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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素受体基因 Gln223Arg 位点多态性与超重肥胖的相关性研究 

何青芳>1; 俞 敏>1; 陈雅萍>1; 王 云>2 

1.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09; 2.宁波市第一人民医院 

摘要： 

目的 探讨瘦素受体(LEPR)基因<I>Gln223Arg</I>多态性与超重肥胖的相关性,以及超重肥胖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选取177例对照组和128例体质指数≥ 24 kg/2超重肥胖组作为研究对象作问卷调查、医学体检和血液生化
检测,应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PCR-RFLP)技术分析研究对象LEPR 基因Gln223Arg多态

性,Logistic回归分析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结果 超重肥胖组的GG基因型频率72.7%,G等位基因频率84.0%,均高

于对照组的66.7%和80.2%,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除腰围在对照组内Gln223Arg不同基因型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外(P＜0.05),年龄、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血糖(FBG)、总蛋白

(TP)、白蛋白(ALB)、尿酸(UA)、血红蛋白(Hb)、收缩压(SBP)、舒张压(DBP)在超重肥胖组内和对照组内

Gln223Arg不同基因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主要是

腰围和低HDL-C。结论 LEPR基因Gln223Arg多态性可能与超重肥胖的发生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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