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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骨质疏松症的流行病学调查 
Ziegler R． 丁桂芝 

世界各地骨质疏松症及其引起骨折(如股 

骨)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的差异很大 ]。其原因 

可能是遗传、生活习惯、饮食营养及运动等的差 

异所致，也许还存在保护性因子——内源性性 

激素的差别(附图)。此外，骨质疏松症的定义尚 

未完全统一，特别是对临床前期无骨折的骨质 

疏橙症的诊断争议较大。股骨骨折的定义相对 
一 致，但对脊椎骨骨折的诊断则不甚统一。本研 

究是 1989年开始的欧洲脊椎骨质疏松研究 

(European Vertebral Osteoporosis Study， 

EVOS)项目中的一部分。这项大规模前瞻性的 

长期研究包括18个国家的36个研究中心，也 

是目前德国的第一个长时期骨质琉松流行病学 

调查。所有脊椎x线片均由统一的阅片中心分 

析结果。为了使这一研究更好的反映出生活习 

惯等对骨量的影响，我们又增加了以下调查项 

目：生活习惯史、骨密度(BMD)测量、实验室数 

据，如25(OH)D、睾酮、反映骨代谢的生化标志 ． 

物如骨钙索、尿吡啶酚(PYD)和脱氧毗嚏交联 

(DPD)。 

附图 影响骨量的可控因素与不可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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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志愿者与方法 

EVOS的目的是调查有代表性的性别和年 

龄组的脊椎骨折发病率 我们选择了Heidel— 

berg(海德堡)附近有 10000人居住的Eppel— 

helm市，按要求抽样1 200人，男女各半，年龄 

50~82岁，其中650人志愿参加这项研究 按 

标准方法摄胸、腰椎x线片．并由统一的研究 

中心阅片[ 脊椎变形的定义参照文献([“ 。 

BMD测量使用Hologic QDR 1000型仪器，检 

测部位为正位腰椎2—4(L2—4)，左倒近端股 

骨(股骨颈、六转子区、股骨颈小梁三角)和跟 

骨。调查还包括标准化采集病史，生活习惯、户 

外活动、个人嗜好如饮酒、吸烟等 采用标准放 

免方法检测血清25(OH)D，总睾酮(TT)、游离 

睾酮(FT)和生物性睾酮(bioavailable testos— 

terone，BT)，促性腺激素，肾上腺雄激素，骨钙 

索。PYD和 DPD的测定使用高压液相法 

(HPLC法) 

2 结 果 

表1示Heidelberg研究中心男女两性椎 

体变形发生覃，并与EVOS调查中高值和低值 

地区比较 ] 

袭1 同年龄不同地区椎体变形的发生率 

注。1 浊尔囤市I2．雅鞋|3．柏林l 4．莫斯科I5特茸罗 

衰2 同年龄不同地区脊椎及股骨BMD比较 

注11．阿怕丁l 2．柏林I3．市达佩斯；4 奥维多|5一奥斯哺 

表2示不同地区脊椎和殷骨BMD的差 

别，从脊椎BMD值可以发现重要的地理差 

异 。 

不同季节的25(0H)D结果有明显差异， 

夏季最高(女性27±llng／ml，男性28+1lag／ 

m1)}冬季最低(女性16土9ng／ml，男性 18土 

9ng／m1)。因此，以夏秋和冬春两季分别进行相 

关检验，男性7o岁以上二组，25(OH)D与股骨颈 

BMD呈显著正相关，女性5()～80岁各组结果 

与25(OH)D均里正相关 ]。不同片段睾酮与 

BMD的相关检验表明，女性BT水平与脊椎、 

股骨颈和跟骨的BMD四分值呈显著正相关， 

但竹 和FT与BMD则无显著性相关 。此 

外，有规律性户外运动每日时间>1小时的受 

检者，其骨钙索，PYD和DPD值均显著性低于 

运动时间相对较步者[1 。 

3 讨 论 

调查发现，男女两性脊椎骨变形发病率相 

等，这与常见的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不同。但亦 

有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的少见情况(表1 

Truro)。从表1可看出，这种椎骨变形的发病率 

差异很大，有些地区发病率比Heidelberg高出 

1倍以上，而有些地区则低于Heidelberg约 

4o 。骨量分布的这种不均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结果显示，BMD与体内25(OH)D的含量相 

关，男女两性中低BMD者其25(0H)D的水平 

亦低。25(OH)D低的原因是日照少或是饮食因 

素尚待研究。关于女性BMD与BT呈显著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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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结果有些出乎预料，因为其它研究中尚 

未发现两者有相关性．提示也许BT是最具活 

性的激素片段 

关于长期生活习惯对骨量和BMD影响的 

分析很有意义。运动量较小的各组显示出骨转 

化率较高的血、尿生化指标变化，这一发现也许 

有助于制定重要的预防措施。 

从这项研究中得出结论：(1)不同地区的脊 

椎变形数据和BMD值只能慎重的进行比较， 

这有待于多中心对比研究的进一步证实}(2)部 

分局部地区附加调查的可能对骨量有显著影响 

的危险因子应予以重视；(3)慰佚呐维生素D 

不足可能引起骨量减低．特别是在最近提出的 

存在不利的维生紊D受体基因得到证实的人 

群}(4)户外运动和充足的日照可能降低骨转化 

率和骨量丢失，因此．制定和实施运动教育计划 

将有助于克服遗传上的不利因素}(5)如果内源 

性雌激素比预期中对女性有更重要的作用，那 

么到日前为止的激素替代治疗就不应只限于使 

用雌激素．也许应重新评价雄激素的治疗作用 

问题．总之，低骨量和高骨折危险性与多种国索 

有关．急待进一步的研究，以便制定更好的防治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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