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人高血糖發生率相關因素之探討

廖惠珍、吳芳禎

E-mail: 9318402@mail.dyu.edu.tw

摘 要

高血糖是糖尿病的主要症狀，糖尿病患者為代謝症候群及心血管疾病的危險族群。本研究探討成人高血糖與體位、血壓及

生化值等因子之相關性，將研究分成三部分來討論，第一部分為健康成年人各項檢驗數值的探討，第二部分為糖尿病患者

各項檢驗數值的研究，第三部分比較健康成年人與糖尿病患者兩組人之差異。 結果顯示健康成年人的禁食血糖值分別與腰

圍（r=0.329）、臀圍（r=0.279）、身體質量指數（r= 0.280）、年齡（r=0.363）、收縮壓（r=0.370）及舒張壓（r=0.389

）有顯著的正相關(p＜0.05），表示腰臀圍愈大、愈肥胖或年齡愈長者，血糖偏高的機率增加，並且血糖值偏高，血壓也

容易偏高。 在糖尿病患者方面，女性患者的體重大多是屬於過重的範圍。糖尿病患者之禁食血糖值與糖化血色素具有高度

顯著水準的正相關（r=0.737,p＜0.01）。另外，糖尿病患有家族史的比例佔29.7％，可見得基因的影響亦不容忽視。 第三

部分健康成年人之禁食血糖值、三酸甘油脂及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之平均數分別為86.13 ± 10.08 mg/dl、98.95 ± 70.17

mg/dl、57.23 ± 19.38 mg/dl，糖尿病患者則分別為208.78 ± 67.32 mg/dl、174.84 ± 96.96 mg/dl、47.81 ± 11.14 mg/dl，

顯示糖尿病患者之禁食血糖值及三酸甘油脂比健康成年人高，並且都達到高度顯著差異(p＜0.01)。而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比健康成年人為低，達到顯著差異（p＜0.05）。另外，糖尿病患者之收縮壓132.57 ± 19.53 mmHg、舒張壓為79.24 ±

10.14 mmHg，皆較健康成年人為高，且達到高度顯著差異(p＜0.01）。在飲食方面，經由羅吉斯迴歸分析指出糖尿病患者

應增加優酪乳及水果類的攝取，並減少主食類、豆類及內臟類的攝取。 綜合以上結果，禁食血糖值與血壓、血脂值、腰臀

圍等因素有正相關性，藉由生活型態的改變，可降低高血糖之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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