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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晚 孕组与非 孕组 桡骨 骨密度 的 比较 1／J0 

点桡骨骨密度晚孕组较非孕组明显降低( < 

0．01){1／3点 也 降低 (P-~0．05)．见 表 l。 

表 1 晚孕组 与非孕组桡骨骨密度 比较 (giem=“± ) 

2．2 以低 于非 孕 组桡 骨 骨密 度均 值 减一个 标 

准 差 为 l度 骨 量 减 少 的 标 准 ，即 1／J0点 < 

0．47l g／era ，l／3点< 0．669 g／em：。晚孕组 中 ． 

1／10点 l度 骨量减 少的有 104例，发生 率为 

34 21 ，1／3点有 47例，发生率为 1 5．46 。两 

组作 检验 ．结果 1／J 0点 l度骨量减少发生 

率 明显高于 l／3点．差异有 高度 显著性(P< 

0．O1)。 

2．3 以低于非孕组桡骨骨密度均值减 2个标 

准 差 为 l1度 骨 量 减 少 的 标 准 ，即 1／10点 < 

0．41 7 g／cm 一1／3点< 0．629 g／cm (因本 研 究 

对 象 的年 龄为 2l～30岁 尚未 到骨 峰 值 年 

龄 ]．其骨密度在未来几年还会增高，故不适用 

骨 质 疏 松 症 的 诊 断 标 准一 ，即 峰 值 骨 量 一 

2SD)。晚孕组 中．．／J0点 li度骨量减少的有 27 

例 ，发生率为 8．88 ．1／3点有 1 4例，发生率为 

4．62 。两组作 x 检验，结果 1／l0点 ll度骨量 

减少 发生 率高于 l／3点 ．差异有显著性 (P< 

0．05) 

3 讨 论 

妊娠期母体 自身与胎儿都需要大量钙，胎 

儿于妊娠 30周以后需钙量骤增 ，为妊娠 20周 

的 7倍 ．胎 儿 8O 的 钙是 靠 妊 娠 晚 期储 存 

的 一。但是 ，妇女钙摄 人量不 足在 国 内是 比较普 

遍的现象。据中国营养学会调查 一，目前我国成 

年人每 日钙摄人量为 500～600 mg，与推荐供 

给量标准 1 500 mg／日(晚孕妇女)相差甚多。所 

以晚孕妇女有缺钙倾向 钙在体内的平衡为一 

复杂多因素的调节过程，99 的钙存在于骨骼 

与牙齿 中．骨吸收与骨形成这两个过程是维持 

钙代谢平衡的重要因素。妊娠期孕妇体内甲状 

旁腺素(PTH)、碱性磷 酸酶 (AKP)升高，降钙 

素 (CT)降低一 ．导致骨吸收增加．但 由于妊娠 

期雌激素、孕激素、胎盘催乳素等水平升高，增 

加钙 的吸收及骨盐形成和沉积 ，短期内不会造 

成明显骨 丢失 。到 了妊 娠晚期 如果钙摄 入量 明 

显不 足 ，PTH、AKP分泌 占优 势 一当骨 吸收速度 

大于骨形 成时 ．势 必造 成骨丢 失 一出现骨质 疏松 

倾 向 ，但血 钙值 可相对稳定 。所 通过 骨密度 

测定可较客观的反映孕妇体 内的钙水平 ，较单 

纯测血钙更有意义。 

本研 究 通过 对 晚 孕妇 女骨 密 度 的测 定 ．发 

现 1／l0点与 1／3点桡骨骨密度均值低于非妊 

娠妇女，与上述理论相符 ．特别是 1／J0点差异 

有高度显 著性 ．并且 1／l0点与 】／3点桡骨 骨 密 

度 l度骨 量减 少发 生率 相 比较也有高度显著 

性，提示 1／10点桡骨骨 密度变 化较 1／3点敏 

感 ，与温力 等的研究相符。其原因是桡骨中远 

端 l／3点 为长 骨的骨干部 ．以皮 质骨为 主 ；1门0 

点为长骨的骨骺部 ，以小粱骨为主．而在骨代谢 

过程 中．小 粱骨 的变 化较 早 、较 大 ，最 能 反 映骨 

质 疏松 的骨丢失。。。 。在实 际工作 中 ，若 只测 l／ 

l0点桡骨骨 密度还 可缩短检查时间，降低检查 

费用．可能可以作为发现孕妇早期骨密度下降 

的一种检 测方法 。 

本研 究 同时发现 ，晚孕 妇女 1／10点 与 1／3 

点 桡 骨 I度 骨 量减 少发 生 率 都较 高 ．反 映 了有 

相 当一 部分 孕妇在妊娠 晚期处 于骨密度 下降状 

态。但 l／10点与 1／3点 Il度骨量减少发生率 

都较 I度骨量减少发生率明显下降，提示妊娠 

引起 的骨 密度下 降 水平 大多 是 不 明显 的 ，是 骨 

质丢失的早期表现，与 甲亢等疾病引起的骨密 

度明显下降不同。少数 lI度骨量减少的孕妇 ． 

可能与其妊娠前骨密度偏低，妊娠后食谱结构 

不台理或存在严重偏食习惯等有关。 

3O岁以前是骨矿含量增加的时期，骨密度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46 【’H1NESE Jt)URNA L．【)F()SI )P()ROSIS Vo1．B No 3-Aug 2000 

在 30～4O岁到达峰值 ．妇女在 40岁以后随年 

龄 增长骨 矿含量减 少 。妇女妊 娠 引起 的骨密 

度降低 可能导致骨峰值也降低 ，增加 了绝经后 

发生 骨 质疏松 的 危 险 ，并 且 妊娠 期钙 代谢 与妊 

高症等疾 病也有 关系 。因此 ，孕妇平时应 增加 

钙的摄人量和参加适当运动 ，对孕妇骨密度降 

低应 引起 高 度重 视 ．骨 密度 测量 对早 期 发 现孕 

妇骨密度降低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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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也发 现 和既 往报 道不 同的地 方 ．如有 

研究报道雌激素可以促进 IGF—I的合成 l ，而 

本实验却显示雌激素显著抑制大鼠 IGF—I的台 

成 。另外 ，生长激素在人体应用的最佳剂量和安 

全性 尚有 待 于进 一 步 阐 明．生 长激 素和传 统药 

物如雌激素合用是否有协同作用都还有待于进 

一 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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