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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泰州健康人群跟踪调查队列”的生活满意度与肥胖的关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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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本研究以“泰州健康人群跟踪调查队列”(TZL)为研究对象，首次分别从男性和女性群体中探索生活满意度 

与肥胖之 间的关联 。方法 采用频率 和百分 比对 生活 满意度进 行描 述，使 用 检验 对不 同组生 活满 意度 进行 趋势检 验 ，运 用 

Logistic回归探索男女群体中肥胖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联。结果 从体质量指数(BMI)角度来衡量肥胖时，对于男性群体，3 

个模型中除了偏瘦组不显著外，其他两组生活满意度均显著高于正常组(P<0．05)；而女性群体偏瘦组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正常 

组(P<0．05)；超体质量组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正常组(P<0．05)，但在模型 2和 3中，加入年龄和 家庭年总收入调整变量后 ，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从腰围角度来衡量肥胖时，在男性群体中，3个模型中肥胖组的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正常组(P< 

0．05)；女性群体中，3个模型中肥胖组与正常组的生活满意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从腰臀比角度来衡量肥胖时，在 

男性群体中，肥胖组的生活满意度均显著高于正常组(P<O．05)；而在女性群体中，3个模型中肥胖组与正常组的生活满意度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o．05)。结论 在 中国大型泰 州人群 健康 跟踪 队列 中，男性群体 中生 活满意度 与肥胖正 向关联 ，符合“Jolly 

fat”假设；而女性群体中未发现生活满意度与肥胖程度具有显著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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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0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life satisfaction(LS)and obesity in both Chinese male and female 

population based on ”Taizhou Longitudinal Study”(TZL)．Methods Life satisfaction was described by frequency and percentage， 

tested by trend Chi—square tests and used logistic regression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LS and obesity in both male and fe— 

male population．Results If we used body mass index(BMI)to measure obesity，for the male population，except underweight group 

the LS of the other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normal group in model 1～3(P< O．05)。For the female population，the 

slightly thin group s LS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normal group(P< O．05)；the overweight group s LS was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normal group(P<O．05)，while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after adding age and annual family income for adjustment in model 

2— 3(P> O．05)．If we used waist circumferenee(W C)to measure obesity，for the male population，obesity groups LS was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normal group in model 1— 3(P< O．05)；however，for the female population，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obesity and normal group(P> O．05)．If we used waist—hip ratio(W HR)to measure obesity，for the male population，obesity 

group s L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normal group in model 1— 3(P< O．05)；for the female population，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obesity and normal group in model 1— 3(P> 0．05)．Conclusion In Chinese TZL。LS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obesity for the male population，which accords with Jolly fat s hypothesis：whil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LS 

and obesity for the female population． 

[-Key words] life satisfaction；obesity；body mass index；waist circumference；waist-hip ratio 

生活满意度 (1ife satisfaction，LS)，是认知评价个人 整体生 

活及重要生活领域满意程度的重要心理指标，在许多研究中被 

证实与死亡率相关 ，如 Bowling等 。 研究表明LS是死亡率 

的保护因素。肥胖是重要 的公共卫生问题，会引起人群高血 

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病率的提升[33。但是，肥胖与心理健康 

的关系，仍然是众说纷纭Ⅲ。Dong等Ⅲ研究发现极端肥胖人 

群与高水平抑郁有关，Crisp等 研究结果支持“Jolly fat”假 

设嘲，即肥胖以及相关饮食习惯能够保护人们免于焦虑和抑 

郁 。LS和肥 胖之间的关 系已经引起 了国内外 学者的广泛研 究 

兴趣 。 因此 ，本 研 究 以 “泰 州 健 康 人 群 跟 踪 调 查 队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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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ZL)_9 为研究对象，首次在中国泰州健康人群 中，探索肥胖 

与 LS之 间的关联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TZL是大规模人群前瞻性流行病学研究 的 

科研平台及示范基地，目标人群为泰州市全市城镇 2O万居民。 

由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江苏省 

疾病预 防控 制中心和泰州市 疾病预 防控制 中心等 单位 的研 究 

者发起 和参 与 。 

本研究采用 TZL基线调查数据，数据收集时间为 2012年 

3月至 2013年 12月。调查地点集中于泰州市海陵区莲花社 

区以及泰兴市根思乡、姚王乡。调查对象共 22 338名，男 8 

636名，女 13 702名，年龄 35～65岁，应答率为 65．1 。其中， 

21 449名研究对象的 LS、体质量指数(BMI)、腰围、腰臀比及 

相关信息完整 ，其 中男 8 218名，女 13 231名，年龄(51．23士 

8．01)岁 ，见表 1、2。 

1．2 研究过程 所有调查员均经过专业培训，问卷内容包括 

社会人口学特征、家庭和社会经济地位 、吸烟史、饮酒史、睡眠 

及情绪状况、体格检查等 13部分。所有调查均采用录音形式。 

每个参与者或其 1个直系亲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通过 

了复旦 大学 伦理委员会批准 。 

1．3 测量工具 LS：由一项单一问题组成，即“您对您 目前生 

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如何?”答案按照满意程度由低到高(1～5 

分)分别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既不觉得满意，也没有觉得不 

满意 、满意 、非常满意 5个 等级。 

BMI：常用于衡量人体胖瘦程度，根据 WHO制定的亚洲 

人群 BMI标准，将 BM1分为 4类：偏瘦(BMI<18．5 kg／m )， 

正常(BMI 18．5～24．0 kg／m )，超体质量(BMI 24．0～28．0 

kg／m。)，偏胖(BMI~28．0 kg／m )。 

腰 围(wC)：采用软尺测量 (era)，根据 2010年 中国心脏大 

会代谢综合征防治高层论坛 的标准，将腰 围标准分为 以下两 

类：男性，正常(≤90 cm)，肥胖 (>9O cm)；女性，正 常(≤85 

38O9 

cm)，肥胖 (>85 cm)。 

腰臀比(wHR)：采用软尺测量 ，腰臀比分类标准为：男性 ， 

正常(wHR< 0．85)，超体质量 (wHR 0．85～0．89)，偏胖 

(WHR 0．90～0．94)，肥胖 (WHR> 0．95)；女性 ，正常 (WHR 

<0．75)，超体质量(WHR 0．75～0．79)，偏胖 (WHR 0．80～ 

0．84)，肥胖 (wHR>0．85)。中国人群 常用 的中心型肥胖 的评 

价标准 为 ：男性 ，正常(wHR≤0．9)，肥胖(WHR~0．9)；女性 ， 

正 常(WHR≤0．8)，肥 胖(WHR>0．8)。 

1．4 统计学处理 首先 ，对 LS进行两样本 K—S正态性检验， 

然后采用频率和百分比对 Ls进行描述 ，并使用 Y。检验对不 

同组别 LS进行趋势检验。为检验肥胖人群是否比正常人群 

的 LS水平高 ，将 LS分为 2类 (LS< 4时取 0；LS≥4时取 1)， 

运用 Logistic回归分析。探索男女群体肥胖与 LS之间的关 

联，模型 1为基本回归模型，模型 2为加入年龄后的回归模型； 

模型 3为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去年家庭总收入后的回归模 

型。所有统计分析均采用 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双侧检验 

(a一0．05)，以 P<0．05为差 异有 统计 学意义 。 

2 结 果 

在 Logistic回归分析中，以 BMI、WC、WHR的正常组为 

基准，分别观察 LS随肥胖程度增加的变化情况 ，见表 3、4。从 

BMI角度来衡量肥胖时，对于男性群体 ，BMI 4组 LS趋势检 

验显著，3个模型中除了偏瘦组不显著外，超体质量和肥胖组 

LS均显著高于正常组。女性群体 中，偏瘦组 LS显著低于正 

常组 ，超 重组 LS显著高于正常组 ，但是 在模 型 2和 3中 ，加 入 

年龄和去年家庭年总收入调整变量后，这一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O．05)。从 WC角度来衡量肥胖时，在男性群体中，3个模 

型中肥胖组的 LS显著高于正常组。在女性群体中，3个模型 

中肥胖组与正常组的 L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从 

WHR角度来衡量肥胖时 ，在男性 群体中 ，肥胖组 的 LS均显 著 

高于正常组。而在女性群体中，3个模型中肥胖组与正常组的 

L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O5)。 

表 1 基线人群 LS与肥胖指标描述 

项目 组别 LS=1 LS=2 LS=3 LS=4 LS=5 分组合计 项目合计 

性别 

BMI(kg／m ) 

年龄(岁) 

WC(cm) 

男 

女 

男 

女 

< 18．5 

18．5～ 24．0 

24．0～ 28．0 

> 28．0 

35～ 44 

45～ 54 

55～ 64 

≤ 9O 

> 9O 

≤85 

> 85 

245 

65 

352 

125 

1 049 

328 

1 462 

516 

4 578 

1 745 

7 549 

2 931 

137 

62 

209 

73 

6 018 

2 200 

9 581 

3 65O 

9  9  9  “  ̈ “ 

8  1  2  9  5  3  7  6  6  船 ％ ∞ 

8  3  9  8  2  5  7  8  

。  

3  0  2  9  2  O  9  6  8  弛 蛆 " ∞ ∞ 

6  0  7  7  2  4  5  6  

7  8  9  9  1  6  7  2  6  盯 盯 4 阻 弘  ̈

1  1  1  1  1  1  

0  7  5  3  9  O 1  8  8  驵 如 

9  4  0  3  8  2  6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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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基线人群 LS与肥胖指标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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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指标描述性统计分析 

男性En( )] 女性En( )] P 

O(LSG4) 1(LS≥4) 0( 1(G4) L矿 氍粒j4) ( 检验) 

BMI( ／n12) G18．5 20(1．2) 86(1．3) GO．Ol 3MI( ／rn2) G18．5 44(1．8) 122(1．1) GO．05 

18．5～24．o 766(45．2) 2 655(40．7) 18．5--24．o 1 129(45．7) 4 709(43．8) 

24．0～28．o 7oo(41．3) 2 855(43．8) 24．O～28．o 958(38．8) 4 422(41．1) 

≥28．0 21o(12．4) 926(14．2) ≥g8．o 338(13．7) 1 5o9(14．o) 

WC(cra) ≤90 1 303(76．8) 4 715(72．3) G0．001 WC(cra) ≤85 1 823~73．8) 7 758(72．D 0．08 

>90 393(23．2) 1 807(27．7) >85 646(26．2) 3 004(27．9) 

WHR ≤0．9 1 016(59．9) 3 696(56．7) G0．05 ⅣHR ≤O．8 566(22．9) 2 410(22．4) 0．57 

>O．9 680(40．1) 2 826(43．3) >O．8 1 903(77．1) 8 352(77．6) 

表 3 LS与基线男性人群 BMI、WC、WHR的 Logistic回归分析 

：模型 1，未加入变量； ：模型 2，加入年龄变量；c：模型3，加入去年家庭总收入变量。d：PG0．01；e：PG0．001；f：PG0．05。 

表 4 LS与基线女性人群 BMI、WC、WHR的 Logistic回归分析 

：模 型 1，未加入变量 ； ：模型 2，加入年龄变量 ；c：模 型 3，加入去年家庭总收入变量。d：PG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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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趋势检验，男性群体中，BMI、WC、WHR的各组 LS 

趋势检验均显著(P<0．05)；而女性群体中，BMI、WC、WHR 

的各组 LS趋势检验均不显著(P>O．05)。 

3 讨 论 

大量研究已经为探索肥胖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做出了巨大 

贡献L5 ”]，其中“Jolly fat”假设，即肥胖以及相关饮食习惯能 

够保护人们免于焦虑和抑郁的研究结论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 

关注 。 

本研究结果表明，男性人群的 LS与 BMI、WC、WHR在 3 

个模型中均有显著关联，且符合“Jolly Fat”假设[6 。但是这 

一

关联在女性中并没有观察到，这一结果与一些相关研究结果 

相似 。 

在男性中，男性 LS随 BMI、WC、WHR提升而上升的原因 

之一在于，心情低落会降低食欲，从而会导致男性体质量降 

低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微胖为财富和幸运的象征，从 

而产生心理的满足感[1 。在男性组中，收入水平对其 LS也会 

产生一定 的影 响，这与一 些经 济学家 的研究 结果 是一致 

的[13-14]。在女性组 中，肥 胖女 性在 脱 离肥胖 的过 程 中多 会经 

历节食，从而造成更多压力，反而会使 LS降低_1 ”]。此外，通 

过社会比较，肥胖女性对于自己体型的认知和情感体验较正常 

和消瘦者都更消极，也更可能通过节食和药物减肥[1 。 

本研究的优势分为以下几点：(1)本研究是大规模人群前 

瞻性流行病学研究，确保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2)本研究的 

研究对象年龄范围较广(35～65岁)，更加全面地探索了肥胖 

与 LS的关联。(3)本研究分别针对女性和男性群体进行比较 

研究，避免了性别这一混杂因素的影响，更清晰地反映了肥胖 

对于男性和女性 LS的不同影响。最后，本研究的肥胖指标包 

括 BMI、WC和 WHR，从多个角度验证本研究得出结论 的合 

理性。此外，肥胖与心理健康对于亚洲人群的研究还没有清晰 

的结论 ，本研究为中国人群 的研究增添 了新的研究角度。 

但是，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 限性 ，如其他可能影响肥胖与 LS 

关联的社会因素如遗传、社会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等并没有被 

完全考虑。 

总之，本文基于 TZL探索了 LS与肥胖(BMI、WC、WHR) 

的关联。在男性群体 中，LS与肥胖呈正相关 ，符合“Jolly fat” 

假设 ；而女性群体 中未发现 LS与肥 胖程 度具有显 著关联 。这 

一 结论为进一步探索 中国人群 LS与肥胖关联研究提供 了一 

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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