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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区骨量峰值的调查研究 

区品中 邓力平 沈怀亮 马翰章 刘毅生 林秀娟 刘兴漠 刘红光 

·流行病学 · 

【摘要】 目的 研究广州城乡居民骨量峰值及其特点和影响中青年妇女骨量的因素．为原发 

骨质琉松症的诊断和预防提供有用的数据。方法 随机抽取广州地区20～49岁城乡正常男女性居 

民480人，先行问卷调查再进行腰椎(k ．)正位和髋部的双扼 X线骨密度(13~ID)的测量。觜果 男 

性腰椎和髓部骨量峰值(PBM)出现在 20—29岁，k一4的 PBI~I值为 1 140±0．0129(~'c )，BMII随年 

龄增长而下降 女性腰椎和髋部 PBI~I出现在30—39岁(髓部 的Ward’ 区出现在20—29岁)，k一．的 

PBM为 1．138±0 O99( ci11z)，男女性无显著差异。髋部 PBM男性高于女性差异有显著性 40～49 

岁不论 k 和髋部 BMD女性都高于男性差异有显著性。妊娠 、分娩、哺乳、避孕药、输卵管结扎术对 

骨量影响无显著性。觜论 广州地区女性的PBI~I近似北京及上海地区高于成都地区。40～49岁女 

性腰椎及髋部 BMD都高于男性 ．可能与广州地区女性从事较重农业劳动有关。男性则低于沈阳、北 

京、上海而高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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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em 口 X-r．~q ab∞rP七i0me y．24O 0fthem咖 他BideⅡ in urban aIea．且lldthe other24Oweretimbersinm· 

ral删 ．Th were divided缸t0 3 ge gm ps by every ten ye ．R哺曲 Peak bone mB聃(PIIM)0f lumb盯 

v哪ebf 肌d hip oeeun'~ljn 21)·29 Te 0ld gr。up ofmen(1．4+O．0l29g，曲 forI )．bI_t吐le BMD dropped 

P册 曲 Wjthinere．~ng age．PBM 0flu血 ~ines(1．138+0．O99 g，c ) hipin ∞cl1rredin 30·39 

y哺 0f ge(that ofw ’atri蛐glein 20·29 yen鸭)PBN口f hipinmen Waft Bii 畸candy h b盯d姗 thatin 

w0men，while BMDs 0f I 且lld hip虹 W~Iml~rl in 411-49 ye 0f ge ere 8 anlly high盯 tllan也0神 in men
．  

BMD 0fthe females w∞not~ffeeted by P陀 丑Ⅱcy，P日rh ，叫cHiI喀，c0n acepdve and l0皿日n tube li~．tiem． 

chnd岫 n PBM 0f fen~le r iden in( m gdl0u is I-igher than in Cb．eng~，arld cIoBe to山曩l in geiji,~ 
or sh眦‘gIlBi，but lower than lII曩l in Shenyo~g，PBI~I。f male reBiden in Gl1丑 g出lIu is higher tllan th日l in Cheng- 

dll· lower lII蚰 that in Beijing，‰  0r Shenyo~g． 

【Key words】 Peak b0neⅢ 帖； B0nc mineral demity 

青中年时期的骨量峰值(PBM)与中老年时期发 

生骨质琉松症(op)关系密切。但 由于不同地域、不 

同生活习惯和不同的饮食结构等因素而存在差异， 

因此必须有本地区的 PBN和标准差(s)才能有本地 

区较准的OP发病率。本文作者通过对广州地区健 

康青年男女双能 x线骨密度仪测量的结果报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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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广州地区的PBN情况，为本地区 oP诊断、防治 

提供了有价值的数据。 

材料和方法 

1．研究对象 

居住本地区2o年及以上有正式户口且年龄在 

20～49岁的常住健康男女性。心肺肝肾功能正常， 

无胃肠及卵巢手术史，无长期服用激素、钙剂、Vif1)3 

及影响骨代谢药物史。体重指数大于和等于 l6且 

小于和等于28等相对正常人群。调查总数480人， 

其中城乡各2帅人，城乡男女性各 2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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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内容 

(1)一般情况 性别、年龄、婚姻 、身高、体重和 

居住年限。(2)月经史、生育史一避孕药使用史。 

3．骨密度测量 

采用美国 I~nar公司生产的双能 x线骨密度仪 

(DEXA)对 受试者腰椎 ( )正位及髋部 (Neck、 

Ward’目、Troth)进行 BMD测量 ，每日测量前均用标准 

模块进行仪器校正，仪器重复精度 spine Phantom 

一 4 BMD 1．268±2％ 。 

4．统计学处理 

全部数据输入计算机，采用 $PS8．0软件进行处 

理，数据参数用 i±一表示。 

结 果 

(1)广州地区男性与女性腰椎正位( 一 )及髓 

部(N，T，W分别代表Neck，Troeh，Ward’8)BMD测定 

结果见表 1。 

衰 1 广州地区不同性别 BMD(x± ) 

注：男与女相同年龄组问比较 P‘0 05，**P‘O．OI：同性别各组与上 

结果表明广州地区腰椎( )正位及髋部 PBM 

男性出现于 2o一29岁。 值为 1．140±0 129( 

c )。 

鸯性 ．及髋部般骨颈及大粗隆PBM出现在 

30～39岁， 值为 1．138±0．099( c )，ward氏 

三角区则出现在 20～29岁。 

腰椎 PBM男女间无显著差异。髋部 PBM有显 

著性差异，男性明显高于女性。 

峰值出现后男性 BMD随年龄增加而下降，其差 

异有显著性。女性 ．及 wald’氏三角区的 BMD 

也随年龄增加而下降，差异有显著性，而股骨颈及大 

粗隆则无显著差异。 

加 ～49岁 及髋部 N、W的BMD女性都高于 

男性，其差异有显著性。 

(2)广州城乡男性腰髋 BMD测量结果见表 2。 

年盲拿组比较 △尸‘O．05．越 P‘0 01 

结果表明广州城乡男性腰椎( 一．)及髓部(N、 

T、W)PBM均出现在 ～29岁，城乡无显著差异。 

不论城乡腰及髋 BMD随年龄增大而下降，有统 

计学差异。 

城市与农村男性相同年龄组间 BMD比较亦无 

统计学差异。 

(3)广州城乡女性腰髋 BMD测量结果见表3。 

结果表明广州城市女性 ． 的 PBM见于 30～ 

39岁，乡村女性见于20～29岁，但30—39岁只有轻 

微的下降，无统计学差异。城市女性N和 w的PBM 

见于 20～29岁，而 T见于 30—39岁。乡村女性 N 

和T见于30～39岁而w见于20～29岁。乡村女性 

髋BMD各年龄组都高于城市女性，其差异有显著 

性。城乡女性 w 的PBM都出现在如 ～29岁随年龄 

的增长而下降。 

衰 2 广州城乡男性 BMD( ±s) 

注：城与乡相同年龄组问比较*尸‘0．05．**尸<0．Ol；城乡备蛆与上一年龄组比舞 P‘O嘶， ‘O．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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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3 广州城乡女性 BMD( ± ) 

注 ：城与乡相同年蚺组 间比较 *P<0．05， P<0 0l；城 乡各组 与上一 年龄组 比较 P<0．05， P<0．01 

4．几种可能影响女性骨量因素的调查结果 (1)比平均身高多 10 cm或矮 10 cm与平均值比 

(1)女性怀孕与骨量关系结果见表 4。 

囊 4 女性怀孕与骨量的关系(不分城乡) 

注：以∞一49岁年龄段240人，未婚厦未怀孕敦为 39人 

多次怀孕女性骨量高于 1次怀孕，但只有粗隆 

部 BMD有统计学差异。 

(2)多次活产对骨量影响结果见表 5。 

囊 5 女性多次活产对骨量影响(不分城乡) 

洼：以20—49岁年龄段240人，未怀孕人数 39人厦无活产人散 

2人 。 

多次活产妇女 骨量有下降无统计学差异． 

而髋部有上升．Ⅳ和 w的 BMD增高差异有显著性。 

(3)口服避孕药 25例与未服药骨量比较结果无 

统计学差异。 

(4)哺乳与不哺乳者腰髋 BMD变化无统计学差 

异。 

(5)输卵管结扎术后与未结扎者腰髋 BMD无统 

计学差异。 

5．身高及体重与骨量关系的调查结果 

较结果，腰髋 BMD无统计学差异。 

(2)城乡男女各组平均体重只在 2o一29岁有差 

异，但腰髋 BMD无统计学差异。 

(3)体重指数 25～27和 l9 l7与平均值比较， 

腰髋 BMD变化差异无显著性。 

讨 论 

1．广州地区 PBM现状：本调查显示广州地区男 

性腰椎和髋部的 PBM都出现在 20—29岁，女性剐 

出现在 30—39岁(其 中 Ward氏区出现在 2o一29 

岁)，与国内报道一致 。 J。腰椎 PBM男性稍高于 

女性但无统计学差异。髋部 PBM男性高于女性差 

异有显著性。男性 PBM出现后随年龄增长骨量下 

降有统计学差异。女性40—49岁 ．．及 Ward氏区 

BMD下降有统计学差异。女性大捱隆 BMD的3个 

年龄段问有轻度增加但无统计学差异，乡村女性更 

为明显，只能用负重劳动强度较大来解释。Ward’8 

区PBM出现后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差异有显著 

性 ，与国内报道相同-． 。 

2．广州地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 BMD城乡差 

别：广州地区城乡男性腰髋 PBM都出现在 20—29 

岁，虽然20—29岁年龄组的平均体重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但城乡各相同年龄组同腰髋 BMD比较无显著 

性差异。城乡女性 ． 的 PBM差异无显著性，乡村 

女性髋部 PBM以及各年龄组 BMD都高于城市女 

性，但仅 20～29岁年龄组的平均体重有统计学差 

异，说明平均体重差异并未引起 PBM变化。乡村 40 

— 49岁女性腰髋 BMD都高于城乡男性差异有显著 

性。原因可能是广州地区女性劳动强度明显大于男 

性(她们担负耕作 、收割、运输以及大部分的家务)。 

城市女性腰髋 PBM各年龄组间差异有显著性，而农 

村女性年龄组间差异无显著性．可船也与农村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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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年龄段长期劳动有关。 

3．多次怀孕、多次分娩和哺乳与骨量变化无显 

著差异，髋部 T、w 的 B／OlD尚有上升，怀孕与分娩、 

哺乳属正常生理过程不会影响骨量。 

4．口服避孕药未见骨量增加，与未服药比较无 

统计学差异，可能与间断服药和持续时间短有关。 

5．输卵结扎术也不会引起骨量变化，因为手术 

本身并未引起内分泌变化。 

6．广州地区与国内其它地区比较 

广州地区女性 及 N、T、w 的PBM与北京 

上海 接近而高于成都 ，低于沈阳 。这些差异 

除可能与抽查时间、抽样方法和样本数量不同外还 

与生活习惯、地域营养等因素有关。广州地区男性 

8 

及 N、T、w的 PBM低于北京、上海、沈阳，高于成 

都。不符合南方高于北方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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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甲酸激活破骨细胞 ，促进骨吸收 ，造成大鼠股 

骨骨量丢失、小梁结构受损 的同时，下颌骨骨小梁 

结构破坏，骨小粱形态计量学结果也证实了这点 

由此可见，灌服维甲酸后，性腺受损从而使破骨细胞 

活性增强，全身骨代谢出现负平衡，不仅全身骨量发 

生降低，下颌骨也同样出现了疏松化改变，进一步证 

实该模型用于研究颌骨骨质疏松是可行的。中药 

“双骨胶囊”通过全身用药，改善颌骨结构，抑制破骨 

细胞活性增强引起的骨吸收，并对成骨细胞活性也 

有一定影响，从而减缓下颌骨骨量丢失。 

4．硼对骨代谢的影响 

硼是一种天然存在的元素，以各种无机硼酸盐 

形式，低浓度广泛分布于自然界中。近年发现硼是 

动物和人体的必需微量元素 ，缺硼可导致人和动 

物骨、肾及脑组织的功能和结构异常，其中对骨的作 

用尤为明显，硼和骨软骨代谢关系密切，缺硼被认为 

是骨质琉松的病因之一u 。有研究表明雌激素治 

疗的妇女对补硼反应更佳，硼可加强雌激素作用位 

点，或者通过影响雌激素的代谢而发挥作用。在低 

硼、低镁情况下，补硼可明显增加血浆钙含量，降低 

血浆降钙素，而对血清 1，25．二羟维生素 和骨钙 

素没有大的影响，说明硼和雌激素的作用，是通过相 

似的生化机制，即两者均通过中介物质影响骨代谢。 

v0lpe 等报道，补充适量硼可以改善妇女的 BMD， 

硼可能在骨代谢中起一定作用，但它的作用很可能 

与别的矿物元素和维生素诸如钙、镁、维生素 D的 

相互作用有关。补硼的实验显示硼影响钙和骨代 

谢，当别的营养物质(镁、维生素 D)缺乏时其效果更 

明显，补硼可升高血清 1713．雌二醇和睾丸酮含量。 

动物体内外实验已证实硼酸盐复合物具有抗骨质琉 

松、抗炎、抗凝之功效 。本实验中，双骨胶囊组血 

清硼含量明显高于正常组、无措施组和雌激素组，从 

本实验中“双骨胶囊 的治疗结果看，推测硼在维甲 

酸所致的颌骨骨质疏松动物的防治中可能发挥着一 

定的作用，其作用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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