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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行业的中老年女性骨密度测量结果分析 

杜维霞 姬婪 庄祥云 

摘要 本文对建筑杠业4O岁以上近200名中老年女职工进行了骨密度(BMD)测定。根据工作环 

境及工作性质、年龄厦体重，身高 (kg／m：)比值等分别进行分组 经过询问病史及 要的体检，以陈去患 

有各种系统疾病者，除去长期服用雌墩素厦各种钙制剂者=采用国产单光子骨密度(BMD)测量仪测量 

受检者非优势臂桡、尺骨中远端 1／3交 处，并计算出骨密度(BMD)值。结果显示：(1)半室内半室外半 

体力半脑力组的骨密度(BMD)值即显著高于室内脑力组，叉显著高于室由体力组。(2)建筑行业女职工 

同样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出现骨密度降低 (3)骨密度(BMD3值与体重，身高 (kg／m。)比值在一定范围内 

呈正相关。提示人体的骨密度(BMD)值的高低、骨矿告量的多少不仅受年龄、身高、体重等内在因素影 

响，而工作环境、工作性质对人体的骨矿古量的多少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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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rae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bone mineral densities in about 200 middle—aged and oJd w0men 

workers over 4O years o Ld working in the buihting indust ry．They were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based 

on their work environRlent，kind of work，age ，and ratio of body weight to squared height．Their physical 

examination was conducted and medical history~,vas taken Those who had systemic diseases and took fe— 

male hormone for long time or took calcium preparation for treatment were exduded from this group． 

Bone mineral density was measured at the radiol site(junction of the middle and dista[thirds)of non— 

dominant foreasm using smg]e photon ahsorptiometry and the bone density va[ue8 were calculated- 

The results are asfo[Iows．(1)The bone mine ral density in the group who worked haft time in of- 

rice，half time in building site and who did ha Lf time in physical labour and half time mental labour was 

markedly higher not only than that in mental tabour group working in offiee，but also than that in physi- 

eaI labour group working in office；and the hone mineral density in physical labour group working in 

building sites was markedly higher than that in mental Labour group working in office．(2)The bone 

mineral density in women workers in the building industry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age．(3)The bo ne 

mineral density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the ratio of weight to squared height．It is suggested that bo ne 

mineral density and bone mineral content 8re iniluenced n。t only by age+height and weight，but also by 

work environment and kind of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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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矿含量的变化 ，骨质疏松症的防治，日趋 

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某些疾病常伴有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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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石量山医院(庄样云) 

矿含量的降低，同时骨矿含量降低也会引发一 

些疾病。骨矿含量的变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对 

妇女来说其中最主要的围素是受体内雌激素水 

平的影响 a，还有体内维生索 D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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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体内维生素 D含量的多少，与接受日光照射 

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为探讨骨矿含量的变化 

与外界因素及工作环境、工作性质的关系，我们 

对建筑行业的 163名中老年女职工进行了骨密 

度(BMD)测定检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研究对象为北京市某建筑行业 

的中老年女职工，年龄在40岁 上，分别从。 

室外的桥梁 楼房建筑；室内装潢、装修；过街地 

下通道的保洁；建筑设计 行政及后勤保障工作 

等，从事本专业工作八年以j二。除去患有影响旨 

矿含量的疾病者，如：糖尿病 高血压、肾脏疾病 

患者，除去做过卵巢及子宫切除者，除去长期服 

用雌激素及各种钙制剂者 按工作性质及丁怍 

环境分为：半室内半室外半体力半脑力组；率内 

体力组}室外体力组；室内脑力组及半地 F体，J 

组等五组。按年龄分为40～44岁，45～49岁， 

50~54岁，55～59岁等四组。按体重／身高：比 

值分为 19．O0～20．99，21_∞～22．99．23．O0～ 

24．99，25．O0～ 26．99，27．∞ ～28．99，29．00～ 

30．99等六组。 

1．2 测量方法；采用中国原子能科学院与北京 

市广播技术研究所联台研制的BMD 400型 

单光子骨密度测量仪，测量受检者非优势臂前 

臂桡 尺骨中远端 1／'3交界处，测量误差小于百 

分之二，计算出所测量的骨密度(BMD)值 

2 结果 

2．1 不同职业、不同环境的建筑行业女职工分 

为五组，各组之间年龄经统计学t检验均未见 

显著差别， >0．05。各组的骨密度值(BMD)情 

况，结果见表 1。 

2．2 不同年龄建筑行业的中、老年女性的骨密 

度(BMD)变化规律：按年龄分为四组，每五岁 

为一个年龄段，随着女职工年龄的增加．骨密度 

(BMD)显著降低，直线回归呈显著的负相关， 

相关系数rm一0．9705，p<0．05，在45～49岁 

组与50~54岁之间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别+经 

统计学f检验 <n．001。各年龄组的骨密度 

(BMD)结果见图 1。 

表1 不同工作不同环境下韵工作人员骨矿物含量比较 

总 ，拉验：不阿环境不同工种问的骨矿物古量有娃著差别P 

< 0．01 

组『 F幢验： 室内半室外组与室内脑力组有差别P<0．05 

半室内半室外组与室内体力组有差别P<O．05 

室外体力组与室内脑力组有差别P<O．05 

*：表示与半窀内半室外一组 F柱验有差别 

* ：表示与室外体力厦半室内半室外二组 ，檀验有差别 

骨 
密 
度 

％ 

＼ 

． 

圉1 骨矿含量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 

2．3 骨密度(BMD)值与体重／身高。(kg／m ) 

比值之间的关系：我们对建筑行业的中、老年女 

职工的体重／身高。(kg／m )比值进行计算，按比 

值的大小分为六组，结果显示：骨密度(BMD) 

值随着(kg／m )比值的增大而增大，呈正相关， 

而在比值小于1 9．O0和大于 30．99时没有这一 

规律。我们对比值1 9．00~30．99者的六组年龄 

进行t检验，各组间均未见显著性差别， >0． 

05，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经多种回归方法均显示 

骨密度(BMD)值与kg／m。比值之间确实有一 

定的相关性。结果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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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重／身高 (k~Im )比值 

圉2 骨密度值随着体重／身高：比值的增大而增大 

3 讨论 

骨矿含量的多少，骨密度值(BMD)的大 

小，受多种因素影响，即受自身因素的影响，也 

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外界因素主要是工作环境 

和工作性质。本文结果显示；在室外工作者和部 

分时间在室外工作者的骨密度值(BMD)明显 

高于纯室内工作者。大部分体力劳动者的骨密 

度(BMD)值也明显高于脑力劳动者，提示经常 

接受较充足的日光照射，有利于体内维生紊D 

的合成，使进入体内的钙质充分地被吸收，预防 

和延缓骨质琉栓病的发生。适当的体力劳动和 

体育锻炼同样有利于提高骨矿含量，户外活动 

接受适当的目光照射对提高骨矿含量的作用不 

容忽视。本文结果还显示：4O岁 上的妇女，骨 

密度(BMD)值随着年龄的增大而降低，特别是 

在45～49岁组与 50～54岁组之间存在着非常 

显著的差别，说明妇女随着绝经期的到来，体内 

雌激素水平的降低，骨质吸收增快，可引起骨质 

琉松，所以绝经后期的骨质疏松症应引起人们 

的高度重视，应及早预防和治疗。本文另一结果 

显示：骨密度(BMD)值与体重／身高 (kg／m。) 

比值之间在一定范围内呈正相关，骨密度值 

(BMD)随着(kg／m )比值的增大而增大，而在 

比值过小或过大时则没有这一相关性。骨密度 

(BMD)值与身高、体重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 

系，已有学者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但与我们所 

观察的人群不同，他们所观察的对象为老年男 

性，提出骨密度(BMD)值与身高、体重呈正相 

关．与我们的结果不尽相同。我们的结果显示： 

骨密度(BMD)值与体重／身高 比值之间在一 

定范围内呈正相关，骨密度值(BMD)随着(kg／ 

m )比值的增大而增大，说明体重较轻者与身 

高较高者的骨矿含量不及体重较重者及身高较 

矮者．而体重过于偏重者与身高过于偏矮者则 

没有这一规律，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半地 

下体力劳动组的骨密度(BMD)值与其它组之 

闻均没有显著性差别，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组 

的骨密度(BMD)值略高于室内脑力组与室内 

体力组，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些人员从事地下 

体力劳动刚刚八年，且八年前她们均在室外从 

事体力劳动，参与桥梁与楼房建筑，在室外工作 

的时间平均为19．34年，现在她们的平均年龄 

是47．20岁，说明在骨形成间均在室外工作，接 

受较充足的日光照射和进行了适当的体力劳 

动，形成了较充裕的骨库存，所以其骨密度值 

(BMD)高于室内工作者。尽管从事半地下工作 

已经八年，仍有比较好的骨质，说明在骨形成期 

多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和多接触日光照射，对预 

防老年性失钙和骨质琉松症的发生是有益处 

的。另外，半室内半室外半体力半脑力组的骨密 

度(BMD)值优于其它组，并与全室外全体力组 

的骨密度(BMD)值相近，说明只要有适当的日 

光照射和适当的体育锻炼，就能达到预防和延 

缓骨质疏松症发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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