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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蛋白质对高脂血症者血清脂质的影响

马立丽 蒋卓勤1 李晓采 刘佩意 冷亮 纪桂元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广州 510080

摘要: 目的 观察大豆蛋白 对 高 血 脂 症 人 群 血 清 脂 质 浓 度 的 影 响 及 膳 食 蛋 白 质 与 血 脂 的 关 系。方 法

招募单纯高脂血症志愿者 90 人，随机分为大豆分离蛋白组和酪蛋白组，在不改变饮食及运动习惯的基础上，

每天分别补充 24g 酪蛋白和 18g 大豆分离蛋白 + 6g 酪蛋白混合物，共 8 周。实验 前 和 结 束 时，测 量 身 高、体

重、腰臀围，测定血清脂质浓度。结果 ( 1) 大豆蛋白组体重和体质指数有所下降( P ＜ 0. 05) ，酪蛋白组腰臀

比减小( P ＜ 0. 05) 。( 2) 大豆蛋白组干预后 ApoB 和 TC /HDL-C 显著下降( P ＜ 0. 05) ，而酪蛋白组 TC、LDL-C

和 ApoB 显著下降( P ＜ 0. 05) 。( 3) 膳食蛋白质摄入量与血清 TC 降低百分数呈显著负相关( r = -0. 419，P ＜
0. 01) ，植物蛋白的摄入量与血清总胆固醇下降的百分数呈显著正相关( r = 0. 521，P ＜ 0. 01) 。结论 膳食蛋

白质来源和量会影响大豆蛋白对血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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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ietary protein on serum lipid profile in hypercholesterolemic people

MA Lili，JIANG Zhuoqin，LI Xiaocai，LIU Peiyi，LENG Liang，JI Guiyuan
Department of Nutriton，School of Public Health，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8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soy protein on the concentration of serum lipids in
hypercholesterolemic people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ietary protein and serum lipids． Methods Ninety healthy
hypercholesterolemic volunteers were given beverages contained either 24 g of casein or 18 g of soy protein plus 6 g
of casein by random daily for 8 weeks without change of their habitual life． Body height，body weight，waist and hip
circumference and serum lipids 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study． Result ( 1 ) The body weight and body
mass index of subjects in the soy group were decreased slightly but significantly ( P ＜ 0. 05 ) ，while the waist-to-hip
circumference of subjects in casein group was decreased ( P ＜ 0. 05 ) ． ( 2 ) ApoB and TC /HDL-C ratio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after consuming soy protein beverages for 8 weeks ( P ＜ 0. 05 ) ，while in casein group，TC，LDL-
C and ApoB were reduced significantly ( P ＜ 0. 05 ) ． ( 3 ) The reduction in TC concentration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quantity of dietary protein intake ( r = － 0. 419，P ＜ 0. 01 ) ，whereas i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quantity of vegetable protein intake ( r = 0. 521，P ＜ 0. 01 ) ．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soy protein on serum lipids
could be influenced by the source and quantity of dietary protein．

Key words: dietary protein，serum lipids，soy protein，casein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心 血 管 疾 病 尤 其 是 冠 心 病 的 一 个 主

要危险因 素，是 随 着 年 龄 的 增 加 血 胆 固 醇 水 平 升 高［1］。因

此，控制和降低血胆固醇水平对预防心血管疾病，特别是预防

冠心病的发生和发展 有 重 要 意 义。与 动 物 蛋 白 相 比，植 物 蛋

白被认为对血 脂 有 有 益 作 用［2］。其 中 大 豆 蛋 白 被 认 为 可 以

通过上调低密度脂蛋白受体来降低血清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

蛋白水平。1995 年 ANDERSON 等［3］ 发 表 的 关 于 对 使 用 大 豆

蛋白降低胆固醇的研究的 meta 分析。在美国，这些资料很多

被推论出心脏健康要求摄入大豆蛋白。不幸的是许多新近研

究没有发现大 豆 蛋 白 对 血 清 胆 固 醇 的 明 显 作 用。SIRTORI

等［4］最近发表了对 1995 年以来已发表的 33 项关于大豆蛋白

降低胆固醇的研究分析。他们发现最初胆固醇水平和大豆蛋

白的有效性之间一个明 确 的 联 系，并 且 最 近 的 资 料 继 续 支 持

ANDERSON 的结论。区 别 在 于 多 数 新 近 研 究 是 在 正 常 胆 固

醇水平［5］或轻度 高 脂 血 症 人 群［6］ 中 进 行 的。本 研 究 以 高 胆

固醇血症人群为对象，对大豆蛋白的调理血脂作用进行研究，

并进一步探讨膳食蛋白质对血脂的影响。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与分组

志愿者在广州市区常住人口中招募 116 名健康高脂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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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年龄 25 ～ 70 岁，男 女 不 限。纳 入 标 准: 总 胆 固 醇 ( TC ) ＞
5. 7mmol /L，低密度脂蛋白 胆 固 醇 ( LDL-C ) ＞ 3. 61mmol /L，甘

油三酯( TG) ＜ 5. 65mmol /L，不 吸 烟，不 饮 酒，肝 肾 功 能 正 常，

无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他慢性疾病，未服用降血脂药物

及相关保健品，女性非 怀 孕 期 及 哺 乳 期。不 符 合 以 上 标 准 的

予以排除。对象纳入研究后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合格受试对象

随机分为试验组大豆 蛋 白 组 混 合 组 ( SB ) 和 对 照 组 酪 蛋 白 组

( MB) 。所有受试者在 参 加 实 验 前 均 签 署 知 情 同 意 书，本 研

究经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
1. 2 实验设计

采用随机、对照和盲法的原则进行设计。两种蛋白质粉:

酪蛋白 24g 和大豆分离蛋白 18g + 酪 蛋 白 6g 混 合 饮 品 ( 由 中

国安利研发中心 提 供 ) ，两 种 饮 品 包 装 和 性 状 相 同。受 试 者

分别于早餐时将蛋白质粉饮品温水冲调随餐服用。共服 用 8

周。每两周进行一次饮品的派发和包装物的回收。试验开始

和结束，均测量身高、体重、腰臀比、血压和血脂水平。
1. 3 膳食记录

受试者在受试期间不改变原来的饮食和运动习惯。试验

期间采用 24 小时 膳 食 回 顾 法，记 录 3 次 连 续 3 天 的 膳 食 记

录，包括两个工作日和 一 个 休 息 日。用 来 判 断 受 试 者 的 依 从

性。实验结束后采用计算机膳食指导服务系统( CDGSS 3. 0 )

软件分析，以评价研究对象的能量和营养素摄入情况。
1. 4 样品采集与化学分析

在实验开始前 1 周和实验开始后的第 56 天，受试者于清

晨空腹状态下( 禁食 10 小时) ，经肘正中静脉采血 5ml。血样

在室温下经沉淀，分离血清后，于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

生化检验室测定血脂浓度，仪器为日立 HITACHI 7170A 型 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每样平行测定 2 次。

1. 5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3. 0 统计软 件，所 有 数 据 均 以 均 数 ± 标 准 差

( x ± s) 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配对 t 检验、单因素协方差

分析和相关性分析，P ＜ 0. 05 表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 1 受试者一般情况

共有 90 人完成实验，每组 45 人，其中大豆分离蛋白组女

性 31 人，男 性 14 人，酪 蛋 白 组 女 性 33 人，男 性 12 人。两 组

受试者在实验开始时的 身 高、体 重、腰 臀 比、体 质 指 数 ( BMI)

和血脂无明显不同( 见表 1 ) 。8 周干预 试 验 后 大 豆 蛋 白 组 体

重和 BMI 均有所下降，有显著性差异( P ＜ 0. 05 ) 。

表 1 干预前后两组受试者一般情况比较( x ± s)

Table 1 Anthropo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subject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组 别 年 龄 ( 岁 ) 身 高 ( cm) 体 重 ( kg) BMI 腰 臀 比

SB 组 筛 查 期 51. 4 ± 11. 4 160. 8 ± 7. 9 61. 7 ± 11. 3 23. 8 ± 3. 5 0. 87 ± 0. 05
SB 组 第 8 周 61. 3 ± 11. 4 ( 1 ) 23. 6 ± 3. 6 ( 1 ) 0. 86 ± 0. 048
MB 组 筛 查 期 51. 9 ± 10. 2 161. 6 ± 9. 6 61. 3 ± 12. 1 23. 3 ± 3. 2 0. 87 ± 0. 05
MB 组 第 8 周 61. 1 ± 12. 3 23. 3 ± 3. 3 0. 86 ± 0. 05 ( 1 )

注 : ( 1 ) 两 组 干 预 前 后 比 较 采 用 配 对 t 检 验 ，P ＜ 0. 05

2. 2 血脂改善情况

8 周干预试验后血清血脂浓度( 表 2 ) 酪 蛋 白 组 和 大 豆 蛋

白组 TC 分 别 下 降 3. 1% ( P ＜ 0. 05 ) 和 2. 2% ，LDL-C 分 别 下

降 6. 3% ( P ＜ 0. 05 ) 和 1. 9% ，而载脂蛋白 B ( ApoB ) 分别下降

3. 3% ( P = 0. 008 ) 和 3. 2% ( P = 0. 046 ) 。Tc /HDL-c 在大豆蛋

白组显著减低( P = 0. 044 ) 。两组间均没有显著性差异。

表 2 两组干预前后血脂情况( x ± s)

Table 2 Serum lipid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组别 TC( mmol / L)
LDL-C

( mmol / L)

HDL-C
( mmol / L)

TG
( mmol / L)

ApoA1
( g /L)

ApoB
( g /L)

TC /HDL-C LDL /HDL-C ApoB /A1

SB 组筛查期 6. 77 ± 0. 99 4. 77 ± 1. 06 1. 52 ± 0. 38 1. 80 ± 1. 03 1. 56 ± 0. 29 1. 22 ± 0. 18 4. 67 ± 1. 18 3. 31 ± 1. 03 0. 81 ± 0. 22
SB 组第 8 周 6. 59 ± 1. 13 4. 60 ± 1. 03 1. 54 ± 0. 37 1. 66 ± 0. 99 1. 55 ± 0. 33 1. 16 ± 0. 18 ( 1 ) 4. 50 ± 1. 27 ( 1 ) 3. 17 ± 1. 12 0. 79 ± 0. 26
MB 组筛查期 6. 58 ± 0. 85 4. 78 ± 1. 04 1. 46 ± 0. 27 1. 73 ± 0. 90 1. 51 ± 0. 24 1. 20 ± 0. 20 4. 65 ± 1. 02 3. 40 ± 1. 01 0. 82 ± 0. 22
MB 组第 8 周 6. 36 ± 1. 02 ( 1 ) 4. 46 ± 1. 07 ( 1 ) 1. 42 ± 0. 30 1. 84 ± 1. 21 1. 46 ± 0. 26 1. 14 ± 0. 19 ( 1 ) 4. 66 ± 1. 17 3. 28 ± 1. 04 0. 81 ± 0. 20

注: ( 1 ) 两组干预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P ＜ 0. 05

2. 3 日均能量及营养素摄入量

干预期间，两组研究对 象 的 日 均 能 量 及 各 营 养 素 摄 入 量

见表 3。干预期间酪蛋白组和大豆蛋白组的膳食能量和 三 大

营养素日均摄入量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研究对象的日

均胆固醇和膳食纤 维 摄 入 量 在 干 预 期 间 也 无 统 计 学 差 异 ( P
＞ 0. 05 ) 。其中大豆蛋白混合组膳 食 植 物 蛋 白 与 动 物 蛋 白 比

值从干预前的 0. 63 升高到 1. 00，而酪蛋白组膳食植物蛋白与

动物蛋白比值从干预前的 0. 78 下降到 0. 51。
2. 4 受试者膳食蛋白质摄入量与血脂变化的关系

分析所有受试者的膳 食 发 现，膳 食 蛋 白 质 摄 入 量 与 血 清

TC 降低百分数 呈 显 著 负 相 关 ( r = － 0. 419，P ＜ 0. 01 ) ，植 物

蛋白的摄入量 与 血 清 总 胆 固 醇 下 降 的 百 分 数 呈 显 著 正 相 关

( r = 0. 521，P ＜ 0. 01 ) 。

表 3 两组干预期间日均能量及膳食营养素摄入量( x ± s)
Table 3 Daily energy and nutrients intake of subjects

组别
能量

( kcal / d )
蛋白质
( g / d )

脂肪
( g / d )

碳水化合物
( g / d )

胆固醇
( mg /d )

膳食纤维
( g / d )

SB 开始 2165 ± 400 96 ± 18 88 ± 13 248 ± 89 363 ± 231 12 ± 6
SB 中间 2169 ± 402 96 ± 18 88 ± 14 248 ± 88 358 ± 215 11 ± 4
SB 结束 2163 ± 402 96 ± 17 88 ± 13 247 ± 89 358 ± 213 11 ± 5
MB 开始 2203 ± 371 100 ± 25 88 ± 13 254 ± 60 360 ± 201 11 ± 4
MB 中间 2194 ± 376 99 ± 25 88 ± 14 252 ± 60 356 ± 186 11 ± 5
MB 结束 2190 ± 377 99 ± 25 88 ± 13 252 ± 60 357 ± 197 11 ± 4

3 讨论
本研究观察到，在不改变受试者饮食生活习惯的基础上，

补充两种蛋白质饮品，对 血 脂 均 有 一 定 的 改 善 作 用。这 与 以

往的研究有所不同。以往的大部分研究均显示大豆蛋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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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血 TC 和 LDL-C 的 作 用［3-4］，而 酪 蛋 白 则 有 升 高 血 清 TC

的倾向。这可能是与 实 验 设 计 的 差 异 有 关。动 物 研 究［7-8］ 和

人群研究［9-10］均对受试 对 象 的 饮 食 进 行 严 格 控 制，将 酪 蛋 白

和大豆蛋白分别作为实 验 膳 食 中 蛋 白 质 的 唯 一 来 源，这 样 减

少了饮食过程中可能同 动 物 蛋 白 一 起 摄 入 的 饱 和 脂 肪，从 而

增强了大豆蛋白降低血脂的作用。本研究受试者自由选择食

物，中国传统的饮食结 构 以 植 物 性 食 物 为 主，食 物 种 类 多 样，

而与以往研究相比实验 蛋 白 质 饮 品 的 量 较 小，血 脂 的 改 变 也

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实验发现随着膳食蛋白质的摄入量

增加血清 TC 下降 的 越 少，因 此 膳 食 蛋 白 质 的 量 对 血 脂 而 言

不是越多越好。而 膳 食 中 植 物 蛋 白 质 的 量 越 多，血 清 TC 下

降的越多。这些结果支持植物蛋 白 对 血 清 TC 有 有 益 作 用 的

观点［2］。本实验受试者没 有 限 定 年 龄、性 别，不 同 年 龄、性 别

的人群，可能对干预措 施 的 反 应 有 所 不 同，特 别 是 女 性，绝 经

前和绝经后［11］的身体内环境可能对血脂本身有影响，对此还

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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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是大学生社会 适 应 性 的 核 心 因 素，是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的主要标志，低自尊是大学生心理和行为异常的重要根源。

形成良好的自尊有利于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为进一

步加强地方本科院校大 学 生 自 尊 意 识 的 培 养、为 促 进 其 心 里

健康水平的提高提供参 考 依 据，我 们 采 用 在 国 内 外 已 经 多 次

应用、具有较好信、效度的自尊量表( self-esteem scale，SES) ［1］

对湖 南 科 技 学 院 大 学 生 的 自 尊 状 况 及 其 影 响 因 素 进 行

了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2010 年 5 月，在湖南科技学 院 14 个 教 学 系 部，采 取 整 群

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别对各系部 1 ～ 4 年级的学生进行抽样调

查，共 发 放 问 卷 2852 份，有 效 问 卷 为 2810 份，有 效 率 为

98. 53%。男生 1465 人，女生 1345 人; 一 年 级 895 人，二 年 级

785 人，三年级 505 人，四年级 625 人; 年龄在 17 ～ 25 岁之间。
1. 2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①SES 量表: 共有 10 个条目，采用 1 ～
4 的 4 级评分，测查后统计总 分，总 分 范 围 是 10 ～ 40 分，分 值

越大，表示自尊水平越高。②自编大学生一般情况调查表: 内

容包括年龄、性别、年级、专业、民族、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文化

程度、对专业的 满 意 程 度 等，由 辅 导 员 老 师 按 照 统 一 的 指 导

语，进行团体调查，问卷当场收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