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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地区 1112名正常人群骨密度测定 

结果分析 

朱继华 张卫国 张延军 刘莹 

· 流行病 学 · 

【摘耍】 目的 为r了解大连地区正常人群骨密度的水平和特点，以便为本地区骨质疏松症 

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数据。方法 本研究应用法国 DI~IS公司生产的 Cludlanger双能 x线骨密度 

仪，对大连地区 1112名正常人的腰椎和股骨近端骨密度进行了测定。结果 男性各部位骨峰值年 

龄在2o一29岁；女性 Ward氏区骨峰值年龄在 20—29岁，其他部位骨峰值年龄在 3o一39岁。女性腰 

椎前后位、骨股近端峰值骨量大于男性相应部位的峰值骨量，腰椎各部位 BIll1)与股骨近端 BMD存 

在相关性(P<O．05) 结论 男性各部位骨峰值年龄在 2o一29岁；女性 Ward氏区骨峰值年龄在 

20—29岁．其他部位骨峰值年龄在 3O一39岁。女性腰椎前后位、股骨近端峰值骨量大于男性相应部 

位的峰值骨量，有显著差异(P<0．05)。腰椎各部位 BMD与股骨近端 BMD存在相关性(P(0．05)， 

但 r值在 0．1—0 3之间．两个部位的测量不能相互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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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许多其他慢性疾病一样，原发性骨质疏松症 

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目前世界上公认 

的诊断骨质疏松症的方法是通过骨密度(bone min． 

eml demity，BMD)测定来诊断该病⋯。9o年代初我 

国引进双能 x线骨密度仪(Dual—ene X．ray absorp． 

tion~er，DEXA)：DEXA测量骨密度在骨质疏松症 

的诊断中以其无创、省时、精确性及敏感性高而优于 

其他方法。本研究通过应用 DEXA对大连地区正常 

人群骨密度测量，提供了大连地区正常人群骨密度 

参考值 。 

1．研究对象 

对象和方法 

作者单位：113oo6 辽宁，抚顺市中医院骨科 (朱继华)；大连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卫国、张延军)；抚颤市中心医院(刘莹) 

随机(随机表)对大连地区2o岁以上的人群进 

行全身骨密度测量(腰椎前后位、非优势腿的股骨近 

端)。受测试者 lll2人，其中女性 708人，男性 404 

人。受测试者年龄 lO岁一组，将其分为6组。受测 

试者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和军人(在大连 

生活5年以上)等；除外患糖尿病、甲亢、肾脏疾病等 

影响骨代谢的各种急慢性疾病者。 

2．测量仪器及方法 

(1)准确记录受测试者性别、出生年月日、身高、 

体重等。 

(2)采用法国DNS公司生产的Challenger双能x 

线骨密度仪(DExA)测定受试者腰椎前后位( 一．) 

和／或股骨近端(股骨颈、ward氏三角区、大粗隆)骨 

密度。每日测量前均进行仪器质量检测 ，重复测量 

的变异系数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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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图像分析：腰椎前后位及股骨近端图象采用 

计算机自动分析。 

(4)统计学处理：原始数据整理后输入微机，采 

用 SPSS’／PC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处理。 

结 果 

结果显示：正常男性腰椎前后位骨峰值年龄为 

2o一29岁，正常女性腰椎前后位骨峰值年龄为 3O一 

39岁。女性峰值骨量大于男性峰值骨量，有显著差 

异(P<0．05)。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腰椎前后位 

BMD随年龄增长而减少，但是男性腰椎前后位 BMD 

在70岁以后有反弹现象。 · 

结果显示，正常男性 、女性股骨近端骨峰值年龄 

为 3O一39岁，ward区骨峰值年龄为 20—29岁。女 

性股骨近端峰值骨量大于男性股骨近端峰值骨量， 

有显著差异(P<0．05)。 

衰 1 大连地区正常人群各年龄组腰椎前后位 BMD参考值( c ，i±s) 

洼；暖椎前后位峰值骨量女性太于男性，差异性显著 *P(0．05 

衰 2 大连地区正常人群各年龄组股骨近端 BMD参考值( ，j± ) 

注 ：股骨近端峰值骨量女性 大于男性 ，差异性 显著 *P(0 05 

衰 3 大连地区正常男性各部 BMD累积丢失率(％) 

结果显示：男性各部位骨量 30岁以后开始随年 

龄增长而减少。各部位 BMD累积丢失率顺序为： 

Ward区>股骨颈 >腰椎前后位 >大粗隆。腰椎前 

后位 BMD在70岁以后有反弹，BMD反弹量为 Ll> 

k>k。Ward区在各年龄组骨量丢失最快，70岁以 

后累积丢失达35％左右。 

衰 4 大连地区正常女性各部 BMD累积丢失率(％) 

结果显示女性各部位骨量 帅 岁以后疆年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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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而减少，但 Ward氏区骨量选择提前，在 30岁即开 

始丢失。50～70岁各部位骨量丢失加速，每年超过 

1％以上。各部位 BMD累积丢失顺序为 Ward区> 

腰椎前后位>股骨颈 >大粗隆。7O岁以后 Ward氏 

区累积丢失达 钾 ％。 

襄 5 大连地区正常^群腰椎各部位 BMD与 

股骨近端 BMD的相关性(，值) 

结果显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腰椎各部位 BMD 

与股骨近端 BMD存在相关(P<O．05)，r值在 O．1— 

0．3之间。 

讨 论 

大连地区正常人群腰椎、股骨近端 BMD值的特 

点：男性各部位 BMD峰值年龄在 加 ～30岁；女性 

waId区 BMD峰值年龄均为 加 一3O岁，其他各部位 

BMD峰值年龄在30～40岁。腰椎前后位峰值骨量、 

股骨近端峰值骨量女性大于男性，且有显著性差异 

(P<0．05)，与国内各地区报道不一致 】。为什么 

大连地区女性腰椎前后位、股骨近端峰值骨量大于 

男性?确切原因尚不清楚。我们知道 BMD受多因 

素影响。遗传、地域、生活习惯、运动等都可以影响 

骨量。大连地处北方沿海，水土地貌、生活习惯等郡 

有自己的特点，是否因此而使女性峰值骨量高于男 

性，尚需进一步研究。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随年龄增长，各部位 BMD 

呈现下降趋势 ，但骨量丢失的起始时间及丢失速度 

不尽相同，女性腰椎前后位与股骨近端的 BMD，40 

岁以后开始下降，5O一69岁下降加速，7O岁以后 

BMD丢失又趋于减慢。但 Ward区于 3o岁后既开 

始丢失，且在每个年龄组均是丢失最快、最多的部 

位。女性各部位 BMD丢失以绝经 2o年内(50 70 

岁)为甚，每年大于 1％，这主要与雌激素缺乏有 

关 。 

男性腰椎前后位，股骨近端 BMD也有一个与增 

龄有关的骨丢失过程，40岁左右的男性不同部位骨 

量值开始显示不同程度的下降，随年龄的增长．累计 

的骨丢失事增大，各部位 BMD丢失均在 50—59岁 

略有加速，与沈阳地区报道一致 】，这可艟与此年龄 

组运动明显减少有关，但每年丢失仍小于 1％。男 

性各部位骨量丢失以Ward区最敏感，与国内各地报 

道相类似 】。但是男性腰椎前后位 BMD在'o岁以 

后有反弹现象，而其他部位没有反弹现象，与国内有 

关报道相似 】。腰椎前后位 BMD反弹量为 > > 

。 此现象说明：其一，男性 70岁以后由于椎体终 

板增生、椎间盘钙化、骨刺、骨桥形成等的髟畸，而使 

其 BMD增大，影响其敏感性；其二，这些影响因素与 

承重量有关，腰椎承重为 > >k，B蛳)在腰椎 

前后位的反弹顺序也是如此 J。女性 B加)被有反 

弹现象，说明女性骨量丢失较快 】，远超过增生对 

BMD的影响。 

在比较研究中发现腰椎前后位各锥体BMD的 

差异 ，从 k 到 BMD逐渐增高，与性别年瓣无关， 

与国内报道一致 】。符合 Worlf定律即 骨形成与其 

所受应力有关 。 

骨质疏松症的严重后果是发生骨折，而骨密度 

测量的一个主要方面是预测骨折的发生。在辘床上 

最常使用的测量点是脊柱和髋部也即是骨质疏橙性 

骨折最易出现的两个部位。本研究比较了脊柱与髋 

部两个测量点的相关性。结果显示：男性：r在 

0．1～0．2之间(P<0．05)，女性 ，在 0．2～0．3之间 

(P<0．001)，相关性不佳，与国内报道相似 J，说明 

腰椎与股骨近端两个部位的测量不能相互瞢代。在 

诊断骨质硫松时．两个部位均应该测量，以防精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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