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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运动项目对青少年骨密度的影响 

王晓红 周 波 张 卉 闰丽娅 韩中凝 

运动对骨质发育有促进作用 一．但是不唰 

运动项目对特定部位的骨量影响町能不同。为 

此我们对沈阳市体育运动学校的20名田径和 

摔跤运动员分别测量了非功能手臂桡骨超远端 

和 中远 1／3处的 骨密度 (BMD)、骨矿 含量 

(BMC)和骨宽(BW)．以探索不同运动项臼对 

BMD、BMC、BW 及握力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沈阳市体育运动学校摔跤运动乳 

10名(古典式摔跤和自由式摔跤1和田径运动 

员 lO名(短跑，中长跑及跳高跳远)．年龄1 6．8 

～ 20．3岁(18．26±0．76)．所有对象均从事5 

年以上专业训练并在省市比赛巾取得过优异成 

绩，这些运动员未服用过影响骨代谢的药物(如 

钙剂、激素、维生素D、保健品等) 

1．2 方法 

人体测量：以TZG一2型身高计测量身高 

(精度0．1crn)，RGT一140人体称测量体重t精 

度0．1kg)，用swL～2型握力计(精度0．5kg) 

测非功能手握力，所有仪器均为国家体蚕科研 

昕监制。 

骨测量：采用北京核仪器厂生产的BH一 

6012型骨密度仪分别测量非功能手臂桡骨超 

远端和中远 1／3处的BMD、BMC、BW。所有测 

定均为专人负责并保持对仪器进行棱正 删定 

期间标准骨重复测定的变异系数为0．5 。 

1．3 统计分析 

用SAS(verson2．0)软件对每个变量进行 

描述性统计分析，以f检验检测两组年龄身高、 

体重、握力有无差异；以骨宽、体重作校正、用协 

方差分析检验两组BMD、BMC是否有差异。 

作者单位：1】0031、沈阳腻学院LT晓红 周渡 张 

闫丽娅)．110021、沈阳市悻育运动学校r韩中疆)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的一般特征 

表 】 一般特征(；士 ) 

P<0．05 

* P< 0 01 

研究对象的一般特征见表 1，掉跤队员的 

体重、握力明显高于田径队员，年龄、身高无显 

著性差异。 

2．2 骨矿物质测量 

桡骨中远 1／3处测量结果见表 2，桡骨超 

远端测量结果见表 3，两组桡骨超远端和中远 

1／3处的BMD、BMC经体重和骨宽做校正后， 

经协方差分析有显著性差异，而两组这两个部 

位的骨宽经 检验无差异。 

表 2 桡骨中近1／3处测量结果 

表 3 桡骨超远端测量结果 

3 讨论 

本次实验进行 BMD、BMC分析比较时．由 

于两组的体重有显著性差异，而体重对BMD、 

BMC有显著的影响，因而在分析时用体重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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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研究结果表明：两组桡骨超远端及中远 1 3 

处的BMD、BMC均有显著性差异，握力也有显 

著性差异，而 BW 无差异。 

Nillson和Westin等观察到优秀运动员骨 

骼无机盐含量与其所从事的运动项目所产生的 

压力有关，运动锻炼主要增加用力部位骨质的 

量口。 。Ethering等人观察到网球运动员比中长 

跑运动员的腰椎骨密度高 1 2 J。我们这次研 

究对象均从事5年以上专业训练，田径组主要 

是下肢运动，而摔跤组主要是上肢运动，摔跤组 

的握力明显高于田径组，BMD和BMC也明显 

高于田径组，说明由于肌力的增强促进 r骨质 

的增加。 

两组的骨宽没有差异说明摔跤项目对骨增 

加的负荷没有使骨的形态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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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BMC增加。 

一 年四季，气温与体温差别太(特别是冬 

季)，这种温差对机体是一种强刺激，此刺激通 

过中枢神经，体液的高度应激效应，使体内激素 

水平提高 ]，减弱了破骨细胞的活动，而延缓骨 

质丢失速度。 

综上所述我们观察的几种运动，运动量均 

适宜于老年人，表明适当的运动可以改善机体 

的生物效应，可增加BMD，减缓骨质丢失．是预 

防老年性 OP的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建议广 

大老年人都应投身于全民健身运动热潮中，以 

增强体质。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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