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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地区 1359例骨密度测定及骨质疏松 

患病率分析 

洗霖 扬艳萍 安锐 汤耿 民 赵光 周丕琪 谢晶 高兰 

· 流行 病 学 · 

【摘要l 目的 分析武汉地区人群骨密度(Blv1]))变化规律及骨质疏抡(0P)患病率。方法 使 

用美国tfologie公司双能 x线骨密度仪对武汉地区 2～91岁的居民 1359人进行 L 和髓部 BMD测 

定 ．然后进行比较和统计分析。簟累 男性腰椎骨峰值在 30～ 岁年龄段 ，女性在 35～39岁；男、 

女性髓部骨峰值均在 3O～ 岁。峰值后随年龄增长 BMD逐渐下降，女性在 5O岁后可见明显的骨 

质丢失加速，而男性丢失是逐渐和缓慢的。武汉地区 50—79岁人群骨质琉橙症发病率男性为 

37．8％，女性为67 3％。结论 骨质疏橙研究的重点在中老年妇女，但对于男性也不能忽税；骨质琉 

}i}的预防应从青少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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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绝经后和老年性骨质疏橙症 

发病率日益增加。BMD减低是导致骨质疏松症及 

骨质疏松性骨折的直接原因。因此，临床上广泛开 

展 BMD的测量，探讨我国各地区不同年龄，性别骨 

骼生长发育和衰老规律，确定国人 BMD正常参考值 

及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骨质疏橙早期诊断提供参 

考依据，已受到高度重视。1997年 l2月至2O00年3 

月我们用双能x线骨矿测定仪(dIlal energy X．ray且b． 

8orp 0ⅡIe ，OEXA)对武汉地区 l 359例 2—9l岁人 

群腰椎 ，髋部 BMD进行了测定，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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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1．检测对象：受试者 l 359人均为长居武汉地 

区人群，其中男 615人，女性 744人。年龄最小 2 

岁，最大 9l岁。其中2～5岁的儿童均来 自武汉市 

某孤儿院；6—25岁青少年部分系因扭挫伤来我院 

骨科就诊的患者(患儿)，部分系我院青年职工及其 

子女；其余部分为武汉市 28家单位来我院行干部体 

检者，部分为武汉市 2个街道居委会居民。按 5岁 

为一个年龄段 ，将其分为 l8组。除学龄前儿童及青 

少年学生外，成人职业包括干部、教师、工人、医务人 

员及市区居委会居民。所有被测者均排除严重肝肾 

疾病及影响骨代谢的各种急、慢性病。 

2．测定方法：准确记录受试者性别，出生年、 

月、日，身高．体重，输入徽枫。仪嚣采用美国 H0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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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公司生产的 QDP~O0 p]us型 DEXA。对全部受试 

者腰椎 L 及髋部包括股骨颈(Neck)，粗隆(Troch) 

及三角区(Ward’s)进行 BMD测定。以同性别，同部 

位峰值 BMD减低 2SD(机内 T-score值)为诊断骨质 

疏松症标准”】。全部资料数据按性别、年龄分组，输 

入微机。采用 SPSS 8．0统计软件分析处理，数据参 

数用( ±s)表示。 

结 果 

I．武汉地区男、女人群 BMD测量值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骨密度值在幼儿期、青少年 

期随着年龄的增长，逐年增高，直至达到骨峰值 ，以 

后逐渐下降。在男性腰椎及髋部 BMD在 30～34岁 

年龄段组达到最高值，以后每增加一个年龄段 BMD 

就有一定程度减少，至 75岁以后又有一定的回升， 

但 85岁以后又缓慢下降。但 Tmch下降过程起伏不 

定。即在加 一岁组高于 35～岁组，55一岁组高于 50 

岁组，70 组高 65岁组。在女性爱椎 BMD在 35 

～ 39岁达到最高值，柏 岁开始下降，在50岁以后降 

低速度明显加快。而髋部 BMD峰值与男性一样，出 

现在 30～34年龄段，以后开始下降。见表 I。 

2．测定人群中 OP患病率情况 

中老年男、女性别 OP患病率均随年龄的增加 

而增加，其中 50岁组患病率增长幅度最大。男性 

OP患病率明显低于同年龄女性(P<0．05)，见表 2。 

囊 1 武汉地区男性 BMI)测量值( e ) 

年龄 

(岁 ) 

男性 女性 

LI．4 Neck Tzoch W ’日 n L1 4 H L Wahl’B 

患庸敷 ％ 患病散 ％ 患病散 ％ 患病敷 ％ 患病散 ％ 患病鼓 ％ 息庸散 ％ 患病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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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武汉地区人群 BND的变化规律 本调查显 

示，在20岁以前，骨骼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各部位的 

B／~ID值持续增长。其中 l0一l5岁时，女性 B／~ID增 

长速度及测值高于男性，这可能是由于女性骨骼发 

育较早的原因。但以后男性 BI~ID增长速度明显加 

快，至 20岁以后，男性 BI~ID超过女性。男、女 BND 

达到峰值以后既随年龄增加 BI~ID逐渐下降，但在 

50岁左右，女性由于绝经因素出现 BND快速丢失， 

而男性则无 明显的 BMD加速丢失期，以致男、女 

BI~ID值差异更太(P<0．O5)。这与国内报道基本一 

致 。 。 

2．武汉地区骨质疏松患病率 本调查显示，骨 

质疏松症患病率女性高于男性；髋部骨质疏松检出 

率高于腰椎；而在髋部各部位中，又以Ward’s检出 

率最高，与国内的报道一致 。在骨质疏松发病 

年龄上，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 49岁以前患病率均 

在 l0％左右，但在 50岁以后患病率明显增加。以 

各年龄段骨丢失最敏感的 Ward’s 。 骨质疏松检出 

率统计，在 50—59岁组女性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 

45．8％，男性为 28．9％；60—69组女性为 66．3％．男 

性为 44．0％；70～79岁组 女 性 为 89．7％，男 性 为 

40．7％；80～89岁组女性 为 100％，男性为 64％。与 

前期国内有关报告比较 ，本调查武汉地区女、男性骨 

质疏松症患病率明显偏高。由此提示我们，骨质疏 

松症的防治研究重点在女性，但对男性也不容忽视。 

值得指出的是本组 454倒骨质疏松症患者中，有212 

倒(46．7％)在本检查前均有 4月 一6年的钙剂或其 

他抗骨质琉橙药物治疗史。足见骨质琉橙症(尤其 
一

旦患有 Ⅱ度以上的 OP)是根难治愈的 。因此， 

骨质疏松应重在预防，及早预防。除重视中老年人 

骨质疏松的防治外，从要幼儿开始乃至青壮年时代， 

就要注重合理的饮食搭配及适当的运动等，以提高 

骨峰值 。 

尽管本调查有 1～l9岁及 86岁以上年龄段倒 

数偏少之嫌，但上述结果基本能反映武汉地区人群 

腰椎及髋部 B／~ID变化规律及骨质疏橙发病率，为本 

地区骨质疏橙症群体防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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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而与脂肪含量无显著性相关，表明糖尿病患者肌 

肉组织比脂肪组织对骨密度有更显著的影响作用， 

这也支持 Frost提出的假说．肌力决定骨量 。 

人体成分含量及负荷运动与骨密度的关系是复 

杂的，至今仍未完全阐明，了解并利用这种关系，提 

高人体骨密度，对预防骨质疏松症将有着不可忽视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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