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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的 436名绝经 1年以上 ，64岁 以下的老年 

妇女 ，用美 国 Hologic公 司 QDR 2000型 双能 

x线吸收仪[变异系数(CV)<0．1 ]扫描腰椎 

正侧 位 的骨密度 。 

1．2 调查方法 

采用 SF 36健康调查表评价这些志愿者 

的生存质量 ，应调查 436人，实际调查 421人， 

应答率为 96．6 。骨质疏松诊断标准采用与本 

地女性 的骨 密度峰值相 比，减少 2个标准差 以 

上为骨质疏松症，但由于 目前 尚无广州地 区成 

人骨 密度调查统计表，故本研究参考的标准是 

刘忠厚 主编 的《骨质疏 松学 》中记 录的上海成 人 

腰椎骨密度值 ，女性峰值为(1．005±0．107)g／ 

cm ，位 于 30～4O岁 年 龄 段 ，因广 州 与 上 海 同 

属南方 ，地理环境与气候有相似之处 ，故将其做 

为参考 。 

SF一36是个适台评价慢性病患者功能状态 

和健康普通量表，简便易行 ，该表有 ll项 36 

问，每问可供选择的答案由 2～6级不等 分为 

8个领域 ，即身体功能(PF)、身体问题 角色 限 

制(RP)、身体疼痛 (BP)、健康感受 (GH)、活力 

(VT)、社会 功 能 (SF)、情 感 问 题 限制 角色 

(RE)、精神健康(MH) 每一个问题的原始得 

分都须用专用 的评分程序转化成 8个领域得 

分，转化后的领域得分在 0到 100分之间变化 ， 

其中 0分代表最差的健康状况，而 100分意味 

最好的健康情况 。 

1．3 分析方法 

资料分析使用 STATA 统计分析软件，为 

了说明本次应用的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对问卷 

进行 了复测信 度分析和内容效度分析 ，经 t检 

验 ，问卷的复测信度分析(P>0．05)、内容效度 

分析(P<O．01)表明调查的结果是可信的。 

2 结果 

2．1 骨密度值 

421名志愿者 的骨 密度均值为 0．762 g／ 

tin ，标准 差为 0．095 g／era ，最 低为 0．549 g／ 
tin。

，最高为 0．928 g／era 。按诊断标准低于骨 

峰值 2个标准差 ，峰值 为 1．004 g／'cm ．标准差 

为 0．107 g／cm ，则诊断为骨质疏松 症的骨密 

度值就小于或等于 0．79 g／cm 。本组志愿者中 

低于此指标共有 253例 ，占 6O ．与文献所报 

道老年人群中该病的发病率 为 59．8 极为相 

近 “。。 

2．2 骨密度与生存质量关 系 

表 1 骨密度与生存质量关 系的比较 ( = ) 

领 域 骨密 度 骨密 度 

> 0．79o gicm ≤ 0．790 g／cm 

注 ：*P<O 05 

从表可以看出，骨密度符台骨质疏松症诊 

断标准的研究对象 8个健康亚领域得分均低于 

同年龄组 骨 密度 属 于正 常范 围 的研 究对 象 ，其 

中身体疼痛、健康感受 、精神健康、身体功能、社 

会功能五个领域得分差别具有显著性意义，五 

对均值比较 P％0．05。其余三项无显著性意义。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患者的 

生存质量的 8个健康亚领域得分均低于同组无 

骨质疏松者 ，其 中在身体疼痛、健康感受、精神 

健康、身 体功能、社会功能五项具有统计学意 

义。骨质疏松症 的主要临床表现之一是疼痛，从 

而导致活动受限和身体功能下降，因为患者的 

身体状况下降，从而患者的精神健康随之受影 

响。因而身体疼痛、健康感受 、精神健康、身体功 

能和社会功能五个方面较非骨质疏松症的差。 

而情感问题一角色限制、身体问题一角色限制、活 

力三个方面和非骨质琉松症志愿者间无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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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考虑可能与精神方面的改变晚于身体方 

面的变 化 ，故未表现 出差异 。这也 同时说 明 ，生 

存 质量 的评价 在骨质疏 松症 中具 有一定 的特异 

性 因而 可 以设想 ，生存 质量 的评 价有可 能作为 

骨质 疏 松症 的诊 断 标准 之一 ，并 可能引 入 作为 

疗效评价的指标 ．生存质量 的研究在骨质疏松 

症 的研 究 中具有一定 意义 。 

生 存 质量是近年来 世界范 围内的 研究 新课 

题 ，它 已广泛应用 于医学 的各个领域 ，我 国对生 

存质量的研究起 步较晚，对骨质疏松症 的生存 

质量 的研究 更是一 片空 白。进 行生存 质量 的研 

尚无 专 用量表 可 借 鉴 ，本研 究采 用 的量 表 是 国 

际上对慢性病通用的 SF 36健康调查表。在本 

研究中发现 ．该量表用于骨质疏松症 的生存质 

量 的调 查研 究 具有 一定 可信 度 ，但 一些 细 节方 

面还 有 改进 之处 ，制定 一个 专用 于 骨质 疏 松症 

且适合我国国情的量表还需要一定时间的研究 

才能 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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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 口平均寿命延长和老年化社会的形 

成 ，人们对作为老年性疾病 之一的骨质疏松症 

也越来越重视 本文对 56例阻塞性肺气肿患者 

进行骨密度及其有关数据测定 ，以探讨它们相 

互关系，以达到早期预防和治疗 由此引起的代 

谢 性骨 病 。 

l 对 象和 方法 

1．1 对象 阻塞性肺气肿组 56例(女性 l3例， 

男性 43例)，病程 5～20年，平均年龄(68±7) 

岁 (66～72岁)，所有患者均无肝、肾、骨关节病 

及内分泌疾病，无服用钙剂、维生素 D史 正常 

组 系本 院健康体检者 50例 (女性 l2例，男性 

38例 )，平均 年龄 (64士8)岁 (60～76岁 )。 

p 2 

1．2 方 法 ：阻 塞性 肺气 肿诊 断 按照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疾病 (COPD)诊疗 规 范 选择 ．骨 密度测 

定 采用 BMD 4型扫 描仪 测 定非优 势 尺挠 骨 中 

下 1／3交界处骨 密度．肺通气功能以电脑化肺 

功能仪测定 (Sen Sor med ICS美国)，第一秒用 

力 呼气 量 (FEV1)代 表肺 功能 ，同时 取 清 晨 空 

腹 静脉血检 测血钙 ，碱性 磷酸酶 (用 自动生化 分 

析 仪测 定 )，结 果 以均 值 士标 准差 ( 士 )表示 ． 

组 问比较采用 f检验．相关系数采用直线相关 

分 析 。 

2 结 果 

观察结 果 见表 l。 

裹 1 骨 代谢变化测定结果 

作者单位 ：31 0024 杭州．浙江省望江山疗养院 

阻塞性肺气肿组骨密度、肺功能与正常组 

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P<0．。1)，碱性磷酸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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