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罹患肥胖人数超十亿
《柳叶刀》发表的一项由非传染性

疾病风险因素合作组织与世界卫生组

织（WHO）联合开展的调查研究表明，

全球的肥胖儿童、青少年和成人总数已

超过 10亿，肥胖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最

常见的营养失调形式。

研究人员分析来自 190多个国家超

过 2.2亿 5岁及以上人口的体重和身高

测量数据，并通过分析身高体重指数

（BMI）来了解 1990年至 2022年全世界

肥胖和体重过轻的变化。

如果成年人的 BMI≥30kg/m2，则为

肥胖；如果 BMI＜18.5kg/m2，则为体重过

轻。由于儿童青少年时期身高和体重会显

著增加，在学龄儿童（5至 9岁）和青少年

（10至 19岁）中，确定是否肥胖或体重过

轻的 BMI取决于年龄和性别。

数据表明，截至 2022年，全球共有

1.59亿儿童青少年和 8.79亿成人罹患肥

胖。2022年全球儿童青少年的肥胖率约为

1990年的 4倍。在成年人中，女性肥胖率

增加了一倍多，男性肥胖率增加了近两倍。

“1990年，肥胖显著流行于世界大

部分地区的成年人中，如今这种趋势在

学龄儿童青少年中也出现了，非常令人

担忧。”论文作者、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

院教授Majid Ezzati指出。

数据显示，从 1990年到 2022年，全

球女童肥胖率和男童肥胖率增长了三倍

多，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出现了增长。体

重过轻的女童比例从 1990 年的 10.3%

降至 2022年的 8.2%，男童则从 16.7%降

至 10.8%。

而在成年人中，从 1990年到 2022

年，女性肥胖率增加了一倍多（从 8.8%增

加到 18.5%），男性肥胖率增加了近两倍

（从 4.8%增加到 14.0%）。成年人体重过轻

的比例从 1990年到 2022年减少了一半。

“这项研究强调了从幼年期到成年

期，通过按需饮食、锻炼和合理照护对肥

胖加以预防和控制的重要性。”WHO总

干事谭德塞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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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癌”发病率急剧上升！年轻人更需警惕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同仁医院内分泌

科、北京市糖尿病研究所教授杨金奎团

队研究发现，2007至 2021年间，我国与

肥胖相关的癌症发病率以每年 3.6%的

惊人速度增长，这一增长在年轻人中尤

为明显，而与肥胖无关的癌症发病率则

保持稳定。近日，相关研究发表于细胞

出版社旗下期刊 。

“如果不彻底改变肥胖的流行趋

势，我国与肥胖相关的癌症发病率未

来 10年几乎将翻一番。”杨金奎指出，

这无疑会给我国经济和医疗体系带来

沉重的负担。

与肥胖相关的 种癌症

国家癌症中心最新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新发癌症病例数估计为 482.47

万例，整体癌症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其

中，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已确认了与肥

胖相关的 12种主要癌症，包括结直肠

癌、肝癌、胆囊癌、胰腺癌、乳腺癌、子宫

癌、卵巢癌、肾癌、甲状腺癌、多发性骨髓

瘤、胃贲门癌和食管腺癌。

肥胖是影响癌症发病率的重要公共

卫生问题。此前，已有多个小鼠模型的

研究证据表明，肥胖和高脂饮食能够加

速癌症进展，缩短癌症潜伏期，并将癌

症发病年龄提前。

去年发表的《中国肥胖患病率及相

关并发症：1580万成年人的横断面真实

世界研究》显示，按照我国超重和肥胖

的 BMI 分类标准，1580 万成年受试者

中，超重人群占比 34.8%，肥胖人群占比

14.1%。BMI分类标准即体重除以身高

的平方，数值在 24～27.9 为超重，大于

27.9为肥胖。

近年来，我国的饮食结构和消费习

惯发生了重大变化，成年人与青少年的

肥胖率也随之迅速增长。

“作为一名内分泌科医生，我特别关

注代谢性疾病对癌症的影响。而目前国

内还没有与肥胖相关癌症发病趋势的研

究。目前关于癌症的报道多集中在中老

年人，很少关注年轻人的癌症发病情况，

而年轻人中癌症的出现可以反映目前环

境和饮食因素暴露的变化。”杨金奎说。

鉴于此，杨金奎萌生了研究 20岁以上

成人全年龄段肥胖相关癌症发病率的想

法，并着重关注年轻人癌症发病率的变化。

与肥胖相关癌症发病率显著升高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并

非所有与肥胖相关的 12种癌症的发病

率都呈上升趋势。杨金奎指出：“发病

率升高的癌症主要包括结直肠癌、乳

腺癌、子宫癌、肾癌和甲状腺癌。”进一

步分析数据显示，胰腺癌、胃贲门癌、

胆囊癌、多发性骨髓瘤和食管腺癌的

发病率在年轻人中保持稳定，而在老

年人中呈下降趋势。

对此，研究人员进行了总结分析。

“癌症是由多种因素引发的疾病，不能单

纯将肥胖视为癌症的唯一致病因素。例

如，食道癌、胃癌和肝癌不仅受肥胖影

响，还与感染等因素有关。”杨金奎解释

说，近年来，中国在癌症筛查和预防方面

取得了显著进展，癌症发病率在老年人

群中呈下降趋势。而在年轻人群体中，

癌症发病率相对稳定，可能是因为感染

的控制抵消了肥胖带来的癌症风险。

“综合分析发现，与老年人相比，

年轻人肥胖相关癌症的发病率上升速

度更快。”杨金奎说，这一发现提示未

来的防控工作需要政策支持，例如制

定更有力的食品政策、减少加工食品

的消费、倡导更健康的饮食，并鼓励年

轻人多运动。

此外，对于研究人员而言，癌症研究

应当聚焦于理解肥胖导致癌症的机制，

以便更好地识别并规避关键风险因素。

填补亚洲人肥胖
相关癌症数据空白

文章投稿后，审稿人主要提出了两

个问题：一个是在研究人群中，肥胖和非

肥胖相关癌症的发病率是否存在性别差

异；另一个是以前对其他人群的研究是

否显示了与该研究类似的趋势，即与肥

胖相关癌症发病率升高。

针对于第一个问题，研究团队重新进

行了数据分析，并将肥胖相关和非肥胖相

关的癌症按性别分类。结果发现，与男性相

比，女性与肥胖相关的癌症发病率更高，但

与非肥胖相关的癌症发病率较低。

“由于女性与肥胖相关的癌症类型

范围更广，我们排除性别特异性癌症重新

分析，即从所有男性癌症中除去前列腺

癌，从所有女性癌症中除去乳腺癌、宫颈

癌、卵巢癌和子宫癌。”杨金奎表示，研究发

现，尽管女性肥胖相关和非肥胖相关的癌

症发病率都低于男性，但女性肥胖相关癌

症发病率的增长率高于男性。

针对另一个问题，研究人员通过查

阅文献发现，现有的报告主要关注美国、

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肥胖相关癌症的

趋势，即年轻人患与肥胖相关癌症的风

险更高。而该研究正好填补了亚洲人肥

胖相关癌症报告数据的空白。

当然，开展流行病学研究只是研究

团队工作的一部分。“我们的重点工作

是与代谢性疾病相关的机制研究、新药

靶点发现与早期探索性新药研发，旨在

挖掘代谢性疾病复杂的发病机制和更高

疗效的药物，从而为代谢性疾病患者提

供更为有效的治疗选择。”杨金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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