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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率 。 

2 结果 

54例骨 质疏松 门诊女 性病人 年龄 58．4± 

8．2岁 。每位病 人作 L ． 正侧位骨密度测 量 ，随 

访 1．24i-0．64年 。(1)对各项骨密度值年变化 

率作 相关 分析 ，结果 见表 1。腰椎椎体 中部 松质 

骨 的 I ～MBMD 和 L MVBMD 随访 年 变 化 

率 最高 (2)同期 3年对嚷椎质控模型作 正侧位 

扫 描 ，前 后 位 质 控 数 据 取 样 75 6个 CV 值 为 

0．44 ，年 变 化 率 为 0．02 ；侧 位 质控 数 据 取 

样 633 个 CV 值 为 0．82 ，年 变 化 率 为 

0．1 3 。说 明两种扫描的重复性好精确度 高 。 

表 l 腰 椎 L z，。骨 密度 年变 化率 且互 相之 间 的相 关 系数 (r值 ) 

*以上所 有 grg值相 关性 检验 均为 尸<0．001 

3 讨 论 

文献报 道 ，更年 期妇女 腰椎骨 密度 降低 比 

周 围骨 大 2倍 ，其对 治疗敏感性 比周围骨高 ，且 

腰 椎椎体 前 1／3骨 丢 失率是 整个椎 体 的 2倍 。 

因此腰椎骨密度测量在疗技监测 中很重要 。然 

而，骨质疏松门诊病 在作腰椎骨密度测量前后 

位 扫描 时 ，常受腹 主动脉 钙化斑 和腰 椎小关 节 

退行性 变的影 响 ，腰椎 的侧位 扫描测 量骨密度 

可减 少这 种干扰 我们 已作过 比较 ，发现 腰椎椎 

体 中部 的骨密度 测定 不受 骨质增 生 的影 响 ，且 

松质骨较皮质骨转换率高 8倍。本研究采用 

}f(]LoGIc 2000一QDR骨密度仪，活动“c”臂使 

仰 卧位 的病 人不需翻转 ，就 可进行侧位扫描 ，并 

能对腰椎椎体 中部的骨密度做较精确的测量 。 

而 L—MBMD 和 L—MVBMD 所 测 得 的 全 是 椎 

体 的松 质骨 ，因此 腰椎椎 体 中部 测得 的骨密 度 

值对 随访 的敏感性最 高。 

Gulgielmi_I 等在观察 108例病人的骨丢失 

状况 研究 显 示 ：年骨 丢失 率 侧 位 DXA 和正 位 

DXA 分别 为 0．97 ·a 和 0．45 ·a 。侧 

位 DXA 测 量 骨 密 度 值 年 变 化 率 大 于 正 位 

DXA 测量 骨密度值 年变化率的 2倍 。本研究结 

果 与 Gulgielmi的相似 。且侧位 DXA测量腰椎 

椎体 中部 的骨密度 的年变化率 最 高 ，约为正位 

DXA 测量 年变化率 的 4倍 。 

由于各项 扫描指标 相关 性好 ，模 型 的测量 

精确度高 ，因此我们认 为 ：腰椎椎体 中部骨 密度 

在 随访 门诊 病人、监测治 疗效果 中 ，是一项 比较 

敏感可靠 的腰椎 骨密度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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