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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天新战士增食脂肪和抗氧化剂对血脂及MDA 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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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为进一步验证在寒冷环境下, 高脂膳食是否引

起人体血脂代谢的变化. 方法　选择驻寒区部队冬季入伍新

战士 2 个连队 158 人, 进行了现场研究. 设普食对照组 (脂肪

生热比: 25% 左右) , 普食加 Zn 30 m g·d- 1组, 高脂组 (脂肪生

热比 30% 左右) , 高脂加V itE 300 m g·d- 1组, 高脂加V itC

600 m g·d- 1组. 实验期 25 d. 结果　实验前三酰甘油含量普

食对照组、普食加 Zn 组、高脂组、高脂加V itE 组、高脂加V itC

组分别为 (mmo l·L - 1) 1. 5±0. 5; 1. 0±0. 3; 1. 9±0. 6; 1. 3±

0. 6; 1. 8±018. 实验后分别为 (mmo l·L - 1) 2. 0±0. 8; 1. 7±

0. 8; 1. 4±016; 113±0. 5; 1. 4±0. 6. 总胆固醇含量, 实验前各

组分别为 (mmo l·L - 1) 7. 0±2. 3; 6. 3±2. 1; 6. 1±1. 7; 6. 2±

1. 6; 6. 1±1. 7. 实验后分别为 (mmo l·L - 1) 4. 4±1. 5; 4. 0±

1. 3; 4. 5±1. 8; 4. 7±1. 7; 5. 5±1. 4. M DA 含量实验前各组分

别为 (nmo l·L - 1) 6. 1±1. 6; 5. 1±0. 9; 6. 4±1. 5; 5. 4±1. 2,

5. 4±1. 6. 实验后分别为 (nmo l·L - 1) 5. 3±2. 1; 5. 2±2. 0;

5. 7±2. 3; 5. 3±2. 1; 5. 4±2. 2. 结论　实验期内适量补充脂

肪和抗氧化剂不影响血脂水平和M DA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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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IM 　 To invest igate the effect of mo re fat and an2
t iox idan t on hum an b lood lip id m etabo lism in co ld clim ate.

M ETHOD S　 158 recru its from co ld areas w ere random ly di2
vided in to 5 group s. ①N o rm al diet (25% of the to tal calo rie

from fat) served as con tro l group. ②N o rm al diet and zinc in2
take group (Zn. 30 m g person - 1 day- 1 ). ③ H igh fat group

(30% of the to tal calo rie from fat). ④ H igh fat and V itE in2
take group (300 m g. person- 1 day- 1 ) ⑤ H igh fat and V itC

in take group (600 m g. person- 1 day- 1). T he experim en t last2
ed 25 days. RESUL TS　 T he p re2experim en tal triglyceride of

the 5 group s w ere (1. 5±0. 5) , (1. 0±0. 3) , (1. 9±0. 6) ,

(1. 3±0. 6) and (1. 8±0. 8) mmo l·L - 1, respect ively and the

po st2experim en tal triglyceride w ere ( 2. 0 ± 0. 8) , ( 1. 7 ±

018) , (1. 4±0. 6) , (1. 3±0. 5) and (1. 4±0. 6) mmo l·L - 1

respect ively. T he p re2experim en tal to ta l cho lestero l of the 5

group s w ere (7. 0±2. 3) , (6. 3±2. 1) , (6. 1±1. 7) , (6. 2±

1. 6) and (6. 1±1. 7) mmo l·L - 1 respect ively and the po st2

experim en tal to ta l cho lestero lw ere (4. 4±1. 5) , (4. 0±1. 3) ,

(4. 5±1. 8) , (4. 7±1. 7) and (5. 5±1. 4) mmo l·L - 1 respec2
t ively. T he p re2experim en talM DA of the 5 group s w ere (6. 1

±1. 6) , (5. 1±0. 9) , (6. 4±1. 5) , (5. 4±1. 2) and (5. 4±

016) nmo l·L - 1 respect ively and the po st2experim en talM DA

w ere (5. 3±2. 1) , (5. 2±2. 0) , (5. 7±2. 3) , (5. 3±2. 1) and

( 5. 4±2. 2) nmo l·L - 1 respect ively. CONCL USION　H igh

fat diet in take and an tiox idan t in sho rt period co ld environ2
m ent does no t influence the hum an lip id m etabo lism and lip id

perox idan t.

0　引言
　　据文献和我室动物实验及人体验证结果, 寒冷

条件下增加膳食脂肪供应和抗氧化剂可提高大鼠和

人体的耐寒力[ 1- 3 ]. 为进一步验证短期食高脂是否引

起脂代谢的变化. 我们于 1997212, 对驻西北某部冬

季入伍的新战士进行了本实验.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　选择刚入伍战士 2 个连队, 共 158 人.

年龄 15～ 19 岁. 训练属中等体力劳动强度. 每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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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训练 6 h, 气温早晨- 15℃左右, 中午 - 5℃～ -

4℃. 室内 2 h 政治学习等.

1. 2　方法　各连队新兵到达后第 2 日, 采用称量法

进行膳食调查连续 4 d. 用空军军事医学研究所营养

调查软件计算. 根据调查结果调整各连脂肪生热比

和补充抗氧化剂. 分组包括①脂肪生热比 25% 左右

为普食对照组 (按连队实际伙食费供应, 不另行补贴)

24 人. ②普食加 Zn 30 m g·d - 1组. ③脂肪生热比

30% 左右的为高脂组 29 人. ④高脂加V itE 300 m g

·d- 1组 36 人. 高脂加V itC 600 m g·d - 1组 35 人.

按此设计每日在 3 餐中以菜油和猪肉各半予以补充.

实验期 25d. 实验中期再次用称量法膳食调查 4 d.

检查脂肪生热比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三酰甘油

(T G) , 总胆固醇 (CH ) 测定, 采用东欧生物工程公司

生产的试剂盒. 丙二醛 (M DA ) 测定用 Yargi2TBA

法[ 4 ].

2　结果
2. 1　血清三酰甘油的变化　普食组和普食加锌组实

验后三酰甘油显著升高 (P < 0. 01) , 但在正常值上

限. 高脂加V itE 组无显著性下降, 高脂组和高脂加

V itC 组有显著性下降 (P < 0. 01 , T ab 1).

表 1　血清三酰甘油量浓度变化

T ab 1　Changes of serum T G concen trat ion

(xθ±s,mmo l·L - 1)

P re2exp Po st2exp
Group

n T G n T G

N o rm al 24 1. 5±0. 5 24 2. 0±0. 8b

N o rm al+ Zn 28 1. 0±0. 3 29 1. 7±0. 8b

H ighfat 29 1. 9±0. 6 28 1. 4±0. 6b

H ighfat+ V itE 36 1. 3±0. 6 34 1. 3±0. 5

H ighfat+ V itC 35 1. 8±0. 8 37 1. 4±0. 6b

bP < 0. 01 vs p re2exp.

2. 2　血清胆固醇含量的变化　血清总胆固醇浓度除

了高脂加V itC 组下降不显著外, 其他 4 组均有显著

性下降 (P < 0. 01 T ab 2).

2. 3　血清MDA 含量变化　除了普食加 Zn 组实验

后M DA 稍有升高 (无显著性差异) , 其他 4 组均有所

下降, 但无显著性差别 (T ab 3).

3　讨论
3. 1　连队热能摄入情况　新兵刚到部队, 普食对照

组和普食加锌组 (一连) 的热能摄入量 12. 32 M J , 基

本满足中等劳动强度的要求. 达到军标供给量标准

的 90% GJB 826290. GJB 823289.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89 军用标准. 高脂各实验组 (二连) 的热能摄入量

为 9142 M J , 只占供给量标准的 69. 3%. 原因是二连

新兵到部队的途中携带食品 (糖果、糕点) 过多, 连队

要求 3 d 内吃完, 因而影响正常的主食摄入. 新兵进

行入伍训练和实验开始后, 一连的热能摄入基本保持

在 12. 25 M J , 占供给量标准的 90%. 脂肪生热比为

2412%. 二连的热能摄入达到 13. 62M J , 达到了军标

标准, 占供给量标准的 100%. 脂肪生热比为

3119%. 通过补充膳食脂肪, 达到了设计要求.

表 2　血清胆固醇量浓度的变化

T ab 2　Changes of serum CH concen trat ion

(xθ±s,mmo l·L - 1)

P re2exp Po st2exp
Group

n CH n CH

N o rm al 24 7. 0±2. 3 25 4. 1±1. 5b

N o rm al+ Zn 29 6. 3±2. 1 29 4. 0±1. 3b

H ighfat 29 6. 1±1. 7 28 4. 5±1. 8b

H ighfat+ V itE 36 6. 2±1. 6 34 4. 7±1. 7b

H ighfat+ V itC 37 6. 1±1. 7 37 5. 5±1. 0

bP < 0. 01 v s p re2exp.

表 3　血清M DA 量浓度的变化

T ab 3　Changes of serum M DA concen trat ion

(xθ±s,mmo l·L - 1)

P re2exp Po st2exp
Group

n M DA n M DA

N o rm al 24 6. 1±1. 6 16 5. 3±2. 1

N o rm al+ Zn 29 5. 1±1. 0 21 5. 2±2. 0

H ighfat 29 6. 4±1. 5 28 5. 7±2. 3

H ighfat+ V E 36 5. 4±1. 2 19 5. 3±2. 1

H ighfat+ V C 37 5. 4±1. 6 29 5. 4±2. 2

3. 2　血脂的变化　三酰甘油含量实验前为 (1. 0～

119)mm o l·L - 1, 比正常值 (0. 6～ 1. 7)mm o l·L - 1略

有偏高. 但大部分在正常值范围内. 实验后三酰甘油

含量为 (1. 3～ 2. 0)mm o l·L - 1, 与实验前比较, 普食

对照组, 普食加 Zn 组 (即一连) 有所升高. 而高脂组

和各实验组 (二连) 基本不变或略有下降. 但没有统

计学意义. 血清总胆固醇含量, 实验前为 (6. 1～ 7. 0)

mm o l·L - 1略高于正常值 (2. 3～ 5. 7) 上限. 实验后

为 (4. 0～ 5. 5)mm o l·L - 1, 比实验前有所下降, 都在

正常值范围内. 血脂含量实验前后有显著性变化,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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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比无显著性意义, 属生理性变化. 结果提

示, 冬季寒区部队, 短期增加膳食脂肪达军人膳食营

养素供给量标准的上限没有引起血脂的变化, 此结果

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5 ]. 增加膳食脂肪和抗氧化剂

(V itC, V itE, Zn) 等可提高机体耐寒力, 对血脂无明

显影响. 通常认为机体在冷环境下进行训练, 由于衣

着较多, 完成同样训练动作, 热能消耗增大约 20%～

30%. 对脂肪和各种维生素的需要量增加[ 6, 7 ]. 短期

内适当增加脂肪不会影响脂代谢, 前苏军和美军于

20 世纪 70 年代就提出增加膳食脂肪和维生素提高

耐寒力的建议[ 8, 9 ] , 故建议非寒区部队冬季进入寒区

时应适当增加膳食脂肪和抗氧化剂的供给. 以提高

机体耐寒力促进冷习服.

3. 3　MDA 的变化　V itE, V itC 和 Zn 在体内是重要

的抗氧化剂, 文献报道 [ 10 ], 动物实验表明冷应激 1

w k 血清M DA 明显升高, 冷习服后脂质过氧化反应

减弱,M DA 下降, 抗氧化剂降M DA 作用非常显著.

但在冷应激不同时期和不同脏器M DA 含量增加不

一, 人体冷应激尚未见报道. 本实验, 冷适应后各组

M DA 含量较实验前均有所下降, 各组间差义无统计

学意义. 分析原因可能是①由于人体实验受个体差

异, 各种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②M DA 含量的变化

随着冷适应的建立而下降到实验前的水平. ③由于

实验条件不允许 (部队现场有些实验无法开展) 如能

测红细胞膜上的M DA 有可能体现出V itE, V itC 和

Zn 的作用效果, 高脂膳食和冷环境下动物血清和肝

脏M DA 含量是增加的[ 3 ]. 因此, 增加膳食脂肪提高

耐寒力时, 补充抗氧化剂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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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何扬举

·文　摘·　欧洲期刊
欧洲出版约有 5 万多种消费类型杂志, 其全年总发行量超过 300 亿册. 这些刊物涉及领域广泛, 农业、渔业、财政金融和体

育等类型都有. 欧洲杂志业日见繁荣, 广告收入在过去的 17 年里增加了 3 倍. 多样性和专业化是欧洲杂志市场的主要特点. 对

广告商而言, 这种特点意味着增加了选择机会, 便于更加准确地对广告受众定位, 以及降低广告成本. 过去 17 年里许多杂志有

了极大发展. 技术进步降低了成本, 出版商更加致力于办好杂志, 使之更符合各阶层读者的不同需求和口味. 在很多欧洲国家,

由于少受贸易保护主义影响, 出现了出版商的泛欧投资趋势, 即: 杂志出版商在数个欧洲国家, 采取使用当地语言的方式, 出资出

版同一名称的杂志. 不过, 这种传媒扩张方式尚未全面展开, 仅有为数不多传媒企业在全欧, 或大部分欧洲主要市场上有行动.

与全球市场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同时, 必将刺激广告需求, 这种现状对众多出版商而言, 显然是一个绝好机会. 由于消费类和

综合类杂志的生存与否取决于广告收入多少, 而广告商日渐对信息数字化的电子传媒表示关注, 因此现在出版商对新的传媒方

式十分注意, 一旦这种崭新传媒方式替代了传统的消费类和专业类杂志, 出版商会因之对有关的各种新产品进行开发. 尽管传

媒品种不断增加和读者选择力增强, 但是, 由于市场多元化的存在, 传统杂志市场预计还是能够稳步进入下一个世纪. 但也应看

到, 过去的 17 年里, 由于欧洲经济停滞、政府对广播业约束减弱以及更多的电视频道出现等因素的影响, 杂志行业迄今在市场的

份额已损失了 10%. 随着越来越多的专业电视频道开播, 以及多种资讯渠道的拓展, 读者阅读要求日益细微, 杂志很可能会失去

自己最擅长的充分满足读者需求的商业竞争特点, 而这点最为广告商人所倚重. 杂志业可能会面临这种情形: 广告商将广告投

入由杂志业转向电视广播业而使杂志业继续损失广告份额. 杂志业也可能为了保持目前的市场份额, 而不得不与电视广播业做

更为艰苦的竞争. 对杂志而言, 通过改变编辑方式, 增强与读者沟通联系, 提高刊物质量等手段, 则是杂志业在这场竞争中的主

要武器. 对杂志业至关重要的另一战略要点是: 尽快采用新的技术革命成果和经验, 以充满危机意识的眼光编辑杂志的内容.

(许昌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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