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骨质疏橙杂志 1999年11月第5卷第4期 49 

流行病学 

上海地区正常人群胫骨定量超声骨量的 

分布及临床应用研究 

朱国英 王莉华 王洪复 

摘要 目的 胫骨定量超声测量(QUS)的临床意义研究及与DEXA法的比较。方法 对458名社 

区健康志愿者人群(年辨20~79岁)进行胫骨定量超声骨量(QUS)的测量研究。结果 SOS值在男、女 

性中，均在3O～39岁达到峰值，女性在50岁以后 SOS值急剧下降，同时伴随着身高缩短．男性人群在 

50岁以后的SOS值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从而使男、女性在50岁以后显示出明显的性别差异(P<0 

O1)。在绝经后妇女中，胫骨SOS值与年龄和绝经年限均呈明显的负相关，其中绝经对骨密度值的下降 

起着重要作用。此外．胫骨SOS值与腰椎骨密度值中度相关[， 0．50，P<0 01)。结论 胫骨定量超声 

声速的测量，能很好地反映健康人群的骨量变化情况，对开展人群的普壹普防．以早期诊断骨质疏拾症 

和预测骨折的危险性，有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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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ltatl~ edtrasotmd assessment of tibia in normal subjects in Shanghai and Its clinical aPplIcatJ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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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quantitative nitrasound assessment of tibia in normaI subjects 

and its cllnieml application．Methods Quantitative ultrasound in tibia was measured in 458 norTl~l sub 

jects(359 women·99[1len，aged from 20 to 79)in Shanghai．Results There w85 a reduction in SO S value 

with increasing age．The ages of both male and female groups with SO S peak values were 30-"-39 years
． 

And in females，the SOS value declined at over 50 years of age，while it remained unchanged in males． 

So a striking difference in SO S value existed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尸<0．O1)over 50 years 0f 

age．And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a negative，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SO S for age 

(r=一0．22·P<0．05)and YSM (years since menopause， 0．30．P<0．01)．respectively．More 

over，SOS in tibia moderately correlated with BMD at L2一{(r—O．50，P<0．01)．Conclmslons Quantita 

tire uItrasound of the tibia is a satisfacmry method in the assessment of osteoporosis and a useful t00l in 

ctinical a口pUc丑t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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胫骨定量超声测量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诊 

断骨质疏松和预测骨折危险性的新技术，因其 

具有价廉、无辐射、精密度高和操作简便等优势 

车课题为上湃市科委重点资助项目(项目号；984419064) 

作者单位t200032上海医科大学老年医学研究中心 

而引起了广泛重视。但有关胫骨定量超声速在 

我国正常人群的测量应用报道不多。本文报道 

458例正常人群胫骨定量超声骨量的分布情 

况，并对绝经后骨量降低的危险因素作初步探 

讨。同时，对Qus所获得参数的临床意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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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XA法进行比较。 

1 材料和方法 

1．1 检测对象 

于1 998年 1月～12月在上海地区随机抽 

取社区健康志愿者458例。女359例，男99侧 

年龄20~79岁，经问诊和体检除外可影响骨代 

谢的疾病如先天性骨骼畸形，d,JD麻痹症，肝、 

肾疾病，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或减退，糖尿病， 

骨肿瘤，骨软化症等，测量前6个月内未使用影 

响骨代谢的药物。 

1．2 测量方法 

采用 SoundScan2000型(以色列 Myriad 

公司)定量超声骨量分析系统(Quantitative ul— 

trasound，QUS) 。测量时受检者取仰卧位，取 

右侧胫骨，由内踝至髌骨下缘连线的1／2处为 

测量部位，皮肤表面涂以标准超声凝胶以获得 

良好接触，探头与胫骨长轴平行，放置在皮肤表 

面，沿长骨轴向扫描检测，测量指标采用超声传 

导速度(speed of sound，SOs)(m／s)。对其中的 

108名志愿者同时用DPX—L型双能x线骨度 

仪(美国LUNAR公司)测量腰椎L ～ 骨密度 

值。 

1．3 统计学处理 

用Foxpro建立数据库，Stata软件进行数 

据的统计分析。数据结果采用 土 表示；采用 

两样本间t检验，多样本间方差分析(F检验)， 

相关分析(r值)。P<O．05为显著性差异。 

2 结果 

2．1 不同年龄组SO S值比较 

测量结果发现，正常人群的SOS值在不同 

年龄段变化较大。男、女性的SOS峰值均出现 

在30~40岁之间，此后，随着年龄的增加SOS 

值逐渐下降(表1)。 

把检测人群按照50岁来划分，发现女性在 

50岁以后的SOS值明显下降(}一125．48，尸< 

0．01，表2)。而男性人群未见这一趋势，仍维持 

在较高水平“一0 05，P>0．05，表2)。 

表 1 458例健康人群不同年龄SOS值(m／s) 

的测量结果 

往，与女性比，*P<O．05{**P<0．01 

表2 458例健康人群SOS值的年龄差异分析 

注：a；f=125，48，P<O 0lIb： 一0 050，P>O 05 

2．2 性别与SOS值的关系 

在5o岁以前，男性与女性健康人群的SOS 

值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o．05)，但在5o岁以 

后，由于女性的SOS值明显降低而男性的SOS 

值仍维持在较高水平，而呈现出性别的差异，统 

计学检验有显著意义(P<0．O1，表 1)。 

2．3 绝经与SOS值的关系 

为研究妇女绝经后胫骨定量超声骨量值的 

变化规律，对1 20名自然绝经妇女的SOS测量 

结果进行了分析。发现妇女随着绝经年限的延 

长，SOS值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绝经1o年以 

后，SOS均值 由原来的 3862m／s降低到 

3791m／s，SOS值的降低明显(f一9 121，P< 

0．01)。 

对可能影响绝经后妇女骨密度值危险因素 

的研究发现，SOS值与年龄和绝经年限呈现明 

显的负相关，且回归方程有统计意义，但与体重 

和身高的相关关系不显著，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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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3 SOS值与年龄、体重、身高和绝经年限的 

相关回归结果 

2．4 体重和身高的变化 

女性健康人群在50岁以后，平均身高明显 

缩短(F=9．1 27，尸<O．01)，体重则随年龄的增 

加而呈现上升趋势(见表4)。 

衰4 女性健康志愿者身高及体重的测量值 

注： ．F一9 127，P<O．Ol；b．F一4．454，P<O．o1 

男性健康人群在50岁以后，身高也有随年 

龄而下降的趋势(尸<0 05)，体重变化无明显 

规律性。但由于所检男性健康人群数较少，尤其 

是6o岁以上年龄组人群更少或缺乏，详细结论 

有待于将来的进一步测量研究。 

2．5 QUS与DEXA法测量结果的比较 

为进一步了解超声测量所获得参数的临床 

意义，对其中的108名正常妇女同时用DEXA 

法测量了腰椎L ～ BMD值，并对两者进行了 

相关分析。结果发现，SoundScan 2000定量超 

声仪测量胫骨SOS值与腰椎BMD值呈中度相 

关 一0．5，P<O．01)。 

3 讨论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骨质疏橙症已成为危 

害老年人健康的常见疾患。因此，对老年人骨质 

琉松症的防治工作应引起高度重视，早期诊断 

和早期治疗尤其重要。 

骨量检测对于骨质疏松症的诊断和防治有 

重要意义。胫骨定量超声测量是近年来兴起的 
一 种诊断骨质琉松和预测骨折危险性的新技 

术，其原理是应用超声波在胫骨皮质层中的轴 

向传导速度来测量骨骼的机械强度，传导速度 

与骨骼强度成正比 一，并可同时反映骨的密度、 

弹性、结构和脆性。因灵敏度高，误差小，并且测 

量时无辐射，为当前较理想的无创伤性诊断骨 

质疏松症的手段之一口 ]。 

本文对上海市458倒健康志愿者进行了胫 

骨定量超声速的测量研究，发现SOS值在男、 

女性中，均在30~40岁达到峰值，此后，女性由 

于年龄的增长以及绝经等原因，在5O岁以后 

SOS值急剧下降，同时伴随着身高的缩短，而 

男性人群在5O岁以后，SOS值仍维持在较高 

的水平，从而使男、女性在5O岁以后呈现出明 

显的性别差异，即50岁以后，女性的SOS值明 

显低于男性(P<0 01)。但由于本次男性6O岁 

以后的病例数较少，因此，有关6o岁以后老年 

男性的SO S值变化情况有待于将来的进一步 

研究。女性5o岁以后SOS值较5O岁前明显降 

低．而对绝经后妇女SOS值可能影响因素的研 

究发现，妇女随着绝经年限的延长，SOS值呈 

现下降趋势，特别是绝经 10年以后SO S值降 

低更明显。相关分析结果也表明，年龄和绝经年 

限均与SOS值呈明显的负相关，即绝经对SOS 

值的下降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同文献报道的研 

究结果相吻合 。因此，对于50岁以上的女性 

人群，应重视对骨质流失的预防保健，提倡有意 

识的补充钙质和VitD等，对绝经后女性，还可 

适当补充雌激素，以延缓骨矿物的丢失，降低骨 

质疏松症的发病率。 

从本次研究结果发现，SoundScan 2000定 

量超声仪测量胫骨SOS值与腰椎BMD值呈中 

度相关(r一0．5，P<0．01)，与国外学者报道的 

结果相接近一s’ 。因此，胫骨定量超声速的测量， 

能很好地反映健康人群的骨密度变化情况，而 

且其测量胫骨皮质骨密度的重复性好[ ，测量 

时无辐射，对开展人群的普查普防，以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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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琉松和预测骨折的危险性，具有很大的应 

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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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系数的大小来看，亦支持这一推测。此外， 

绝经前后两组合并后相关系数增大，说明在观 

察例数扩大后，该特征便突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绝经前成人妇女中MF 

值与年龄并无明显相关，提示MF值相对稳定， 

但有待于大样本验证；此外，在膜椎和股骨近端 

7个区位诊断指标中以Lat最优，是目前大家 

所认同的；以Lat为标准诊断部位，将MF阈值 

的诊断情况与之比较，诊断的敏感性为 

94．74 ．特异性为100 ，符合率为97．44 ， 

Kappa系数达0，9642。因此，我们认为测定中 

指第3节指骨骨密度对早期发现和诊断骨质疏 

松症具有快捷、经济、有效、干扰因素少等特点， 

根据绝经前成人妇女的MF值的均值减去2个 

标准差0．307 g／cm ，作为骨质疏松症的诊断 

阈值，有待于进一步临床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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