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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甲亢及糖尿病女性患者跟骨超声骨参数 

的变化 

张菱 梁秋蓉 傅晓英 文世林 

【摘要】 目的 研究年青女性甲亢和塘尿病人超声骨参数的变化，以了解这二种疾病对峰值 

骨量期骨量的影响及骨量丢失发生比的差异。方法 测定健康对照组(A组)、甲亢组(B组)、精屎 

病组(C组)3组研究对象的跟骨超声骨参数。结果 B组超声传导速度(,sos)、振幅衰减(BUA)、骨 

强度指数(哪 )显著低于 A、C二组 ，A、C二组无显著差异。B组骨量丢失者 17例(占31 5％)，C组骨 

量丢失者 4例(占9 3％)，二组差异显著。结论 在病程早期甲亢比塘屎病更易影响骨代谢，此差 

异可能与二者骨转换形式不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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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se diseases Methods Calcaneal quantitative uhrasonograph w丑s performed in young female healthy 

controls(gxoup A)tpatients with hyFerthyroidJsm(group B)Ⅱnd patients with血 b mellitus(gloup C)．Results 

SOS．BUA and STI m lower in group B than those in group A and group C．the difference being not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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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功能亢进(甲亢)和糖尿病是二大内分泌 

代谢性疾病。在骨代谢形式上甲亢为高转换型，糖 

尿病为低转换型，二者以其不同的机理干扰骨的正 

常代谢，从而发生代谢性骨病。本文研究了处于骨 

峰值期的甲亢和糖尿病患者的跟骨翅声骨参数变 

化，为其骨质疏松防治提供参考依据。 

对象和方法 

1．对象：①正常对照组(A组)：年青女性 48例， 

年龄 32．8±6．9岁。FBG(4．5±0．4)mmo~L，根据临 

床症征排出甲亢，无其他影响骨代谢的疾病及药物 

史。②甲亢组(B组)：初诊未接受治疗的女性甲亢 

患者 54例，年龄(33．7±5．6)岁，病程均数 2 5年。 

其中Graves’病37例，桥本氏病合并甲亢 11例，毒性 

多结节性甲状腺肿6例。所有的患者均具有舆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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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亢临床症征，免疫放射分析法检测血清兀 (19．96 

±5．32)pmoUl、 (37 65±6．25)pmol／1、TSH(0．08± 

0 O1)min／ml，证实存在高甲状腺激素血症。③糖尿 

病组(c组)：病情未得到良好控制的女性糖尿病患 

者43例，其中 1型 6侧，2型 37例，年龄(34．0± 

4．1)岁，病程均数 4．7年。所有患者均按 1997年 

ADA糖尿病诊断标准确诊。FBG(11．6±2．3)mmol／ 

L，PBG(19．1±4．6)mmol／L。 

2．方法 ：①超声骨量测 量：采 用法 国 UPIS3000 

型定量骨超声测定仪，病人坐位将专用探头置于被 

检者右足跟部 ，测定其跟骨超声传导速度(SOS)、振 

幅衰减(BUA)和骨硬度指数(STI)。因目前尚缺乏 

骨定量超声诊断骨质疏松的标准，本研究依据测定 

仪内设定参数并参考我国诊断标准，以 BUlC低于 

同性别年青人的平均值和标准差比较(T值)，T在 
一 1．0～2．Os为骨量减少，一2．Os以上为骨质疏橙。 

受检患者在同一标准下有其可比性。②统计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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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全部资料整理后输入SAS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 

学处理，结果以；±s表示，三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 

析。B、C--~tit算骨量丢失发生百分比，并行 检 

验。 

结 果 

1．各组骨量参数测定结果见表 l。与正常对照 

组比较，糖尿病组 SOS、BUA和 STI差异均无显著性 

(P>O．05)，甲亢组以上指标均明显降低(P<0．05， 

P<0．o1)。二疾病组间比较，甲亢组低于糖尿病组 

(P<0 05，P<0 O1)。 

襄 1 3组 SOS、BUA、STI的比较 

注 ：与 B组比较 P<0．05．* P<0．DI 

2 甲亢组与糖尿病组骨量丢失发生比见表 2。 

甲亢组骨量减少 l4例，骨质疏松 3例，骨量丢失百 

分比31．5％。C组骨量减少 4倒，无骨质疏松病例， 

骨量丢失百分比9 3％。二组差异显著(P<0．05)。 

寰 2 甲亢及糖尿病组骨量丢失发生比 

洼：与 C组 比较 值为 6 900；*P<0 05 

讨 论 

骨骼的生长经过发育、成熟和衰退三个生理阶 

段。加 一帅 岁，骨骼的生长处于相对平衡状态，骨 

密度处于一生中的峰值期⋯。本研究中所选病例在 

25—39岁之间，因此所测得的骨量为峰值骨量。此 

外，所有病例均为女性，年龄相当，排除性别及年龄 

差异对峰值骨量的影响，故能真实地反映所观察病 

种骨代谢的变化。峰值骨量的高低除取决于遗传因 

素和环境、营养、运动等后天因素，尚有青春期各种 

干扰骨正常代谢的病理因素。文献中甲亢及糖尿病 

对峰值骨量的影响报道不一，有的研究显示影响显 

著 ，有的则影响不大 。本研究显示，与正常对 

照组比较，糖尿病组骨量变化无显著差异，甲亢组则 

明显降低。 

有关甲亢性骨病的发生率国内外报道不一 ，约 

25％一50％的甲亢病人可有骨代谢与钙磷的变 

化 。糖 尿病 性 骨病 的发 病率 可高 达 50％ 一 

60％ 。本研究甲亢组骨量减少者 14饲、骨质疏松 

者3伪、其骨量丢失比为 31．5％。而糖尿病组骨量 

减少 者 4倒、无骨质疏松病 例，骨量丢失 比为 

9．3％。提示在短时间里甲亢比糖尿病更易影响骨 

代谢，在疾病早期即可发生骨质疏松。 

甲亢时甲状腺激素分泌增多，对骨骼产生直接 

刺激作用 ，使骨的转换加快，表现为成骨细胞活性指 

标(血清 BIG、BAP和PICP)及破骨细胞功能指标(血 

清TrACP、ICTP)增高 ，在骨转换加快时骨吸收大 

于骨形成过程，从而引起骨质疏松。糖尿病时由于 

胰岛素缺乏，抑制了成骨细胞合成BPG，骨转换率下 

降 ，骨吸收大于骨形成。两者这种骨转换形式 

的不同可能是其骨峰值期骨量丢失差异的原因。糖 

尿病因骨转换率低，骨量丢失是一种长期而缓慢的 

过程，处于峰值骨量期的患者因其病程短，一般尚无 

增加代谢紊乱及慢性并发症对骨代谢影响的因素， 

故骨丢失可不明显。此期采用骨定量测定监测骨代 

谢变化对糖尿病患者可能不足一项敏感指标，而相 

关骨生化指标测定则更为适宜。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及分析，我们认为对甲亢和 

糖尿病性骨病的防治倜重点应有所不同，前者预防 

性用药应与原发病治疗并进，而后者则以原发病治 

疗为主，预防性用药宜在骨丢失开始时实施。其中 

峰值骨量期甲亢患者的骨量恢复尤为重要，因为峰 

值骨量的高低对发生骨折的危险性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年青时获得的峰值骨量越大，老年后即可有效地 

对抗骨量的丢失、延缓骨质琉松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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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文献在我国期刊中分布的初步调查 

丛爱玲 王永光 李成建 赵莉 

为了使广大医务工作者及时了解掌握我国骨质疏橙方 

面的信息．使他们能在有限的时闻和精力范围内迅速查阅更 

多的文献资料．掌握其发展动向；同时使图书情报部门在选 

购这方面的文献时既不减少有效情报，又能尽量节约有限的 

经费，我们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我国骨质疏橙期刊文献 

的分布作了初步调查，从中找出该学科顿域主要期刊，即核 

心期刊，供广大专业工作者和图书情报部门参阅。 
一

、文献来源和统计方法 

本文统计的期刊文献来源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 

研究所锘I作的《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简称 cbmdiec)， 

我们将 1998—2OOO年《敦据库》中有关骨质麓松方面的文献 

篇目逐一统计、整理、归纳，从中找出主要期刊。 

二、结果与讨论 

调查结果表明，1998—2000年 3年中有 1421篇骨质疏松 

相关文蘸刊出．分布于382种期刊，其中中华医学系列杂志 

25种(112篇)；中国医学系列杂志 43种(341篇)；医学院学报 

47种(103篇)；国外医学系列分册 笠种(152篇)；临床(实用) 

医学杂志 l7种(64篇)；省市医药 45种(1lg篇)；军队医药 l3 

种(15篇)；中医药杂志 63种(240篇)；药学 杂志 29种(101 

篇)；护理学杂志4种(8篇；生物医学工程 5种(16篇)；其它 

69种(151篇)。其中载文量在 7篇以上的期刊有 41种．依次 

为：1．中国骨质麓松杂志(198)；2 中国老年学杂志(33)；3． 

中医正骨(32)；4．中国中医骨伤科(28)；5．现代康复(24)；6． 

国外医学老年医学分册(23)；7．中国矫形外科杂志(2O)；8． 

老年医学信息(20)；9．中华骨科杂志(2O)；10．中华老年医学 

杂志(17)；11中华内分替代谢杂志(17)；l2．中国骨伤(16)； 

l3 实用老年医学(15)；14 国外医学情报(15)；15．临床骨科 

杂志(13)；16．中国药业(13)；17．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12)； 

作者单位：266003 青岛医学院附■置院(丛爱璋、王永光)；}孽 

军401医院(李虞建、赶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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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国外医学 内分泌分册 (12)；19．国外 医药合成药分册 

02)；20．国外药讯(12)；21．医用生物力学(12)；22．蕾国临 

床用药[中文版](11)；23．中华妇产科杂志(II)；24．国外医 

学医学地理分册(10)；25．国外医学妇产科分册(10)；26．江 

苏医药(10)；27．国外医学剖伤与外科基本问题分册(9)：28． 

国外医学药学分册(9)；29．天津医药(9)；30．山东医药(9)； 

3l上海预防医学(8)；32．广州中医学院学报(8)；33．苏州医 

学院学报(8)；34 剖伤骨科学报(7)；35 中国蛀床医生(7)； 

36．中国药理学通报(7)；37．中国临床解剖学杂志(7)；38．第 

四军医大学学报(7)；39．上海医科 大学学报(7)；柏 医药导 

报(7)；41．首都医药(7) 

这 41种期刊合计载文量732篇 ．占51．51％．能满足 50％ 

的信息量；其中前 21种期刊合计 564篇．占 39．69％，能满足 

40％的信息量；前 11种合计 432篇，占30．40％，能提供 30％ 

的信息量，是我国骨质麓橙方面的重要期刊，也是棱心期刊， 

特别是(中国骨质麓 橙杂 志)载 文量量 多，达 198篇．占 

l3．93％．是我国骨质疏松首选棱心期刊。 

利用光盘数据库探讨期刊文献的分布和确定棱心期刊。 

国内已屡有报道。本文调查结果表明。50％的骨质麓橙中文 

期刊文蘸分布于41种期刊；柏％分布于21种期刊；30％集中 

在 l1种期刊；这 l1种期刊是广大医务工作者获取我国骨质 

麓梧情报信息的重要来蔼，也是从事临床科研教学必需的参 

考工具。特别是‘中国骨质麓橙杂志)能挺供近 14％的信息 

量 。是首选棱心期刊。因此，建议广大读者学会掌拄利用这 

方面的信息．以便更好地开展蛀床科研工作 ；各级图书情撮 

部门也应注意这方面的动态．增加这些棱心期刊的收藏 比 

倒，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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