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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力活动问卷中体力活动强度
对中老年人糖尿病患病率的影响

江朝强徐琳林大庆张维森刘斌林洁明 岳晓军靳雅丽GNeil Th伽as

·现场动司查·

【摘要】 目的采用国际体力活动问卷(IPAQ)评价广州市中老年人体力活动状况对糖尿病患病

率的影响。方法2006年11月至2007年9月从“广州牛物库队列研究”第i期招募研究对象中随机

选出1996名年龄≥50岁的广州市居民，进行包括详细的生活方式、疾病史等调查，以及身高、体重、腰

围、臀围和空腹IIIL糖及葡萄糖耐量等指标的测量和检测。采用IPAQ调查并评价受检者体力活动状

况。结果共1932名(96．8％)受试者接受IPAQ体力活动调查，其中体力活动活跃(60．o％)、充分(中

等，29．8％)和不足者(10．2％)糖尿病患病率分别为9．1％、12．0％和14．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在调整了年龄、性别、肥胖等多种潜在混杂因素之后，相对体力活动不足组，体力活动充分和活跃组患

糖尿病的0刚直分别为O．75(95％C，：0．46—1．26)和0．60(95％c，：O．38一O．97)，趋势分析尸=0．03。结论

经常性的适度体力活动有助予降低中老年人糖尿病患病风险。

【关键词】糖尿病；患病率；国际体力活动问卷；中老年人

E骶d of physical acti订t，，strength on the diabet鹳mellit璐prevalen∞in tlIe dderly under the

inne眦e of Intem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酷tionnaire ．，，A，vG(流∞-q缸增。，XU厶凡，MM死i而j，酱，
ZHANG Wei．sen．uU Bin。uN J记．ming，YUE X“m-jIⅡt，jlN Yd—li，G Nea ThoTTtn5．‘Gt‘o叽g；hou No．、2

月出pi￡of，G蛐n砌，蜉510620，China
c0，，espo以i增口u￡hor：LAM死i-矗i，lg，Sc^蒯矿P曲比胁础琥， 舶ng勋愕如眈巧渺． Email：

h脚lth@hl(1lcc．hku．hk
【Abstmct】 objec6ve 1’o examine tlle impact of Im锄ational Physical ActiVi够(扣estionnaire

(IPAQ)pb”icaJ actjvil)，intensjty on to the prevalence of diabetes mellims锄ong Chinese elderly．

Methods A total n啪ber of l 996 residents aged 50 or above Iiving in Guangzhou city、vere recmited

丘．om the phase 3 of the Guallgzhou Biobank Cohon study Info舯ation on physical activ时and协ting
plaSma glucose status was d州ved仔om standardized intenriews孤d laboratory勰says．R鼯ults Among

t}le panicipants who were classified as physically active(60．0％)，moderate active(29．8％)锄d inactivc

(10．2％)，the prcvalence ratcs of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were 9．1％，12．O％and 14．2％，respectivel y．ARer

adjus廿nent on age，sex，obes时and other potential confounding f．actors，data f．rom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showed that tlle odds mtios(95％confidence iIlteⅣa1)for diabetes on subjects in physically

moderate active锄d active group were O．75(O．46一1．26)a11d O．60(O．38一O．97)respectjvely wjtl】Jp fbf trend

勰O．03。when comp撕ng to those physically inactive ones．C蚰cl憾ion Promotion of physical activ时
might have had some e丘．ects in reducing tlle risk of diabetes mellitus among the older adults．

【l【ey wo“ls】 Diabetes mellitus；Prcvalence；Intenlational PhysicaI Activity(2uestiomlaire；older
龇lults

流行病学的研究已经表明，中老年人缺乏体力

活动可增加全死因的危险㈠2。，以及心血管疾病死

亡的风险^“。香港的老年人队列研究亦有相同结

果⋯。老年队列的研究还表明，习惯性体力活动与

减少跌倒和骨折的危险有关¨1。目前已有许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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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报告体力活动的问卷用于大型的流行病研究¨1，

但由于问卷设计不同，所提供的多种资料结果很难

比较。本研究应用wHO、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

心及其合作者提供的国际体力活动问卷

(Intemational Physical ActiVit)r Questionnaire，

IPAQ)的英文胺9’10j，翻译成为中文，在进行可靠性
研究之后H1。，研究体力活动对广州中老年人糖尿病

患病率的影响。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根据2005年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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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和香港研究资助局申报的“穗港华人动脉粥样硬

化性心脑血管疾病的基因与环境危险因素研究”的

中标项目要求，1996名年龄≥50岁的广州市居民是

从“广州生物库队列研究”中第三阶段收集的10 027

名研究对象随机选出n2·13J。其中男性992人，平均年

龄(62．1±6．9)岁(50～96．2岁)；女性1004人，平均

年龄(56．6±5．7)岁(50一81．7岁)。本研究实施前报

广州市医学伦理学会进行伦理审查，批准后在预实

验(pilot snJdy)的基础上正式实施。

2．研究内容：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所有受检者的

资料包括个人背景信息、职业、教育、生活习惯、个人

及家族史、家庭收入及饮食营养状况；体格检查包括

血压、身高、坐高、体重、腹闱与臀围测定及内科检

查，含短期记忆测试等；实验室检查包括血、尿常规，

空腹生化含血糖(FPG)、胰岛素、血脂、白蛋白、C．反

应蛋白、糖化血红蛋白(Hbalc)以及葡萄糖耐量试

验(2h．OGTT)等；特殊医学检查包括心电图、x线胸

部平片、经颅多普勒、颈动脉多普勒及脉搏波传导速

度与踝臂指数测定等项目，随机抽查460名受检者

进行心脏彩色多普勒检查。

3．体力活动判定方法：体力活动测量应用

WHO提供的IPAQ，根据其活动强度和代谢能量

(MET)分为活跃、充分(中等)和不足三级“4|，其中

体力活动活跃是指每周高强度体力活动≥3 d，且每

周总量≥1500 MET．min．，或每周高强度体力活动

7 d，周总量≥3000 MET．min-；体力活动充分(中等)

是指每周高强度体力活动≥3 d，且每天活动时间≥

20 min，或每周中等强度体力活动≥5 d，每天活动

时间≥30 min；或每周高强度体力活动≥5 d，每周

总量≥600 MET．min．；至于体力活动不足是指未达

到上述充分或活跃的强度。

4．糖尿病诊断：FPG的测定是采用己糖激酶法

(HK Method)，双试剂带样本空白。测定试剂由上

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KHB)提供，试剂盒

校准品、质控物来自美国AAlto，采用日本岛津

SHIMADzu CL一8000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校准(正

常参考值为3．89～6．11 Inmo儿)。2h．OGTT测定是

在抽取FPG血样本之后，嘱受检者将已准备好的

100 g葡萄糖溶于300 ml的混合温开水溶液一次服

下，2 h后抽静脉血2 ml，不抗凝，用测定FPG的方法

测定血中葡萄糖的含量。凡受检者自己报告既往

已经医院医师诊断为糖尿病患者(不管有治疗或无

治疗)或本次检查FPG≥7．O mmo儿，或2h．OGTT血
糖≥11．1锄ol／L者，被诊断为糖尿病患者(参照

1999年wHO标准)。

5．统计学分析：问卷及检查结果采用电子系统

直接传送到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信息科中心的机

房服务器，专人负责加密保存，资料库在清库核对后

进行分析，运用STATA 8．2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析

(ANOVA)、多因素lo西stic回归统计分析。

结 果

从表l可见，研究对象性别比例相似，男性年龄

明显高于女性，女性体力活动强度略高于男性，可能

与女性年龄低于男性有关，但不论男性或女性，其体

力活动不足者占比例相同。BMI无差异，但女性腹

围明显低于男性。

表l受检者一般特征分析

特征 女性(n=973)男性(n=959)合计(n=1932)

年龄(岁) 56．6±5．7 62．1±6．8 59．3±6．9

受教育程度

小学或以下

中学

大专或以上

职业

手工劳动者

非手工劳动者

其他

鄹PAQ体力活动

不足

充分

活跃

个人经济收^C元／锕
<10000

10000～15 Ooo

>15 000

血压(蚴H酚

209(21．61)

400(41．37)

358(37．02)

100(10．28)

234(24．05)

639(65．67)

235(24．50r

56l(58．50)

163(17．00)

27l(28．7ly

33l(35．06)

342(36．23)

97(10．11y

342(35．66)

520(54．22)

528(27．29)

116l(60．12)

243(12．58)

480(25．12)

73l(38．25)

700(36．63)

197(10．20)

576(29．80)

1159(60．00)

429(21．50)

884(44．30)

578(29．㈣

SBP 124．10±20．6 130．40±20．4I 127．20±20．8

DBP 72．40±l o．6 75．70±10．y 74．OO±lo．8

HDL—C(舢ol几) 1．72±O．4 1．45±O．中 1．58±O．4

TG(姗oI／I。) 1．7l±1．1 1．93±1．6‘ 1．8l±1．4

BMI(k∥m2) 23．73±3．04 23．67±2．964 23．70±3．0

腹围(cml 75．90±8．2 81．20±8．9d 78．50±8．9

FPG(姗ol／L) 5．55±1．5 5．62±1．4 5．58±1．4

2h-0Grrfmmol／L) 7．86±3．1 7．83±3．1 7．84±3．1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其他为i±s；

男女之间比较‘尸<0．ool，6尸<O川；职业状况及个人收入分别缺失

21例和4l例

从表2可见，不论是FPG，还是2h．OGTT血糖均

随体力活动的强度增大而下降，糖尿病患病率也随

体力活动的强度增大而下降。糖尿病患病率及男女

性别、年龄分布见图1。

从表3可见，体力活动强度对糖尿病患病率有

明显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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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受检者一般特征及某些生理生化指标

按体力活动强度分布

特征
IP：AQ体力活动分级

不足 充分 活跃
P值

人数(％)

性别(男。％)

年龄(岁)

受教育程度(％)

小学或以下

中学

大专或以上

职业(％)

手工劳动者

非手工劳动者

其他

血压(mm Hg)

576(29．8) 1 1 59(60．O)

59．4 44．9 <O．00l

60．1±7．2． 59．O±6．妒 0．07

O．19

27．1

58．2

14．7

27．O

38．1

34．9

28．1

60．3

11．6

24．4

37．8

37．7

SBP 127．60±20．9 128．70±21．2 126．40±20．2 O．36

DBP 73．20±lO．4 74．40±lO．7 73．90±lO．7 O．90

TG(mmol／L1 1．80±1．4 1．87±1．5 1．78±1．3 0．50

HLD．C(mmol／L1 1．6l±0．43 1．52±O．37。 1．62±O．4妒 O．04

BMI(k∥m1 23．70±3．1 23．80±3．1 23．60±2．9 0．06

腹围(cm) 77．80±9．8 79．20±8．7 78．10±8．≯ O．07

FPG(舢oI／L1 5．69±1．60 5．6l±I．50 5．53±1．27 O．09

2h．OGlT(mmol／I。) 8．39±3．61 7．88±2．S6 7．75±3．16 0．05

糖尿病 O．03

有

无

85．8

14．2

88．O

12．O

90．9

9．1

注：4体力活动不足组和充分组之间比较Jp<0．05；6体力活动充分

组和活跃组之间比较P<O．05

60～

年龄(岁)

图l男性和女性糖尿病患病率在各年龄组中的分布

表3不同强度的IPAQ体力活动对糖尿病患病率的影响项目丽J裂塑訾P值

注：4趋势检验：P<o．05；模型I：调整年龄；Ⅱ：调垂珲酚和性

别；Ⅲ：调整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职业；Ⅳ：调整年龄、性别、受教

育程度，职业、血压、HDLC、1℃、腹围和BM【

讨 论

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IDF)估计¨引，目前全球

糖尿病患者为2．46亿人，其中95％以上为2型糖尿

病，46％患者年龄在40—59岁之间。美国2007年的

资料显示n引，按年龄组估计糖尿病的患病率20～39

岁为2．6％，40—59岁为10．8％，而60岁或以上者为

23．8％。我国2007年糖尿病患者达3980万，是世界

糖尿病患者的第二大国¨7√引。广州市的一项调查

显示n引，2007年度广州市6505名居民进行糖尿病调

查，其患病率为7．4％，比10年前增加了75％。可见

糖尿病正在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

研究已经表明，糖尿病，尤其是2型糖尿病是可

以通过改善生活方式进行预防和获得控制的。我国

大庆市一项糖尿病20年随访研究显示【l引，通过饮

食、运动的干预，可使糖尿病前期人群的糖尿病发病

率减少43％，使糖尿病发病推迟3．6年，明显减少心

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本研究在执行国家自然科学基

一金及香港研究资助局资助的“穗港华人动脉粥样硬

化性心脑血管疾病的基因与环境危险因素研究”项

目时，将IPAQ翻译成中文，在经过可靠性试验结果

之后⋯】，运用IPAQ中文翻译版对广州市有代表性的

1996名年龄≥50岁的居民，评估其体力活动强度水

平并分为活跃、充分(中等)和不足三个等级，研究体

力活动与糖尿病患病率的关系。结果发现，广州市

50岁以上居民体力活动活跃者占59．9％(1159／

1932)，充分者29．8％(576／1932)，体力活动不足者

10．2％(197／1932)。糖尿病患病率男女分别为50—

59岁组10．19％和8．32％，60～69岁组12．57％和

11．11％，70岁或以上组13．40％和15．00％，可见广州

市50～59岁的中老年人男性患糖尿病高于女性，而

60岁以后则女性明显高于男性。按体力活动分为

活跃、充分(中等)和不足i个等级分组，糖尿病患病

率则分别为9．1％、12．0％和14．2％，可见糖尿病患病

率随体力活动的下降而增加。同时发现，无论是餐

前血糖水平，还是2h—OGTT后血糖水平，也随体力

活动强度的增加而有下降趋势(表2)。在调整年

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血压、血脂、腰围以及BMI之

后，显示体力活动确实对糖尿病的患病率有明显保

护作用，相对体力活动不足组，活跃组患糖尿病的危

险下降约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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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流行病学》现已出版

·书讯·

作为流行病学的一个新分支——空间流行病学在近lO年中发展较快．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研究者应用于疾病预防控

制与公共卫生等研究领域。由周晓农研究员主编的《空间流行病学》(IsBN 978—7一03一021980—0)一书于2009年1月正式由

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分为理论篇、方法篇及应用篇共14章59．9万字，并配以丰富的图表加以说明。理论篇共计2章，包

括总论、基本概念与理论，主要涉及空间流行病学的发展史与研究范畴、数据的特征与类型、空间流行病学研究的尺度和维

度、空间流行病学的研究类型、空间流行病学的偏倚与混杂、空间流行病学数据的表达与可视化。方法篇包括空间流行病学

基本方法与步骤、数据管理系统、地理信息系统、遥感信息技术、全球定位系统、空间统计技术等6章，其中以各类空间技术

平台的基本概念与作用为重点，介绍空间数据的结构、分析方法步骤、表达方式等技术与知识，并举例介绍各类空间数据的

获取与管理以及国内外多种应用软件的使用方法。应用篇包括传染病预防控制中的应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的

应用、环境卫生研究中的应用、伤害研究中的应用、卫生资源研究与服务中的应用等5章，以空间流行病学理论与技术的应

用范畴为主线，配以丰富的图表举例描述各领域应用空间流行病学理论与技术的特点与方法。

该书以介绍近年空间流行病学的最新发展为主线，从理论、技术与实践3个层次分别对空间流行病学的发展趋势作了

全面阐述，从而使本书为更多的读者服务。该书内容翔实，由浅至深，循序渐进，可读性强。该书为前沿专著，有较高的学术

价值。不但可作为高级教学用书，还可成为专业参考书，能使学生和学者较快地掌握空间流行病学的理论，使研究人员能更

好地深化空间流行病学的理论与技术，使公共卫生工作者能更好地应用空间流行病学方法，同样也可成为卫生管理人员的

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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