO(13．2) 54(5 0) 16(1 8) <0．00l‘ 52(10 9) 18(16．5) 20(11 7) 14(7 O) O 009‘

中心性肥胖(％) 25(1 2) 4(5 3) 17(1 6) 4(o 5) <o 00l‘ 12(2．5) 7(6 4) 4(2．3) l(o 5) o．!墼‘

讳：·乳房发育达到Tn眦fⅣ或V期{6F检验；‘f趋势检验

襄2 韧潮年龄与LP、ML期BMJ、wc、wHfR关系的

多元回归分析。

注：a各模型控制变量(协变量)：LP：模壅1——年龄、城乡居住

地；模型2——摸塑1+饮食(辕饮料、军食和洋快餐摄人量)、蓬动和

睡眠；ML：模型l——年龄、鲍经；模型2——模型1+饮酒、吸旭、体

力劳动和雄育艘炼

期发生肥胖的危险度(oR)分别是8，740(95％口：

3．653～20．9儿)和2．498(1．145～5．453)，而发生中

心性肥胖的危险性更高(LP：oR=14．280，95．)6凹：

3．223～63．267；ML：oR=15．604，95％[了：

1．821～133 679)；见表3。

讨 论

月经初潮年龄和第二性征的发育相比，对营养

和慢性感染性疾病等状况更敏感⋯1，本研究选取月

经初潮年龄作为评价青春期发育的指标，来衡量发

育早晚对生命不同时期肥胖结局的远期影响。研究

结果显示，初潮年龄与青春期以后的肥胖状态密切

相关，并独立于其他与肥胖相关的因素。柱对于晚

初潮者，早初潮者在LP和ML期发生肥胖的危险

性分别增加7．7倍和1，5倍，而发生中心性肥胖的风

险分别增加13．3倍和14．6情。这与国外相关研究结

果一致”’12M。wC和wHtR均是评价中心性肥胖

的指标，间接反映内脏脂肪聚集状况，已被证实是心

血管病和糖尿病的独立预测指标。wHtR计算简

单，研究显示wHtR≥0．5可有效预测糖尿病、高血

压的患病风险””，且具有在不同性别、种族、年龄、

身高人群间变异度小的优势，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

本研究对象来自LP和ML两个体型特征较大的人

群，故采用wHtR作为评价中心性肥胖的指标。研

究结果显示，WHtR和BMI的相关性很高(LP：r=

O．975：ML：r=0．972)．以wHtR为指标诊断的中

心性肥胖比以BMI为指标诊断的一般性肥胖标准

更严格，两者的一致率(勋≯弘值)LP人群为O．47，
ML人群为O．35，所有被诊断中心性肥胖的个体均

表现为一般性肥胖。

寰3 早初期与LP、ML肥胖关系的109isdc回归分析

时期 因变量 初潮状况a p 如矸k蹦妒值 P值
．oR值(95％口)一

LP 肥胖6 早初潮 2 168 0．445 23 727 <0 00l 8 740(3．653～20 911)

中心性肥胖6

ML 肥胖‘

中心性肥胖c

中位初潮 O．998 0 296 lI 396 O 001 2 713(1 520～4 842)

早初潮 2 659 0'舶 12．25B <O∞1 14．2舯‘3．223～63．267’

中位初濑 1，268 O．57l 4 932 O．026 3 553(1．16I～10．878)

早初潮 0 916 O 398 5 285 0 022 2 498(1 145—5 453)

中位初潮 0 491 0 382 l“8 0．199 1 634(0 772～3．457)

早初期 2 748 1．096 6 28s 0 012 15 604(1 821～133．679)

生丝垫塑 !：!塑 !：!!! !：!!! !：!!! !：!塑!!：!!!=!!：!!1 2

洼：。采用哑变量分析．以晚初潮组为参照组；6协变量：年龄、城乡居住地、戗食(软饮料、军岛和洋快餐摄^蛀)、运动和睡眠；‘协变量．

年龄、绝经、馈酒．吸烟、体力劳动和体育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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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早初潮者在其后的生命过程中更易发生肥

胖，其确切原因目前尚无法确定，但可能与以下几点

有关：一是在生长所需的能量得到满足以后，早熟者

比晚熟者更早地建立起一个正态的积极的能量平衡

系统(郎满足生长发育之所需)⋯，所以在摄入相同

能量后，早熟者更易于储存较多脂肪。该假说可能

更适合于解释早初潮对LP肥胖的近期影响作用，

而对于早初潮对ML肥胖远期作用的解释尚不够充

分；二是个体差异，早熟者的能量消耗少，因而体脂

作为能量的储存组织，蓄积就会相对较多；三是内分

泌因素影响发育以及体脂积累，早熟者雌激素水平

高，而导致体脂相对较多，有很多关于女性激素水平

随年龄变化的相关报道，但依据月经初潮年龄的差

异进行分析的研究还很罕见。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能

证明为什么月经初潮年龄和远期肥胖相关，对其可

能原因只是进行猜测，但本研究结果提示，月经初潮

年龄是一个很好的且独立于其他因素的预测远期相

对脂肪含量及肥胖的生物学标志。

本研究是对初潮发生数年后的健康状况进行比

较分析，而此间存在许多因素可能影响目前的健康

状况，以及这些因素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测量性，都可

能通过混杂作用影响本研究的结果，虽然我们将饮

食习惯和体育锻炼等因素作为协变量进行了控制，

但是这些因素只能反映研究对象在调查时点的情

况，与初潮发生后数年里各种影响研究对象目前体

重状态的因素相比微不足道。现在国际上的研究多

采用现况法计算月经初潮年龄，BcAMs研究月经

初潮年龄的确定采用的就是该方法，而F()AD研究

采用的是回顾法确定初潮年龄的百分位值，虽然可

能存在回忆误差，但也有报道称，回顾法在确定平均

初潮年龄时具备足够的准确性，与煎瞻法及现况法

所得结果相比差别很小，结果是可信的““”】。从人

类进化上看，性发育也伴随着生长发育加速而逐渐

早熟，女孩月经初潮的年龄也在逐渐提前，被称之为

“生长发育的长期趟势”““。本研究选取的作为LP

和ML期的两人群本身营养状态和发育状况就存在

差异，虽然均来自北京市，但初潮发生时间分别为

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末，Bcm江S人群初潮年

龄普遍早于F()AD人群，以此两研究人群相结合分

别代表生命的不同时期，并以此进行早初潮对LP

和ML两个不同时期肥胖的远期影响作用的比较

时，应注意其可比性。另外，本研究对象的第二部分

来源于1995～2001年建立的FoAD队列研究，该研

究对1948～1954年期间在北京协和医院出生、有详

细出生记录的人群进行追访，研究对象的选择受到

一定的限制，在当时医院分娩率较低的情况下，医院

分娩者主要来自社会和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60年

代对北京女性发育状况的研究显示⋯1，当时月经初

潮的平均年龄为14．5岁，而本研究为13．39岁，P。

和P7，分别为13．0和14 0岁，由于公认营养对发育有

影响，可能该479名女性的月经初潮年龄普遍早于

同时期其他女性，因此本研究选取的FoAD研究中

的479名女性不能代表同时期出生的所有人群，以

该479名女性的月经初潮回顾年龄的百分位值为界

值分早、中和晚初潮组，可能存在错分(将一部分早

初潮女性归人晚初潮组)，从这个角度可能低估了一

些月经初潮年龄对中年期肥胖的作用。同时，根据

一些研究报道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地位较高的人

群肥胖发生率相对较低，据此本研究可能低估了中

年期的肥胖率，综上所述，我们可能较大程度地低估

了早初潮对中年期肥胖的远期影响。

(感谢北京市及西城、朝阳、海淀、大兴、延庚、平谷瘴病预防控制

中心，东城区中小学保健所，30余所中、小学技，北京市教育姜员台、北

京市卫生局，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基础

部流行病学教研室，北京协和医院，英国MRc环境流行病学研究所，

北京市公安局户籍处以及本研究所有的受检对象的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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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惊恐障碍的现况调查

韩彦超栗克清崔剃军 江琴普崔泽孙秀丽高良会

惊恐障碍是精神科常见的急性焦虑障碍，我们于2004

年10月至2005年4月对河北省18岁以上人群进行了精神

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现将惊恐障碍的患病情况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调查样本为河北省18岁及以上人群共

24 000人，实际完成样本20 716人(86．32％)，失访3284人

(13，68％)。其中城市3304人(13．77％)，失访635人：农村

20 696人(86．2，％)，失访2649人。男性10 343人

(49．93％)，女性10 373人(50．07％)。

采用多阶段、整群、分层随机抽样方{击抽取11个地级城

市的4个作为框架区域，按照4个框架区域的总人口比例分

配24 000样本，共抽取城区12个，县(县级市2个)11个，居

委会28个、乡镇40个、村147个，覆盖框架总人口915．55

万，占河北省总人口13．59％。调查采用改编后的GHQ-12为

筛选工具，以DsM，Ⅳ．TR轴I障碍定式临床检查(scInⅣP)

病例版为诊断工具。以GHQ≥4及增加的8个高危因素阳

性者为高危人群，全部进行scIDI／P检查iGHQ总分为2或

3属于中危人群，研究每个位数为1～4者进行scl口I『P柱

查；GHQ总分为0或l属低危人群，研究号个位数为l者进

行scIⅡI／P检查。改编后的GHQ．12其为灵敏度98．28％，特

异度44．76％。对所有参与调查的医生、护士进行1个月墙

硼．调查中随机选择728人进行scID玎P重浏，诊断一致性照

好(勋p芦=0．88)。所获资料采用取人双重录入，在sPSs
11．O软件下进行统计分析。患病率通过患病人数在高、中、

低危人群中所占比例调整计算。

2，结果：

(1)患病率：完成调查的20 716人中，高危人群3462人

(16．71％)、中危人群1372人(6 62％)、低危人群15 s82人

(76 66％)，符合DsM—Iv惊恐障碍诊断者分别为49、4、2倒，

校正后患病睾为3，96‰‘“。其中男性16甥(1，547‰)。女性

39倒(6，27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Ⅳ=5．453，P<O．01)。

农村患者53例(4．43‰)，城市患者2倒(0，75‰)，差异亦有

统计学意义(q=2．S3，P<O．01)。

作者单位：071咖挥定，}盱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疾病控制-

(2)人口社会学因素109istic回归分析：以正常者15 117

人为对照，通过对12个社会人口学因素的109istIc回归分析

发现，影响惊恐障碍的危险因素有独居(0R=5．0)、农村

(oR=4 68)。保护性因素有男性(oR=O．39)、年龄30～39

岁(oR=0．32)。

(3)临床特点：55例患者平均年龄为49．22岁，常见症状

为心悸、。心跳强烈”、心率快53倒(96．36％，，其次是头晕、

坐立不稳、头脑昏晕或昏厥40饲(72．7％)、堵塞感39例

(70．9％)、呼吸急促或窒息感39铡(70．9％)、出汗35饲

(63，6％)。出现最少的是现实解体或人格解体17啻|I

(30．9％)、感觉异常23例(41．8％)、怕会立即死去25例

(45 5％)。

3．讨论：本次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惊恐障碍的患病率为

3．96‰，为河北省精神障碍的常见疾病⋯，高于浙江省报道

1．76‰”】。在55例患者中，平均年龄为49．22岁，高于

Hdljfidd等01报道的平均现病年龄(37．1萝)。研究发现农

村及独居均是惊恐障碍的危险西索。农村明显高于城市．两

者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本调查显示惊恐障碍患者独居者

较正常人群明显增高，认知假说认为独居的生活方式缺乏同

室人的关心和心理的支持，是惊恐障碍发作重要因素之一。

本羁查临床症状特点支持S忸rc嘶c等Ⅲ提出的把心动过逮、

心悸、呼吸急促、出汗、眩晕等作为惊恐发作的一级症状，把

感觉异常、寒战、人格解体和现实解体等作为二级症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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