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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行病 学 · 

北京市区1333人双能X线骨密度测定及 

骨质疏松症患病情况调查 

关 青 陶国枢 刘晓玲 牟善初 

摘要：本文随机对北京市区20~94岁人群中1333人进行了不同部位的双能x线骨密度(BMD)的 

调查t其中女性740人，男性593̂ ，按 lo岁为一年龄组，将其分为8组，结果显示：腰椎骨峰值女性见 

于3O～39岁t男性见于20～2g岁，股骨上端(Neck Ward s、Troeh)骨峰值男、女均见于204 29岁。 

BMD累积丢失率女性较男性高，无论男、女股骨上端高于腰椎，股骨上端三个部位中又以Ward s为著。 

女性5O岁 后可见骨量丢失加速，男性呈缓慢丢失。 同性别、同部位峰值BMD减低两个标准差为诊 

断骨质疏松症的标准 骨质疏橙症患病率49岁 前无论男性或女性均在l0 以内，5O岁以后随年龄增 

长而增加， 累积丢戋率最高的部位统计，50岁 上女性约为30~40)／0，男性∞ ～3O ，6O岁以上女 

性约为6O～70 t男性25～35 ；70岁以上女性达80～90 ，男性I8～56 ；8o岁以上女性迭85～ 

100 t男性达50～65 股骨上端各部位骨质疏松症检出率明显高于腰椎。提示：骨质疏松的研究重点 

在女性，但对男性也不容忽视 股骨上端各部位BMD检测敏感性高于腰椎，对腰椎BMD正常，但有明 

显骨质增生者应参考股骨上端BMD方能作出正确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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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artic[e．the dual energy X ray bone mine ral density(BMD)was investigated randomly in 

Beijing for 1333 people．There were 740 females and 593 ma[es over 20 years old．which were divided into 

8 groups by every ten yea rs．The resulls showed that the BMD peak values of lumbar ventebrM could be 

seen in 30—39 yea rs old group lot temales and in 20—29 group tot males．However the values of femoral 

neckt ward s triangle an(j trochanters were found in 20—29 years old group of both males and females． 

The rate of accumulative loss of BMD seemed higher for females than for males．In both sexes．the rates 

of accumulative ross of BMD cf femora[neck，ward s triangle and trochanters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lumbar ventebra[．and the highest rate in ward s triangle．The rate of loss was increased for fema les at- 

ter 50 years old，but that for males was slower than for females over 50 years old．The morbidity of os- 

teoporosis w孙 less than Ill in both sexes before 49 yea rs oldt after 50 years that wa5 increaed with 

age．Statidcs according to the room significant parta of the rate of loss，the morbidity showed 30~4CI％ 

and 20~30 for fel~Ja]c,s and males 0⋯ 50 years old respectiv[y，60~70 and 25～35 over 6O．804 

9O and 48 -6。over 7(3，85～l0O and 5O～65 ove r 80 years old．The detectable rate of osteo— 

porosis in the upper par~s of fi,moral bone wa}higher than that of lumbar ventebra1．We suggested that 

the investigation of osteopo rosis is more important for fema[es but should not be ignored in males．The 

sensitivity of the determinalion of BMD in the upper pa rts of femoral bone is higher than that in lum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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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ebrM．To norma[BMD in Lumbar ventebraI but with significant hyperoste。geny，we could do cot 

reet assesment only after referring to the BMD of the upper Darts of femora[bone- 

Key Wards t Bone mineral density Osteoporosis morbidity rate 

随着对骨质疏松症研究的日益深入．诊断 

技术不断提高．为探讨我国不同年龄和性别骨 

骼生长发育和衰老的基本规律以及骨质疏松症 

的患病情况，我们于1993年3月至1995年6 

月对北京市区1333人进行了双能x线骨密度 

(BMD)的调查，从而明确了不同性别、不同部 

位的峰值BMD及骨质疏松症的诊断标准，了 

静了北京市区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为进行骨 

质疏松症的群体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及方法 

1．1 对象：随机对北京市区2O～94岁的人群 

进行BMD的测定．受试者1 333人，其中女性 

140人．男性593人，按10岁为一年龄段，将其 

分为8组 职业包括军队和地方干部、教师、工 

人、居民。特殊职业者及患有影响骨代谢的各种 

急慢性疾病者除外。 

1．2 方法 

1．2．1 准确记录受试者性别、出生年、月、日、 

身高、体重，输入微机。 

1．2．2 采用双能x线BMD测定仪(DXA)， 

对全部受试者腰椎(L2~L4)及部分受试者股 

骨上端(Neck、Ward s、Troch)进行BMD测 

定，仪器由微机控制，自动分析打印结果。每日 

测量前均进行仪器性能检测，重复测定的变异 

系数为1．3 。以同性别、同部位峰值BMD减 

低两个标准差为诊断骨质疏松症的标准。 

1．3 统计学处理：全部资料按性别、年龄分组 

输入微机．采用统计设计与分析软件(SDAS) 

进行处理，数据参数用x-&s表示。 

2 结果 

2．1 北京市区不同性别人群腰椎和股骨上端 

BMD测定 

结果见表1、2 

囊1 北京市区女性人群腰椎和股骨上端BMD参考值(g／era=，；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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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男性、女性均见于 20～29岁．女性腰椎 

BMD40岁以后开始逐渐降低，5O岁以后降低 

明显加快，90岁以后略有回升。而股骨上端 

(Neck、Ward s、Troch)BMD均从 3O岁以后 

开始逐渐降低。男性腰椎及股骨上端BMD均 

于30岁以后开始逐渐减低，直至90岁呈回升 _ 

趋势。 

2．2 北京市区不同性别人群腰椎及股骨上端 

BMD的累积丢失率 

结果见表3。 

表3 北京市区不同性别人群腰椎及股骨上端各年龄组BMD累积丢_戋率*( ) 

*各年瞬垠BMD与峰值 BMD比牧 

结果表明：女性腰椎BMD累积丢失率于 

50岁以后明显增加，而股骨Ward s的BMD 

累积丢失率明显高于腰椎，且年龄提前10～2O 

岁，似乎在骨量丢失的检测上更具有敏感性。男 

性腰椎BMD累积丢失率始终无明显加速现 

象．而股骨上端BMD累积丢失率均明显高于 

腰椎，仍以股骨Ward s为著 无论男性或女性 

骨量丢失速度仍为：Ward s>Neck2>Troch2> 

L2~L4． 

2．3 北京市区骨质疏松症患病率调查 

结果见表4、5 

以同性别、同部位峰值BMD减少两个标 

准差为诊断骨质疏松症的标准 结果显示：骨质 

疏松症的患病率无论男性或女性均随年龄增长 

而升高，女性明显高于男性，股骨上端骨质疏松 

症的检出率明显高于腰椎，尤其在男性人群中 

更为突出。在股骨上端的三个部位中似乎男性 

以Neck、女性以Ward s更为敏感。 

3 讨论 

3 It 不同性别人群腰椎和股骨上端BIvlD随 

年龄变化规律 

在人的一生中，BMD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 

化 ，然而，研究其变化规律以及不同部位间的 

差异，寻找不同性别骨量丢失最敏感的部位，对 

于骨质疏松症的诊断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采 

用DXA测量L2~L4BMD，骨峰值男性明显高 

于女性．且较女性早 10年，而股骨Neck、 

表4 北京市区女性人群不同年龄不同部位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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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d s、Troch的峰值BMD也以男性为高，骨 

峰值年龄为2o～29岁，无明显性别差异，较国 

内多数单光子骨矿测定结果早 5～10年，是否 

与皮质骨骨峰值的形成较松质骨延缓5～10年 

有关0 ，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证实。此外，无论 

男性还是女性随年龄增长各部位BMD逐渐降 

低，但骨量丢失的起始时间及丢失速率不尽相 

同0]。女性L2~L4BMD40岁以后开始缓慢降 

低，5o岁以后降低加速。而股骨上端各部位 

BMD降低均在30岁以后，较腰椎BMD降低 

早10年，可能与其骨峰值形成早于腰椎有关。 

男性BMD无论腰椎或股骨上端各部位均从30 

岁以后逐渐减低，无明显的加速丢失期，故 

BMD的变化与年龄增长关系密切。而女性确存 

在着与年龄因素和绝经因素有关的骨量丢 

失0]。无论男性或女性9o岁以上BMD均呈回 

升趋势，考虑可能与本组受检人数较少及存活 

至9o岁以上的老人其遗传基因、生活环境，营 

养、体质等均较正常人优越有关。 

3．2 不同性别人群腰椎及股骨上端 BMD的 

丢失率 

通过对不同性别、不同部位 BMD累积丢 

失率的调查，可以看出：松质骨(腰椎和股骨各 

部位)从 30岁以后，随年龄的增长骨量逐渐丢 

失，无论男性或女性．股骨上端各部位BMD累 

积丢失率均明显高于腰椎·从而表明不同部位 

的松质骨骨量丢失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股 

骨Ward s三角最具敏感性。一侧股骨BMD可 

以预测另一侧BMD的水平，但并不能非常准 

确地预测腰椎骨量状态 】。溪椎BMD测定可 

能受到老年人群椎体本身骨质增生及周围软组 

织异位钙化的影响。女性腰椎BMD在49岁以 

前较稳定，而在5o岁以后可见两个快速丢失 

期，年平均骨量丢失率均>1 ，即50~59岁及 

80～89岁，前者可能与绝经因素有关，后者可 

能与增龄有关。股骨Ward sBMD年平均骨丢 

失率>1 的为60~69岁及80～89岁人群。终 

生骨丢失约为 3o～5O ，较国外文献报道略 

高[5 。男性腰椎及股骨各部位骨量丢失始于30 

岁，腰椎年平均骨量丢失率为 0．2～0．5 ，无 
’ 

速骨量丢失；股骨各部位年平均骨量丢失率 

为0．2～2．3 ，以30～39岁人群骨量丢失较 

快，4o岁以后BMD随年龄增长逐渐减低。终生 

骨量丢失约为15～4O 。与国外文献报道的男 

性骨量丢失为20~30 略有差异“]。 

3．3 不同性别骨质疏松症患病率的比较 

本文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区骨质疏松症 

患病率，女性高于男性，股骨上端各部位柱出率 

高于腰椎。无论男性或女性在 49岁以前骨质疏 

松症的患病率均在 1oH以内．而 5o岁以后患 

病率明显增加，女性为著，以累积丢失率最快的 

两个部位统计，5O岁以上女性约为30～40 ， 

男性 2o～30 }60岁以上女性约为 6o～70 ， 

男性 25～35 ；70岁以上女性达 80~90 ，男 

性 48～56 ；80岁以上女性达 85～100 ，男 

性达 50~65 。股骨上端各部位检出率比较； 

女性 Ward s>"ieck>L2～L4{男性 Neck> 

Ward s~Troch。本文研究提示：骨质疏松症的 

防治研究重点在女性，但对男性老年骨质疏松 

症也不容忽视，因为大于9O 的髋骨骨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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