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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健康体检人群脂肪肝检出率及相关影响因素 

黄廷婷 

贵州省财经大学  贵州贵阳  550025 

【摘  要】目的：探讨六盘水市健康体检人群中脂肪肝的检出率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选择 2022 年 3 月至 2023 年 5 月在六盘水市进行健康体

检的人群，共计 100 例。所有参与者均进行详细的身体检查，记录脂肪肝的检出情况。统计患病率，并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方程分析脂肪

肝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在 100 例健康体检人群中，脂肪肝的检出率为 27%。经单因素筛查分析，非脂肪肝组与脂肪肝组在年龄、性别、BMI、总胆

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甘油三酯（TG）、空腹血糖（FBG）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BMI≥28kg/m2、TG≥1.7mmol/L、FBG≥7mmmol/L、TC≥5.2mmol/L、是发生脂肪肝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六盘水市健康体检人群中脂肪肝的检出

率与高 BMI、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和高空腹血糖密切相关。针对这些影响因素，应加强健康教育和干预措施，以降低脂肪肝的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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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肝已成为仅次于病毒性肝炎的第二大肝病，并且与肥胖、高血

脂症、糖尿病和高血压等代谢性疾病密切相关，尽管全球范围内脂肪肝

的发病率都在上升，但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的发病率和影响因素可能

存在差异[1-2]。目前，针对特定地区的脂肪肝流行病学研究仍显不足[3]。在

许多地区，尤其是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健康体检并未得到普及，

这导致脂肪肝的早期发现和治疗受到限制[4]。基于以上背景和问题，本研

究旨在探讨六盘水市健康体检人群中脂肪肝的检出率及其相关影响因

素。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择 2022 年 3 月至 2023 年 5 月在六盘水市进行健康体检的人

群，共计 100 例。所有参与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并接受详细的问卷调

查和身体检查。 

纳入标准：（1）自愿参与本研究的健康体检人群。（2）所有参与者

均需签署知情同意书，了解研究目的和内容。（3）参与者需配合完成所

有相关检查。 

排除标准：（1）酒精性脂肪肝，（2）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血液

系统疾病或恶性肿瘤者。（3）存在精神障碍或认知障碍者，无法正确理

解研究内容或签署知情同意书。（4）临床资料不完整或无法获取完整资

料者。 

1.2 方法 

收集体检者年龄、性别、BMI、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HDL）、甘油三酯（TG）、空腹血糖（FBG）等数据。 

超声诊断脂肪肝标准：肝脏回声增强、肝脏呈弥漫性回声改变、肝

脏局限性或弥漫性的改变、肝脏实质回声减低、肝静脉变细等 

1.3 统计学方法 

本次相关数据和信息资料以 SPSS20.0 软件进行分析处理，组间对应

的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分别用使用（x±s）、n（%）表示，并用 t 检验

和卡方进行检验。影响脂肪肝检出的因素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

P<O．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六盘水市健康体检人群脂肪肝检出率 

本次纳入 100 例健康体检患者，其中 27 例检测出脂肪肝，脂肪肝检

出率为 27.00%，其中男性 20 例，女性 7 例。 

2.2 六盘水市健康体检人群脂肪肝检出情况以及单因素分析 

非脂肪肝组与脂肪肝组年龄、性别、BMI、总胆固醇（TC）、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HDL）、甘油三酯（TG）、空腹血糖（FBG），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六盘水市健康体检人群脂肪肝检出单因素分析 

因素 非脂肪肝组（n=73） 脂肪肝组（n=27） X2 P 

≤35 51（69.87） 8（29.63） 
年龄 

＞35 22（30.14） 19（70.37） 
13.189 ＜0.001 

男 13（17.81） 20（74.07） 
性别 

女 60（82.19） 7（25.93） 
28.222 ＜0.001 

BIM <28 kg/m2 69（94.52） 11（40.74） 35.629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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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kg/m2 4（5.48） 16（59.26） 

＜1.7mmol/L 65（89.04） 12（44.44） 
TG 

≥1.7mmol/L 8（10.96） 15（55.56） 
22.135 ＜0.001 

<5.2mmol/L 55（75.34） 10（37.04） 
TC 

≥5.2mmol/L 18（24.66） 17（62.96） 
12.712 ＜0.001 

＜1.0mmol/L 66（90.41） 12（44.44） 
HDL-C 

≥1.0mmol/L 7（9.59） 15（55.56） 
24.269 ＜0.001 

＜7mmol/L 70（95.89） 13（48.14） 
FBG 

≥7mmmol/L 3（4.11） 14（51.86） 
31.839 ＜0.001 

2.2 多六盘水市健康体检人群脂肪肝发生的影响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 

结果显示 BMI≥28kg/m2、TG≥1.7mmol/L、FBG≥7mmmol/L、TC≥

5.2mmol/L、是发生脂肪肝的危险因素（P<0.05），详情见表 2. 

表 2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结果 

因素 B S.E Wald P OR 95%CI 

BMI≥28kg/m2 1.856 0.145 156.847 ＜0.001 6.012 4.875-8.471

TG≥1.7mmol/L 1.055 0.131 62.412 ＜0.001 2.904 2.234-3.783

FBG≥7mmmol/L 1.845 0.662 8.463 ＜0.001 6.456 1.844-23.001

TC≥5.2mmol/L 1.019 0.123 65.084 ＜0.001 2.763 2.158-3.587

3  讨论 

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脂肪肝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的健

康问题。脂肪肝不仅影响肝脏功能，还与多种代谢性疾病密切相关。为

了深入了解脂肪肝的发病情况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本研究针对六盘水市

健康体检人群进行了脂肪肝的筛查，并对相关因素进行了探讨。在 100

例受检者中，脂肪肝的检出率达到了 27%，这一较高的比例警示该地区

脂肪肝的发病率不容忽视。这一数据不仅反映了当地人群的健康状况，

也提示需进一步探讨脂肪肝的成因和预防措施。 

通过单因素筛查分析，发现多个因素如年龄、性别、BMI、总胆固醇

（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甘油三酯（TG）以及空腹血糖（FBG）

均与脂肪肝的发生有显著关系，可以认为它们在脂肪肝的发病机理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为了更精确地识别脂肪肝的关键风险因素，进一步进行

了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BMI≥28kg/m2、TG≥1.7mmol/L、

FBG≥7mmmol/L、TC≥5.2mmol/L 是脂肪肝发生的危险因素，这些发现不

仅增强了对脂肪肝发病机制的理解，也为预防和治疗策略提供了重要依

据。首先，高 BMI 作为脂肪肝发生的危险因素，凸显了肥胖在脂肪肝发

病中的核心作用；肥胖通常与不良饮食习惯和缺乏运动有关，这会导致

脂肪在肝脏内过度积累[5]。因此，通过改善饮食和加强体育锻炼来控制体

重，成为预防脂肪肝的重要手段。其次，高 TG 和高 TC 也被确认为脂肪

肝的风险因素，血脂异常会干扰肝脏内脂肪的正常代谢和排泄，从而增

加患脂肪肝的风险[6]。这就要求重视血脂水平的常规监测，并采取措施进

行调控，以降低脂肪肝的发生率。最后，高 FBG 与脂肪肝的发生存在紧

密联系。持续的高血糖状态会刺激脂肪的合成和堆积，最终导致脂肪肝

的形成[7]。 

综上所述，脂肪肝发生与 BMI、TC、TG、FBG 水平密切相关。基于

这些发现，强调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如改善生活方式、控制体重、

调节血脂和血糖等，以有效降低脂肪肝的发病率。同时，对于已确诊的

脂肪肝患者，应根据其病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以期改善病情并遏

制疾病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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