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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能量X线(SXA)测得豫西地区人群的骨密度 

杨肖虹 藏军现 董槐生 刘 瑜 刘 辉 

摘要 作者采用单能量X线骨密度仪(SXA)测得338例豫西地区人群的跟骨骨密度，其中男159倒，女11'9 

倒。结果女性绝经期后骨密度下降，20~29岁和30~39岁组与60岁 上组女性相比，差异显著．P<O．05。男性6o 

岁以后骨密度开始下降．提示OP的发病以绝经期后骨质疏松为主。对T积分观察．女性骨量减少随着年龄的增加 

而增多．OP者60岁以上占33．3 ．70岁 上占6O 。男性7O岁以上OP者占2O 

原发性骨质疏松(OP)是以骨量减少，骨的 

微观结构退化为特征的，致使骨的脆性增加以 

及易于发生骨折的一种全身性骨骼疾病。预测 

目前我国有OP(包括骨量减少)者为八干四百 

万人，占总人口的6．6 ，到2050年将成倍增 

加达两亿一 千二百万人，占总人 口的 

13．2 ]。为观察豫西地区OP的发病率，现就 

我院测得洛阳地区人群的骨密度(BMD)变化 

报告如下。 

l 材料和方法 

对象选择：我院门诊 1 997年5月至l 997 

年10月，20~70岁以上年龄段的健康男、女共 

338例，其中男性 159例，女性1 79例。 

使用美国DOVE骨密度分析系统，单能量 

x线骨密度仪(SXA一2000型) 测量部位是脚 

跟骨。测得的BMD以实心棱形点表示，显示在 

BMD变化的曲线图上，做为诊断之用。图中可 

划分不同区域正常人群位于从一ISD到+1SD 

范围，T积分在一1．0SD至一2．5SD之间称骨 

量减少，超一2．5SD称骨质琉松症，医学统计采 

用f检验。 

2 结果 

豫西地区脚跟骨男、女人群各年龄段BMD 

和BMD占正常年青人的百分比见表l、2。T积 

分男、女各年龄段骨量减少和骨质疏橙症所占 

作者单位：471009．洛阳市第二医院 

百分比见表3、4。 

3 讨论 

骨质琉松症按发病原因分为绝经期后骨质 

疏松(I型)和老年性骨质疏松(1型)。主要表 

表1 豫西地区男性脚跟骨骨密度 

表2 豫西地区女性脚跟骨骨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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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3 T积分骨量减少与骨质疏松症占的百分比(男) 

衰4 T积分骨量减少与骨质疏松症占的百分比(女) 

现为骨痛、身长缩短、龟背及骨折 由于OP起 

源于骨内矿化物含量降低，故骨质准确定量测 

定，对于诊断OP是必需的。 

单能量x线骨密度仪(sxA)具有简单、快 

速、准确等特点。选择的部位是脚跟骨，跟骨含 

95 的小梁骨，骨骼周围有少最的软组织，含小 

梁骨百分比越大的骨骼，骨量流失的程度也就 

越大0]。跟骨骨质含量同样能够更好地确定风 

险水平- 。 

在 20～70岁及 70岁以上的各年龄段 

BMD中，女性绝经后BMD开始明显下降，在 

20～30岁，30~40岁女性组与60岁以上女性 

组相比，差异显著，P<0．01 男性BMD在各年 

龄组明显高于女性，各年龄组男、女相比，P< 

0．05，差异显著。男性60岁以后BMD下降。提 

示OP的发病以绝经后OP(I型)为主。对T 

积分的观察，女性OP随着增龄而增加，OP者 

6o岁以上占33．3 ，70岁以上占6O 。男性骨 

量减少60岁以上占4O ，7O岁以上OP者占 

20 。 

豫西地区OP发病率在人群中较高，由于 

本地区饮食习惯以面食、蔬菜为主，奶制品、鱼 

海藻类食物摄入少。随着城市高层建筑增多，活 

动场所减少，限制了老年人的光照和户外活动。 

以上因素对钙、Vit D摄入和吸收极为不利。 

Vit D不足可能引起骨量减少，户外活动和充 

足El照可降低骨转化率和骨量丢失[ 。绝经期 

妇女的雌激素替代治疗没能提倡和坚持，口服 

钙，Vit D不正规，都导致OP发病率增高。 

要加强OP的宣传，做到早期预防和治疗。 

当发现BMD降低时，坚持治疗，定期复查 

B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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