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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目的 ]　脂肪肝现已成为第二大肝病，并且与多种慢性病有关。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调查大
同煤矿集团职工脂肪肝患病情况，并探讨其与膳食模式之间的关系。

[ 方法 ]　采用两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调查大同煤矿集团职工 3 548 人。对职工进行一般情
况调查、膳食状况调查、脂肪肝诊断、人体测量及评价。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差最大旋转
法提取并命名膳食模式，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脂肪肝患病率与膳食模式的关系。

[ 结果 ]　调查对象中男性 3 039 人，女性 509 人。脂肪肝检出 1 170 人，检出率为 32.98% ；其
中男性检出率 34.52%（1 049/3 039），女性检出率 23.77%（121/509），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 0.001）。男性和女性煤矿职工均提取出 4 种膳食模式，男性膳食模式分别为 “ 畜肉内
脏型 ” “ 传统型 ”“ 高盐型 ” 和 “ 水果大米型 ”，女性膳食模式分别为 “ 禽畜肉型 ” “ 高盐高能量
型 ”“ 高蛋白水果型 ” 和 “ 主食蔬菜型 ”，累积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35.00% 和 37.56%。logistic 回
归分析显示，校正年龄、体重指数、体力活动、婚姻状况等变量后，相对于 “ 水果大米型 ” 膳
食模式，男性职工 “ 畜肉内脏型 ” 膳食模式的调整 OR 及其 95%CI 为 1.33（1.02~1.74），“ 高盐
型 ” 膳食模式为 1.32（1.01~1.71），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而在女性煤矿职工中，相对于 “ 主食
蔬菜型 ” 膳食模式，另外三种膳食模式的 OR 值均无统计学意义。

[ 结论 ]　不同膳食模式对脂肪肝患病率的影响可能存在性别差异。男性煤矿职工的膳食模式
与脂肪肝有密切关系，改善膳食结构，合理膳食是防治脂肪肝的重要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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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Fatty liver has become the second largest liver disease, and is related to a variety of 
chronic disease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stimate the prevalence of fatty liver among workers 
in Datong Coal Mine Group and assess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fatty liver and dietary patterns.

[Methods] A total of 3 548 workers in Datong Coal Mine Group were selected by two-stage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 General information survey, dietary investigation, fatty liver 
diagnosis, and anthropometric evaluation were conducted. Dietary patterns were extracted and 
named by varimax rotation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atty 
liver prevalence and dietary patterns were analyzed by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There were 3 039 male and 509 female workers enrolled in the study. The prevalence 
rate of fatty liver in the selected workers was 32.98% (n=1 170); the prevalence rates in male 
workers (34.52%, 1 049/3 039) and female workers (23.77%, 121/509)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 < 0.001). Both male and female coal mine workers showed four dietary patterns: “red meat 
and viscera, ” “traditional, ” “high salt, ” and “fruit and rice” for males; “poultry and red meat, ” 
“high salt and high energy, ” “high protein and fruit, ” and “staple and vegetable” for females. 
The cumulative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s of males and females were 35.00% and 37.56%,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fter adjusting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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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ariates such as age, body mass index,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and marital status, the dietary patterns of “red meat and viscera” (adjusted 
OR=1.33, 95%CI: 1.02-1.74) and “high salt” (adjusted OR=1.32, 95%CI: 1.01-1.71) versus “fruit and rice” still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male workers; in female workers, the OR values of the other three dietary pattern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versus “staple and 
vegetable”.

[Conclusion]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dietary patterns on the prevalence of fatty liver may have gender differences. The dietary patterns 
of male coal mine worker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fatty liver; therefore, improving dietary structur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sures to 
prevent fatty liver.

Keywords: coal mine worker; fatty liver; dietary pattern; factor analysis

脂肪肝是指肝脏内甘油三酯含量超过 5.56% 的一
种脂肪代谢紊乱性疾病［1］，现已成为仅次于病毒性
肝炎的第二大肝病［2］。脂肪肝与代谢综合征，尤其是
与 2 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有关［3］。有研究表明，脂
肪肝会增加患代谢综合征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4-5］。
尽管脂肪肝具有可逆性，但如果不能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则有可能发展成肝硬化、肝癌，乃至肝
衰竭［6］，因此预防和治疗脂肪肝具有较强的公共卫生
学意义。脂肪肝的病理生理学原因较为复杂，有很多
因素可以导致肝脏内的脂肪沉积，包括内源性因素和
外源性因素［7］。很多研究发现年龄、肥胖、体力活动、
饮酒等因素［8-9］可能与脂肪肝的发病风险有关，而膳
食脂肪、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与脂肪在肝脏内的沉积有
密切关系［7］，所以膳食结构和营养摄入一直是备受关
注的防治脂肪肝的环境因素［10］。相对于其他行业，煤
矿工人是一类特殊的职业群体，经常面临粉尘、噪声、
高温等特殊的工作环境，劳动强度相对较大，吸烟、
饮酒比例较高，饮水和营养摄入情况较为特殊，其脂
肪肝的患病情况和膳食模式的合理性值得关注。因
此，为了解大同煤矿集团职工的脂肪肝患病情况及其
膳食模式，有针对性地对煤矿职工进行膳食指导，改
善和提供其营养状况，为脂肪肝的一级预防提高科学
依据，本研究于 2013 年 7—12 月对大同煤矿集团职工
进行了脂肪肝和膳食营养状况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由于本调查人群中大多数是男性，根据文献资
料得到脂肪肝的预期患病率为 31.8%［11］，在容许误差
为 2.9% 的情况下，运用 PASS 11.0 软件计算样本量为
4 029 人，但考虑到无应答和其他未知情况，最后将实
际调查总样本量扩大为 4 400 人。本研究采用两阶段
分层随机抽样方法 ；第一阶段抽样采用简单随机抽样
法，从大同煤矿集团现有的 3 个地域 86 个煤矿中随机

抽取 10 个有代表性的煤矿单位为抽样框，删除信息
不全的个体，整理数据后共有 38 951 人 ；第二阶段按
年龄段（≤ 24、25~29、30~34、35~39、40~44、45~49、
50~54、55~59、≥ 60）、性别（男、女）和工种（井下一
线、井下辅助、地面）三个因素进行分层随机抽样，按
结构比例确定每层样本量。最后实际收回 4 341 份问
卷，应答率为 98.66%，剔除食物频率调查表缺失和病
毒性肝炎者后，有效问卷 3 548 份，有效率为 81.73%。
本研究通过了山西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批。调查开
始前，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一般情况调查　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情况调
查表，调查内容包括煤矿工人的年龄、性别、婚姻状
况、教育程度、主要工作类型、家庭月收入、既往病
史、国际体力活动问卷（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IPAQ）、吸烟、饮酒、饮茶状况等相关
信息。
1.2.2　膳食调查与评价　采用自行设计的半定量食
物 频 率 调 查 问 卷（Semi-quantitative Food Frequency 

Questionnaire，SQFFQ），调查煤矿工人近一年来 20 组
食物的平均每次摄入量、食用周期（每天 / 每周 / 每月 /

每年 / 不吃）和进食次数。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
养与健康所编制的《中国食物成分表》（2009 年版）［12］

为依据，并结合当地食物消费情况确定食物种类，这
20 组食物分别是大米、小麦面粉、杂粮、薯类、油炸
面食、猪肉、牛羊肉、禽肉、内脏类、鱼虾及水产品、
奶类及其产品、豆类及其产品、蛋类及其产品、新鲜
蔬菜、干菜或腌制菜、咸菜、新鲜水果、粉条、糕类和
坚果类。最后根据每组食物的摄入量和食用频率计算
出每人每组食物的平均每日摄入量。
1.2.3　脂肪肝诊断　根据 2010 年中华医学会肝脏病
学分会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学组修订的《非酒精性脂
肪性肝病诊疗指南》进行脂肪肝诊断［13］。由 2 名经验
丰富的放射科医师使用高分辨率超声断层法，根据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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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回声、肝内管道结构、肝脏形态等进行肝脏超声检
查和评估。放射科医师检查时不了解本研究及研究对
象的疾病史。
1.2.4　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测量及评价
由经过统一专业培训的调查员采用标准方法［10］测
量 身 高（m）、体 重（kg），并 根 据 公 式 计 算 ：BMI=

体重 / 身高 2。按照我国成年人 BMI 标准进行分类 ：
BMI<18.5 kg/m2 为体重过低，18.5~23.9 kg/m2 为正常，
24.0~27.9 kg/m2 为超重，≥28.0 kg/m2 为肥胖［14］。
1.3　质量控制

为确保收集的数据质量，实施调查前按统一标
准对所有的调查员进行严格培训，就问卷填写说明、
指导用语、膳食调查细节、实施流程等进行明确的
规定和要求。现场调查时，问卷填写在质量控制人
员的监督和指导下完成。调查结束后，明确统一的
数据录入标准，并采用 EpiData 3.0 双录入方法录入
调查数据。
1.4　统计学分析

运 用 SAS 9.2 进 行 数 据 清 理、核 查 和 分 析。经
检验，数据不服从正态分布，故计量资料采用中位
数（下四分位数，上四分位数）进行统计描述，采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比较两组中位数差异 ；计数资料
采用率或构成比进行统计描述，两组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对于有序分类变量患病率的比较，采用卡方
Cochran-Armitage 趋势检验。由于不同营养素之间可
能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会掩盖单个或多个营养素与
患病风险或影响因素的真正关联［15-16］，故采用探索性
因子分析，用方差最大旋转法提取膳食模式。因子分
析是一种从多个原始指标的相关关系入手，找到支配
这种相关关系的有限个不可观测的公共因子，并用这
些公共因子来解释原始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或协方差
关系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17］。在进行因子分析前，先
用 Kaiser’s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MSA）统 计
量检验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MSA 统计量越接
近 1，表明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强，原始变量越适合做
因子分析，通常认为其大于 0.6 则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结合特征根（eigen value） >1、碎石图、食物组合的合
理性确定因子数目，根据因子载荷（factor loading）
>0.3 及食物特点等来命名膳食模式。为提高公共因子
的可解释性，通过方差最大旋转法进行因子旋转。利
用因子分析可以得到每个研究对象在不同膳食模式
中的因子得分，因子得分越高，表示该研究对象更倾

向于该类膳食模式。由于不同性别的膳食模式可能不
同［18］，所以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分别提取男性
和女性煤矿职工的膳食模式。最后利用单因素和多因
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不同膳食模式与脂肪肝之间的相关
性。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在 被 调 查 的 3 548 名 大 同 煤 矿 集 团 职 工 中，男
性职工有 3 039 名，女性职工有 509 名 ；平均年龄为

（41.87±8.63）岁，年龄 <35 岁、35~ 岁和 45~ 岁的职工
分别有 869 名、1 290 名和 1 389 名。3 548 名职工中，脂
肪肝检出率为 32.98% ；男性脂肪肝检出率（34.52%）
明 显 高 于 女 性（23.77%）（P < 0.001）；<35、35~、45~

岁三组人群的脂肪肝检出率分别为 25.89%、30.00%

和 40.17% ；饮酒者占总人群的 41.23%，其中脂肪肝
的检出率为 36.71% ；饮茶者占总人群的 32.95%，其
中脂肪肝的检出率为 38.49% ；体重过低、体重正常、
超重、肥胖者的脂肪肝检出率分别为 0.00%、6.38%、
39.64%、81.42%。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见表 1。其中，
年龄、性别、婚姻状况、主要工作类型、饮酒情况、饮
茶情况和 BMI 不同者脂肪肝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01）。

表 1　大同煤矿集团职工脂肪肝检出情况（n=3 548）
Table 1　The prevalence of fatty liver among workers in Datong 

Coal Mine Group

项目
Item

调查
人数

Sample 
size

脂肪肝
Fatty liver

χ2/Za P检出人数（n）
Number of 

patients

检出率（%）
Prevalence 

rate

年龄（岁）（Age，years） -7.36 <0.001

<35 869 225 25.89 

35~ 1 290 387 30.00 

45~ 1 389 558 40.17 

性别（Gender） 22.78 <0.001

男（Male） 3 039 1 049 34.52 

女（Female） 509 121 23.77 

受教育程度（Education） -0.42 0.670

初中及以下
Middle school and below

1 006 334 33.20 

专科及高中
Technical school/high school

2 131 691 32.43 

本科及以上
Bachelor or above

411 145 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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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Item

调查
人数

Sample 
size

脂肪肝
Fatty liver

χ2/Za P检出人数（n）
Number of 

patients

检出率（%）
Prevalence 

rate

婚姻状况（Marital status） 14.14 <0.001

已婚（Married） 3 336 1 119 33.54 

离婚 / 丧偶 / 分居
Divorced/widowed/separated

60 22 36.67 

未婚（Single） 152 29 19.08 

主要工作类型（Working type） -3.82 <0.001

重体力为主
Heavy physical activity

948 254 26.79 

轻体力为主
Light physical activity

1 755 620 35.33 

脑力活动为主
Mental labor

845 296 35.03 

家庭月收入（元）
Family monthly income （Yuan） 0.19 0.850

<4 000 907 293 32.30 

4 000~ 1 522 518 34.03 

6 000~ 1 119 359 32.08 

吸烟（Smoking） 0.54 0.464

否（No） 1 468 474 32.29 

是（Yes） 2 080 696 33.46 

饮酒（Alcohol） 15.67 <0.001

否（No） 2 085 633 30.36 

是（Yes） 1 463 537 36.71 

饮茶（Tea） 24.02 <0.001

否（No） 2 379 720 30.26 

是（Yes） 1 169 450 38.49 

体力活动水平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1.32 0.190

轻度（Low） 320 111 34.69 

中度（Moderate） 994 341 34.31 

重度（Vigorous） 2 234 718 32.14 

BMI（kg/m2） -33.73 <0.001

<18.5 66 0 0.00 

18.5~23.9 1 410 90 6.38 

24.0~27.9 1 453 576 39.64 

≥28.0 619 504 81.42 

合计（Total） 3 548 1 170 32.98

［注］a ：Z 值为卡方 Cochran-Armitage 趋势检验的统计量。
［Note］a: Z values are from Chi-square Cochran-Armitage trend test.

2.2　提取膳食模式
对资料进行检验，男性和女性的 MSA 统计量分别

为 0.68 和 0.66，根据特征根（eigen value） >1、碎石图、
食物组合的合理性，男性和女性职工各提取 4 个因子，
累积贡献率分别为 35.00% 和 37.56%。结合因子载荷

（factor loading）>0.3、食物特点和当地饮食文化，本

研究分别作如下命名 ：对于男性煤矿职工，因子 1 以
牛羊肉、内脏类、禽肉等肉制品为主，命名为 “ 畜肉内
脏型 ” 膳食模式 ；因子 2 以豆类、小麦面粉、薯类、新
鲜蔬菜、糕类等为主，命名为 “ 传统型 ” 膳食模式 ；因
子 3 以咸菜、腌制菜、粉条为主，命名为 “ 高盐型 ” 膳
食模式 ；因子 4 以新鲜水果、大米、奶类和杂粮为主，
命名为 “ 水果大米型 ” 膳食模式。对于女性煤矿职工，
因子 1 以禽肉、牛羊肉、猪肉等肉制品为主，命名为
“ 禽畜肉型 ” 膳食模式 ；因子 2 以咸菜、腌制菜、粉条、
薯类、油炸面食和糕类食物为主，命名为 “ 高盐高能
量型 ” 膳食模式 ；因子 3 以豆类、蛋类、新鲜水果、奶
类、坚果类和杂粮为主，命名为 “ 高蛋白水果型 ” 膳食
模式 ；因子 4 以小麦面粉、新鲜蔬菜和大米为主，命
名为 “ 主食蔬菜型 ” 膳食模式，详见表 2。男性煤矿职
工中因子 4 为 “ 水果大米型 ” 膳食模式，相较于 “ 畜肉
内脏型 ”“ 传统型 ” 和 “ 高盐型 ” 三种膳食模式，可能
是脂肪肝的保护因素 ；同理，女性职工中，因子 4 为
“ 主食蔬菜型 ” 膳食模式，相较于 “ 禽畜肉型 ”“ 高盐高
能量型 ” 和 “ 高蛋白水果型 ” 膳食模式，可能是脂肪肝
的保护因素，所以后续分析皆以因子 4 为参照。
2.3　男女膳食模式与脂肪肝患病风险的 logistic 回
归分析

分 别 比 较 男 性 和 女 性 煤 矿 职 工 的 4 个 因 子 得
分，将因子得分最高的膳食模式视为其当前主要的
膳食模式，并均以因子 4 为参照，将膳食模式转化为
3 个哑变量进入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见表 3。在男
性煤矿职工中，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相对
于 “ 水果大米型 ” 膳食模式，“ 畜肉内脏型 ” 膳食模
式的粗优势比（odds ratio，OR）及其 95%CI 可信区间 

（confidence interval，CI）为 1.57（1.26~1.94），“ 传统型 ”

膳食模式为 1.34（1.08~1.67），“ 高盐型 ” 膳食模式为
1.47（1.19~1.81），均是脂肪肝患病危险因素。进一步
调整年龄后，“ 畜肉内脏型 ” 膳食模式的调整 OR 及其
95%CI 为 1.54（1.24~1.92），“ 高盐型 ” 膳食模式为 1.40

（1.13~1.73），均是脂肪肝患病危险因素，“ 传统型 ” 膳
食模式没有统计学意义。调整年龄、BMI、体力活动、
婚姻状况等变量后，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 畜肉内脏型 ” 膳食模式［1.33（1.02~1.74）］和 “ 高
盐型 ” 膳食模式［1.32（1.01~1.71）］仍然具有统计学
意义。而在女性煤矿职工中，相对于 “ 主食蔬菜型 ” 膳
食模式，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显示另外三种膳
食模式的 OR 值均无统计学意义。

续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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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同煤矿集团职工旋转后的膳食模式因子载荷（n=3 548）
Table 2　Factor loadings of dietary patterns among Datong Coal Mine Group workers after factor rotation

食物种类（Food）

男性（Male） 女性（Female）
畜肉内脏型
（n=717）

Red meat and 
viscera

传统型
（n=725）
Traditional

高盐型
（n=809）

High salt 

水果大米型
（n=788）

Fruit and rice

禽畜肉型
（n=129）
Poultry and 

red meat

高盐高能量型
（n=132）

High salt and 
high energy

高蛋白水果型
（n=136）

High protein 
and fruit

主食蔬菜型
（n=112）
Staple and 
vegetable

大米（Rice） 0.09 -0.40 0.11 0.52 0.25 -0.04 0.12 -0.45 

小麦面粉（Wheat flour） -0.10 0.57 0.00 -0.22 0.02 0.06 -0.18 0.74 

杂粮（Cereal） -0.07 0.26 0.10 0.49 -0.14 0.24 0.37 -0.21 

薯类（Potato） -0.07 0.47 0.17 0.13 -0.06 0.45 0.24 0.25 

油炸面食（Fried dough） 0.38 0.22 0.05 -0.12 0.37 0.42 -0.10 -0.22 

猪肉（Pork） 0.47 -0.06 0.12 -0.05 0.56 0.05 -0.21 0.11 

牛、羊肉（Red meat） 0.67 -0.09 -0.06 0.13 0.62 -0.11 0.14 -0.15 

禽肉（Poultry） 0.59 0.00 0.02 0.12 0.66 -0.03 0.18 0.00 

内脏类（Viscera） 0.62 0.20 0.04 -0.20 0.48 0.36 -0.04 -0.19 

鱼虾及水产类（Fish and shrimp） 0.52 -0.03 -0.05 0.30 0.52 -0.08 0.39 -0.10 

奶类及其产品（Dairy products） -0.02 0.03 -0.12 0.51 0.22 -0.26 0.42 0.04 

豆类及其产品（Beans and bean products） 0.11 0.60 -0.05 0.12 -0.03 0.24 0.59 0.23 

蛋类及其产品（Eggs and egg dishes） 0.26 0.12 -0.03 0.24 0.03 0.02 0.49 -0.16 

新鲜蔬菜（Vegetables） -0.04 0.45 0.01 0.21 0.02 0.03 0.26 0.64 

干菜或腌制菜（Salted and preserved vegetables） 0.03 0.07 0.82 0.00 0.04 0.63 -0.07 0.02 

咸菜（Pickled vegetables） 0.05 0.10 0.84 0.00 -0.09 0.72 -0.02 -0.02 

水果（Fruits） 0.09 0.03 0.02 0.57 0.10 -0.08 0.47 0.00 

粉条（Vermicelli） 0.25 0.36 0.26 -0.04 0.14 0.56 0.00 0.11 

糕类（Pastry） 0.16 0.42 0.06 0.00 -0.19 0.37 0.26 0.04 

坚果类（Nuts） 0.25 0.26 0.09 0.23 0.37 0.04 0.40 0.12 

特征根（Eigen value） 2.47 1.82 1.38 1.33 2.50 2.11 1.62 1.28 

因子贡献率（Percentage of variances explained，%） 12.36 9.08 6.88 6.68 12.50 10.57 8.10 6.39

［注］加粗的数字是较大的因子载荷。
［Note］ The bold numbers are larger factor loadings.

表 3　不同性别煤矿职工膳食模式与脂肪肝患病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3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n dietary patterns and the prevalence of fatty liver among male and female coal mine workers

类型
Dietary pattern

人数
Number

脂肪肝（Fatty liver） OR（95%CI）

n
检出率（%）

Prevalence rate
粗 OR

Crude OR
调整年龄

Age adjustment
多变量调整 a

Multivariable adjustment

男性（Male）
水果大米型（Fruit and rice） 788 224 28.43 1.00 1.00 1.00

畜肉内脏型（Red meat and viscera） 717 275 38.35 1.57（1.26~1.94） 1.54（1.24~1.92） 1.33（1.02~1.74）
传统型（Traditional） 725 252 34.76 1.34（1.08~1.67） 1.20（0.96~1.50） 1.10（0.83~1.45）
高盐型（High salt） 809 298 36.84 1.47（1.19~1.81） 1.40（1.13~1.73） 1.30（1.01~1.71）
P <0.001 <0.001 <0.001

女性（Female）
主食蔬菜型（Staple and vegetable） 112 27 24.11 1.00 1.00 1.00

禽畜肉型（Poultry and red meat） 129 28 21.71 0.87（0.48~1.59） 1.19（0.63~2.23） 0.99（0.45~2.16）
高盐能量型（High salt and high energy） 132 41 31.06 1.42（0.80~2.51） 1.51（0.84~2.71） 0.97（0.47~2.02）
高蛋白水果型（High protein and fruit） 136 25 18.38 0.71（0.38~1.31） 0.81（0.43~1.52） 0.72（0.34~1.53）
P 0.099 <0.001 <0.001

［注］a ：调整变量分别为年龄、BMI、体力活动、工作类型、婚姻、饮酒、饮茶、总能量摄入。
［Note］a: The adjusted variables are age, BMI, physical activity, working type, marital status, alcohol consumption, tea consumption, and total energy 

intake.

3　讨论
本调查人群中，脂肪肝检出率为 32.98%，与其

他地区煤矿中人群的患病率有所不同，汪书萍等［19］

报道大屯煤矿 895 名井下掘进工的脂肪肝检出率为
29.05%，尚俊芳［20］报道 3 104 名山西潞安煤矿井下工

人的脂肪肝检出率为 17.3%，焦惠［21］报道 2 000 名锡
林郭勒盟煤矿工人的脂肪肝检出率为 11.3%，王霞
等［22］报道 927 名钻井工人的脂肪肝检出率为 37.65%。
这可能与研究对象的性别、种族、生活方式、饮食习
惯、年龄分布、遗传因素及地域差别有关［19，23］。与多



 |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Medicine | 2019, 36(3) 215

www.jeom.org

数研究一致［8-9，22］，本研究对象脂肪肝的检出率呈现
随着年龄、BMI 的增加而升高的趋势，而且男性的脂
肪肝检出率高于女性，这提示年龄越大、BMI 越高的
男性更应多加关注肝脏健康。此外，与高西美等［24］、
林海燕等［25］的结论一致，饮酒者的脂肪肝检出率高
于不饮酒者，随着工作类型从重体力活动为主到脑力
活动为主变化，职工的脂肪肝检出率有增加的趋势，
这说明饮酒及缺乏运动可能是脂肪肝的危险因素。虽
然本研究结果显示饮茶者的脂肪肝检出率高于不饮
茶者，离婚 / 丧偶 / 分居者的脂肪肝检出率高于已婚
者和未婚者，但很少有研究关注不同饮茶习惯和婚姻
状态人群的脂肪肝检出率，所以需要进一步证实饮茶
习惯与婚姻状态与脂肪肝患病风险的关系。

由因子分析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在调整
年龄、BMI、体力活动等混杂变量后，“ 畜肉内脏型 ”

和 “ 高盐型 ” 膳食模式仍是男性脂肪肝患病的危险因
素，其饮食特点与多数研究［26-29］结果相一致。本研究
中，“ 畜肉内脏型 ” 膳食模式以牛羊肉、内脏、禽肉等
为主，这些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和油脂，是膳食
脂肪的重要来源［23］。过多摄入红肉类食物可以增加
饱和脂肪和铁的摄入，前者与胰岛素抵抗和脂质代谢
有关［30］，而后者增加体内氧化应激的水平［31］，从而增
加脂肪肝的患病风险。另外，高动物类食物的摄入可
能造成能量过剩，多余的能量以游离脂肪酸的形式聚
集在肝脏内，促进三酰甘油的合成，当过量的三酰甘
油超出肝脏的转运能力时，会在肝脏内逐渐累积［32］，
这是脂肪肝发生的基本条件［33］，同时也增加了肥胖
风险。有研究表明膳食模式通过改变腰围进而对非酒
精性脂肪肝患病产生影响［34］，说明不健康的膳食模式
可以促进脂肪肝的发生，而保持正常的腰围与体重有
利于控制和预防脂肪肝的发展。“ 高盐型 ” 膳食模式以
咸菜、干菜或腌制菜为主，而高盐饮食与高血压密切
相关，已有研究证实高血压是脂肪肝的危险因素［35］。
“ 传统型 ” 膳食模式主要以小麦面粉、薯类、糕类为
主，由于大同的特殊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大同人喜
好炸糕、面食、土豆等能量含量相对较高的食物，但
该模式在调整年龄变量后，没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其可
能与年龄有关。另外，本研究中尚未发现膳食模式与女
性脂肪肝患病风险之间的关系，与魏颖等［23］的研究结
果不一致，一方面原因可能是研究人群的地域、遗传
因素、职业等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女性样
本量相对较少，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证实女性煤矿职工

人群中，膳食结构与脂肪肝患病风险的相关关系。此
外调查的季节也可能产生影响，有研究表明居民四个
季节的微量元素摄入水平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36］，
而微量元素的主要来源是食物摄入，因此调查季节不
同也可能造成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故而今后可以将季
节因素考虑在内，按不同季节对煤矿职工分别进行调
查，比较不同季节的膳食模式是否有差异以及不同季
节膳食模式对脂肪肝患病风险的影响是否相同，进一
步细化对煤矿职工膳食摄入水平的建议。

综上所述，大同煤矿集团男性职工应减少禽畜肉
类、内脏类、咸菜和腌制菜等食物的摄入，适当降低
脂类、钠的摄入水平。同时，管理部门应加强煤矿职
工的营养宣传教育，制定合理的 “ 工作餐 ”，鼓励大家
采取均衡的膳食，控制体重，预防和控制肥胖、高血
压等危险因素，进而防治脂肪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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