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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型氟骨症患者骨密度与 

血清骨钙素测定的探讨 
粱君慧 陈丽佳 张勋堂 郭平 梅玉芝 

氟骨症是以骨及骨周受累最为明显的全身 

性疾患。本文用国产SD 1000型骨矿物仪，测 

量44名氟骨症患者桡、尺骨骨矿物含量，并测 

定31名氟骨症患者血清骨钲素(BGP)浓度，对 

其发生机制作一初步探讨。 

1 材料和方法 

选新疆石河子地区132团农工，由石河子 

防疫站地病办氟中毒诊断小组确渗的氟骨症患 

者4{名，男性l9名，女性25名．年龄4o～60 

岁 水氟浓度为2．7～10．]mg／I 。在同地区选 

取健康对照组．水氟浓度1．0mg／L．并排除低 

碘及其它干扰固素，选同劳力农工62名．年龄 

40～6o岁．女性31名，男性31名。血清BGP 

测定选氟骨症患者31名．男性l3名，女性18 

名．年龄40～69岁 选健康对照组41名，男性 

19名，女性2 2名，年龄5O～69岁。仪器采用 

SI)l000型单光子骨矿物仪， 镅(Am)放射 

源．选在非受力前臂中下1／3交界处，测定桡、 

尺骨的骨矿物含量(BMC．g／ CllI)．骨宽度(BW． 

gilt ，骨面密度(BMC／BW即BMD．g／'cm )．骨 

髓腔内径(BID，cm)．两侧骨皮质厚度(C ．C!． 

t检验处理数据。血清BGP测定的放射免疫试 

剂盒用解放军总医院长城免疫技术研究所产 

品。 

骨矿物’删定的结果表明，氟骨症组女性的 

桡、尺骨BMC、BMD与对照组比，蔗异具有显 

著性(P<0．05)．双侧C 、C。均低 相应对照 

组，差异显著(P<0．05)，BCl与对照组比，蔗 

异显著(尸<0．05)。男性桡、尺骨骨BW与对照 

组比，差异显著(P<0．05)．双侧C C BC1均 

低于相应对照，BC J差异显著(，J<0．05) 

血清BGP测定选取正常对照11名．男、女 

性分别按5o～59、6o～69年龄段分组．男性、女 

性分别各自两个年龄段比较．差异无显著r￡(尸 

>0．05)。男、女性别比较．差异无娃著性t』 > 

0．05) 各型氟骨症患者血清BGP正常对照组 

比．差异有高度显著性(Pdo．01) 备型之间阿 

两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疏松 盟最 

高．硬化型次之，混合型 次之。氟苛症组玛女 

性间差异无显著性( >0．05) Bt 星反映骨 

更新和骨形成的一项特异生化指标．血由BGP 

水平与骨中BGP水平呈正相关．B(；P能维持 

骨的正常矿化率．它是代表骨代辨』瞬问变化的 

CFI3)．骨皮质指数(BC1=c．-rc：／BW， )．使用 一个灵敏、特异、准确而简便的生化指标。 

表1 女性5O～59年龄段骨密度 

：对照组 一I 7 氟骨痖组一 2 5；’ 对姒组比一*P<0．05**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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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男性5O～59年龄段骨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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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钙化程度上有差异，其治疗机理亦相同 

此外，结缔组织病变中．还有一种是因结晶 

钙盐(乳酸钙等)对胶原组织的侵入而产生免疫 

应激所致。对这一病理性反应而引起的胶原病 

变．町通过下列反应模式而使结晶物分解并通 

过代谢反应使钙吸收或外泄： 

0 

I 
caL +HO一(、--LPoiy]，尸一ca0H [P0】y： +HI 

I 
O 

我们在应用生化增效制剂“治痹补骨丹”治 

疗骨质增生时，曾发现在药剂量过大时，患者在 

病变增生关节周围出现皮肤红疹，经病理切片 

检验，发现是 乳酸钙结晶侵入真皮层胶原蛋 

白结构所致，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上述作用模式 

是实际存在的。然而，上述过程却是仅使用小分 

于药物治疗时无法实现的。 

4 小结 

治痹补骨丹具有补肾壮骨、祛湿强筋作用， 

对老年人肾虚寒湿痹证有良效 通过近几年的 

研究发现，治痹补骨丹不仅能改善老年人的痹 

痛症状。而且能防治骨质疏松症。进一步研究表 

明，治痹补骨丹治疗骨质疏松症。主要是其所含 

的中分子物质——低肽、低聚糖、糖肽皂甙等中 

分子物质，具有促进药物吸收、控制释放、乎衡 

人体化学反应的调控功能，这一调控功能．可改 

变病理性钙化学反应，即通过激活DNA／RNA 

的酶合成活性，或通过分子基团的取代反应．使 

在肽链交联反应中失活的基团恢复活性，以及 

改变反应物质的浓度使反应逆转．防止_r钙丢 

失．促进了骨中钙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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