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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妇女骨代谢生化指标变化情况 

段定红 黄敏丽 

摘要 目的 探讨骨吸收与形成指标在不同年龄组妇女中的变化趋势。方法 共]77例绝经前后 

妇女，其中89倒为绝经前组，按年龄每隔 lO年分组，88倒为绝经后组。用ELISA法测定各个骨形成与 

骨吸收指标，同时测定外周血激素水平。结果 所有骨代谢生化指标在绝经后有明显提高．其中吸收指 

标Pyd在绝经前的第3组妇女中已较前两组明显升高，而骨形成指标在绝经前无显著性差异。结论 骨 

形成指标的改变落后于骨吸收指标，与其他骨代谢指标相比，Pyd更具表达性，围绝经期是观察骨转换 

率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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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0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nge of bone formation markors and bone resorption markers 

in wol~en of different ages．Methods AII bone ormation markers and bone resorption markers were 

measured by enzyme linked 1mmunosorbent assay(ELISA)．Sex hormones(FSH，LH，E2+P)were also 

measureed by ELISA．Results All marker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postmenopausa]group than 

in the premenopausal group．Pyd in one subgroup of premenopausal subjeets aqed 46—55 already signifi 

cantly increased while bone formation ma rkers did llOt．Conc|usiou Bone formation markers lag hehind 

bone resorption markers．It is likely that Pyd is the most sensitive marker for reflecting bone turnover． 

Perimenopause is the optimal period for observing bone turnover r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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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是常见老年疾病之一， 

在绝经后妇女中的发生率为2o ～4o ，该病 

的发病机理主要是骨在新陈代谢过程中，旧骨 

吸收与新骨形成失衡所导致的骨量减少 r。目 

前已知，骨的吸收与形成是一个动态变化，到目 

前为止还不能直接测定，但可通过测定骨代谢 

过程中的一些分解产物来反映骨转换率 。本 

研究通过分析不同年龄妇女的骨代谢生化指标 

的变化情况，以探讨各个骨代谢生化指标与年 

龄、外周血激素水平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骨代 

谢生化指标的敏感程度和特异性，并进而评价 

骨代谢生化指标在临床应用中的价值。 

l 材料与方法 
作者单位：200011 上梅医科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作者简舟，殷定红，女，主治医师．1966年5月28日生 1．1 对象 

1990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r现工作于上梅医科大学 共包括177名绝经前后妇女。其中89倒年 

附属妇产科医院 1998年获妇产科学硕士学位· 龄在25~55岁之间．有正常月经周期，按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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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三组，每组间隔10年：绝经前第l组，23 

例，年龄在25～35岁之间，平均年龄29．68士 

2．29岁}绝经前第2组，31例，年龄在36～45 

岁之间，平均年龄40．57+2．57岁；绝经前第3 

组，35例，年龄在46～55岁之间，平均年龄 

49．62士2．32岁。另外88例为绝经后妇女，年 

龄在48~68岁之间，平均年龄57．1士6．75岁， 

自然绝经至少1年以上。所有受试妇女经体格 

检查，肝肾功能正常，无内分泌疾病及钙代谢紊 

乱，以前未有过代谢性骨病病史，未服用过影响 

钙吸收及代谢的药物，未服用过避孕药物及其 

他激素类药物。 

1．2 方法 

所有受试者于展时空腹采静脉血10ml(有 

正常月经周期者于月经第5天采血)，于离心 

后，一2O℃保存。采血完毕，留取中段尿5ml，一 

20℃保存。检测项目及方法：骨吸收指标尿胶原 

吡啶交联<Pyd)和骨形成指标血骨碱性磷酸酶 

(BALP)，血骨钙紊(BGP)，血l型胶原羧基末 

端前肽(CICP)，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药盒 

由美国Metra Biosystems公司生产。黄体生成 

素(LH)、卵泡刺激素(FsH)、雌二醇( )和孕 

酮(P)，均采用酶联免疫法，药盒购于天津德普 

(DPC)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均值士标准差( 士s)表 

示。运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流行病学室 

和wHO AIDS病全球控制小组研制的Epi In— 

fo 6疾病数据管理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 

2．1 绝经前后骨代谢生化指标的变化情况 

根据表1所示，将绝经前后妇女进行比较， 

各骨代谢生化指标中，BGP、BALP、CICP及 

Pyd／Cr的改变有显著性差异(P<0．01)， 

HOP／Cr亦有显著改变(P<0．05)，绝经后妇 

女的骨吸收与骨形成指标较绝经前后明显提 

高 

同时，将绝经前各年龄组妇女进行分析，各 

个骨代谢指标中，只有Pyd／Cr在绝经前第3 

组中较绝经前第 1、2组有明显提高(P< 

0．01)，其余各形成与吸收指标无明显改变。 

衰1 绝经前后骨代谢指标测定值 

注I··P< 01 *P<0．05 

2．2 绝经前后外周血激素水平的变化情况 

根据表2所示，绝经后与绝经前妇女相比， 

外周血激素水平中，垂体促性腺激素FSH、LH 

有明显提高 <0．o1)，卵巢激素E 、P有明显 

下降 <o．01)。将绝经前各年龄组妇女进行 

比较分析，外周血激素水平中，除FSH水平在绝 

经前第3组妇女中有明显提高(P<o．05)之外， 

其余LH、E2、P水平均无显著改变(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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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2 绝经前后激索水平测定值 

注I—P<0．。1| 尸<O．05 

2．3 骨代谢生化指标的相关分析 

根据表3所示，在所有绝经前后妇女中，各 

骨代谢生化指标之间，除Hop／Cr与其他指标 

无相关性之外，Pyd／Cr与CICP，BGP与CICP 

之间，eyd与 BGP之间明显正相关 (P< 

0．01) 

裹3 骨代谢指标相关性 

注f—P<0．01| 尸<O．05 

根据表4所示，在绝经前，随年龄上升，各 

骨代谢指标均有上升趋势；在绝经后，骨吸收指 

标中的Pyd／Cr与年龄呈明显正相关，，值为 

0．58，骨吸收指标Hop／Cr则与年龄相关性差 

(r<O．2)。 

裹4 绝经前后年龄与骨代谢指标的相关性 

注：-*P<O．O1； P<O．05 

3 讨论 

测定了5个骨代谢指标：BGP，BALP，CI 

CP，Pyd和Hop，在绝经后均有所提高，可见骨 

转换率的明显升高发生于绝经之后。其中骨吸 

收指标eyd不但在绝经后妇女中有明显提高， 

且在绝经前第3组中，已较绝经前第 1组，绝经 

前第2组有显著上升 同样作为骨吸收指标， 

Pyd与Hop相比，前者更具特异性。长期以来， 
一

直以Hop作为骨吸收的生化指标 ，但由于 

Hop只有约5o 来源于骨，且大部分在肝内代 

谢，只有约1o 排入尿内，受饮食影响很大。 

Pya是目前较新的一个代谢指标。‘ ，它是骨基 

质成熟胶原纤维中 肽链末端的三个赖氨酸交 

联形成的吡啶交联蛋白，在其溶辫吸收时，可作 

为胶原产物以游离和肽结合形式经血循环由尿 

排出，结构稳定，不被酸或加热分解，不能还原 

为赖氨酸再利用，测定值不受饮食影响，可见 

Pyd在一定意义上可更灵敏反映骨丢失情况， 

尤其分辨那些骨丢失迅速和骨折危险性较大的 

妇女 。 

虽然另外三个骨形成指标BGP，BAI P， 

CICP在绝经前无显著改变，但在绝经后有显著 

升高。由于BGP，BALP均由成骨细胞产生，因 

此它们只反映了成骨细胞的活动，而在细胞水 

平，骨重建活动取决于骨细胞的数目和活动力。 

在骨组织中发现主要有四种细胞参与了骨重 

建：成骨细胞(osteoblasts)，破骨细胞(osteo- 

clasts)，骨细胞(osteocytes)和衬里细胞(1ining 

cells)，后二者主要通过代谢活动为骨组织提供 

营养以保持钙代谢平衡，因此成骨细胞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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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能完全反映骨形成本身。CICP来自于I型 

胶原蛋白，释放于血循环中，由于I型胶原蛋白 

在骨中最丰富，且只出现于骨形成时，所以它可 

以反映骨形成本身的情况而不像BGP，BALP 

那样仅仅反映成骨细胞的活动 】 在此研究中， 

绝经前后相比，三个指标均有明显提高，表明它 

们仍然是较好的反映骨形成情况的指标 

Pyd在绝经前第3组中就较前两组有了显 

著上升，而BGP，BALP，CICP的显著改变则在 

绝经后，可见骨形成指标的改变落后于骨吸收 

指标。根据文献报道E ，骨转换的提高首先起源 

于破骨细胞吸收骨质的增加，因此，在上述5个 

骨代谢指标中，Pyd可被认为是最敏感的反映 

骨转换情况的指标 】。 

研究发现，在绝经前，不同年龄妇女的激素 

水平基本相同，而在近绝经期(绝经前第3组)， 

FSH明显升高，绝经后外周血E 水平有明显 

下降 因此，骨量丢失亦发生于血清雌激素改变 

之前，与文献报道相符“ 。绝经前期妇女的雌激 

素分泌有较大个体差异，在此期的无排卵周期 

中，雌激素仍可能保持正常水平但往往不再有 

正常周期内变动的特征。而在绝经前期虽没有 

的减少，但FSH却有所增高，考虑主要是由 

于在此时期下丘脑一垂体接受雌激素作用的敏 

感性减弱的缘故。也有人提出在生长的卵泡内 

存在一种FSH释放抑制物质 ，至绝经前期 

此种物质分泌减少，因而减弱了对FSH释放的 

抑制，使得该时期虽无E2水乎的下降但FSH 

明显上升 因此，在围绝经期的妇女，往往伴随 

有血清促性腺激素水平的提高，表明有卵泡数 

目的减少和早期卵巢功能的改变，而在卵巢功 

能改变的同时，亦伴随有骨转换的提高以至于 

影响围绝经期妇女的骨吸收进而也影响骨形 

成 。所以，在围绝经期进行骨代谢指标的测 

定可能是一个虽佳时机，有助于了解骨转换情 

况并预测将来发生骨折的危险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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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天津、山东、浙江、辽宁、吉林、 

新疆、安徽、等二十九个省、市举办世界骨质疏松日活动 

今年lO月20日是世界骨质疏松日，今年的主题是： 早期诊断”。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天津、 

山东、浙江、辽宁等二十九个省、市老年学学会骨质疏松委员会等单位分别举办了大型骨质疏松咨 

询活动，骨质琉松防治专家就骨质琉松的发病基理、预防措施、中老年人自我保健等内容进行了咨 

询。通过咨询，提高了中老年朋友对骨质疏松症的认识，积极预防治疗，提高生活质量，为进入健康 

化老龄社会做好准备 (李扶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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