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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yperlipoidemia and dietary intakes of villagers in Yimen 
County, Yunnan Province was explored,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
ment of hyperlipoidemia. Methods: Totally 615 subjects aged above 18 years were multi-stag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communities in Yimen County, Yunnan Province. The dietary survey and 
limosis blood-fat of the subjects were deter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yperlipoidemia and 
dietary intakes of villagers was analyzed by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The villagers’ 
hyperlipoidemia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fats and oils intakes,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ubers, beans and products, fish and shrimp intakes. Conclusion: The Villagers’ dietary intake 
is unreasonable, and reasonable diet is one of measures to prevent and treat hyperlipoid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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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云南易门农村居民膳食因素与高脂血症的关系，为该地区高脂血症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云南省易门县615名18周岁以上常住居民进行膳食调查和空腹血脂测定，

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膳食因素与高脂血症的关系。结果：油脂类摄入与该地村民高脂血症患病呈

正相关，薯类、豆类及制品和鱼虾类摄入与该地村民高脂血症患病呈负相关。结论：易门农村居民的膳

食摄入存在膳食结构不合理问题，离健康饮食的标准还有很大差距，指导村民合理膳食是防治高脂血症

的重要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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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高脂血症的发病与日俱增，血脂异常的流行已经成为 21 世纪

全球性卫生问题一大挑战。我国监测数据显示，近 50 年来，我国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心脑血管疾病

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上升的趋势，占总死亡人数的 45%左右，而死亡人数中至少一半同高脂血症有关

[1]。有研究已经证实高脂血症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2]。我国大量流行病学研究表明，除

了血脂异常增加冠心病发病的作用强度与西方人群相同外，我国人群特有的高总胆固醇水平还增加了缺

血性脑卒中的发病风险[3]。脑卒中死亡率在农村地区已超过城市[4]。因此，加强我国农村居民高脂血症

防控刻不容缓。 
一些膳食因素与高脂血症密切相关，如油脂类摄入与高脂血症患病呈正相关。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

的高速发展，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

合理的膳食不仅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在延缓疾病进展和促进康复中也起到重要作用[5]。
云南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省份，又是国家烟草的主要生产和消费地，喜好吸烟和饮酒等生活习惯都

增加了患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性；同时易门县地处云南省中西部，山川秀美，物产丰富，68.5%的森林覆

盖率为易门带来了丰富的野生菌资源，有“中国野生菌之乡”之称，为省烤烟、野生菌和豆鼓产品加工

基地县，当地居民喜好吃油炸蘑菇和农家特色油炸豆鼓等食品，心脑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健康的

主要疾病。本研究拟对当地农村居民的高脂血症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当地村民饮食习惯和高脂血症之间

的关系，探求当地居民高脂血症膳食危险因素，为高脂血症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以云南省易门县 18 周岁以上常住人口为研究对象，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易门县的 2
个乡镇，从每个乡镇中随机抽取 2~3 个行政村，再从选取的行政村中随机抽取 18 周岁以上的常住人口进

行调查。样本含量的计算公式： 2 2N Z pq dα= ×  (N 为调查例数，其中 Zα为显著检验的的统计量，α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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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1.96,Z Pα = 为预期的现患率， 1 , 0.15q p d p= − = )。 

2.2. 方法 

2.2.1. 研究对象抽样 
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第一阶段，将易门四乡三镇分为 7 个一级抽样单位，从中随机抽选 2

个一级抽样单位(龙泉镇和浦贝乡)入样；第二阶段，将易门龙泉镇和浦贝乡 2 个一级抽样单位分为 18 个

二级抽样单位(行政村)，从每个一级抽样单位随机分别抽取 2~3个二级抽样单位(行政村)入样；第三阶段，

从抽取的 4~6 个二级抽样单位(行政村)中共随机抽取 615 名 18 周岁以上常住居民为研究对象。 

2.2.2. 问卷调查 
采用询问法进行调查，调查员经统一培训。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和食物频率两部分。一般情况包

括年龄、高脂血症病史和父母高脂血症病史等。食物频率回顾问卷询问调查对象过去 1 年内油脂类、谷

类、薯类、畜禽肉类、鱼虾类、奶类、豆类及制品、蛋类、坚果、蔬菜、水果等 16 大类 85 种食物的食

用频率及每次食用量。 
计算基本公式为：食物摄入量(g/日) = [摄入量(g)/次 × 摄入频率(次)/年]/365 d 根据每个调查对象平

均每日摄入各类食物的量，然后计算出平均每标准人每日摄入各类食物的量，按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中国食物成分表》[6]计算每标准人日能量和营养素，依据中国营养学会 2002 年出

版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RNls)》[7]进行评价。 

2.2.3. 实验室血脂测定 
采取村民清晨空腹静脉血。血清 TC 测定：COD-CE-PAP 法，TC 试剂盒(批号：0211011)；血清 TG

测定：GPO-PAP法，TG试剂盒(批号：0311021)；血清HDL-C测定：直接法，HDL-C试剂盒(批号：0311021)；
血清 LDL-C 测定：直接法，LDL-C 试剂盒(批号：CH0101102)；生化复合校准品(批号：1210131)；生化

质控物(批号：0111011)。用 BECKMAN COULTER AU48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美国贝克曼库尔克公司)
进行测定。 

血脂异常纳入标准[8]：血清胆固醇(TC) ≥ 5.70 mmol/L 和/或甘油三脂(TG) ≥ 1.70 mmol/L 和/或高密

度脂蛋白(HDL-C) < 1.04 mmol/L 和/或低密度脂蛋白(LDL-C) > 3.37 mmol/L。 

2.3. 数据处理 

用 Epidata3.1 软件建立数据库，所有调查表经过严格复核后，采用双录入的方法录入数据。以统计

分析软件 SPSS 17.0 进行数据分析，各因素与高脂血症关系采用非条件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进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一般膳食摄入情况 

把膳食调查中易门农村居民主要食物消费的 85 种食物归为 16 类，每类食物人均摄入量见表 1 所示，

各类食物平均摄入量与 2002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9]中的数据相比，谷类、畜禽肉类、油

脂类、奶类、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高于全国农村人均和全国人均水平，但薯类、豆类及制品的摄入量均低

于全国农村人均和全国人均水平，蛋类的摄入量低于全国人均水平；易门县农村居民的膳食结构中主要

是以谷类为主，其次是蔬菜，再者是水果、畜禽肉等，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平衡膳食宝塔》比较，

其中畜禽肉和油脂类的摄入量超过参考摄入量；薯类、豆类及制品、奶类、蛋类、鱼虾类和蔬菜类食物

摄入量欠缺，谷类和水果的摄入量与参考摄入量接近。总体而言易门农村居民膳食结构欠平衡，可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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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average intake of dietary of the surveyed population (g/standard man/d) 
表 1. 调查人群的膳食平均摄入量(g/标准人/日) 

食物种类 易门人均 全国农村人均 全国人均 膳食宝塔参考摄入量 

谷类 465.5a,b 416.1 402.2 300~500 

薯类 17.5a,b 55.7 49.1 - 

豆类及制品 15.7a,b 16.3 16 ≥50 

畜禽肉类 137.7a,b 68.7 78.6 50~100 

蔬菜 354.8a,b 285.6 276.2 400~500 

水果 143.42a,b 35.6 45.0 100~200 

奶类 27.2a,b 11.4 26.6 ≥100 

蛋类 23.1b 20.0 23.7 25~50 

鱼虾类 7.9 - - ≥50 

坚果类 33.0 - - - 

糕点类 30.3 - - - 

酒类 28.3 - - - 

油脂类 28.3a,b 10.6 8.7 ≤25 

调味品 6.9 - - - 

腌菜 14.0a,b 10.9 10.2 - 

食盐 12.5 12.4 12.0 ≤6 

注：a易门人均与全国农村人均水平的比较，P < 0.05；b易门人均与全国人均水平的比较，P < 0.05。 
 

该地独特的饮食习惯有关。 

3.2. 高脂血症患病情况 

经实验室测定，调查的 615 名村民中有 479 人血脂异常，患病率为 77.9%，其中，男性有 244 人，

患病率为 85.3%；女性有 235 人，患病率为 71.4%，见下表 2。经 x2 检验得出，男女间的高脂血症患病率

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表现为男性高脂血症患病率高于女性。不同年龄组间的高脂血症患

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3.3. 主要非膳食因素与高血脂的关系 

采用逐步回归(前进法)分析了几类与高脂血症有显著关联的非膳食因素，最终进入方程的变量有：性

别、年龄、婚姻状况和饮酒 4 个变量(表 3)。在后面的分析中以此模型为基础来研究膳食因素与高脂血症

发病的关系。 
由表 3 可知，男性患高脂血症的风险高于女性，其危险度是女性的 2.40 倍，饮酒与高脂血症呈正相

关，年龄及婚姻状况与患高脂血症无关联。 

3.4.主要膳食种类与高血脂的关系 

将多因素分析有显著关联的各膳食种类代入控制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饮酒的 Logistic 回归模

型，进行逐步分析(前进法)，以观察控制了主要非膳食因素后膳食种类与高脂血症的关系。 
由表 4 可知，最终进入方程的影响高脂血症的主要膳食因素变量(P < 0.05)为：薯类、豆类及制品、

鱼虾类和油脂类摄入量 4 个变量，其中薯类、豆类及制品和鱼虾类食物与高脂血症患病呈负相关，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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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prevalence of the subjects with hyperlipoidemia 
表 2. 调查人群高血脂症患病率情况 

年龄组

(岁) 

男性 女性 合计 

调查人数
(n) 

高血脂人数
(n) 

患病率
(%) 

调查人数
(n) 

高血脂人
(n) 

患病率
(%) 

调查人数
(n) 

高血脂人数
(n) 

患病率
(%) 

<25 3 3 100 6 2 33.3 9 5 55.6 

25~34 39 35 89.7 40 18 45.0 79 53 67.1 

35~44 75 64 85.3 94 68 72.3 169 132 78.1 

45~54 76 66 86.8 75 54 72.0 151 120 79.5 

55~65 47 42 89.4 63 49 77.8 110 91 82.7 

≥65 46 34 73.9 51 44 86.3 97 78 80.4 

总计 286 244 85.3 329 235 71.4 615 479 77.9 

 
Table 3. The non-dietary factor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hyperlipoidemia in rural residents in Yimen County 
表 3. 易门县农村居民高脂血症非膳食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自变量 赋值 β SE Wald P OR (95%CI) 

性别 对照 = 男性 −0.875 0.211 17.244 <0.001 0.417 (0.276~0.603) 

年龄 对照 < 25 - - - - - 

 25-34 0.889 0.868 1.049 0.306 2.432 (0.444~13.329) 

 35-44 1.550 0.874 3.147 0.076 4.713 (0.850~26.135) 

 45-54 1.604 0.876 3.355 0.067 4.973 (0.894~27.669) 

 55-64 1.777 0.888 4.009 0.045 5.914 (1.038~33.690) 

 ≥65 1.467 0.890 2.718 0.099 4.336 (0.758~24.795) 

婚姻状况 对照 = 未婚 - - - - - 

 已婚 −0.785 0.836 0.883 0.347 0.456 (0.089~2.346) 

 离异及其他 0.760 1.013 0.562 0.453 2.138 (0.293~15.579) 

饮酒 对照 = 是 0.094 0.214 0.193 0.046 1.099 (0.722~1.671) 

 
Table 4. The dietary factor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hyperlipoidemia in rural residents in Yimen County 
表 4. 易门县农村居民高脂血症的膳食影响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自变量 β SE Wald P OR (95%CI) 

薯类 −0.006 0.002 7.236 0.007 0.994 (0.990~0.998) 

豆类及制品 −0.010 0.003 10.679 0.001 0.990 (0.985~0.996) 

鱼虾类 −0.021 0.009 6.205 0.013 0.979 (0.963~0.995) 

油脂类 0.005 0.014 0.103 0.047 1.005 (1.001~1.009) 

 

类与高脂血症患病呈正相关。 

4.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云南省易门县农村居民的膳食摄入存在膳食结构不合理问题，离健康饮食的标准

还有很大差距，油脂类摄入量与高脂血症患病呈正相关，这与本地居民喜好吃油炸蘑菇和农家特色油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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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鼓等食品有关，因此指导村民合理膳食对于预防和控制高脂血症具有重要意义。 

5.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云南省易门县农村居民高脂血症发生率为 77.9%，高于云南省农村居民的高脂

血症患病率(14.6%) [10]，也高于全国高脂血症患病率(18.6%)。易门县农村居民高脂血症患病率均高于全

国成人水平和云南省成人水平，究其原因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和生活

节奏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地许多人认为生活水平提高了，在日常饮食中逐步加大了肉类、动物油等食物

的比重，以为这样会让身体吸收更多的营养、更健康。殊不知，长期大量食用此类食物，会导致体内高

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含量升高，形成高脂血症，为冠心病和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脑血管疾病埋下了隐患。因

此，针对易门县农村居民膳食存在的问题，当地卫生部门应对本地居民进行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活动，

使居民充分认识到高脂血症引起心脑血管疾病的发展态势及不合理膳食对人体危害性的重视，引导居民

对膳食结构进行调整，逐步改变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结构，调整为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传统型膳食

结构，增加蔬菜、水果、薯类、豆类及制品和鱼虾类食物摄入，降低油脂摄入，提高膳食质量，参加适

当的体力活动和体育锻炼、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等，同时引导当地居民摒弃吸烟和饮酒等不良生活习惯

和行为方式，对心脑血管疾病积极开展“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防治工作；除此之外，政府应加

大对技术革新的扶持力度，改变本地企业蘑菇和农家豆鼓等食物的加工方式，以控制高脂血症引起的心

脑血管疾病发病率，保障农村居民的健康。最终在日常生活中，使易门本地农村居民养成良好的饮食习

惯，控制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量，从而达到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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