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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汉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儿童
糖尿病患病率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

张晶 马依彤谢翔 杨毅宁 李晓梅马翔 付真彦 刘芬 向阳

陈铀 于子翔 陈邦党

【摘要】 目的了解新疆汉族、维吾尔(维)族、哈萨克(哈)族儿童糖尿病患病率及其危险因

素。方法通过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喀什、和田和福海3个地区为研究现场，随机抽取年龄

0—17岁汉、维和哈族儿童5283人作为研究对象，以问卷收集资料并进行体格及实验室检查。空

腹血糖受损(IFG)和糖尿病诊断标准按2007年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统计不同民族、年龄、性别组

人群糖尿病患病率及分析危险因素。结果IFG总检出率为0．5％，糖尿病总患病率为0．1％，按

2000年全周人口普查年龄构成标化后分别为0．68％和0，09％。超重和肥胖为新疆儿童糖尿病危险

因素，OR值分别为2．844和3．963。结论新疆汉、维和哈族儿童糖尿病和IFG年龄标化患病率低

于北京(2004年)和全国5～17岁儿童青少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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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rates of diabetes mellitus and its

associated risk factors in children with Han．Uygur and Kazak ethnicities in Xiniiang．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random samples involving aged 0—1 7 years were carried out to analyze the prevalence

rates and associated risk factors of diabetes mellitus in children of Han，Uigur and Kazak ethnicities

from 3 prefectures【Hetian，Kashi and Fuhai)in XiniiangAutonomous Regions．Diabetes mellitus and

impaired fasting glucose(IFG)were defined by the C：hina Diabetes Prevemion and Control Standard

set in 2007．Data was collected through filling in the questionnaires and results from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laboratory tests．Results The total prevalence rates of IFG and diabetes mellitus

were 0．68％and 0．09％．respectively．Data from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overweight

and obesity were risk factors for diabetes mellitus in children from Xinjiang，with odds ratio values as

2．844 and 3．963，respectively．Conclusion Children with Han，Uygur and Kazak ethnicities in

xinjiang had an overall standardized prevalence rates of diabetes mellitus．IFG were 0．57％and 1．35％

10wer than the 2004 data from children at same age groups in Beijing and the whole nation．also 0．19％

lower then the national rate of 5—1 7 years．old children juvenile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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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DM)患病率已呈年轻化趋势。近20年

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世界各国儿童DM患病率明显

上升n·“。尤其是肥胖儿童，DM和糖耐量低减

(IGT)患病率明显高于正常儿童口]。我国DM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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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率也呈逐年增高趋势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和人群差

异H3。新疆地区存在独特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及

民族分布，其儿童DM患病情况也具有不同的特点。

对象与方法

I．调查对象：2009年lO月至2010年6月采取整

群随机抽样方法在新疆抽取喀什、和田和福海3个

地区为研究现场，随机抽取年龄0～17岁汉族、维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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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维)族和哈萨克(哈)族共5283名儿童作为研究对

象，其中男性2549人，女眭2734人。入组儿童在其监
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测定空腹血糖(FPG)。

2．调查方法：本次调查包括询问、医学体检和实

验室检测。调查内容为一般状况、生活方式，饮食习

惯和DM个人或家族史、胰岛素治疗或口服降糖约

治疗史以及可引起继发性DM的病史。调查对象在

禁食10～12h后，于次日上午进行体格检查，测量身

高、体重、腰围、腹围、臀围、血压，并采集外周静脉血

标本测定FPG、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和高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等。FPG检测使用贝克曼原装试剂，采用

己糖激酶法检测。血脂检测使用Beckman2CX7全

自动生化仪检测，其中TC、TG用酶法，HDL—C用化

学修饰酶法，LDL—C用免疫透射比浊法。

3．诊断标准：按照2007年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

公布标准，6．1 mmol／L≤FPG<7．0 mmol／L为空腹血

糖受损(IFG)；FPG≥7．0 mmol／L或<7．0 mmol／L，但

过去曾诊断为DM且1个月内使用胰岛素或口服降

糖药物治疗即可诊断为DM。超重和肥胖判定标准

参考文献15]。

4．统计学分析：调查数据采用EpiData软件双人

独立录入，并进行检查、核对和校正，SPSS 16．0统计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问比较

采用岔检验。选择其中有意义的因素进行多因素有

序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水准0【取o．05。标准人口
采用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结 果

1．样本特征：3个地区5283名调查儿童中男、

女人数均衡，各族儿童人数构成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c2=0．06，P>0．05)，性别

构成差异无统汁学意义()(’=5．25，P>

0．05)(表1)。

2．DM患病率和IFG检出率：DM总

患病率为0．1％，总IFG检出率为0．5％。

按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年龄构成标化

后DM总患病率为0．09％，总IFG检出率

为0．68％；其中男性DM患病率和IFG检

出率分别为0．16％和0．77％，女性分别为

0．09％和0．53％。不同民族儿童IFG检

出率：汉族为0．4％(按2000年全国人口

普查年龄构成标化后为0．59％，下同)，

维族为0．7％(0．77％)，哈族为0．1％

表1新疆地区5283名儿童DM调查的样本特征

(0．05％)；0～8、9～13、14～17岁年龄组IFG检出率

分别为0．7％、0．5％和O．8％。不同民族儿童DM患病

率：汉族未检出，维族为0．1％(0．11％)，哈族为0．1％

(0．26％)；各年龄组DM检出率见表2。

3．民族间各项指标比较：各民族儿童在年龄、腰

围、腹围、臀围、TC、HDL．C、LDL．C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O．05)；BMI、SBP、DBP、TG等指标的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3)。

4。DM危险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超重

和肥胖为新疆儿童DM危险因素，OR值分别为

2．844和3．963。以0～4岁组为参照，其他各年龄组

患DM的风险与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以汉族

儿童为参照，维族儿童患DM的风险为汉族儿童的

3．792倍，而哈族儿童患DM的风险与汉族儿童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表4)。

讨 论

有报道新疆地区18岁以上人群DM发病率为

6．8％，高出我国平均水平，部分地区DM发病率接近

8％¨1，其中维族、哈族成年人是DM高危人群"j。本

研究调查了新疆地区儿童DM发病情况。结果总

IFG检出率为0．5％，DM总患病率为0．1％，按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年龄构成标化分别为0．68％和

0．09％。男性IFG检出率和DM患病率经年龄标化

表2新疆地区5283名儿童不同民族、年龄、性别
DM患病率(％)和IFG检出率(％)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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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新疆地区不同民族儿童各项指标比较6±s)

指标 汉族 维族 哈族 ，值P值

年龄(岁) 10．60±2．83 10．64±1．73 10．93±2．73

腰围(cm) 59．29±8．41 60，99±7．48 60．50±7．26

腹围fcm) 61．42±9．33 63．96±8．30 62．72±8．31

臀围fcm) 72．81±10．34 71．42±7．74 74．16±9．24

BMI(kg／m21 17．84±2．99 16．58±2．17 18t28±2．65

SBP(mm Hg) 96．00±9．38 98．28±13．26 96．32±8．60

DBP(mm Hg) 60．54±6．78 60．36±12．72 60．52±5．34

TC(mmol／L) 3．16±0．79 2．84±0．68 3．12±0．78

TG(mmol／L1 0．69±0．33 0．81±0．40 1．0l±O．3l

HDL—C(mmol／L)1．03±0．30 1．04±O．39 1．66±O，54

LDL—C(mmol／L)1．6l±O．53 1．50±O．51 0．56±0．31

5．70<0．00l

3．65 O．026

3．80 O．022

3．57 O．028

2．55 0．078

0．8l 0．450

0．34 0．710

7．85<0．00l

2T3l 0．099

4．69 0．009

3．56 0．028

表4新疆地区不同民族儿童DM危险因素的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后分别为0．77％和0．16％；女性IFG检出率和DM患

病率经年龄标化后分别为o．53％和0．09％。超重和

肥胖为新疆儿童DM危险因素，其OR值分别为

2．844和3．963。以汉族儿童为参照，维族儿童患DM

的风险为汉族儿童的3．792倍。

本研究还提示新疆汉族、维族和哈族儿童DM

和IFG年龄标化患病率均低于2004年北京市7个区

的调查结果(分别为0．57％和1．35％)隋]，也低于全国

5～17岁儿童青少年DM患病率(0．19％)旧]。但儿童

DM患病率在汉族、维族和哈族之间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而杨思进等n们通过四阶段整群

随机抽样法，抽取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阜康市、

吐鲁番地区、和田地区和伊犁州6个地区35岁以上

8539例维族和哈族居民，分析不同民族2型DM患

病率，发现两族人群DM患病率随年龄增加而增高，

DM患病率为4．49％，明显高于2006年全国DM患病

率(2．6％)，且维族DM患病率(5．0l％)明显高于哈族

(3．16％)。

本研究表明新疆地区汉族、维族和哈族儿童

DM患病率均低于全国水平，且各民族间患病率无

差异。但成年人群DM患病率却有差异，且高于全

国水平。考虑维哈两族人群饮食习惯相似，主要膳

食结构含有较高的碳水化合物和丰富的饱和脂肪酸

n1，易导致脂代谢紊乱及影响糖代谢。提示成年后

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可能是维哈两族成年人DM

患病率较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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