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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饮茶与脑卒中发病的关系。方法 检索ＰｕｂＭｅｄ、ＥＭＢＡＳＥ、ＭＥＤＬＩＮＥ、中文科技期刊全文

数据库ＶＩＰ、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ＣＮＫＩ和万方 数 据 库，检 索 时 间１９９３－２０１３年，用ＳＴＡＴＡ　１２．０软 件 对 纳 入 文

献的数据进行合并分析。结果 共纳入１５篇 文 献。Ｍｅｔａ分 析 结 果 显 示，饮 茶 剂 量≥３杯／ｄ（１５０ｇ／月）的ＲＲ值 为

０．８７５，９５％ＣＩ为（０．８１７，０．９３８），Ｐ＜０．０１。结论 饮茶剂量≥３杯／ｄ（１５０ｇ／月）可以降低脑卒中发生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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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卒中是我国临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有研究

显示，我国脑卒中的发病率约为２５０／１０万，是冠心

病发病率（５０／１０万）的５倍［１］。脑卒中具有高发病

率、高致残率和高致死性的特点，它不仅使患者的生

活质量下 降，还 给 家 庭 和 社 会 带 来 很 重 的 负 担［２］。
近年来，关于饮茶与脑卒中发生的关系的研究备受

关注。许多流行病学研究探讨了饮茶与脑卒中之间

的关系，然而研究结果却不尽一致。本文收集了国

内外２０年来有关饮茶与脑卒中发病关系的研究，并
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评 价 饮 茶 是 否 具 有 预 防 脑 卒 中 发

生的作用，为有效防治脑卒中提供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检 索 策 略　 以“ｓｔｒｏｋｅ”或“ｃｅｒｅｂ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或“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或“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ｈｅｍｏｒ－
ｒｈａｇｅ”或“脑 卒 中”或“脑 梗”或“脑 出 血”和“ｔｅａ”或

“茶”为 检 索 策 略，检 索ＰｕｂＭｅｄ、ＥＭＢＡＳＥ、ＭＥＤ－
ＬＩＮＥ、中文科技期 刊 全 文 数 据 库 ＶＩＰ、中 国 期 刊 全

文数据库ＣＮＫＩ、万 方 数 据 库。检 索 策 略 采 用 主 题

词与自由词相结合的方式，经反复预检后确定，辅以

手工检索，必要时可追加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

１．２　纳入标准　（１）必须是与饮茶和脑卒中发病危

险相关的研究，包括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和横断

面研究。（２）研究中明确给出了饮茶和脑卒中发病

危险之间的比值比（ＯＲ）或相对危险度（ＲＲ）及９５％
ＣＩ，或者所提 供 数 据 能 计 算 出ＲＲ（ＯＲ）和９５％ＣＩ
值。由于脑卒中的发病率低，可认为ＲＲ接近ＯＲ，
可互相代替。

１．３　排除标准　（１）文献提及饮茶与脑卒中发病之

间的关系，但没有单独列出与脑卒中的ＲＲ（ＯＲ）及

９５％ＣＩ；（２）重复报告文献；（３）质量差、信息太少。

１．４　评价方法

１．４．１　资料提取　本研究由２名研究者独立阅读

文献题名和 摘 要，进 行 评 估，确 定 是 否 符 合 纳 入 标

准，并按统一格式整理资料。记录研究的来源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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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量、饮茶量、发病率等。为了使研究来源数据可

比较，对饮茶量做了标准化处理，即设成不饮茶和≥
３杯／ｄ（１５０ｇ／月）的两种标准。

１．４．２　文献质量评价　 纳入文献质量按照美国预

防服务工作组（ＵＳＰＳＴＦ）制 订 的 标 准 来 进 行 评 价，
分为良好、一般、差３个等级。评价标准为：（１）考虑

潜在混杂因素；（２）各组间具有可比性；（３）失访率＜
１０％；（４）测量方法可靠、合适、有效；（５）干预措施定

义明确；（６）考虑所有的重要结果；（７）校正潜在混杂

因素。

１．４．３　统计学方法　以ＲＲ值作为每个研究结果

的效应指 标。各 研 究 结 果 间 的 异 质 性 大 小 采 用Ｉ２

统计量和相 应 的Ｐ 值 来 表 示。若 各 研 究 结 果 之 间

无显著异质性，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否则，则采用

随机效应模 型。用ＳＴＡＴＡ　１２．０软 件 进 行 合 并 分

析，计算合并ＲＲ值和９５％ＣＩ，采用Ｂｅｇｇ和Ｅｇｇｅｒ
法对发表偏倚进行检测，并采用敏感性分析对结果

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进行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文献检索结果　初步得到文献１９８７篇，排除

重复文献，并通 过 阅 读 文 章 和 摘 要 后，初 筛 获 得３２
篇。进 一 步 阅 读 全 文，排 除 质 量 差、重 复 发 表 的 文

献，最 后 将 １５ 篇 纳 入 本 研 究。研 究 来 自 荷

兰［４，９，１０，１３－１４］、美国［３，５－７，１２］、日本［８，１１，１５－１６］和中国［１７］。

２．２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纳入的研究中，１４项

为队列研究，１项为横断面研究。每篇样本量为５５２
～８３　０７６例，研究总计４８９　９９２例，累计脑卒中例数

为１２　４２０例（２．５３％）。饮茶的类型有红茶、绿茶和

花茶等。所有研究的测量方法可靠有效；且考虑及

校正了潜在混杂因素：所有研究均校正了年龄、饮酒

和吸烟因素，１１项研究校正了体质指数因素，９项研

究校正了高血压因素，８项研究校正了糖尿病因素，

７项研究校正了高血脂因素，８项研究校正了总能量

摄入因素，６项研究校正了蔬菜水果因素，７项研究

校正了咖啡摄入因素，９项研究校正了其它饮食 因

素；所有研究的失访率较少。纳入研究的质量均为

良好。

２．３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

２．３．１　饮茶与脑卒中的关系　纳入的１５项研究包

含了１７个数据，报告了饮茶与脑卒中发病的关系，
异质性检验显示存在中度异质性（Ｉ２＝５３．００％，Ｐ＜
０．０１），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资料进行合并分析，

ＲＲ值（９５％ＣＩ）为０．８７５（０．８１７，０．９３８），差异具有

统计学 意 义（Ｐ＜０．０１）。因 此，综 合１５项 研 究 结

果，提示饮茶剂量≥３杯／ｄ（１５０ｇ／月），可以降低脑

卒中发生的危险度。

２．３．２　发表偏 倚 的 检 验　Ｂｅｇｇ漏 斗 图 显 示，散 点

均匀分布在 水 平 线 两 侧，且 基 本 都 在 可 信 区 间 内。

Ｂｅｇｇ’ｓ检验和Ｅｇｇｅｒ’ｓ检验（Ｐ＞０．０１），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结 果 显 示 本 Ｍｅｔａ分 析 无 明 显 的 发 表 偏

倚。见图１。

图１　Ｂｅｇｇ漏斗图

２．３．３　敏感性分析　去除本研究中所占权重最大

的研究、ＲＲ 值 最 大 和 最 小 研 究，再 次 计 算 合 并 Ｒ
值，其可信区间 波 动 范 围 在０．８０～０．９５，没 有 发 生

明显变化，提示本研究结果可靠。

３　讨论

饮茶对脑卒中的预防作用。在生物学上主要是

由于茶中含有具有抗氧化、抗血管内皮损伤、抗炎性

反应作用的儿茶素，对心脑血管进行保护［１８］。儿茶

素的摄入可阻碍血清中一氧化氮合成的增加，保护

血管内皮功能；同时，儿茶素也可提高受损血管的内

皮功能，避免脑血流量受损，从而降低脑卒中发生的

危险度［２４］。此外，茶叶中含有茶多酚、茶氨酸、咖啡

碱、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物质，这些物质对神经有保护

作用［１９］。脑卒中的重要风险因素有高血压、高血脂

和高血糖等。而近年来的一些研究［２０］结果也显示：
饮茶 可 以 降 血 压，调 节 血 脂，降 低 血 糖、血 红 蛋 白

Ａ１ｃ水平；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和发生 糖 尿 病

的危险度，减轻体质量［２１］。但低剂量的茶摄入对脑

卒中 发 病 的 危 险 度 及 其 重 要 风 险 因 素 无 显 著 作

用［１７，２２］，本研究为了保持判断标准的一致性。将评

价标准定 为 不 饮 茶 和≥３杯／ｄ（１５０ｇ／月）两 类，并

将各研究中的数据按此标 准 进 行 合 并。Ｍｅｔａ分 析

结果显示，饮茶剂量大于或等于３杯／ｄ（１５０ｇ／月），
可以显著降低脑卒中发生的危险度。这提示饮茶可

作为独立因素，预防脑卒中的发生。研究结果与国

外学者Ｓｕｚｕｋｉ［２３］进行的动物实验中，报道每天饮茶

可有效防 止 脑 功 能 损 害 的 结 果 一 致，也 与 Ａｒａｂ［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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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２００９年对人群进行的一项系统性回顾研究的结

果一致。而目前，对饮茶与脑卒中关系的研究结论

并不一致，Ｓｅｓｓｏ［７］于２００３年 对 大 学 毕 业 生 进 行 的

随访研究显 示，饮 茶 与 脑 卒 中 的 发 生 无 显 著 关 系。

Ｍｉｎｅｈａｒｕ［１５］对饮茶与心脑血管、肿瘤发生关系的队

列研究中报道，绿茶的摄入对脑卒中有保护作用，而
红茶与脑 卒 中 无 关。这 可 能 与 红 茶 中 包 含 的 咖 啡

因、儿茶素等抗氧化剂成分较其他种类的茶少有关；
此外，在红茶的制作工艺中，儿茶素被发酵氧化成茶

红素和茶黄素，其包含的抗氧化剂成分更少［２４］。因

此，要准确验证饮茶与脑卒中的关系，还应对饮茶的

类型、浓度、温度、冲泡方式和饮用方式等作细致的

研究。
对本研究的结果进行发表偏倚检验，发现漏斗

图基本对称，没有存在明显的发表偏倚。此外，进行

敏感性分析，去除权重最大的研究、ＲＲ值最大和最

小的研究后，重新计算合并效应值，结果变化不大，
没有改变结论。因此，本研究的结论具有一定的说

服力。我 们 研 究 结 果 显 示：饮 茶 剂 量 大 于 或 等 于

３杯／ｄ（１５０ｇ／月），可 对 脑 卒 中 起 到 一 级 预 防 的 作

用。而健康教育对脑卒中高危人群很重要，可以提

高自我保健能力，有效预防或延缓脑卒中发生。因

此，护理人员在日常的工作中，可对脑卒中高危人群

及前期人群增加这方面的健康教育，鼓励病人多饮

茶，并且饮茶剂量在３杯／ｄ（１５０ｇ／月）以上，促使病

人形成饮茶这种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增强脑卒中

的有效防治。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缺陷，主要为关于饮茶与脑

卒中关系的研究在国外开展的较多，而中文相关方

面的报道较 少；其 次，本 研 究 只 收 集 了 已 发 表 的 文

献，未发表的文献无法获取，还有些文献由于无法获

得详细资料而未被纳入进行分析，这都可能会影响

分析的结果。国内尚需进行设计严格、大样本、随访

时间足够的研究，作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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