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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病学 · 

中国沈阳髋部骨折的流行病学研究 

闫丽娅 周波 侯菊情 王晓红 韩延柏 

Ann Prentice 

摘要 本研兜的目的是调查分析沈阳人群(1994年人口为31 95046)髋部骨折的发病率及其流行病 

学特点。研兜材料是从沈阳市 个医院的病案室或住院部收集的髋部骨折(股骨颈骨折和股骨粗隆部 

骨折)病倒记录。结果显示：1994年沈阳市50岁以上人口发生髋部骨折453倒，男性为247倒，女性为 

206倒。总发病率为74．0110 0000．男性为80．8／100000，女性为67．2／100000(尸>0．05)。男性发病率在 

60岁蹦上明显增加．然而，这种现象在女性不明显 总髋部骨折发病率的男／女比为1．2。髋部骨折患者 

的平均年盲宰为67．2=9 5(男性为67．5士9．8，女性为66⋯94-9 0)。骨折类型有性别差异(尸<0．OO1)，股 

骨颈骨折／粗隆骨折比，女性为3．2，男性为1．6 季节影响髋部骨折的发生(尸<0．0001)，冬季和夏季髋 

部骨折发生人数较多，夏季意外事故引起的骨折明显增加．冬季撺倒引起的骨折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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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ncidence rate and epidemiology of hip 

fracture in Shenyang，China(total population3 1 95 046)in 1994 using medical records of hip fracture col— 

lected from 35 hospitals in Shenyang The hip fractures were classified as cervical(intracapsular)or 

trochanteric(extracapsular)．There were a tota1 of 453 hip fractures in the populat Eon over 50 years of 

age in Shenyang in 1 994．The crude incidence rate of hip fracture was 74．0／100 000(80·8／1O0 000 for 

males and 67．2／100 000 for females)．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incidence rates was found for ma[es 1n the 

age groups above 60 but not in females thot gh there was also an increase in incidence rate with age in 

females．The overal1 male to female ratio of hip fracture was 1．2．The mean age of patients with hip 

fracture was 67．2±9．5 years(67．5士9．8 years for males and 66．9士9．0 years for females)．There was 

sex difference in the type of hip fractures．The ratios of cervical to trochanteric fractures were 3．2 ln fe— 

males and 1．6 in males respectively(尸<0．001)．There were seasona]variations in the number of hip 

fracture with increases n the winter and the summer(P<0．001)．HiP fractures caused by accidents in— 

creased in the summer．Falls were the main cause of hip fraeture in the winter． 

Key words Hip fracture Incidence Epidemiology 

髋部骨折在骨质疏松性骨折中最为严重， 

因为其发病率和死亡率高，治疗费用也大。髋部 

骨折的病人需住院治疗，医院对其记录，有便于 

进行医学研究。因此，人们一直以髋部骨折发生 

率来估测骨质疏松症的发病状况口]。此方面的 

报道大多数基于欧美国 。有关亚洲或中 

国的很少。随着中国老年人口的增加，骨质疏松 

症及其引起的骨折也将是一个严重的医学和社 

作者单位：11031沈阳，沈阳医学院预防医学系 

会问题。本研究的目的是调查分析沈阳人群髋 

部骨折的发病率及其流行病学特点，为进一步 

开展骨质疏松研究和防治工作提供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沈阳市坐落在中国东北部，1 994年城市人 

口为3195046。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在沈阳市内 

的60多所医院中，有35所医院能收治髋都骨折 

的病人，其中包括l5所公共医院，l6所厂矿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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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军队医院 本研究的髋部骨折指的是股骨颈 

骨折和股骨粗隆部骨折。我们在1995年3月至 

5月，对这些医院的病案室或住院部进行了访 

问，查阅了髋部骨折病例或出入院登记记录，将 

1994年1月至I994年12月31日发生的，患者 

年龄在50岁以上髋部骨折病人的有关情况填 

入统一调查表格中，其中包括：骨折部位、年龄、 

性别、损伤原因和时期。损伤原因记录为摔倒 

(从立位摔倒或骑自行车摔倒)和意外事故(车 

祸或从高处跌下等)。1994年人口资料来源于沈 

阳市统计局。性别和年龄别髋部骨折发病率是 

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的人群结构计算的。 

1．2统计分析 

本研究数据分析的软件是Data Desk 4．1 

(Data Description lnc，Ithaca，NY)。应用t 

检验平均数问的差异，应用Chi—square检验比 

较髋部骨折发病的类型和季节的不同。 

2 结果 

2．1 髋部骨折发病率及年龄性别分布 

1994年沈阳市50岁以上人口发生髋部骨 

折453例，男性为247例，女性为206倒。50岁 

以上总人口发病率为 74．0／100000，男性为 

80．8／100000，女性为67．z／100000(X。一3．78 

P>O．05)。男性髋部骨折发病率在60岁以 

后明显增加。女性髋部骨折发病率也随年龄增 

加，但是却没有60岁以后大幅度增加的现象 

(附图)。在65岁以后，男性发病率一直保持比 

女性高。男女总发病率的比是1．2。除55～59 

衰1沈阳市1994年年龄及性别黼部骨折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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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髓部骨折发病率性别特点 

岁和60～64岁年龄组，年龄别发病率的男女比 

均大于1(表1)。骨折的平均年龄为67．2±9．5 

(50～95)，男性为67．5±9．8，女性为66．9± 

9．0。 

2．2 髋部骨折类型 

骨折类型存在着性别差异(表2) 无论男 

女，股骨颈骨折多于粗隆骨折。然而，女性的股 

骨颈与粗隆骨折比为3 2，男性仅为1．6 这说 

明在沈阳人群男性股骨粗隆骨折较女性多(P 

<O．001)。女性股骨颈和粗隆骨折的平均年龄 

分别为66．2±9．2和68．9±7．8(尸>0 05)，男 

性为66．4±i0．4和69．3±8．5，男性两类型骨 

折的平均年龄差有统计学意义(尸<0 O1)。 

衰2性别与骨折类型 

一 11．1S 尸一o·0008 

2．3 髋部骨折的季节变化与伤因 

髋部骨折发生有季节变化(P>0．0001)， 

冬季和夏季骨折较多(表3)。从表3中可以看 

到，冬季摔倒 f起的骨折较多，意外事故引起的 

骨折仅占冬季总发生例数的8．9 。夏季意外 

事故引起的骨折明显增加，占总发生倒数的 

38．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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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表3 髋部骨折与季节和伤田 

C 

项目 冬季 春季 夏季 秋季 合计 

注：冬季：】～3月；春季：4～6月|夏季；7～9月；秋季：1O～】2 

月 一29】7 P<o 0001 

3 讨论 

本研究是东北城市沈阳的第一个髋部骨折 

的流行病学研究。当前，至少在沈阳地区，从医 

院收集髋部骨折病例资料是进行此类研究的唯 
一 可行的方法。我们认为，有两个可能原因会造 

成此次病例收集有遗漏，一是居住在外地的沈 

阳户口人如发生此病；二是沈阳市内人发病后 

到私人诊所看病或在沈阳市区外就医。尽管这 

样，此研究仍可对沈阳地区的髋部骨折发病率 

及其流行病学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我们收集了最近几年不同国家髋部骨折发 

病率的资料(表4)。与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相 

表4 不同国家50岁以上人口髋部骨折发病率 

位置 时

(if

间

- ) 
男性 女性 男／女 

中国沈阳 

南朝鲜Honam[7] 

马来西亚Kua[a 

LumpurL8J 

土耳奇Ankaral】] 

香港口] 

葡萄牙Portor3] 

意大利[4] 

美国[2] 

瑞士 Canton of Vand 

[5] 

挪威Oslo[Bl 

1994 

】99l 

1989 

l989 

67 2 

31．0 

77．2 

1．20 

】 19 

0 81 

10o o 247．O 0．40 

187．0 铀5．0 0．35 

比，沈阳的发病率较低 。然而，除香港外，本 

研究结果与亚洲的一些研究较一致 。如南朝 

鲜Honam地区男性髋部骨折发病率为37．O／ 

100000，女性为31．0／100000。马来西亚Kuala 

Lumpur地区男性髋部骨折发病率为62．5／ 

100000，女性为77．2／100000。与亚洲其它国家 

相比，目前的香港发病率较高 ，然而，早年的 

香港研究确实也显示了较低的发病率(女性为 

41．9／100000，男性为27．5／i0O000) 

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髋部骨折发病率的男 

女比是0．28—0．44(表4)，说明女性发病率远 

远高于男性。沈阳髋部骨折发病率的男女性别 

比却出现相反的结果。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南 

朝鲜的研究也出现类似的结果 。此外，一项近 

年土耳其农村地区的研究也显示男女发病率的 

比是2．0(1)。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不清楚。我 

们试尝对沈阳男性髋部骨折发生多的原因进行 

了探讨，考虑是否因其外出机会多或职业性原 

因，造成创伤机会多。但是，髋部骨折发生的原 

因分析并没有显示男性意外事故引起的骨折多 

于女性，且捧倒引起的骨折包括立位捧倒和骑 

车摔倒，不能进一部探讨是否男性骑车机会多， 

因而捧倒也多。我们将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的研 

究。无论如何，我们认为，此现象说明在沈阳地 

区和一些不发达国家，一些不明因素对骨质疏 

松症的发生影响很大而掩盖了绝经性骨质疏松 

的影响 J。 

意大利和地中海地区人群髋部骨折的平均 

年龄男性为 72．8～73．9，女性为 77．4～ 

78．1ll ] 沈阳人群髋部骨折的平均年龄较年 

青，且男女接近。南朝鲜的研究也发现类似的结 

果，男女平均骨折年龄为67 。这可能是由于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或亚洲人人均寿命低的结 

果 。 

许多研究显示男性和女性般骨颈骨折与粗 

隆骨折比相似，如挪威的一项研究发现股骨颈 

骨折与粗隆骨折比女性为1．4，男性为1．5【6]。 

本研究发现，尽管男女股骨颈骨折均占优势，但 

女性股骨颈骨折与粗隆骨折比明显较男性高。 

这说明沈阳人群男女骨折类型有区别，即男性 

股骨粗隆骨折较多，其原因有待探讨。 

髋部骨折冬季和夏季发生较多。我们认为， 

夏季发生较多主要是由于此季节户外活动较 

多，相对事故发生较多所致(表4)。冬季髋部骨 

折发生较多的原因可能是：①地面被冰雪覆盖 

较滑和天短黑暗这两个原因造成捧倒增加。② 

紫外线接受少引起维生紊D缺乏，进而引起骨 

强度和肌肉强力的减弱，增加了骨(下转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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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显。在临床上重用丹参治疗部分绝经期妇 

女严重的骨质疏松症均收到了较好疗效。采用 

试管内鸡j匝股骨培养的方法 对骨伤科常用中 

药研究发现．淫羊藿、黄芪、红花、骨碎补均有明 

显促进鸡胚股骨的生长作用。 

4 重视中药微量元寨的研究和应用 

在治疗骨质疏松症的临床应用方面不仅注 

重体内富集元素钙磷，也要考虑中药中微量元 

素对骨代谢的影响。 

经研究表明，微量元素对骨骼的代谢存在 

着各种影响 它不但涉及骨盐代谢，而且还密切 

联系到骨的有机质代谢，特别是胶原纤维的合 

成．及骨形成和骨吸收的动态平衡。 

氟元素；适量的氟有利于钙磷的利甩，也有 

利于氟在骨骼中沉积，从而加速骨的形成。含有 

氟的中药有，牡蛎、蛤蚧、海马、海龙、扁豆、茶 

叶、紫石英等。 

铜元素：铜元素缺乏时就会造成骨活动减 

退。表现为骨质吸收增强，出现弥漫性骨质疏 

松，骨皮质变薄，骨肢原稳定性减弱，易发生骨 

折。含有铜元素的中药有，自然铜、牛黄、山药、 

浮小麦、赤小豆、牡蛎、杏仁、桃仁、小茴香、蜂 

蜜、当归、肉桂、大黄、白术等。 

锌元素：锌和锰可认为骨的物质基础之一。 

缺锌时骨骼易发生障碍，骨中碱性磷酸酶活性 

下降，骨骼异常。含锌元素的中药有，补骨脂、肉 

苁蓉、枸花子、熟地、山茱萸、杜仲、肉桂、自术、 

泽泻、仙茅、淫羊藿、何首鸟、女贞子、菟丝子、锁 

阳、续断、牛黄、炉甘石、蘑蓄、冬花叶等。 

锰元素：缺锰时可导致许多骨骼畸形，生长 

停滞，骨脆性增加，同时锰是骨胶原合成必不可 

少的物质。含锰元素的中药有．补骨脂、仙茅、肉 

苁蓉、淫羊藿、枸杞子、何首鸟、女贞子、熟地、菟 

丝子、杜仲、锁阳、续断、磁石、紫石英、核桃、良 

姜等。 

最新研究的《骨疏康颗粒》是纯中药制剂． 

处方组成是以中医 哥主骨”理论、利用补肾中 

药，结合现代中药药理，选用含有富集元素和微 

量元素的中药．经多年I临床经验总结配伍而成 

该药在I临床上不但能显著改善和消除骨质疏松 

症的临床症状并具有提高骨矿含量．增加骨密 

度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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