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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县农村人群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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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某县农村人群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对某县人群进行横断面调

查,收集一般情况及流行病学资料,检测血脂、糖化血红蛋白等指标。 采用检验、方差分析和多因素线性回归

模型进行分析。 结果 有 2 949 名参与者符合条件并纳入分析,HbA1c 平均水平为 5.794%。 将单因素中有意

义的变量[年龄、低密度脂蛋白(LDL-c)、甘油三酯(TG)、腰围(WC)、尿素、收缩压(SBP)等]纳入多因素分

析。 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LDL-C、TG、SBP、WC、尿素与 HbA1c 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年龄、TG、LDL-C、SBP、WC、尿素与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呈正相关,需要开展有针对

性措施,继而进行积极预防,最大程度提高人群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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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level of glycosylated hemoglobin(HbA1c)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rural
population of a county.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collect 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epidemiological data in one county. Blood lipid, HbA1c and other indicators were detected. T-test,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were used for analysis. Results There were 2949 participants being
eligible for inclusion in the analysis. The average level of HbA1c was 5.794%. Variables of univariate significance

(age, low-density lipoprotein, triglycerides, waist circumference, urea,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etc.)were included
in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low-density ( LDL-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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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glyceride(TG), 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 waist circumference(WC), urea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HbA1c level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Age, TG, LDL-C, SBP,WC, urea
and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level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and targeted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actively
prevent and maximiz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opulation.
Keywords: blood lipid;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diabetes; influencing factors

　 　 糖尿病是多病因引起的以慢性高血糖为特征的

高发性疾病[1],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一种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2],它所导致的一系列并发症对患者及其家

庭带来极大的经济负担[3]。 它的发病率较高[4],糖

尿病诊断一般通过检查患者空腹血糖水平,但该项

指标结果易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不稳定。 糖化血

红蛋白(HbA1c)为血红蛋白在高血糖作用下产生缓

慢、连续非酶促糖化反应的产物[5],其稳定性良

好[6],且与血糖水平呈正相关,有助于反映患者近几

个月的血糖变化[7-8],是评估长期血糖控制状况的金

标准[9-10],故研究 HbA1c 水平的影响因素显得尤为

重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9 年对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农村人群进行了

横断面调查。 共招募了 4 356 名成年人,有 2 949 名

研究对象符合条件并纳入分析。 本研究获得桂林医

学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批准号:20200701-6)。

每位参与者都提供书面的知情同意书。

纳入标准:①居住在研究区域;②年龄在 30 岁

以上。

排除标准:①未填写问卷或问卷中数据缺失;

②身高、体重、年龄、性别等资料不全;③两周内服用

过降糖药、胰岛素。

1.2　 方法

1.2.1　 问卷调查　 经过统一培训的研究人员对研究

对象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收集人群基本人口学特

征,当场回收问卷并核查问卷缺漏项并进行及时填

补。 本次调查相关定义如下。 ①饮酒:每周规律饮

酒 1 次及以上;②吸烟:至少半年以上每日吸烟≥

1 支或每周吸烟≥7 支;③农业活动(从事种植、养

殖、采摘、捕捞等)、家务活动(包括洗衣、做饭、清洁

卫生等)。

1.2. 2 　 糖化血红蛋白检测 　 研究对象禁食至少

12 h,于清晨从肘部静脉采集空腹血样。 采用

MQ2000PT 高效液相色谱分析仪(南宁金域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进行 HbA1c 检测。

1.2.3　 实验室检查　 采用全自动血生化分析仪检测

研究对象的血脂水平(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高

密度脂蛋白、血清总胆固醇)、肝功能指标(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肾功能指标(尿素)。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8.0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以

(x±s)表示,进行 t 检验及方差分析;通过单因素线

性回归分析探讨自变量与糖化血红蛋白的关联,将

有显著关联的自变量进一步纳入多因素线性回归模

型中,采用多因素线性回归进一步分析影响 HbA1c

水平的因素。 根据已有的研究方法[11],多因素分析

根据性别(男 /女)、文化程度( <6 年 / ≥6 年)、吸烟

(是 /否)、饮酒(是 /否)、农业活动(是 /否)、家务活

动(是 /否)、职业(农民 /服务业人员 /商人 /外出打

工 /机关事业从业人员 /其他)、医保类型(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 /商业医疗保险 /城镇医保 /公费 /无)调整

模型,从而控制混杂因素。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共纳入 2 949 例研究对象,男 1 119 例,女 1 830 例;

文化程度<6 年与文化程度≥6 年分别为 1 170 例和

1 779 例;职业主要为农民有 2 595 例,占总数的

88.00%。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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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变量 n /例 占比 / %

性别

男 1 119 37.95

女 1 830 62.05

文化程度

<6 年 1 170 39.67

≥6 年 1 779 60.33

吸烟

否 2 406 81.59

是 543 18.41

饮酒

否 1 998 67.75

是 951 32.25

农业活动

否 1 047 35.50

是 1 902 64.50

家务活动

否 474 16.07

是 2 475 83.93

续表

变量 n /例 占比 / %

职业

农民 2 595 88.00

服务业人员 /
商人 /外出打工

176 5.97

机关事业

从业人员
50 1.70

其他 128 4.34

2.2　 不同人口学特征糖化血红蛋白水平

此人群的糖化血红蛋白平均水平为 5. 794%。

不同人口学特征 HbA1c 水平比较,男性高于女性、

文化程度<6 年高于≥ 6 年、吸烟者高于未吸烟者、

参加农业活动者低于未参加农业活动者、不同职业

中 HbA1c 水平最高的为机关事业从业人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而参与者是否饮酒、是否从事

家务活动,其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如表 2 所示。

表 2　 不同人口学特征糖化血红蛋白水平的比较

变量 HbA1c / % t / F P

性别 2.453 <0.05

男 5.840±0.869

女 5.760±0.830

文化程度 3.887 <0.05

<6 年 5.869±0.866

≥6 年 5.745±0.829

吸烟 -2.480 <0.05

否 5.776±0.842

是 5.875±0.858

饮酒 -1.390 >0.05

否 5.779±0.862

是 5.825±0.809

农业活动 2.464 <0.05

否 5.846±0.904

是 5.766±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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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HbA1c / % t / F P

家务活动 -0.574 >0.05

否 5.774±0.712

是 5.798±0.869

职业 3.200 <0.05

农民 5.803±0.832

服务业人员 /商人 /外出打工 5.655±0.772

机关事业从业人员 6.010±1.333

其他 5.711±0.944

　 　

2.3　 研究对象检测指标

与糖化血红蛋白水平较低的参与者相比,糖化

血红蛋白水平较高的参与者年龄更大,且 LDL-C、

TG、TC、SBP、DBP、WC、尿素水平更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而不同糖化血红蛋白水平的参与

者 BMI、HDL-C、ALB、ALT、AST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如表 3 所示。

表 3　 研究对象检测指标比较

变量

HbA1c

Q1
(≤5.40%)

Q2
(5.41%~5.70%)

Q3
(5.71%~6.10%)

Q4
(≥6.11%)

P

年龄 /岁 53.80±24.29 57.39±31.39 60.25±35.58 63.17±22.72 <0.05

BMI / (kg / m2) 24.32±55.29 22.42±3.05 22.57±3.23 23.74±10.47 >0.05

LDL-C / (mmol / L) 3.18±0.93 3.40±0.95 3.54±0.10 3.71±1.06 <0.05

TG / (mmol / L) 1.22±0.91 1.30±0.98 1.39±1.45 1.64±1.42 <0.05

HDL-C / (mmol / L) 1.74±0.40 1.76±0.40 1.78±0.43 1.75±0.43 >0.05

TC / (mmol / L) 5.21±0.10 5.47±1.01 5.67±1.05 5.82±1.19 <0.05

SBP / mmHg 129.65±22.55 133.13±23.40 134.47±23.10 139.41±26.47 <0.05

DBP / mmHg 79.90±14.60 80.99±14.18 81.52±14.43 83.26±15.98 <0.05

ALB / (g / L) 44.18±2.58 44.19±2.76 43.90±2.13 44.01±2.38 >0.05

WC / cm 76.79±9.88 77.44±8.87 78.22±9.53 80.65±11.42 <0.05

尿素 / (mmol / L) 5.20±1.59 5.52±1.54 5.78±1.59 6.10±1.87 <0.05

ALT / (U / L) 19.42±15.67 19.78±14.36 19.68±10.14 20.76±11.11 >0.05

AST / (U / L) 22.56±11.67 23.53±11.60 23.26±8.81 23.47±8.16 >0.05

　 　 注:LDL-C 为低密度脂蛋白;TG 为甘油三酯; HDL-C 为高密度脂蛋白;TC 为总胆固醇;SBP 为收缩压;DBP 为舒张压; ALB

为白蛋白; WC 为腰围;ALT 为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ST 为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2.4　 单因素与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

通过单因素线性回归分析探讨自变量与糖化血

红蛋白的关联,将有显著关联的自变量(年龄、低密

度脂蛋白、甘油三酯、腰围、尿素、收缩压等)进一步

纳入多因素线性回归模型中。 多因素结果显示,年

龄、LDL-C、TG、SBP、WC、尿素与 HbA1c 水平呈正相

关,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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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单因素与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单因素

β 95%CI P

多因素

β 95%CI P VIF

年龄 0.003 0.002~0.004 <0.05 0.002 0.001~0.003 <0.05 1.077

LDL-C 0.127 0.097~0.157 <0.05 0.087 0.056~0.118 <0.05 1.087

TG 0.095 0.070~0.120 <0.05 0.082 0.056~0.108 <0.05 1.110

SBP 0.004 0.002~0.005 <0.05 0.002 0.001~0.003 <0.05 1.068

WC 0.009 0.006~0.012 <0.05 0.004 0.001~0.008 <0.05 1.128

尿素 0.063 0.044~0.081 <0.05 0.055 0.036~0.074 <0.05 1.067

　 　 　 　 注:VIF 表示方差膨胀系数。

3　 讨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影响 HbA1c 水平的因素。 随

着年龄的增长,HbA1c 水平增高[12]。 同时,相关研

究[13]也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 HbA1c 的合成

速度增加,排泄减少,从而导致 HbA1c 水平增高。

本研 究 结 果 显 示, 血 脂 LDL-C、 TG 水 平 与

HbA1c 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与多项研究[14-16] 结果一

致。 血脂异常可导致糖尿病患病风险增加[17]。 当

甘油三酯含量超过肝脏正常代谢时,会造成胰岛细

胞的脂毒性作用,使胰岛 β 细胞内氧化代谢增强,继

而引起胰岛素分泌减少,最终导致糖代谢异常[18-19]。

此外,本研究结果表明,WC 与 HbA1c 水平呈正相

关。 一项在安徽省开展的研究[20] 表明,腰围较小

者,HbA1c 异常率低于腰围较大者,这与本研究结果

一致。 一项在中国开展的现况调查[21] 结果显示,中

心性肥胖者胰岛素抵抗和糖代谢异常更明显,因此,

较大的 WC 可能与高 HbA1c 水平有关。

本研究发现,尿素与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呈正相

关。 一项病例对照研究[22] 表明,糖尿病患者的尿素

水平显著高于非糖尿病患者,然而,其中涉及的尿素

对糖尿病发病的机制尚不清楚。 ZHONG 等[23] 研究

认为,尿素与人体代谢密切相关,其升高可能反映循

环减少或氧化应激状态,而微血管低灌注和氧化应

激是糖尿病发生的重要机制。 因此,尿素水平增高

可能与糖尿病发病有关。

收缩压与 HbA1c 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与一项在

浙江省农村中开展的横断面研究[9]结果一致。 高血

压可导致胰岛动脉及毛细血管的硬化狭窄,从而造

成缺血缺氧,若长期存在此现象,可导致胰岛功能减

退,继而导致糖代谢异常。

文化程度、职业、性别、吸烟、是否从事农业活动

等在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而已有研究[20, 24-27] 表明,文化程度、职业、性别、吸

烟等因素对糖化血红蛋白有影响,这与本研究结果

不同。 分析原因可能是所选研究对象不同,本研究

为普通人口,而其他研究为糖尿病患者。

4　 结论

除年龄等不可控因素之外,应根据 LDL-C、SBP、

WC、TG 和尿素等影响因素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如

定时体检,可以监测疾病发生与进展情况,进行早期

干预控制,从而减少因疾病导致的长期服药。 因此,

通过健康教育可提高人群对血糖、糖尿病等的认知,

进而促进人群进行早期预防, 最大程度提升人群的

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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