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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人高尿酸血症的患病情况及影响因素，为高尿酸血症的防治和干预提供依据。方

法 于2018年7—11月，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8个县（市、区）≥18岁常住居民进行问

卷调查、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测，收集人口学信息、吸烟、饮酒、体质指数和血尿酸等资料，采用多因素 logistic回归

模型分析高尿酸血症的影响因素。结果 调查4 690人，其中男性2 093人，占44.63%；女性2 597人，占55.37%。年

龄为（49.45±14.57）岁。超重 1 795人，占 38.27%，肥胖 1 198人，占 25.54%。吸烟 983人，占 20.96%。饮酒 1 224
人，占 26.10%。检出高尿酸血症 268 例，检出率为 5.71%。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 （OR=1.409，
95%CI：1.036~1.917）、年龄≥60 岁 （OR=2.092，95%CI：1.495~2.928）、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高中，OR=2.003，
95%CI：1.366~2.937；大专及以上，OR=4.876，95%CI：3.196~7.438）、超重（OR=2.343，95%CI：1.618~3.395）、肥胖

（OR=4.754，95%CI：3.291~6.868）和饮酒（OR=1.494，95%CI：1.104~2.020）的成人高尿酸血症发生风险较高。结

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人高尿酸血症的发生风险可能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体质指数和饮酒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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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ffecting hyperuricemia among adults in Xinjiang Uygur
Autonmou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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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yperuricemia among adults i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so as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hyperuricemia. Methods
Permanent residents at ages of 18 years and above in 8 counties (cities, districts)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
gion were sampled using a multi-stage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from July 2018 to November. Demographic da⁃
ta, smoking, alcohol consumption, body mass index and serum uric acid we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laboratory testing. Factors affecting hyperuricemia were analyzed using a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A total of 4 690 residents were collected, including 2 093 males (44.63%) and 2 597 fe⁃
males (55.37%), and had a mean age of (49.45±14.57) years. There were 1 795 overweight residents (38.27%), 1 198
residents with obesity (25.54%), 983 smokers (20.96%), 1 224 drinkers (26.10%), and 268 residents with hyperuricemia
(5.71%).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 higher risk of hyperuricemia was seen among adults
who were males (OR=1.409, 95%CI: 1.036-1.917), aged 60 years and above (OR=2.092, 95%CI: 1.495-2.928), had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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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education or above (high school, OR=2.003, 95%CI: 1.366-2.937; college and above, OR=4.876, 95%CI: 3.196-
7.438), were overweight (OR=2.343, 95%CI: 1.618-3.395) or obese (OR=4.754, 95%CI: 3.291-6.868) and had alcohol
consumption (OR=1.494, 95%CI: 1.104-2.020). Conclusion The risk of hyperuricemia may be associated to gender,
age, educational level, body mass index and alcohol consumption among adults i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Keywords: adult; hyperuricemia; influencing factor; alcohol consumption

高尿酸血症是嘌呤代谢紊乱引起的代谢异常综

合征，可导致痛风、心血管病、内分泌代谢等疾

病［1-2］。研究表明，维持血尿酸水平在合理范围内

可降低多种慢性病的发生风险［3］。高尿酸血症已成

为我国仅次于糖尿病的第二大代谢性疾病，2018—
2019 年我国成人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为 14.0%，与

2015—2016 年相比呈上升趋势［4］。受地理环境、

饮食习惯和风俗文化等影响，我国不同地区的高尿

酸血症患病率存在较大差异［5-6］。有研究显示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35 岁体检者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为

5.58%［7］。本研究了解新疆成人高尿酸血症的患病

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加强新疆成人高尿酸血症的

筛查与防治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 2018 年 7—11 月，选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8 个县（市、区）为监测点，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

样方法抽取≥18 岁的常住居民为调查对象。在 8 个

监测点内抽取 3 个乡镇（街道、团）；每个抽中的乡

镇（街道、团）抽取 2 个行政村（居委会、连）；每

个抽中的行政村（居委会、连）以不少于 60 户为规

模划分为若干个村民（居民）小组，采用简单随机抽

样方法抽取 1 个村民（居民）小组，抽中的村民（居

民）小组内选取 45 户进行调查。纳入调查前 12 个月

内在监测地区居住时间≥6 个月的居民；排除我国港

澳台地区居民和外籍居民。调查对象均知情同意。

1.2 方法

参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制定的《2018 年中

国成人慢性病与营养监测（新疆）》工作手册进行调

查。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

吸烟和饮酒等。身高测量采用金属立柱式身高计，精

确度为 0.1 cm；体重测量采用电子体重秤，精确度

为 0.1 kg，计算体质指数（BMI）。所有测量仪器均

符合国家计量认证要求。采集调查对象空腹静脉血，

采用尿酸酶过氧化物酶法测定血尿酸。吸烟指调查时

吸烟。饮酒指调查前 12 个月内饮酒至少 1 次。BMI
<18.5 kg/m2 为体重过低，18.5~<24 kg/m2 为正常，

24~<28 kg /m2 为超重，≥28 kg /m2 为肥胖。根据

《2016 年欧洲抗风湿病联盟痛风治疗指南》［8］，高

尿酸血症的诊断标准为男性血尿酸＞420 μmol/L
（7.0 mg/dL），女性血尿酸>357 μmol/L（6.0 mg/dL）。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2.0 软件统计分析。定量资料服从正

态分布的采用均数±标准差（x±s）描述；定性资料

采用相对数描述，组间比较 χ2 检验。采用多因素 lo⁃
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高尿酸血症的影响因素。检验水

准 α=0.05。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调查 4 690 人，其中男性 2 093 人，占 44.63%；

女性 2 597 人，占 55.37%。年龄为 （49.45±14.57）
岁。初中文化程度为主，1 890 人占 40.30%。超重

1 795 人，占 38.27%；肥胖 1 198 人，占 25.54%。

吸 烟 983 人 ， 占 20.96%。 饮 酒 1 224 人 ， 占

26.10%。

2.2 高尿酸血症检出情况

检出高尿酸血症 268 例，检出率为 5.71%。男

性高尿酸血症检出率高于女性，其中 18~<45 岁、

45~<60 岁男性检出率 （7.49%、7.44%） 高于女性

（1.87%、 4.50%； χ2=33.218、 6.898， P<0.001、 P=
0.009），但≥60 岁男性检出率 （6.94%） 低于女性

（8.78%；χ2=17.866，P<0.001）。年龄、文化程度、

BMI、吸烟和饮酒不同的成人高尿酸血症检出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见表 1。
2.3 高尿酸血症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高尿酸血症为因变量（0=否，1=是），以表 1
中 P<0.05 的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60 岁、高中及以上文

化程度、超重、肥胖和饮酒的成人高尿酸血症发生风

险较高。见表 2。
3 讨 论

本研究显示，新疆成人高尿酸血症检出率为

5.71%，与既往研究结果［7］ 相似，远低于 2018—
2019 年我国成人高尿酸血症患病率（14.0%）［4］，可

能与新疆地处内陆，居民对海鲜等高嘌呤食物摄入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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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关［9］。新疆成人高尿酸血症发生风险受性别、

年龄、文化程度、BMI 和饮酒的影响。

≥60 岁居民是高尿酸血症的高发人群，可能与

老年人肾脏代谢水平下降有关。有研究发现血尿酸水

平与老年人慢性肾脏病相互影响，血尿酸水平升高也

是慢性肾脏病的危险因素［10-12］。此外，女性高尿酸

血症检出率随年龄增加而升高，可能因为育龄女性的

雌激素水平较高，有利于尿酸的排泄；但随着年龄增

加，雌激素水平下降，导致尿酸在体内堆积，增加高

尿酸血症的发生风险［13］。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成

人高尿酸血症发生风险更高，与李永昊等［14］研究一

致，可能文化程度越高越可能为脑力劳动，伏案工作

时间较长，管理体重时间较少，也可能与社会应酬较

多、高嘌呤饮食及饮酒相对较多等有关。

不健康饮食、肥胖和缺乏身体活动是世界卫生组

织欧洲区域慢性病导致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危险因

素［15］。本研究发现，超重、肥胖和饮酒的成人高尿

酸血症的发生风险较高，与其他研究结果［16］一致。

有研究证实，血尿酸浓度随 BMI 增加而升高［17］；无

论适量还是过量饮酒均与高尿酸血症风险升高有

关［18-19］，每周多饮用 1 听啤酒，血尿酸浓度增加

1.80 μmol/L［20］。提示日常适当增加有氧及无氧运动

以降低 BMI，同时加强营养知识学习，调整饮食结

构，限制酒精尤其啤酒的摄入。

表 2 高尿酸血症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2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hyperuricemis
变量

性别

男

年龄/岁
45~
≥60

文化程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BMI
超重

肥胖

饮酒

是

常量

参照组

女

18~

小学及以下

正常及以下

否

β

0.343

0.173
0.738

0.174
0.695
1.584

0.852
1.559

0.401
-4.616

xs

0.157

0.163
0.172

0.166
0.195
0.215

0.189
0.188

0.154
0.223

Wald χ2值

4.766

1.132
18.525

1.104
12.649
54.069

20.282
69.004

6.781
427.083

P值

0.029

0.287
＜0.001

0.293
＜0.001
＜0.001

＜0.001
＜0.001

0.009
＜0.001

OR值

1.409

1.189
2.092

1.190
2.003
4.876

2.343
4.754

1.494
0.010

95%CI

1.036~1.917

0.864~1.635
1.495~2.928

0.860~1.648
1.366~2.937
3.196~7.438

1.618~3.395
3.291~6.868

1.104~2.020

表 1 高尿酸血症检出率比较

Table 1 Comparision of detection rates of hyperuricemia

项目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18~
45~
≥60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BMI
体重过低

正常

超重

肥胖

吸烟

是

否

饮酒

是

否

调查

人数

2 093
2 597

1 749
1 740
1 201

1 858
1 890

622
320

75
1 622
1 795
1 198

983
3 707

1 224
3 466

检出高

尿酸血

症例数

153
115

74
100
94

84
87
50
47

1
41

105
121

71
197

110
158

检出率/%

7.31
4.43

4.23
5.75
7.83

4.52
4.60
8.04

14.69

1.33
2.53
5.85

10.10

7.22
5.31

8.99
4.56

χ2值

17.866

16.143

63.301

76.074

5.253

32.924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22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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