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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性别因素对高原地区高尿酸血症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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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年龄、性别因素对高原地区高尿酸血症的影响．方法 随机选取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500例高原地区高尿酸血症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其年龄、性别等因素对高原地区高尿酸血症患者的影响．

结果 本次研究选取的 500例高原地区高尿酸血症患者中，男性发病率为 36.02%，女性发病率为 7.11%，对比分

析高原地区高尿酸血症发病率同性别之间的关系，男性发病率显著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05）；年

龄在 41～70岁之间患者的发病率显著高于年龄在 22～40岁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05）．结论 高原地

区高尿酸血症具有显著年龄、性别差异性，应引起医护人员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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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Analysis of Hyperuricemia with Age and Gender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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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ge and gender on hyperuricemia in the plateau area.

Methods Five hundred patients with hyperuricemia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our hospital， and the age，

gender and other factors were analyzed. Results In all 500 cases， the incidence rate of male and female was

36.02% and 7.11%， respectively. The incidence of mal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and 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0.05） . The incidence of patients aged 41-70 years ol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aged 22-40 years old，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0.05） . Conclusion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ge and gender for incidence of hyperuricemia in plateau area. So，medical

worke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hyperuricemia in plateau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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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尿酸血症为一种在正常嘌呤饮食状态下，非

同日 2次空腹血尿酸水平女性高于 360 mmol/L，男

性高于 420 mmol/L的疾病，该疾病发病率受到年

龄、性别、遗传、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及经济发展

程度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主要分布在中老年男

性及绝经后女性人群中[1]．目前，该疾病具有年轻

化趋势．基于该疾病病理特点，为详细了解分析年

龄、性别因素对高原地区高尿酸血症的影响，随机

选取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 2012年 1月至

2013年 4月收治的 500例高原地区高尿酸血症患

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研究分析，研究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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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原地区高尿酸血症发病率同性别之间的关系

Tab. 1 The relationship of gender and hyperuricemia in plateau area

性 别 n 高尿酸血症（n） 正常血尿酸（n） 患病率（％）

男 261 94 167 36.02

女 239 17* 222* 7.11*

表 2 高原地区高尿酸血症发病率同年龄之间的关系

Tab. 2 The relationship of age and hyperuricemia in plateau area

年龄组（岁） n 高尿酸血症（n） 正常血尿酸（n） 患病率（%）

21～30 46 4* 42* 8.70*

31～40 93 15* 78* 16.13*

41～50 132 44 88 33.33

51～60 131 42 89 32.06

61～70 98 37 61 37.7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2年 1月至 2013年 4月随机选取 500

例高原地区高尿酸血症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研究

分析，患者均来自云南，其中，男 261例，女 239

例；患者年龄 21～70 岁，平均 （45.52±1.03）

岁．

1.2 方法

相关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本次研究选取的 500例

患者的病史、身高、体重等，在住院第 1天清晨采

集患者空腹 4 mL静脉血，检查其甘油三酯、胆固

醇、血糖及血尿酸，其中，甘油三酯、胆固醇、

血糖采用氧化酶法进行检查，血尿酸采用酶法进

行测定；采用常规 12导联心电图对患者实施 ECG

检查，采用上臂测血压法对患者血压进行检测．

1.3 诊断标准

非同日 2 次空腹血尿酸水平女性高于 360

mmol/L，男性高于 420 mmol/L[2]．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均采用 SPSS统

计学软件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检验，组间对比采

用χ2检验，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高原地区高尿酸血症发病率同性别之间的关

系

本次研究选取的 500例高原地区高尿酸血症患

者中，男性发病率为 36.02%，女性发病率为

7.11%，对比分析高原地区高尿酸血症发病率同性

别之间的关系，男性发病率显著高于女性的，有统

计学意义（＜0.05），具体数值见表 1.

2.2 高原地区高尿酸血症发病率同年龄之间的关

系

本次研究选取的 500例高原地区高尿酸血症患

者中，年龄在 41～70岁之间患者的发病率显著高

于年龄在 22～40 岁患者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05），见表 2.

3 讨论

高尿酸血症疾病主要是指患者体中血尿酸升

高，该疾病沉积在患者关节，会出现痛风性关节

炎，导致患者关节变形；该疾病沉积在患者肾脏，

会出现痛风性肾病、尿酸结石症状，最终致使患者

出现尿毒症；该疾病刺激患者血管壁时，会出现动

脉粥样硬化现象，加重高血压及冠心病；该疾病损

伤胰腺 B 细胞时，会诱发或是加重糖尿病等等，

严重威胁患者生命[3]．基于该疾病病理特点，医护

人员应给以患者及时、合理的治疗，有效改善患者

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4]．据相关工作人员

调查分析得出，血尿酸水平同患者性别、年龄、生

活方式及社会因素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本次研究结

果同相关工作人员调查分析出的男性高尿酸血症疾

与男性比较，* ＜0.05.

与 41～70岁组比较，*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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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显促进机体血管平滑机组织细胞的大量增生，

在促炎症反应的过程中会对机体内皮功能造成一定

程度的损伤，直接造成肾脏的损伤．有资料表明高

尿酸血症［血尿酸 > 6.0 mg/dL（> 357 滋mol/L）］的

妇女是一个独立的预测终末期肾病的指标．控制
血尿酸水平在正常范围内的战略可能会降低终末期

肾病的人口负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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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发病率显著高于女性的结果相符，不同性别之

间其患高尿酸血症疾病率存在显著差异性，有统

计学意义（ ＜0.05）．如本次研究中，男性发病

率为 36.02%，但女性发病率仅为 7.11%．其同患

者机体中的雄雌激素有一定相关性，雄性激素促

使尿酸重吸收，对尿酸排泄具有一定抑制作用，

并影响肝对嘌呤的代谢，但女性机体中的雌性激

素对尿酸具有显著的排泄作用，因此，男性患者

发病率较女性高．同时，不同年龄段患者发病率

也各不相同，如本次研究中，41～70岁之间的患

者其发病率显著高于小于 40 岁，有统计学意义

（＜0.05）．其主要同患者生活习惯及饮食习惯相

关，基于中老年人群具有较重的工作负担，且其

社会交往活动较多，因此，其极易食用海鲜及肉
类等高嘌呤食物和饮用啤酒及烈性酒等，从而导

致血尿酸水平升高，患病率升高[5]．综上所述，医

护人员应高度重视高原地区高尿酸血症患者的年

龄及性别，依据患者具体病情为其实施相应的预

防及治疗措施，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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