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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 与各 因 素 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

晨空腹抽取肘静脉血 ３ｍ ｌ

，
血清经低温离心 （

３０００析 由 于 ２５
（
０Ｈ

）
Ｄ 呈非正态分布 ， 故进行对数转

ｒ／ｍ ｉ ｎ
） 分离后置于 －

８０ 丈 保存 ， 采用瑞十罗 氏公司换后与各 因素进行 Ｐｅａ ｒｓ ｏｎ 相关分析 ， 将男性 ＝ ０
， 女

提供的 Ｃｏｂａｓｅ４ １ １ 电化学发光分析仪及配套的试剂性 ＝
１ 进行赋值 ， 结果表明 ，

Ｌ
ｇ ［

２ ５
（
ＯＨ

）
Ｄ

］ 与年龄 、

测定２５（
ＯＨ

）
Ｄ

、 空 腹 血 糖 （
ｆａｓ ｔ ｉｎ

ｇｂ ｌｏｏｄ
－

ｇ
ｌｕｃｏ ｓｅ

，ＳＢＰ
、
Ｌ
ｇ
ＦＩＮＳ

、
Ｌ
ｇ 

（
ＨＯＭＡ －

ＩＲ
） 呈负相关性 ， 与 日 光照

ＦＰＧ
） 、血总三酿甘 油 （

ｔｒｉ
ｇ

ｌ

ｙ
ｃ ｅ ｒ ｉ ｄ ｅ

，

ＴＧ
） 、 总 胆 固 醇射时间呈正相关性 （

Ｐ＜ ０ ？０５
） 。 见表 ２

。

（
ｔｏ ｔａ ｌｃ ｈ ｏ ｌｅ ｓ ｔｅ ｒｏ ｌ

，

ＴＣ
） ， 采用 东曹ＡＩＡ －

１ ８０仪器 （ 荧

光磁微粒酶免法 ） 检测 空腹胰 岛 素 （
ｆａｓｔ ｉｎ

ｇ
ｉｎｓｕ ｌ ｉ ｎ

，表 ２Ｌ
ｇ ［

２５
（ 
ＯＨ

） 
Ｄ

］ 与各 因素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 关分析

Ｆ ＩＮＳ
） 。 以稳态模式评估法 的公式评价 ＩＲ 程度 ， 胰因 素 ｄ ｉｌＰ 值

￣̄

岛 素抵抗指 数 （
ｈ ｏｍａ ｉ ｎ ｓｕ ｌ ｉ ｎ

－

ｒｅ ｓ ｉ ｓ ｔａｎｃ ｅ
，
Ｈ０ＭＡ －

ＩＲ
）年龄 （ 岁 ） ０ ． ２ １ ５ ° － ０ ３ ０

ｒ
’

 、 ， 、 ， 日 光照射时间 ０ ． ２ ３ ７ ０ ． ０ １ ６

＝
［
ＦＰＧ

（
ｍｍ〇 ｌ／ Ｌ

）ｘ Ｆ ＩＮ
（
ｍ ＩＵ／ Ｌ

） ］
／２２ ． ５

。 根据美圆－

０ ． １ ８ ６ ０ ． ０６ １

国 国家骨质疏松基金会的建议
［

５
］

， 将 ２５
（
ＯＨ

）
Ｄ ＾ ３０Ｓ Ｂ Ｐ ０ ． ２ ２ ８ 〇 ． 〇２ １

ｎｍｏ ｌ／Ｌ 视为 ２５
（
ＯＨ

）
Ｄ 降低 ， 据此将研究对象分为

Ｕ Ｂ Ｐ４ １ ５４ ° ＇ １ ２ ２

＾ ， ＦＰＧ ０ ． １ ６０ ０ ． １ ０ ８

２５
（
ＯＨ

）
Ｄ

降低组和正 吊 一且 。
 Ｌ

ｇ
Ｆ Ｉ Ｎ Ｓ ０ ． ２ １ １ ０ ． ０ ３ ３

１ ． 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１ ７ ．０ 统计软件进行ＴＧ－

０ ． ２２８ ０ ． ０２ １

处理 ， 定性资料采用检验 ， 定量资料若呈正态分布则——

以 ＊± ￥ 表示 ， 采用 ｔ 检验 ；若呈非正态分布则进行对

数转换后进行分析 ， 采用 Ｐｅ 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 、 多重线２ ． ３Ｌｇ ［
２Ｓ

 （
ＯＨ

） 
Ｄ

］ 与各 因素 的 多重线性 回 归

性 回 归及多 因 素 Ｌｏ
ｇ

ｉ ｓ ｔ ｉ ｃ 回 归 分析探讨 ２ ５
（
０Ｈ

）
Ｄ采用逐步 回 归法进行多重线性 回 归 ， 结果表 明 ， 年

降低的危险 因素及其与 ＩＲ 的关系 。龄 、 日 光照射时间 、
ＴＧ 及 Ｌ

ｇ （
ＨＯＭＡ －ｆｆｉ

） 最终进人模

＾型
， 与 Ｌ

ｇ ［
２５

（
ＯＨ

）
Ｄ

］ 有线性 回 归关系 ， 其 中 Ｌ
ｇ ［

２５

２

 （
〇Ｈ

）
Ｄ

］ 与年龄 、
ＴＧ 及 Ｌ

ｇ （
ＨＯＭＡ －ｆｆｉ

） 呈负相关性 ，

２ ． １两组 临床资 料 比 较 １０２０ 例受试者 中 ２５与 日 光照射时间呈正相关性 （
Ｐ＜ 〇 ． 〇 ５

） 。

（
０Ｈ

）
Ｄ 矣 ３ ０ｎｍｏ ｌ／ Ｌ

者
６４０例 ， 占６２ ． ７％

， 归 为２５２ ． ４Ｌｇ ［
２Ｓ

（ 
ＯＨ

）

Ｄ
］ 降低的 多 因素ｌｏｇ ｉ ｓｔｉｃ回 归分

（
０Ｈ

）
Ｄ降低组 ［ （

６０ ． ０５±１ ０ ． ３０
）ｎｍｏ ｌ／Ｌ

］ ， 其余析 以Ｌｇ［
２５（

ＯＨ
）Ｄ ］ 降低 为 因 变量 （

６０ ．０５±

３ ８０ 例 归 为 ２５
（
ＯＨ

）
Ｄ 正 常 组 ［ （

８１ ９９±１ ６ ． ４ ３
） １ ０ ．３ 〇ｎｍｏ ｌ／Ｌ

） ， 进行多 因素 的 Ｌｏ
ｇ

ｉ ｓ ｔ ｉ ｃ 回归分析 ， 结

ｒｎｎｏ ｌ／Ｌ
］ 。 结果表 明 ， 两组在性别 、 年龄 、 日 光照射果表明 ， 年龄 、

ＴＧ 及 Ｌ
ｇ （
ＨＯＭＡ －

ＩＲ
） 是 Ｌ

ｇ ［
２５

（
ＯＨ

）

时间 、
ＢＭ Ｉ

、收缩压 （
ｓ
ｙ
ｓ ｔ ｏ ｌ ｉ ｃｂ ｌｏｏｄ

ｐ
ｒｅ ｓｓｕｒｅ

，

ＳＢＰ
） 、

Ｌ
ｇ
－Ｄ

］ 降低的独立危险 因 素 （
Ｐ＜ ０ ＿０ ５

） ，
日 光照射时间



安徽 医科 大 学 学报Ａｃｍ＂ｚ＾ｅ ｒｓ以ａ ＺｗＭｅＡｃｈａ ／ ｉｓ２０ １ ６Ｍ ａｒ
；

５ １
（ ３

）
？

４３ ３ ？

是其独立保护因素 （
Ｐ ＜ 〇 ＿ 〇５

） ， 分别校正年龄与 Ｌ
ｇＤ

、
ｌ

，

２５ －

（
ＯＨ

）
２

Ｄ
， 因此 ， 对于 ＶＤ 缺乏者应建议其多

［
２５

（
ＯＨ

）
Ｄ

］ 变量仍有显著性 ， 性别 与 Ｌ
ｇ ［

２５
（
ＯＨ

）进行户外运动 ， 增加紫外线照射 的时 间 。 此外 ，

ＴＧ

Ｄ
］ 变量无显著性差异 。 然而 ， 校正其他变量的 ２ 个与 Ｌ

ｇ

［

２５
＜
°Ｈ

）
ｕ

］

呈负相关性 ， 是 Ｌ
ｇ ［ 

２５
（
ＯＨ

）
Ｄ

］ 降低的

变量 ，

ＴＧ 指标升高显著 ， 表明 ＴＧ 对 Ｌ
ｇ ［ 

２５
（
ＯＨ

）
Ｄ

］独立危险因素 ， 这可能是 ＶＤ 是脂溶性维生素 ， 在脂

的贡献部分独立于其他变量是 Ｌ
ｇ ［

２５
（
ＯＨ

）
Ｄ

］ 降低肪中溶解与储存也会影响其循环水平 ， 故 ＴＧ 含量

的独立危险因子 。 见表 ４
。越高 ，血 中 ２５

（
ＯＨ

）
Ｄ 的循环水平越低 。 因此 ， 对于

ＶＤ 缺乏患者应该检测其血脂水平 ， 在补充 ＶＤ 的 同

表 ３Ｌ
ｇ ［

２Ｓ
（

ＯＨ
）
Ｄ

］ 与各因素的 多重线性回归时适 当进行降脂治疗 。

＾ ％

￣

ａ

￣

（ ｆｉｐ
（￡ ｉｒ 是 ２ 型糖尿病的主要发病机制之一 ， 同时也

＾ ０ ． ３Ｓ０ ， ，， － ，＾ ， ，， ０，３５

是冠心病 、高血压等代谢紊乱相关疾病的共同病理

曰 光照射时间 〇 ． 丨 ９２ ０ ． ０８ 丨 ０ ． ４０ １ １
． １ ４３ 

－

 ２ ． ９６ ８２ ． ３７００ ．咖生理基础 ， 近年来发现 ＶＤ 不仅参与轉磷代谢 ， 还参

ＴＧ－

０ － １ ３ ２ ０ ． ０ ５ ７  ０ ． ３６ ８ ０ ． ３ ８５ 

－

１
． １ ９５２ ． ３ １ ６０ ． ０２３与 了糖脂代谢 ， 与代谢综合征密切相关 ， 是生理条件

ｌ＾Ｈ Ｏ ＭＡ －

ＩＲ
）－

０＾ ＾０ ． ＯＴ ７

± ４ ５ ２

＿

０ ． ２９ ３ 

－

０ ． ９９ ８２ ． ７９２０ ． ００６

下胰岛素分泌及维持正常糖耐量 的必要物质
…

， 低

水平 的 ＶＤ 可 影 响 胰 岛
（

３ 细 胞 的 功 能 ， 引 起
表 ４Ｌｇ ［

２Ｓ
（
〇Ｈ

＞

Ｄ
］ 降低的 多因素 ｌｏ

ｇ
ｉｓ ｔ ｉｃ归分析结果 ＩＲ

［ 
１ （ １   １ １

１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２５
（
ＯＨ

）
Ｄ 降低组的 Ｌ

ｇ

Ｍ＊回
！
ａ 系数 标准误Ｗａ ｌｄ

ｘ

２ｐ 值
一＿

〇？１＿９５ ％ Ｃｌ

 （
ＨＯＭＡ －

ＩＲ
） 明显高于正常组 ，

Ｌ
ｇ （
ＨＯＭＡ －

ＩＲ
） 与Ｌｇ

年龄 ０ ． １ ４ ５０ ． ０６３５ ． ２９５０ ． ０ ２ １ １ ． １ ５ ６ １ ． ０２ ２ 
－

１ ． ３０ ８

口 光照射时间 －

０ ． ２２９０ ． ０９ １６ ． ３ ５６Ｇ ． ０ １ ２０ ． ７９ ５０ ． ６６５
－

０ ． ９５０ ［
２５

 （
ＯＨ

） 
Ｄ

］ 呈负相关性 ， 是Ｌｇ ［
２５

（
ＯＨ

 ）
Ｄ

］ 降低的

ＴＧ ０ ． ２６ ８０ ． １ ０ １７ ． ０２７０ ． ００８ １ ． ３ ０７ １ ． ０７ ２
－

１ ． ５９ ３独立危险因素 ，
且标准化偏 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最大 。

Ｉ＾＿

Ｈ０Ｍ Ａ －

Ｉ Ｒ
）０ ． ４３ ００ ． １ ４０９ ． ４５ ５０ ． ００２

＿
１ ． ５

＿

３ ８

＿ ；

？ ＇ ６９
－

２ ． ０２４因此 ，

ＩＲ
是

２５
 （
ＯＨ

）
Ｄ
水平降低的危险 因 素 ， 与ＶＤ

水平密切相关 。 目 前具体机制 尚未完全明 了 ， 可能

３＾ 与 以下方面有关 ： ① ＶＤ 可通过刺激胰 岛素受体的
＇

 表达而增强胰 岛 素 的作用 ， 故低水平 的 ２５
（
ＯＨ

）
Ｄ

ＶＤ 在肝脏羟化为 ２５
（
ＯＨ

）
Ｄ

， 然后在 肾脏进一 可降低胰岛 素 活性 ， 引 起 ＩＲ
； ② 血 中低水平 的 ２５

步轻化为 １
 ，

２５ －

一经维生素 Ｄ３
 ［

１

 ，

２５
－

（
ＯＨ

 ）
２

Ｄ
］ ， 发 （

ＯＨ
） 
Ｄ 可引起 甲状旁腺激素 （ ｐ

ａｒａ ｔｈ
ｙ
ｒｏ ｉｄｈｏ ｒｍｏｎｅ

，

挥其生理活性
６

。 本研究 ６２ ．７％ 的 受试者 的 ２５ＰＴＨ
） 的升高 ， 而 ＰＴＨ 可通过调节胰 岛 素靶器官细

（
ＯＨ

） 
Ｄ 水平降低 ， 可见本市人群 中 ２５

（
ＯＨ

） 
Ｄ 水平胞内 的游离钙的水平来影 响胰岛 素 的敏感性 ，

ＰＴＨ

降低者仍然较多 ， 需要进行适当 的补充 ，这可能与本的升高与胰岛素敏感性下降及血糖不耐受有关
［

１ ２
］

；

市特殊 的 日 照及饮 食有关 。 本 市位 于北 纬 ３９
°￣③ ＶＤ 可与胰腺上的受体结合 ， 激活胰岛 ｐ 细胞上

４２
°

，
地处华北平原 和 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带 ， 冬季大的 Ｌ 型钙离子通道 ， 促进胰岛 素 的分泌及其受体底

量紫外线被吸收 ， 居 民主要 以面食 、大米 、叶菜 、瓜茄物的酪氨酸磷 酸 化 ， 提高 了 胰 岛 素 的 活 性 ， 故 ２５

为主 ， 海产品摄入较少 ，通过饮食摄人 ＶＤ 少 。 （
〇Ｈ

）
Ｄ 水平降低可阻碍胰岛 素受体底物的磷酸化 ，

本研究中年龄 与 Ｌ
ｇ ［

２５
（
ＯＨ

）
Ｄ

］ 呈 负 相关性 ，
从而 减 少胰 岛 素 的 合成 与 分 泌 量 ， 促 进 ＩＲ 的 发

是 Ｌ
ｇ ［

２５
（
ＯＨ

）
Ｄ

］ 降低的独立危险 因素 ， 与研究
［

７
］生

１ ３
１

 ；④ 此外 ，

ＶＤ 同时也是一个抗炎因子 ， 可降低

一致 ；
可能是 由 于 随着年龄 的增加 ， 人体皮肤合成包括 １ １＾２

、
１ １＾６

、
１ １＾８

、细胞黏附分子 １ 在 内 的多个炎

ＶＤ 的能力逐渐降低 ， 外 出 接受紫外线照射 的时 间性因子的水平
１

Ｍ
１

， 故低 ＶＤ 水平可能促进体内 的炎

也较少 。 此外 ， 皮肤增厚 、色素沉着 、 胃肠道吸收功症反应 ， 而后者是 ＩＲ 的一个重要 因 素
１

１ ５

。 综上所

能降低 、肝脏和 肾脏的代谢转换功能降低也可能是述 ， 血清 ２５
（
ＯＨ

）
Ｄ 水平与 ＩＲ 密切相关 ，

ＶＤ 水平降

导致 ｖｄ 自 身合成及消化吸收减少的原因之一 。 本低可能促进 ｍ 的发生 。

研究 中 日 光照射时间 与 Ｌ
ｇ ［

２５
（
ＯＨ

）
Ｄ

］ 呈正相关 ，

是 Ｌ
ｇ ［

２５
 （
ＯＨ

）
Ｄ

 ］ 降低 的独立保护 因 素 ， 故 日 光照
冬

射是ＶＤ降低的保护因素 ， 日 光照射缺乏是当前
ＶＤ ［

１

 ］ Ｉ ｓ ｈ
－

ｓ ｈ ａ？ｍＭ
，Ｓａｃ ｋ Ｊ ，Ｖ ｅｃ ｈｏ ｒｏ

ｐ
ｏ ｕ ｌ

ｏｓＭ
，
ｅ ｔａ ｌ ． Ｉ ＾ｗ

－

ｄｏｓｒｃ ａ ｌ ｃ ｉ ｔ ｎｏ ｌ

普遍缺乏的主要原因
［

８

Ｃ 这是Ｅ ｌ 为人体 内 的 ＶＤ 来
‘

ｙ
ｓ

＝
ｉ ＂ —

ｎ ｕ ｌ ｌｍ ｉ （Ｔ
 Ｊ Ｊ

． ＪＡ ｔ ｈ ｏ ｒｏ Ｉ  ｈ ｒｏｍ ｈ
 ，

２０ １ ２
，

１ ９
（ 
５

 ）  ：

４ ２ ２
－

３４ ．

源主要是阳光照射皮肤产生的维生素 Ｄ３
， 然后经血 ＳＫ

，
Ｃｍ ＞ｄＭ

，

ｅ ｔａ ｌ ． ＩＨ ＩＶ ｉ ｅｍ
．

ｙ
ｍｉ ｄ

液运住肝脏 、 肾脏进 ｆｒ轻化生成准 活性 的２５ （
ＯＨ

 ） ｓ ｕ
ｐ ｐ

ｌ ｉｍ ｉ ｅ ｎ ｔ ａ ｌ ｉ ｏｎａｍ ！ 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ｏ ｎ ｔ ｏｃ ａ ｒｄ ｉ
ｏ ｖ ａ ｓ ｃ ｕ ｌ ａ ｒｈ ｅａ ｉ ｌ ｈ ［ Ｊ ］

．Ａ ｍ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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