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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糖尿病人骨代谢变化 

的初步研究 
张丽华 刘兆昶 王作江 尹潍 

摘要 本文对l 54倒中老年糖尿病患者和对照组315人进行单光子骨吸收测量，摄左手第二掌骨 

x线片，部分人做血Ca、P、Akp及尿Ca、P、HOP。结果提示老年期骨矿物含量减少的糖尿病发病率明显 

高于对照组；中老年糖尿病患者骨矿物丢失量以BMD分析，男性≥6o岁组明显低于对照组；掌骨x线 

片测量女性糖尿病患者BMD减低组：掌骨中点皮质厚度与掌骨指数明显低于对照组；血糖控制良好的 

糖尿病患青骨矿物音量明显高于控制差的患者。故积极控制糖代谢紊乱是预防中老年糖尿病患者骨质 

疏松的关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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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bone metabolism in middle aged and aged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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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ne mineral content(BMC)of 154 middle aged and aged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and 315 contrn]cases measrued with sing]e photon absorptiometry(SPA)and roentgenogram of the 

second metacarpa]of left hand was taken．Hasma calcium，inorganic phosphorus，serum AKP and urine 

calcium tinorganic phosphorus，HOP 1,veffe also investigated in a part of case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1)The incidence of decreased BMC of DM patients in middle aged and 

aged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as compared with that of controls：(2jAnalysing the loss of bone mineral 

measured by bone mineral density(BMD)in middle aged and aged showed that average BMD of male 

patients with DM aged 60 was obviously decreased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of contro]}(3)In BMD de— 

creased female，the thickness of bone cortex at the mid point of second metacarpal and its metacarpal in— 

dex are ma rkedlY Iower a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controls and；／4)BMC of DM patients whose plasma— 

glucose levels was better controlled i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unconrrolled 

Our study suggested thar active]y control of the metabolic disturbances of DM patients may he one 

of the key—points in preventing osteoporosis in middle aged and 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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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困糖代谢紊乱势必影响到钙磷 

代谢。本文通过对中老年糖尿病患者骨密度、x 

线片、生化等指标的分析，对中老年糖尿病患者 

骨代谢情况及相关因素进行探讨，以便寻求预 

防措施。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糖尿病患背154人，其中ID 

DM10人，N1DDM144人：对照组 315人。按性 

别、年龄分：男，55～59岁(DM28^t对照 14 

人)，≥60岁(DM40人，对照73人)；女，45～ 

作者单位：300250天津甫第 K院内分泌科 

59岁(DM55人，对照 27人)，≥60岁(DMZ7 

人，对照101人)}又将糖尿病患者分为血糖控 

制良好组(男46人，女52人)与控制差组(男 

22人，女34人)。 

1．2 方法 

1．2．1 单光子骨吸收法测量左桡尺骨，以面密 

度均质(BMDg／cm。)表示。参照北京中日友好 

医院987例正常人值将糖尿病组及对照组各分 

为BMD减低组及BMD正常组。 

1．2．2 DM组67人及对照组116人摄左侧第 

二掌骨X线片，根据掌骨长度中点横径与中点 

处骨髓腔横径测出掌骨皮质厚度和掌骨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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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DM 组 33人及对照组 140人，做 咀 

Ca、P、AKP及尿Ca、P、HOt 检验 

2．结果 

2．1 男性老年BMD减低肯糖尿病组明显低 

于对照组(P<0．05)，老年期糖尿病骨密度减 

低的发病率男，女分别为72 52 ．58．o6 ，明 

显高于对照组的61．64 ．46．5 3 (表1) 

2．2 血糖控制良好缀 BMD明显高于血糖控 

制差组(，J<0 。】)(表2)。 

2．3 掌骨中央皮质厚度与掌骨指数比较，两组 

BMD减低组均低于13MD正常组(P<O．01)． 

且男性 BMD减低的两组皮质厚度低于正常男 

性下限值0．5cm。女性BMD减低青糖尿病组 

的皮质厚度及掌骨指数比对照组明显减低(P 

<0．O】)，皮质厚度平均减少0．064cm(表3)。 

2．4 生化检验提示BMD减低的两组，除尿Ca 

均比BMD正常组高外，血( a、P、AKP无差异 

(表 4)。 

3．讨论 

3．1 骨矿物含量(骨密度)的测定与掌骨x线 

结果一致，呈显著正相关，均可反映骨量的情 

况。 

3．2 老年期骨矿物含量减少糖尿病患者发病 

率明显高于非糖尿病患者，这可能与糖尿病引 

起肾脏损害，1．25(0H) D。台成减少，老年人 

肠道Ca，P吸收降低【l 及高血糖引起渗透性利 

尿，尿Ca丢失增加有关。 

3．3 骨矿物丢失量，男性 60岁以上明显低于 

对照组，故应重视老年男性蝽尿病患者骨质疏 

松的发病。 

3．4 掌骨x线测量女性糖尿病患者BMD减 

低组掌骨中点皮质厚度与掌骨指数均明显低于 

对照组．故对绝经后女性糖尿病患者嘲其加强 

日照，增加含钙食品的摄人．积极预防骨质疏橙 

更为重要。 

3．5 两组BMD减低较两组BMD正常尿Ca 

均增高，这与老年人活动少，大量骨已 释放随 

尿排出有关，另外也与糖尿病患者高渗利尿，尿 

Ca排出增加有关。 

3．6 血糖控制良好的糖尿病患者骨矿物含量 

明显高于控制差者 文献报道，糖尿病性骨质疏 

松经控制糖尿病后，骨密度可以恢复正常[ 。故 

积极控制蝽代谢紊乱，是预防中老年糖尿病患 

者骨质疏松的关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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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糖尿病蛆与对照蛆骨密度情况比较 

组别 男(BMDg，c ) 女(BM ／cm ) 

55～59岁 ≥60岁 55~59岁 ≥6o岁 

注 两组比较 <0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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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Ca(mg／d1) 

血 P(mg／d1) 

血 AKP(u) 

尿 HOP(mg／ger) 

尿 Ca(mg／d1) 

7．51土0．77 

4．75土1．02 

34．目7±l1．04 

58．04±56．18 

l 28．33± 77．08 

7．22士0 56 

4．43二 1 09 

26．56L3．31 

21．I4土25．78 

88．07± 99．1 6 

7．66二 1．11 

4．57士1．02 

34．72士8．52 

l1．48土6．78 

114．70土97．66— 

7．40±O．95 

4．46土1．09 

34．39±14．44 

l3．3O± l1．6O 

98．28士56．6l。’ 

(上接第127页) 

上述结果表明正常中老年人骨矿物质丢失 

程度与血清性激素含量呈负相关，也就是说性 

激素水平越低骨质疏松越严重。男性尤为显著， 

12例血清T水平低于正常标准者骨密度均明 

显降低(100 )}女性75例血清B水平低于正 

常标准者仅49例骨密度明显降低(占65 )， 

这49倒闭经时间为3～15年，平均7，5年。作 

者认为，中老年女性除雌二醇外还有其它雌性 

激素(雌酮等)对维持骨矿物质含量，防止骨质 

疏橙的发生也有一定的作用。众所周知经绝期 

女性血清中雌酮大部分由肾上腺皮质分泌的雄 

烯二酮经血循环在性腺外转化而来 ，由于条 

件所限未能进行雌酮的测定。 

近年来国内报道绝经期妇女骨密度下降比 

率为20～30 ]。本试验1 87例女性49例骨密 

度明显下降，其比率为26 ，与国内报道接近。 

最后作者认为应参考血清性激素含量测定 

骨密度来估价骨折发生的危险性单纯测定骨密 

度更为可靠，同时把提高中老年人的性激素水 

平作为防治中老年骨质疏松症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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