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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时间与肥胖儿童代谢综合征的关系

周芳傅君芬王春林梁黎

【摘要】 目的探讨睡眠时间与肥胖儿童代谢综合征(Ms)的关系。方法对3ll例肥胖儿

童分别记录睡眠时间及测定空腹血糖(FBG)、血脂、血压、BMI等有关MS的诊断指标，并根据睡

眠时间(<8h、8h一、9h一、≥Io h)分为4组进行比较分析，将MS作为反应变量、睡眠时间作为自

变量，正常BMI儿童作为对照，进行多分类无序反应变量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每天睡眠

时间<8 h的肥胖儿童与每天睡眠时间≥10h的肥胖儿童比较。各项MS组分测定值(BMI、血压、

血脂、FB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MS及血压、空腹胰岛素、BMI异常(≥30kg／m2)发生率

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O．05)；通过多分类无序反应变量的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睡眠时间减

少是肥胖儿童发生MS的危险因素。结论睡眠不足是肥胖儿童发生MS的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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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ctweal sleep duration and metabolic

syndrome in obese children．Methods Sleep time was recorded and metabolic syndrome(MS)

diagnostic criteria as blood pressure，body mass index(BMI)were measured among 3 ll obese

children．The children were divided into 4 groups by sleep time while normal．weight children served

勰the control group．A disorderly multi．classification 109istic regression method Was used．Results

Statistically，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levels of BMI，blood pressure，fasting blood

glucose and postprandial 2 h glucose and the incidence rates of abnormality on MS。blood pressure，

fasting instalin．and BMI≥30 kg／m2 between the group with daily sleep time less than 8 h and the

group with daily sleep time no leSS than 10 h(P<0．05)．Date from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reduction of sleep time WaS the risk factor of MS in obese children．Conclusion

Insufticient sleep could greatly contribute to the OCCUTTCIICC ofMS in obese children．

【Key words】 Obese children；Metabolic syndrome；Sleep duration

睡眠不足是指因为主、客观环境的需要而导致

正常睡眠量无法满足的状态，当此种状态持续存在

一段时间即为慢性睡眠不足。最新资料表明，睡眠

不足可能通过改变摄食行为及减少能量消耗、并最

终导致能量代谢失衡和肥胖的发生。有研究发现睡

眠时间可能是引起肥胖的重要危险因素，睡眠时间

和肥胖与成年人呈“u”形关系，而与儿童呈线性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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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并独立于其他危险因素n圳。代谢综合征

(MS)是成年人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

MS在肥胖儿童中已有较高的发生率。睡眠不足是

肥胖的危险因子，那么睡眠不足是否与MS的发生

密切相关?本研究通过对3 11例肥胖儿童代谢指标

的分析，探讨睡眠时间与儿童期MS的关系。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2003年1月至2008年9月在浙江
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内分泌科就诊的肥胖儿

童。纳入标准：BMI在“2005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

康调研报告”同年龄同性别第95百分位以上⋯，经各

项检查后排除内分泌、遗传代谢疾病或药物引起的

 



继发性肥胖患儿及患睡眠呼吸窘迫综合征患儿，共

311例入组，其中男220例，女9l例；平均BMI

(28．34±3．79)kg／m2．年龄10一15(11．75±1．45)岁。

按睡眠时间(≥10 h、9 h。、8 h～和<8 h)将肥胖儿

童分为4组，选择同期在本院健康体检的相同年龄

段的正常健康儿童(体重在“2005年中国学生体质

与健康调研报告”同年龄同性别第25～75百分位之

间，BMI均在第85百分位以下[41)300名作为正常对

照组，其中男179名，女121名，年龄lO—15(11．28±

1．28)岁，BMI(16．48±1．99)kg／m2。所有儿童进入

本实验均取得家长和／或本人同意。

2．研究方法：

(1)睡眠时间的测定：所有肥胖儿童均由专人负

责在住院时采集病史或以电话方式询问家长。睡眠

时间包括当晚睡熟至次日晨醒(周一至周日分别询

问)的时间和白天睡眠时间(如午睡)。每日睡眠时

间为一周总计睡眠时间除7(保留小数点后2位)。

(2)个体参数测定：受试者脱鞋，着轻便衣服测

量身高、体重；站立时取最大腰围或臀围处测量腰围

及臀围；取坐位由专人以台式血压计测量右臂肱动

脉血压，间隔2 mill，连测2次，取平均值。上述测量

值分别精确到0．1。测量由专人负责。

(3)空腹胰岛素(FINS)浓度的测定：受检者禁

食10 h后，取静脉血3～4 ml，静置后离心制备血

清，血清样本一20℃保存。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和

胰岛素释放试验按葡萄糖1．75 g／kg口服，最大量≤

75 g。在试验前及试验后30、60、120、180 min分别

测血糖。FINS浓度的测定：采用人类胰岛素放射

免疫试剂盒(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放射免疫中心产

品)，同批次内变异系数<5．1％，各批次间变异系

数<6．8％，测定范围为4—160 mU／L。稳态模型胰

岛素抵抗指数(HOMA．瓜)=(FINS×FBG)／22．5；稳

态模型胰岛素B细胞功能指数(HOMA-IS)=(20×

F烈S)／(FBG一3．5)t引。

3．MS诊断标准：参照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会分

会建议的诊断标准和“2005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

调研报告”的血压各年龄段百分位标准¨’6】，具备4项

中的3项或全部：肥胖、高血糖(FBG≥6．1 mmol／L或

2 h血糖≥7．8 mmol／L)、高血压(SBP或DBP在

“2005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同年龄、同

性别的第95百分位以上)¨1、血脂异常[TG≥1．7

mmol／L和／或HDL．C≤O．9 retool／L(男)、≤1 mmol／L

(女)]。将MS诊断指标异常且不足3项者定为部分

异常，正常组所有指标均在正常范围。

4．统计学分析：用SPSS 11．5软件处理。BMI、

血压用；±s表示，比较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用

Bonferroni法)；其余指标及HOMA—IR用中位数和

四分位数间距表示其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组间比

较用非参数Kruskal．Wallis检验，两两比较用

Nemenyi法；肥胖组不同睡眠时间MS发生率的比较

用f检验，睡眠时间对MS的影响用多分类无序反应

变量的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水准为a=0．05。

结 果

1．MS组分比较：不同睡眠时间的4组肥胖儿

童用Bonferroni法对BMI进行两两比较，除睡眠时

间≥10 h组与9 h～、8 h。组BMI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外，其余各两组之间BMI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l。同理，对SBP进行两两比较，

睡眠时间<8 h组与另三组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o．05)；TG水平经Nemenyi法作两两比较，睡眠

时间≥10 h组与<8 h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FBG在睡眠时间≥10 h组与其他各组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9 h一组与<8 h组间

FBG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

2．MS组分发生率的比较：不同睡眠时间4组

肥胖儿童的MS、血压异常、高胰岛素血症、BMI≥

30 krdm2发生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2。提示随着睡眠时间的减少，MS、血糖、血压、血

脂异常的发生率逐渐增加。

3．胰岛素抵抗指数比较：不同睡眠时间4组肥

胖儿童经Nemenyi法作两两比较，睡眠时间<8 h组

与其他各组空腹胰岛素水平和HOMA．IR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o．05)，见表3。

表1不同睡眠时间的肥胖儿童MS组分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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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儿童肥胖组不同睡眠时间的MS及其组分的发生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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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Fisher’s检验

表3不同睡眠时问的肥胖儿童胰岛素抵抗指数比较

豢金。一FINS，⋯m⋯s
≥lO 28 16．60(12．11—2123)320(2．55—423)351．07(198．58—61 4．17)

9—84 16．08(1 1．65—22．40)327(2．35—4．徇267．62(180．63—371．89)
8—142 17．60(1350—2423)3．77(2．89—5．76)269．44(173．33—417．00)

<8 57 19．74(15．68—313蓟4．56(3．59—7．13)285．08(19823—455．00)

4．睡眠时间对MS的影响：将MS作为反应变

量、睡眠时间作为自变量，且以正常组作为对照，进

行多分类无序反应变量的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

睡眠时间是发生MS的危险因素；相对正常组，部分

异常和MS患儿的OR值分别为0．680、0．492。随着

睡眠时间的减少，MS的发生率增加(表4)。

表4睡眠时间影响MS发牛的logistic回归分析

组别 因素 卢 南 獬P值0R值(95％c0
MS 常数项 7．392 2．120 12．155 0．000

睡眠时间一0．709 0．237 8．989 0．003 0．492(O．309—0．782)

部分异常常数项 5．972 1．895 9．932 0．002

睡眠时间一0．386 0．208 3．444 0．063 0．680(0．452～1．022)

讨 论

睡眠在人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睡眠

不足可导致能量代谢失衡。本研究将MS作为反应

变量、睡眠时间作为自变量、BMI正常儿童为对照，

对不同睡眠时间4组肥胖儿童的调查资料进行多分

类无序反应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睡眠时间是

MS的危险因素，相对正常儿童，MS组的睡眠时间

OR--O．492(95％Ch0．395—0．782)。表明随着睡眠

时间的减少，MS发生率增加。本研究还发现随着睡

眠时间的减少，血糖、血压、血脂异常的发生率逐渐

增加。证实睡眠不足可以影响MS及其组分代谢异

常的发生[7，引。

肥胖和胰岛素抵抗是促发MS的关键因素扣】。

我们以前的研究[10j及国外研究n’21都已证实睡眠时

间与肥胖密切相关；且Vorona等n¨研究发现，在排

除了特定睡眠疾病如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和失眠以

后结果仍相似。虽然睡眠不足导致肥胖之间的相关

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确定，但已有研究发现肾上腺皮

质激素水平、促甲状腺激素浓度、生长激素分泌模

式、昼夜节律与血浆瘦素水平(调节食欲和能量消

耗)等，均在睡眠不足人群中有所改变¨2|。除了影响

肥胖之外，睡眠减少也可影响糖代谢。有证据表明

睡眠减少与葡萄糖不耐受和胰岛素抵抗有关，并与

是否肥胖无关¨引。近年一项前瞻性研究也显示，睡

眠不足是发生糖尿病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引。在不

同程度睡眠缺乏人群中均有胰岛素敏感性降低”5|。

每天睡眠时间少于4 h、并持续l周的人，糖耐量减

少和胰岛素对血糖反应迟钝¨钊。因而，睡眠不足可

能导致葡萄糖不耐受。我们的研究也发现睡眠时间

对胰岛素抵抗有影响。在本研究中，随着睡眠时间

的减少，FBG、FINS水平及HOMA—IR均升高(P<

O．05)。证实睡眠不足影响了糖代谢。肥胖还可引

起胰岛素功能相对不足而影响脂代谢。本研究亦提

示睡眠时间<8 h组比≥10 h组TG水平明显升高

(尸<O．05)。说明睡眠不足对血脂存在一定的影

响。同样，睡眠不足可能是影响高血压发生的独立

危险因子，并与BMI无关"J71。美国中年男子每晚

睡眠≤5 h并持续8一10年以上则患高血压的风险

增加60％Il引。以往的研究提示，随着睡眠时问减少，

在血压增加的同时，尿中去甲肾上腺素的排泄增加，

提示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增强⋯】。表明睡眠缺乏者

在压力条件下，会引起儿茶酚胺合成增加。习惯性

睡眠不足可能会导致高血压发生并持续n利。本研究

亦证实每天睡眠<8 h组肥胖儿童的SBP比≥10 h

组要高(P<0．05)，且高血压的发生率亦明显增加。

综上所述，儿童青少年长期睡眠不足可能正是

通过增加BMI、促进胰岛索抵抗发生、增加高血压的

发生率、改变糖脂代谢等，导致MS的发生。MS各

组分之间也互为危险因子，因此睡眠不足可能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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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间接地增加MS的发生。

睡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睡眠不足还可以

导致行为习惯的改变，而引起睡眠改变的原因也多

种多样，且受年龄、生活习惯、种族、环境等诸多因素

的影响。压力、抑郁等精神问题亦可引起睡眠改变

及体重增加。本资料显示睡眠减少可导致BMI增

高，并增加发生糖代谢、胰岛素抵抗、高血压等的风

险，但是体内哪些激素参与了睡眠与能量代谢，睡眠

不足是通过什么机制引起肥胖及糖代谢异常及高血

压等的确切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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