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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中老年人抑郁状况与血尿酸等生化指标的相关性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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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5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抑郁状况，及其与各项生化指标间的关系，为进一步有效防治本

地区中老年人群抑郁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典型抽样方法，于2011年9~11月在宁夏银川市和吴忠市选取5

个老龄化社区，以社区 55岁及以上符合调查标准的居民为调查对象，采用老年抑郁量表(GDS)和自拟一般情

况调查问卷，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在社区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同时采集空腹血清，以备检测各项生化指标。

结果 共有1 044人完成调查，343人GDS评分超过11分，抑郁总发生率为32.86%，其中轻度抑郁为26.45%，中、

重度抑郁为6.41%。回、汉两民族的抑郁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检测的16项生化指标中，血尿酸、

总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在抑郁人群与正常人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秩相关分析显示血尿酸、谷氨酰

转肽酶(GGT)、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和收缩压与抑郁存在相关性。结论 社区中老年人心理健康

状况不容乐观，抑郁患病率较高。中老年抑郁患者血尿酸、总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水平明显降低，指标水平与抑

郁程度相一致，且血尿酸、GGT、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和收缩压可能与抑郁存在相关性，早期调节

血尿酸等相关指标可有助于中老年抑郁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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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lderly depression and serum uric acid and other biochemical indexes in
the community. LIU Qi-ling 1, WANG Zhi-zhong 2, ZHANG Ying 1, ZHANG Rong-qiang 1, ZHANG Zhi-gang 1. 1. De-
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Xi'an 712046, Shaanxi, CHINA; 2. Department of Epi-
demiology and Health Statistic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04, Ningxia,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depression in the elderly (aged 55 and above), and to investigate its re-

lationship with the biochemical indexes,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further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elder-

ly. Methods With the method of typical sampling, we selected 5 aging community in Yinchuan and Wuzhong. Geri-

atric Depression Scale (GDS) and self-made questionnaire were applied for investigation in volunteers aged 55 years

or older. Investigators were trained uniformly. At the same time, fasting serum was collected for the detection of bio-

chemical indexes. Results A total of 1 044 completed the survey, among which 343 had GDS score more than 11

points. The total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was 32.86% , including mild depression (26.45% ) and severe depression

(6.41%). The rate of depression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between nationalities (P>0.05). Among the 16 items

of biochemical indexes tested, blood uric acid, total bilirubin and indirect bilirubin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

tween the depression group and normal people (P<0.05). Rank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erum uric acid, GGT,

total bilirubin, direct bilirubin, indirect bilirubin and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had correlation with depression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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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研究显示中老年人群抑郁的发生除与性别、

年龄、教育程度等一般因素有关外，还与血尿酸等生

化指标存在相关性[1-2]。不同民族由于生活方式、饮

食习惯以及文化信仰等方面的差异而导致抑郁的发

生率可能存在差异[3]。我国宁夏地区回族人群和汉

族人群具有相同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经济背景，但在宗

教信仰上仍然存在差异，针对这一特点，比较宁夏地

区两民族老年抑郁发生率是否有差异，了解宁夏地区

社区老年人抑郁的发生情况，同时，人群血清生化水

平与抑郁的关系报道尚少。本研究以宁夏地区回族、

汉族 55岁及以上社区人群为研究对象，比较不同民

族中老年抑郁的发生率，综合分析生化水平和抑郁发

生的相关性，为探讨宁夏地区中老年抑郁的发生机制

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对象 采用典型抽样方法，于 2011年

9~11月在宁夏银川市和吴忠市选取 5个老年人口比

例相对高的社区，55岁及以上者共1 044人。纳入标

准：55岁及以上人群，且知情同意后自愿参加者。排

除标准：视力及听力障碍者，严重躯体疾病导致不能

配合者。

1.2 调查方法 对纳入的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

查和抑郁情况调查。由经过专业培训的调查员，在社

区现场一对一的完成。调查前进行预调查，统一标准

和调查方法，保证调查资料客观、准确；调查同时采集

空腹血清检测各项生化指标。

1.3 调查工具 将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和老

年抑郁自评量表 [4] (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GDS)

相结合，分析与中老年抑郁可能相关的一般因素和

生化指标。

1.4 主要结局观察指标 主要终点：社区中

老年人的抑郁状况(通过抑郁量表评分评定正常、

轻度抑郁和中重度抑郁)，寻找与老年抑郁可能相

关的生化指标。次级终点：针对有意义的生化指

标，提出降低社区中老年人抑郁发生的初步措施

和对策。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 Epidata3.0 软件建立数

据库，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χ2检

验比较不同组间抑郁发生率，方差分析比较各项生化

指标的差异性，秩相关分析各项指标与抑郁之间的关

联性。以α=0.0.5为显著性检验水准。

2 结 果

2.1 调查的一般状况 共调查 5个社区中老年

人 1 044人，年龄 55~88岁，平均(66.42±6.66)岁；文化

程度：文盲 271 人(25.8%)，小学 285 人(27.2%)，初中

289人(27.8%)，高中及以上 199人(19.2%)；独居老人

199 (19.3%)，未独居老人 831 (80.4%)，养老机构 3人

(0.3%)；1次婚姻964人(93.3%)，2次婚姻61人(5.9%)，

3 次婚姻 5 人(0.5%)；职业：农民 209 人(20.2%)，工人

334人(32.3%)，政府机关职员90人(8.7%)，商人、私企

职员38人(3.7%)，教师45人(4.4%)，医务工作者13人

(1.3%)，服务行业77人(7.5%)，其他231人(22.1%)。

2.2 老年抑郁量表(GDS)结果 抑郁得分 0~10

分 701 人，占 67.14%，抑郁得分 11~21 分 276 人，占

26.45%，抑郁得分21~30分67人，占6.41%，总体抑郁

率达32.86%。

2.3 抑郁患病率的年龄分布 由表1可见，不同

年龄组间抑郁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7.930，

P=0.001)，相 关 分 析 显 示 ，二 者 呈 负 相 关 关 系

(rs=-0.083，P=0.008)。轻度抑郁和中重度抑郁的发生

率总体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有一个先高后低的趋势，抑

郁高发的年龄段为55~65岁。

2.4 抑郁患病率的民族分布 社区回、汉族老

年人抑郁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

表1 社区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年龄分布(人)
年龄(岁)

55~60

60~65

65~70

70~75

≥75

总人数

147

312

246

198

141

正常人群

80

210

168

149

94

轻度抑郁

51

88

64

40

33

中重度抑郁

16

14

9

14

14

抑郁率(%)

45.58

32.69

29.67

27.27

33.33

表2 社区回、汉族老年人抑郁状况比较[人(%)]
民族

汉族

回族

合计

总人数

697

347

1044

正常人数

478 (68.60)

223 (64.30)

701

轻度抑郁

176 (25.31)

100 (28.80)

276

中/重度抑郁

43 (6.20)

24 (6.90)

67

注：χ2=1.959，P=0.386。

Conclusion The mental health condition of the elderly is not optimistic, with relatively high prevalence of depres-

sion. In elderly depressed patients, serum uric acid, total bilirubin and indirect bilirubin levels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consistent with the degree of depression. At the same time, blood uric acid, GGT, total bilirubin, direct bilirubin, indi-

rect bilirubin and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may be correlated with depression. The regulation of the biochemical indexes

contribute to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elderly depression.

【Key words】 HUI nationality; Depression; Biochemical ind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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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不同抑郁状况各项生化指标的方差分析研

究 对葡萄糖、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

低密度脂蛋白、载脂蛋白A1，载脂蛋白B、血尿酸、谷

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碱性磷酸酶、GGT (谷氨酰转

肽酶)、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谷草转氨

酶与谷丙转氨酶比值16项生化指标进行方差分析发

现，正常人群、轻度抑郁和中重度抑郁三组人群中，只

有血尿酸、总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三项指标之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其他观察指标三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结果见表3。

2.6 血尿酸等三项有意义指标间的两两比较 对

有意义的三组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后结果如下：尿酸

和总胆红素主要是正常人与存在抑郁症状的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而轻度抑郁与中重度抑郁两组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间接胆红素主要是正常人与中

重度抑郁人群有差异，而与轻度抑郁人群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2.7 血压、心率及 16项生化指标的等级相关分

析 以抑郁程度为因变量轴，以生化指标值为自变

量，作等级相关分析后结果见表5。其中，收缩压、血

尿酸、GGT、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与抑

郁存在相关性。

3 讨 论

抑郁症的特征症状之一是情绪低落，其发病机制

尚未明确。据估计，到 2020年抑郁症会成为减损寿

命、增加经济负担仅次于缺血性心脏病的第二大疾

病 [5-6]。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中老年人中轻度抑郁者

276人，占26.45%，中、重度抑郁者67人，占6.4%。由

本次调查可见社区中、老年人群抑郁患病率较高，总

体达32.86%。抑郁症严重威胁着离退休老年人的身

心健康。

3.1 抑郁患病率随年龄增加有降低趋势 本次

研究结果发现年龄组间的抑郁发生率虽然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但并未像以往报道一样随年龄增加而抑郁

率增加 [7-8]，反而有随年龄增加有所降低(45.58%→

27.27%)，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因为55~60岁人群刚脱

离工作岗位，对退休生活还不能完全适应，不能及

时转换角色，无用感强烈以及这个年龄段正是子女

就业、婚嫁的主要时间段，操心事件较多，随着年龄

的增加，儿女事业和家庭的稳定，心情也随之好转。

3.2 民族与中老年抑郁的发生无关 笔者欲研

究回族和汉族中老年人在抑郁发生率上的差别，结果

显示民族在抑郁的发生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与以

往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有所不同[3]，可能是因为

随着回汉两民族文化的融合，生活方式、思想情况及

工作环境等均无明显差别所致。

3.3 血尿酸、总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值降低可

能发生抑郁 本研究对葡萄糖、总胆固醇等 16项生

化指标进行方差分析发现，正常人群、轻度抑郁和中

重度抑郁人群中，只有血尿酸、总胆红素和间接胆红

素三项指标在三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

他观察指标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果提示抑郁症

患者可能存在血尿酸、胆红素代谢紊乱。

抑郁患者血尿酸水平偏低，可能在抑郁状态下，

表3 血尿酸、总胆红素、间接胆红素方差分析结果(μmol/L，x-±s)

指标名称

血尿酸

总胆红素

间接胆红素

组别

正常组

轻度抑郁组

中重度抑郁组

正常组

轻度抑郁组

中重度抑郁组

正常组

轻度抑郁组

中重度抑郁组

数值

309.045±83.422

293.211±95.409

285.178±90.947

16.144±7.572

14.882±8.248

13.420±5.598

11.215±5.616

10.696±9.149

9.174±4.621

F值

4.719

5.681

3.112

P值

0.008

0.004

0.045

表4 血尿酸、总胆红素、间接胆红素两两比较结果

指标名称

血尿酸

总胆红素

间接胆红素

比较组 a

1与2

1与3

2与3

1与2

1与3

2与3

1与2

1与3

2与3

95%CI

(3.630，28.039)

(1.974，45.759)

(-15.295，31.400)

(0.192，2.332)

(0.805，4.644)

(-0.583，3.508)

(-0.416，1.454)

(0.364，3.718)

(-0.266，3.308)

P值

0.011

0.033

0.499

0.021

0.005

0.161

0.276

0.017

0.095

注：a比较组中的1为正常人群，2为轻度抑郁组，3为中重度抑郁组。

表5 16种生化指标与抑郁的相关性分析

生化指标

葡萄糖

总胆固醇

甘油三酯

高密度脂蛋白

低密度脂蛋白

载脂蛋白A1

载脂蛋白B

血尿酸

谷丙转氨酶

谷草转氨酶

等级相关系数

-0.036

-0.009

-0.007

0.028

-0.013

0.032

-0.057

-0.111

-0.027

-0.009

P值

0.249

0.778

0.826

0.367

0.668

0.309

0.067

0.000a

0.383

0.781

生化指标

碱性磷酸酶

GGT

总胆红素

直接胆红素

间接胆红素

谷草比谷丙

收缩压

舒张压

心率

等级相关系数

0.027

-0.094

-0.128

-0.115

-0.117

0.023

-0.067

-0.058

0.041

P值

0.389

0.003a

0.000a

0.000a

0.000a

0.452

0.032a

0.062

0.181

注：a为P值小于检验性水准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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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基水平升高，脂质过氧化反应增强，脂质过氧化

终产物过多，阻断黄嘌呤、次黄嘌呤通过黄嘌呤氧化

酶氧化成尿酸的过程而减少尿酸的生成 [9]。此外，

UA 为嘌呤代谢产物，是一种重要的内生可溶性抗氧

化剂[10]，参与维持在生理条件下自由基的极低水平。

抑郁症患者处于低血尿酸水平时，体内抗氧化功能明

显下降，脂质过氧化反应占优势，氧化应激损伤神经

元，尤其是与情绪密切相关的边缘系统最易受到损

伤，造成抑郁情绪，由此推测血尿酸可能间接参与了

抑郁症的病理过程[11]。低血尿酸水平与抑郁症的因

果关系极为复杂，这种生物学改变可能亦因亦果，

尚需进一步研究。对三组间进行两两比较显示，只

有正常人群和轻度抑郁、中重度抑郁人群存在差

异，而轻度抑郁与中重度抑郁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提示抑郁症的严重程度与血尿酸水平无

关。推测血尿酸处于低水平状态是抑郁症患者体

内的非特异性标记，可能是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

制，随着抑郁病情的加重，机体通过增加内生抗氧

化剂的自动调节对抗自由基的毒害作用；亦可能与

本研究样本量较小有关。

抑郁患者总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水平降低，可

能是由于胆红素代谢紊乱所致。胆红素是一种良好

的内源性抗氧化剂之一，能有效抑制低密度脂蛋白

(LDL) 的氧化作用，在人体内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应

激、抗炎症、改善内皮细胞功能等作用[12]。抑郁症患

者胆红素水平低，体内抗氧化功能下降，脂质过氧化

反应占优势，使与情绪密切相关的神经边缘系统受到

损伤，造成抑郁情绪，由此可推测胆红素间接参与了

抑郁症的病理过程，也许也是抑郁引起肝脏的代偿性

改变。总之，间接胆红素与总胆红素水平很有可能参

与了抑郁的发生发展，具体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对

三组间进行两两比较结果显示，正常人群的总胆红素

水平与轻度抑郁、中重度抑郁人群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而轻度抑郁与中重度抑郁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提示抑郁症的严重程度与总胆红素水平无关。

间接胆红素在正常人群与中重度抑郁人群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而正常人与轻度抑郁、轻度抑郁与中重

度抑郁组间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进一步证明间接

胆红素处于低水平状态可能是肝脏的一种代偿保护

机制，随着抑郁病情的加重，机体通过肝脏功能亢进

减轻间接胆红素对机体的伤害。

3.4 抑郁症可引起收缩压、GGT、血尿酸、胆红

素水平改变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收缩压、GGT、直

接胆红素三项指标在三组人群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但经秩相关分析提示三者与抑郁可能存在相关性(结

果如表5)，原因可能是这三项指标与抑郁虽然存在相

关性，但尚未达到有差别的程度，随着病情的进一步

发展，三组间是否会有差别，应进行深入研究。而血

尿酸、总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不仅与抑郁存在相关

性，而且在正常人群、轻度抑郁和中重度抑郁三组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本次调查分析提示，对于刚刚退休的55~60岁人

群，血尿酸、总胆红素、间接胆红素降低的中老年人群

应特别关注精神状态，争取抑郁症的早期发现，及时

干预，从而提高中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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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大学生口腔健康知识与行为抽样调查
王普武，顾 明

（海南省人民医院口腔科，海南 海口 570102）

【摘要】 目的 了解海口市大学生的口腔健康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及口腔卫生措施实施情况，为制定大学生

口腔健康教育计划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海口市某高校613名大学生的口腔健康知识

与健康行为进行调查。结果 共发放问卷613份，其中有效问卷592份（女生330份，男生262份），大学生口腔健

康知识的知晓率为53.34%，女生略高于男生。实施口腔基本卫生措施的情况较好，91.90%的学生能够做到早、晚

刷牙，饭后漱口，89.86%的学生刷牙使用含氟牙膏，但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和洁牙的学生仅为22.64%和11.82%；使

用牙线清洁牙齿邻面的学生只占16.22%；口腔不适时就医率低于50%。结论 海口市大学生口腔健康知识的知

晓情况与口腔卫生实践情况还存在不足，应进一步开展口腔健康教育促进活动。

【关键词】 口腔卫生；健康教育；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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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the oral health knowledge and behavio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of Haikou city. WANG Pu-wu,
GU Ming.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 People's Hospital of Hainan Province, Haikou 570102, Hainan,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oral health knowledge and behavio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of

Haikou city, in order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oral health educ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613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oral health knowledge and behavior. Results Among the 613 ques-

tionnaire issued, 592 were responded, including 330 from females and 262 from males. 53.34%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had a good knowledge on oral health, and the female students were slightly better than male students. 91.90% of the

students could practice the right frequency of tooth brushing, and 89.86% of the students used toothpaste with fluo-

ride, but only 22.64% and 11.82% of the students kept an dental check-up and calculus scaling regularly. The usage

rate of the dental floss was 16.2%. Less than half of the students went to see a dentist when they had dental problems.

Conclusion College students' oral health knowledge is insufficient and oral health behavior is not well done.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or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Key words】 Oral hygiene; Health education;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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