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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目的 　神经肽 Y(NPY) 是与摄食行为有关的一种神经内分泌因子 ,可能与单纯性肥胖的发生有

关。该文探讨 NPY在不同程度单纯性肥胖儿童血浆中的水平及其在单纯性肥胖症中的作用机制。方法 　选择 6

～13 岁肥胖程度不同的单纯性肥胖儿童 105 例 (轻度、中度、重度肥胖各 35 人)和 35 名正常体重儿童 ,用放免法测

定血浆 NPY ,比较肥胖组与对照组及不同肥胖程度组之间 NPY水平的差异性。结果 　单纯性肥胖组血浆 NPY水

平 (170. 75 ±37. 05) pg/ ml 明显高于对照组 (126. 97 ±32. 17) pg/ ml ;轻度肥胖组 (152. 89 ±30. 82) pg/ ml 明显高于

对照组而低于中、重度组 (173. 66 ±37. 25) pg/ ml、(185. 71 ±35. 97) pg/ ml ;中度肥胖组与重度肥胖组间无差异。

结论 　NPY在单纯性肥胖儿童血浆中明显升高 ,其在单纯性肥胖症的发生、发展中均可能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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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单纯性肥胖症是一种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的慢性营养失衡性疾病 ,不仅影响儿童期身心健康

水平 ,更影响至成人以后的健康状况 ,是成人期患心

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等的重要危险因素 ,严重

威胁着患者的生命健康 ,是新的医学模式下一个重

要的健康 - 社会问题。在近年的研究中 ,包括神经

肽 Y(neuropeptide Y , NP Y)在内的多种神经内分泌

因子在肥胖的发生机制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

视。为明确单纯性肥胖儿童血浆 NP Y 水平 ,以及

NP Y水平与体重的关系 ,本文对 105 名不同程度的

单纯性肥胖儿童及 35 名正常儿童血浆 NP Y水平进

行了测定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 . 1 　实验对象

肥胖儿童随机选自在校小学生单纯性肥胖流行

病学调查中确诊的小儿 ,除外继发性肥胖 ,共 105 例

(肥胖组) ,年龄 6～13 岁。其中轻度肥胖 (轻度组) 、

中度肥胖 (中度组) 、重度肥胖 (重度组)各 35 例。

对照组儿童选取与肥胖组儿童年龄相近的正常

发育儿童 35 人 (身高、体重均在标准值 ±1 s 范围

内) 。男 20 人 ,女 15 人。

肥胖的诊断标准依据 WHO 推荐的身高标准体

重。体重 > 参照人群体重 (同性别同身高) 20 %以

上即为肥胖。体重 > 参照人群体重 20 %～39 %以

上为轻度肥胖 ,体重 > 参照人群体重 40 %～49 %以

上为中度肥胖。体重 > 参照人群体重 50 %以上即

为重度肥胖。实验各组一般情况见表 1。

表 1 　实验各组一般情况

例数 男 女 年龄 (岁) 体重 (kg)

对照组 35 18 17 9. 9 ±2. 2 31. 4 ±7. 2

肥胖组 105 58 47 10. 3 ±2. 2 46. 8 ±12. 2

轻度组 35 18 17 9. 8 ±2. 3 39. 2 ±9. 6

中度组 35 19 16 10. 2 ±2. 3 44. 9 ±9. 4

重度组 35 21 14 10. 8 ±1. 9 56. 2 ±10. 9

1 . 2 　实验方法

2. 1 　血浆 NP Y 测定 　清晨空腹静脉采血 2 ml ,

ED TA + 抑肽酶抗凝。用放免法测定 NP Y ,NP Y放

免试剂盒由北京东亚免疫技术研究所提供 ,测定方

法严格按试剂盒操作说明进行 ,整批测定。

2. 2 　统计学方法 　实验结果用 SPSS 软件进行统

计学处理。肥胖组与对照组 NP Y 比较、不同程度

肥胖组之间及其各自与对照组之间 NP Y 比较用 t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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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肥胖组及不同程度肥胖组血浆 NP Y水平均显

著高于对照组 ;轻度肥胖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低于

中、重度组 ;中度肥胖组与重度肥胖组间无差异。实

验各组 NP Y水平及各组显著性检验见表 2。

表 2 　实验各组 NPY水平 　　( �x ± s ) (pg/ ml)

NPY

对照组 126. 97 ±32. 17

肥胖组 170. 75 ±37. 05a

轻度组 152. 89 ±30. 82b

中度组 173. 66 ±37. 25c

重度组 185. 71 ±35. 97

　　注 :a 与对照组比较 , t = 6. 246 , P < 0. 01 ;b 与对照组比较 , t

= 3. 448 , P < 0. 01 ;c 与轻度组比较 t = 2. 732 , P < 0. 01

3 　讨论

　　NP Y是由 36 个氨基酸构成的一种活性多肽 ,

是哺乳动物神经系统内含量最丰富的多肽之一 ,普

遍存在于神经系统和血浆中。其生物学作用十分广

泛 ,对摄食行为、情绪、大脑皮层兴奋性、下丘脑与垂

体间的信号联系、心血管生理功能及交感神经功能

等都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NP Y在肥胖发生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

视。在对成年肥胖者的研究中发现 ,单纯性肥胖的

成年人血浆 NP Y 浓度显著高于正常体重者 ,且血

浆 NP Y浓度与体重呈正相关[1 ,2 ] 。本实验研究中

单纯性肥胖儿童血浆 NP Y 显著高于正常体重儿

童 ,与成人变化一致。血浆中的 NP Y 可能主要来

源于储存在消化道交感神经节的 NP Y ,而且 ,摄食

行为是促使 NP Y释放入血的强刺激。正常人餐后

血浆 NP Y 浓度显著高于餐前 ,几乎是空腹时的 2

倍[3 ] 。单纯性肥胖儿童的特点之一就是食欲旺盛 ,

有频繁进餐、吃零食的习惯 ,这样的摄食行为即可刺

激 NP Y过量释放入血 ,使血浆 NP Y随之升高。

轻度肥胖组儿童血浆 NP Y 明显高于对照组 ,

说明 NP Y在肥胖之初或开始肥胖之前即已可能升

高。在动物实验中 NP Y对摄食行为的调节作用已

明确。位于动物中枢神经系统的 NP Y 能刺激食

欲 ,明显增加能量摄入 ;同时降低机体的热量消耗 ,

使能量在体内过量蓄积。另外 ,NP Y还能提高脂肪

组织中脂蛋白脂酶和乙酰辅酶 A 羧化酶活性 ,从而

刺激脂肪生成[4 ] ,是肥胖形成的原因之一。在儿童

单纯性肥胖症的形成过程中 NP Y可能也起着类似

的作用 ,是肥胖的始动因子之一。

中重度肥胖儿童血浆 NP Y水平明显高于轻度

肥胖儿童 ,提示 NP Y 在维持体重和加重肥胖程度

的过程中也可能起着重要作用。另外 ,长期高脂血

症可导致消化道中含 NP Y 的神经纤维增生 ,使

NP Y的合成增多[5 ] 。中、重度肥胖儿童尤其是重度

肥胖儿童往往合并高脂血症 ,故其 NP Y 的合成也

可明显增多。

在儿童单纯性肥胖症的发生机制中 ,NPY与肥

胖似乎是互为因果的。一方面 ,NPY升高导致食欲

旺盛 ,能耗减少 ,脂肪合成增加 ,从而导致肥胖。另一

方面 ,肥胖儿童频繁的摄食刺激促使 NPY释放 ,合并

高脂血症后又促使 NPY的合成增加 ,从而使 NPY水

平进一步升高 ,进而加重肥胖 ,形成恶性循环。

由此可见 ,NP Y不仅在儿童单纯性肥胖症的形

成过程中起作用 ,而且在维持肥胖和加重肥胖的过

程中也可能起着重要作用。找出导致 NP Y分泌增

加的始动因子 ,或切断 NP Y 与肥胖循环路径中的

关键点 ,可能是治疗单纯性肥胖症的有效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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