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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发病率与生理学测试指标的关联性研究

——以湖北大学教职工为例

陈丹 1，常凤 1,2

（1. 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2. 哈尔滨体育学院  运动人体科学学院，黑龙
江  哈尔滨  150008）

摘  要：目的：了解高校教职工人群的健康状况，针对慢性病发病率与生理学测试指标的关联

性进行深入研究并给出建议，完善教职工的健康管理工作；为提高群众的体质健康

与生活水平提供依据，缓解我国社会压力。方法：以参加 2019 年体检的湖北大学教

职工为对象，获得身高、体重、血压、血脂、肝功、肾功、心电、B 超等体检数据，

并录入 Excel，建立数据库。对体检数据采用 SPSS22.0 进行 Person 相关分析。结果： 

（1）慢性病发病率分析结果显示，总检出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心电图异常、脂肪肝、高

血糖、高血脂、肝囊肿、高血压、肾囊肿。（2）在不同年龄组中，除了心电图异常，

其他慢性病的检出率都有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升高的趋势。（3）高血脂人群的血脂与

BMI、血糖、血压；高血糖人群的血糖与 BMI；高血压人群的血压与年龄均存在关联

性（p<0.05）。结论：（1）主要慢性病的总检出率最高的是心电图异常，其他的慢性

病检出率也不容乐观，学校可积极组织心电图筛查和 B 超检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2）年龄、BMI、血糖以及血压这些生理学测试指标与慢性病的患病率密切相关。

关键词：慢性疾病发病率；生理学测试指标；关联性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hronic Disease Incidence and Physiological 
Test Indexes

—— Taking Hubei University Staff as an Example

CHEN Dan1，CHANG Feng1,2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2. Harbi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School of Sports Human Sciences, Harbin 15000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health status of the teaching staff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ncidence of chronic diseases and physiological test indexes, and to improve the 

health management of the teaching staff. Methods: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data of Hubei University, such as 

height, weight, blood pressure, blood lipid, liver function, kidney function, electrocardiogram and B ultrasound 

were obtained, and Excel, database was established. The data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were analyzed Person 

SPSS22.0. Results: (1) The results of chronic disease incidenc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highest detection rate was 

electrocardiogram abnormality ,35.9%, followed by fatty liver 31.7%, hyperglycemia 15.3%, hyperlipidemia 13.0%, 

hepatic cyst 12.5%, hypertension 11.2%, and finally renal cyst 5.9%. (2) The detection rate of major chronic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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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体检数据。实验对象共1172人，年龄在43.22±9.04岁，

其中男性613人，女性560人。由于61—70岁样本含量少，

只有 10 人，代表性有限，故排除。 

2.2  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通过湖北大学图书馆、报刊杂志以及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库、知网研学等数据库，查找、阅读、搜集

和收集了有关慢性病及其发病率的资料，把握目前有

关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与生理学测试指标关联性

的研究现状。

2）数据统计法 

通过 Excel 建立教职工的健康体检数据库，并采用

SPSS22.0进行数据研究与分析。用均数±标准差（X±SD）

表示计量资料，采用构成比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

验比较构成比，采用 Person 相关分析慢性病测试指标与

BMI、年龄等生理指标间的统计学差异，以 p<0.05 为有

显著性差异。

3  结果与分析 
3.1  体检人群基本状况 

1）年龄分布特征

本次将参加体检的人群按照年龄分为了 4 个小组，

详情请见表 1。

表 1  体检人群的年龄分布特征

年龄（岁） 人数 构成比（％）

21—30 111 9.5

31—40 363 31.2

41—50 385 33.2

51—60 303 26.1

合计 1162 100

2）性别分布特征 

体检人群的性别分布特征如上表，男性占比为

52.0％，女性为 48.0％，详情请见表 2。

increased with age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3) Blood lipids and BMI、 blood glucose and blood pressure were 

correlated with blood pressure and age of BMI; hypertension (p<0.05). Conclusion: (1) The total detection rate of 

major chronic diseases is the highest is abnormal electrocardiogram, the detection rate of other chronic diseases is 

not optimistic, schools can actively organize electrocardiogram screening and B ultrasound examination, so that early 

detection and early treatment. (2) Age, BMI, blood glucose and blood pressure are physiological indicators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evalence of chronic diseases.

Key words: Incidence of chronic diseases; Physiological test indicators; Relevance

1  研究目的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简称慢性病）不仅严重威胁着

群众的身体健康，通常需要家庭和社会长久的关怀以及

终身的治疗，这样一来就会对社会资源的投入、经济的

发展和居民的健康产生巨大压力。WHO调查显示，饮食、

抽烟、酗酒和缺乏运动成为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

率逐年上升的四大危险因素，也是生活中慢性病最主要

的发病原因。慢性病不仅医疗费用极其昂贵，而且会进

一步损害身体的重要脏器，一旦防治不及，就会给生命

和生活带来难以承受的危害。因此，现在我们认真对待

并及早制定对策显得尤为重要。 

1865 年，法国第一个出现老龄化社会，此后中国以

最快的速度成为了世界上老龄化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

我国老龄化的差异最明显、任务最艰巨，形势不容乐观［1］，

慢性病却时时刻刻威胁着人类的健康［2］，可以说死亡人

数中有 70% 以上都是由于患上了慢性病。

高校教职工是一个极其重要却又特殊的职业，不仅

要教书育人，还得从事教学科研，承受着社会重大的期

望。他们工作繁忙，生活节奏快，压力大，长期精神紧张，

再加上经常久坐于电脑桌前加班熬夜，身体活动不足，

同时伴随着其他不良的生活习惯，极易引起慢性病的发

生。目前，高校教职工的身体健康问题令人担忧，应引

起重视。

本研究对湖北大学教职工的健康状况进行分析，根

据分析结果，针对教职工所出现的常见慢性病进行个体

化的健康宣教，促进高校教职工的身心健康，通过其发

病率与生理学测试指标的关联性给予预防保健建议，使

得高校教职工能够以充沛的精力投身于教学与科研，同

时也为提高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防治慢性病提供合理

依据。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参加 2019 年体检的湖北大学教职工的身

高、体重、血压、血脂、肝功、肾功、心电、B 超等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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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柱状图可以得出，这些主要慢性疾病的检出率在不

同年龄组间都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并且除了

心电图异常以外，其他的慢性病发病率都有随着年龄

而增加的趋势，详情请见表 3 和图 1。吴婉珍［3］分析

了东南大学 596 名教职工体检数据，发现该校教职工

慢性病检出率较高的分别是高血压、高血脂、心电图

异常；朱云霞［4］对重庆师范大学的 1274 名教职工体

检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高血压、脂肪肝、高血脂的检出

率较高；赵岸松［5］分析了吉林省某高校教职工的体检

资料，发现教职工高脂血症、脂肪肝及高血压等慢性病

检出率在全国的平均水平之上。由此可见，各高校教职

工慢性病检出率情况总体一致。不仅我校，各高校教职

工整体身体状况都不乐观。

表 2  体检人群的性别分布特征

性别 人数 构成比（％）

男 605 52.0

女 557 48.0

合计 1162 100

3.2  体检人群主要慢性病患病率及分析 

本次的调查对象为湖北大学的教职工，其主要慢

性疾病发病率分析结果显示，心电图异常的检出率

为 35.9％，居于首位，其次是脂肪肝 31.7％、高血

糖 15.3％、高血脂 13.0％、肝囊肿 12.5％、高血压

11.2％，最后是肾囊肿 5.9％。采用 Person 相关分析以

表 3  体检人群的慢性病发病率分析（N=1162）

主要指标
21—30 岁
（n=111）

31—40 岁
（n=363）

41—50 岁
（n=385）

51—60 岁
（n=303）

总检出率
％

χ2 P

高血脂（n=151） 4（3.6） 48（13.2） 44（11.4） 55（18.2） 13.0 16.64 0.001

高血糖（n=178） 6（5.4） 33（9.1） 73（19.0） 66（21.8） 15.3 32.96 0.000

高血压（n=130） 3（2.7） 25（6.9） 41（10.6） 61（20.1） 11.2 39.31 0.000

心电图异常（n=418） 46（41.4） 120（33.1） 126（32.7） 126（41.6） 35.9 8.68 0.034

脂肪肝（n=369） 15（13.5） 96（26.4） 136（35.3） 122（40.3） 31.7 34.15 0.000

肝囊肿（n=145） 1（0.9） 15（4.1） 55（14.3） 74（24.4） 12.5 77.51 0.000

肾囊肿（n=169） 2（1.8） 9（2.5） 20（5.2） 38（12.5） 5.9 35.21 0.000

注：p<0.05，差异显著。

图 1  不同年龄组间体检人群的慢性病发病率

有关研究发现许多教职工一般不仅仅只存在一种疾

病［6］，某校的体检数据显示颈椎病变检出率最高，可高

达 52.08％，与我校教职工心电图异常的检出率最高的健

康状况明显不同。可能是由于教职工长期久坐、电脑办公、

活动不足，再加上工作负荷较重且长期存在慢性疲劳造

成的。也有报道［7］说，可能由于存在危害健康的行为的

男性普遍存在，加上对医疗保健的关注度不足，所以男

性各种疾病特别是超重和高血压的发生率普遍高于女性。

一所大学进行了连续四年的体格检查，结果［8］显示，血

脂异常的检出率最高，并且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高血

脂的发生率也跟着上升。

本研究结果中，心电图异常的检出率 35.9％最高并

且在不同年龄组都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目前居

于慢性疾病首位的是心血管相关的疾病。有研究［9］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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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异常、血脂异常、血压升高和脂肪肝都可导致心电

图出现异常；而且心电图异常与年龄增长呈正相关。可

能由于年龄增长导致细胞生理功能的急剧降低，人体新

陈代谢率延迟，再加上精神压力，工作疲劳等因素综合

作用下，容易引起心血管疾病。

脂肪肝的检出率 31.7％排第二。脂肪肝是由营养过

剩，加上生活压力大、熬夜以及工作应酬使饮酒量增加

而导致肝细胞内的脂肪堆积过多引发的病变。已有学者

报告我国目前成人患本病率为 15% ～ 25%，并且患病年

龄日趋提前。

高血糖的检出率 15.3％排第三。特别是年龄的增长

会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10］。另外，高血糖在胰岛素分

泌的影响下除了血糖升高，脂肪、蛋白质的代谢也会出

现异常。

其次是高血脂的检出率 13.0％排第四。高血脂一般

可分为三种类型，主要与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疾病等并

发症密切相关。学者侯园园的一项研究［11］发现高脂血

症是各慢性病检出率最高的一个，检出率为 57.1%，占

人数的一半以上，而且年龄的增长会使患高脂血症的风

险增大。临床上，高血脂对心脑血管系统的影响很大：

心脏存在高血脂可能会诱发心肌梗塞、心绞痛；大脑存

在高血脂可能会引发脑梗症状并对患者的肾脏产生危害。

一般情况下，高血脂需通过血液检查来进行诊断，是因

为患者有时仅表现为乏力、头晕、手指麻木，容易被忽略。

接着是肝囊肿的检出率 12.5％排第五。周洋对体检

报告的一项调查研究［12］发现，肝囊肿和肾囊肿的检出

率都超过了 20％，情况并不乐观，而且男性患有肾囊肿

或肝囊肿的情况均比女性要高。肝囊肿患者中约有一半

会出现合并多囊肾的情况，同时伴有血尿、肾功能不全

等多种症状，并不可轻视。

然后是高血压的检出率 11.2％排第六。高血压诱发

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情绪紧张和内分泌紊乱等。高校教

职工各年龄人群尤其是中老年人群应定期开展常规体检，

调节情绪，避免熬夜和疲劳过度，进行适当的运动和锻

炼以达到尽早诊断、尽早发现、尽早治疗。

肾囊肿的检出率 5.9％排最后一个。肾囊肿诱发的原

因有许多，先天性、不良的饮食习惯、长期营养不良、

气血流通障碍、尿路感染、肠胃道感染疾病等等都会增

加患肾囊肿的危险。肾囊肿患者需要及时治疗，注意休息，

避免重口味的饮食。

3.3  慢性疾病发病率与主要指标异常的关联性及

分析

1）高血脂与主要指标异常的关联性

通过对所获得的患有高血脂教职工的年龄、BMI、血

糖及血压等资料采用 Person 相关进行数据分析后，结果

显示：患有高血脂人群的 BMI、血糖以及血压都具有统

计学差异，其中 BMI 最明显。

BMI 较大者的血清中可检测出使血脂的代谢出现异

常的脂肪激素，从而诱发高血脂。有学者的研究［13］表明，

BMI 与高脂血症密切相关，其中患高血脂的风险最低的

是 BMI<18 的人群，其中 BMI ≥ 28 的人群患高脂血症的

风险可比正常人群高出 5.63 倍。这与图表 4 的研究结果

一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人们

的饮食生活习惯发生改变，体力活动减少，容易造成肥

胖和血脂水平的普遍升高。

表 4  高血脂与主要指标的关联性     N=151

主要指标 x±s P

高血脂

年龄 45.39±8.46 0.113

BMI 27.16±17.43 0.004

血糖 5.92±1.31 0.013

血压 127.92±11.83 0.033

注：p<0.05，差异显著。

2）高血糖与主要指标异常的关联性

通过对所获得的患有高血糖教职工的年龄、BMI、血

压及血脂等资料采用 Person 相关进行数据析后，结果显

示：患有高血糖人群的各项测试指标中只有 BMI 具有统

计学差异。

一项针对社区糖尿病患者的调查和统计，研究［14］

发现 BMI 分布与血糖关系密切，糖尿病患者中有一小部

分人的BMI处于正常范围，BMI≥24的人群超过了六成。 

另外有相关报道［15］显示，BMI 处于正常范围的人群患高

血糖的风险相对较低。这两项研究与图表5的结果一致，

要想达到预防高血糖的目的，使 BMI 保持正常值是极其

重要的。

表 5  高血糖与主要指标的关联性     N=178

主要指标 x±s P

高血糖

年龄 47.21±7.92 0.235

BMI 26.92±17.03 0.038

血压 128.59±13.68 0.116

血脂 1.95±1.45 0.099

注：p<0.05，差异显著。

3）高血压与主要指标异常的关联性

通过对所获得的患有高血压教职工的年龄、BMI、血

糖及血脂等资料采用 Person 相关进行数据分析后，结果

显示：患有高血压人群的各项测试指标中只有年龄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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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差异。有研究［16］结果显示，人体的血糖和血压

水平与年龄关系密切，呈正相关，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

高血压的患病率也会增加，而且高血压患者比普通人更

容易发生动脉粥样硬化。

本研究发现高龄群体高患病率特点，同时表现出

不同年龄组高血压患病率在总体上会随年龄增长而增

加，详情见表 6。有学者通过对 BMI 进行分组研究，

发现 BMI ≥ 28 的体检人员中患有高血压、高血糖

以及高血脂的比 18.5 ≤ BMI ≤ 23.9 高出了将近 3

倍［17］。该研究与图表 3-5 的结果一致。有资料表明，

BMI ≥ 24 的人群都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

应着重控制 BMI，避免超重甚至肥胖。即使高血压找

不到确切的病因，但已有研究［18］证明，高血压会受一

些不可控因素，如年龄、遗传等以及可控的因素，如

肥胖、抽烟、酗酒等的综合影响。保持合理的饮食结

构和形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定期监测血压、血糖、血脂，

有利于防治高血压。

表 6  高血压与主要指标的关联性     N=130

主要指标 x±s P

高血压

年龄 48.06±8.31 0.01

BMI 25.40±3.28 0.054

血糖 6.03±1.34 0.062

血脂 1.79±1.24 0.089

注：p<0.05，差异显著。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本次的调查对象为湖北大学的教职工，其主要慢

性疾病发病率分析结果显示，教职工的健康状况并不乐

观，心电图异常的检出率居于首位，其次是脂肪肝、高

血糖、高血脂、肝囊肿、高血压，最后是肾囊肿。

2）这些主要慢性疾病的检出率在不同年龄组间都具

有统计学差异（p<0.05）。并且都在 51—60 岁年龄组中

更为突出，有随着年龄增加而升高的趋势。

3）高血脂与BMI、血糖以及血压都具有统计学差异，

其中 BMI 最明显，在生活中当 BMI、血糖或血压出现异

常时，应该时刻关注血脂的变化；高血糖只与 BMI 具有

统计学差异，当 BMI 出现异常时，也应该注意血糖的变

化；高血压只与年龄具有统计学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

血压的变化应该引起重视，特别是高龄人群。

4.2  建议 

1）增强健康意识，积极组织心电图筛查

此次研究发现，我校教职工心电图异常的检出率居

于首位。心电图异常的危险因素除了血糖、血脂、血压

升高和脂肪肝之外，也可能是由于工作劳累、思想压力

大以及精神紧张等因素影响机体的新陈代谢速度，导致

生理机能下降，诱发心血管疾病。学校应成立健康教育

工作小组，保证教职工每年一次的体检工作，积极组织

心电图筛查。如果发现心电图出现异常，应尽早明确诊断，

采取干预措施，有效进行控制。

2）控制 BMI，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

BMI 与多种慢性病具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当 BMI

异常时，慢性病的患病率也会增加［19］。本研究结果表明，

BMI 不仅与高血脂具有相关性，而且与高血压也有统计

学差异。控制 BMI，使其保持在正常的范围内，可以有

效防治慢性病，减轻疾病负担。合理的膳食搭配、科学

的生活方式以及制定科学合理的锻炼计划可以有效预防

超重和肥胖。

3）制定科学合理的锻炼计划

有研究［20］表明，老年人通过身体锻炼可以有效提

高生命的质量，特别是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制定科学

合理的锻炼计划有利于提高生命质量，减少或预防慢性

病。教职工应该根据身体需要以及循序渐进、因人制宜

的原则，选择各种体育手段，也可运用中国传统运动达

到形神结合、动静结合和内外结合等，以增强体质、增

进健康、丰富生活，远离疾病。

5  局限性
（1）本次研究的对象仅为湖北大学的教职工，研

究结果仅仅只是代表我校教职工的体检数据。并且由于

61—70 岁样本含量少，只有 10 人，代表性有限，故排除

在外。因此，我的研究结果显示慢性病检出率最高的是

心电图异常，这与其他学校的体检数据存在差异。

（2）本研究通过对高血糖、高血压患者进行相关性

分析，得出结论：高血糖只与 BMI 具有统计学差异；高

血压只与年龄具有统计学差异。然而，通过查阅大量资

料发现，高血糖不仅仅只与 BMI 具有统计学差异；高血

压也并不只与年龄具有统计学差异。我的研究结果并不

够全面，因此我通过参考文献，并综合自己的研究结果

而得出结论，从而给出更全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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