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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身高对峰值骨量及腰椎形态的影响 

马锦 富 王 文志 安珍 杨 定焯 

【摘要】 目的 通过体重(w)、身高(H)对成都地 区青壮年峰值骨量及腰椎形态的影 响研究 ，为 

骨质疏 松症 的诊 治 中合 理应 用 骨量参 数 提 供科 学依 据 。 方法 随 机 抽 取成 都 地 区 20～39岁 237名 

(男 108名 ，女 129名 )排 除心 、肝 、肺 、肾 、内分泌 等疾 病 ，骨 代谢疾 病 及脊椎 畸形 者 。应 用双 能 x射 线 

骨密度 仪 (DXA)测 定全 部受 试 者腰椎 (L1 k)正 位骨 密度 (BMD)、面积 (Area)、骨 矿 含量 (BMC)及 腰椎 

形态 (横径 及 高径 )。结 果 男 性 L2 4 BMC、L2_4 Area及 L2．4 Area／H 均 明 显 高 于 女 性 (P<0．05)， 一4 

BMD、 _4 BMC／W 、L2
． 4 Area／W、 _4 BMC／H男 女无 显 著 性 差 异 (P>0．05)。L2—4 BMD／W、L2-4 BMD／H 

女性 明显 高于 男性 (P<0．05)。由 Ll至 k 腰 椎 的 横 断 面 积逐 渐 增 大 ，横径 >高 径 ，男性 腰 椎 横 径 及 

高径均 明显 高 于女性 (P<0．05)，横 径更 明显 。横径／W 、高径 ／H男 、女差 异无 显著 性 (P>0．05)，高 径 

／W 女性 明显 高于 男性 ，横径／H则 男性 明显 高于 女性 (P<0．05)。结论 I BMC较 L2． BMD更 好 反 

映体重 、身 高及骨 几何 尺 寸 的变化 ，体 重 主要 影 响腰椎 横径 ，身高 主要影 响 腰椎 高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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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llence of weight and height on peak bone mass and lumbar morphosis MA Jinfu．耳 ⅣG Wenzhi．AN 

Zhen，et a1．The Fourth West China Hospital of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o4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influence of weight and height on peak bone mass and lumbar 

morphosis in the youth in Chengdu，an 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use of bo ne mass parameters in diapnosis of OS· 

teoporosis．Methods Randomly recruited were 237 subjects(108 males，129 females)，aged 20·39 years，in 

Chengdu，excluding cardiopulmonary disease，hepatic，renal and endocrine diseases，metabolic bo ne diseases an d 

abnormalities of spinal column．BMD oflumbar vertebrae(L1·k)，Area．BMC and lum bar spine morphosis(width 

and height)were measul"esd by 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All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SPSS software．Re· 

suits L 2_4 BMC．L2_4 Area／Height and L 2_4 Area of males were much higher than those offemales(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L2
— 4 BMD，k一4 BMC／weight，L2—4 Area／Weight，L2—4 BMC／Height of 

both sexes(P>0．05)．L2—4 BMD／weight and L2-4 BMD／height offemal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males(P<0．05)．Cross·sectional area of lum bar spines increased gradually from L1 to L4，and the width was 

higher than corresponding height of lumbar spines．Th e width and height，especially width，of lumbar spines of 

males were signiilcanfly greater than those offemales(P<0．05)．Th 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e between 

width／weight and height of lumb ar spines／height of both sexes(P>0．05)．Height of lum bar spines／weight of 

males wa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of females，in cortrast to the width／height．Conclusion L 2
— 4 
BMC can reflect 

the change of weight，height and bo ne morphosis better than L2
— 4 
BMD does．W eight mainly infl uences on width of 

lum bar pine while height mainly hei of lumbar spines． 

【Key words】 Bone mineral content；Area；Bone mineral density；Width；Height of lumbar 

随着骨质疏松症 (OP)研究 的 日益 深入 ，体 重 、身 

高 、性别 、年龄对骨量 的影 响研 究 日益 受到重视 。国 

内外较多报道了体重、身高对骨量 的影响 ，但对 

腰椎形态 的影 响 未见 报 道 。本 文 作 者 于 2002年 2 

月 ～5月通 过体 重 、身高 对成 都地 区青壮 年 峰值 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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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腰椎形态 的影 响进行 了研 究 ，为 骨质 疏 松症 的 

诊断及 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 

材 料和方法 

1．研究对 象 ：以居 住在 本地 区 3年 以上具有 正 

式 户 口且年龄 在 20～39岁 的居 民 ，排 除心 、肝 、肺 、 

肾慢性疾 患 ，内分 泌疾 病及 卵 巢 切 除者 。1年 内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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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过影响骨代谢药物及脊柱无畸形的健康男女为研 

究对象 。共计 237名 ，其 中男性 108名 ，女性 129名 。 

2．采用美国 Lunar公 司生产 DPX—L型双能 x射 

线骨密度仪(DXA)测量全部受试者腰椎正位 (L，-4) 

骨 密度 。每 日测量 前均 进行 质 量检 测 ，并 用游 标 卡 

尺测定腰椎横径及高径 ，测定值精确到 0．1 cm。 

3．统计学处理 ：全部资料采用 SPSS软件进行处 

理 ，参数用 ±3表示 。 

结 果 

1．成都地 区青壮 年腰 椎骨量 的变化见表 1。 

129 

结 果显示 ： -4 BMC、 -4 Area、 -4 Area／H男性 明 

显高 于 女 性 (P<0．05)， -4 BMD、 -4 BMC／H、 -4 

BMC／W、L2-4 Area／W 男女 差异无 显著性 (P>0．05)， 

-4 BMD／W、 -4 BMD／H女性高于男性 (P<0．05)。 

2．成都地 区不 同性别腰椎 形态的 比较 ，见 表 2。 

结果显 示 ：从 L1至 L4及 -4无论男 女 ，腰 椎 横 

径及高径均逐渐增大 ，横径大于 高径 。男性 L，至 L4 

横径及高径均 明显高于女性(P<0．05)，横 径较高径 

更 明显 。 

3．体重对成都 地 区青 壮 年腰椎 形态 的影 响 ，见 

表 3。 

表 1 成 都地 区青 壮年 腰椎 骨量 的 结果 (i±s) 

注 ：男女同年龄组相 比， P<0．05，W表示体重，H表示身高 

表 2 成 都 地区 不 同性别 腰椎 形态 的结 果 ( ±s，cm) 

注 ：同 年 龄 组 男 、女 比较 ， P <0．05 

结果显示 ：L，至 L4椎 体横 径与 体重 比较 ，男 女 

差异 无显 著 性 (P>0．05)。高 径 与体重 比值 ，女 性 

明显高于男性 (P<0．05)。 

4．身高对成都地 区青壮 年腰椎 形 态 的影 响 ，见 

表 4。 

结果显示 ：从，至 L4椎体横径与身高 的 比值 ，男 

性 明显 高于女性 (P<0．05)，高径 与身高 比值 ，男 女 

无显著性差 异(P<0．05)。 

讨 论 

1．体重 、身高对 成都地 区青壮 年腰椎 骨量 的影 

响 ：本调 查中 ， 4BMC及 Area男性明显高于女性 (P 

<0．05)，L2 BMD 男 、女 则 差 异 无 显 著 性 (P > 

0．05)，且女性 明显高于男性 。 -4 BMC／W， -4 Area／ 

w 则男 、女差异无显著性 (P>0．05)， -4 BMD／W 则 

女性 约高于 男 性 (P<0．05)， -4 BMC／H男 女差 异 

无显著性 (P>0．05)。说 明 -4 BMC和 Area受体重 

的影 响更 明显 。研究表明 ，骨量 与体重 、身高呈正相 

关⋯1。体重对骨 量 的影响大 于 身高 2 ，有 研究 表 明 

骨峰值 与体 重 的相 关 性 可 以达 到 0．97I3 。而 本调 

查 中， -4 BMC／W， -4 BMC／H男 、女 差 异无 显著 性 

(P>0．05)， -4 BMD／W， -4 BMD／H女性 明显 高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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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P<0．05)，说明 ．4 BMC能较好反映身高 、体 

重的变化。而 ．4 BMD不能很好反映体重 、身高的 

差异 。故 ．4 BMC较 ．4 BMD更 能反映体 重 、身 高 

的差异 。 

2．成都地区青壮年腰椎形态的变化 ：本调查显 

示 ：从 Ll至 k 无论 男 、女 ，腰 椎横 径 及 高径 均 逐渐 

增大 ，腰椎 的横 径大 于 高径 。男性 Ll至 k 横 径及 

高径均显著高于女性 (P<0．05)，横径较高径更明 

显。与国内报道 x线影像测定结果表明男性椎体 

体积随年龄而增 大 的趋势 又 明显超 过女 性一致 l6一。 

这主要 是 由于腰椎 椎体 承受 着头 颅 ，躯 干和上 部重 

量 ，因此 ，愈往下 ，椎体 横断 面积 愈大 j。腰 椎 的横 

径 >前后径 ，椎体横径愈大，其承重能力愈好。大量 

研究 表明 ，各种骨折 的发生率无论男 、女均 随着年龄 

增 加 而增 加 ，绝 经 后女 性 骨折 率 明 显高 于男 性 ]。 

本调 查 显 示 ：女 性 ．4 BMD峰 值 略 高 于男 性 ，L2．4 

BMD峰值 与骨折发 生率 相矛 盾 ， ．4 BMC峰 值 与骨 

折发生 情 况相 一 致 。由 于 BMD=BMC／Area。腰椎 

椎体 面积与体重 、身高密切 相关 ，因此 ，BMD不 仅仅 

代 表骨质疏松 的程度 ，同时 ，也受人体 骨骼几何尺寸 

或体 重的影响 j。国内研究表 明 ，男 、女峰值 骨量与 

体重存在着线性 相关 关系 ，而与 身高及 体 表面积 则 

无线性相关 。说 明男 、女间体重 、身高 的差异决定了 

峰值 骨量间的性别 差异 ，且 体重对 峰值 骨 量 的影响 

较大 j。因此 ， ．4 BMC较 ．4 BMD更好 反 映骨 几 

何 尺寸的变 化 。 

表 3 体重对成都地区青壮年腰椎形态的影响(i±s，cm／kg) 

注 ：同年 龄组 男 、女 比较 ， P<0．05 

表 4 身 高 对成 都地 区青 壮年 腰椎 形态 的影 响 ( ±s，cm／m) 

注 ：同年 龄组 男 、女 比较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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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体重 、身高对成都地区青壮年腰椎形态的影 

响 ：本调查 显示 ：从 L1至 Lq椎 体 横 径 与体 重 比值 ， 

男 、女 差异 无显 著性 (P>0．05)，高径 与 体重 比值 ， 

则男性明显高于女性 (P<0．05)，高径与身高之 比 

值 ，男 、女差异无 显著性 (P>0．05)。说 明体 重对 青 

壮年腰椎横径 的影响 明显 ，体 重对 腰椎 高径 的影 响 

不明显。身高对腰椎椎横径影响较小，对腰椎高径 

的影响 明显 。这 可能 与 男性体 力超 过女 性 ，在 较大 

力刺激下其体积随年龄的增加而逐渐增大 6 J，横径 

增加更 明显 。因此 ，体重 主要影响腰椎椎体横径 ，身 

高 主要影 响腰椎 椎体 的高径 。 

综 上所述 ：L2_4 BMC较 L2_4 BMD更好 反映体重 、 

身高及骨几何尺寸变化。体重主要影响腰椎横径 ， 

身高主要影响腰椎高径。在诊断骨质疏松时，综合 

l3l 

考虑 BMC、MBD及腰椎 形 态 ，才 能进 一 步减 少 漏诊 

及误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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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66页 )中医“肾主骨 生髓 ”和“痛 则不通”的 

理论 ，尝试使用 阴阳双补兼活血化瘀 的方法 治疗 ，并 

研制 出骨 松康 胶 囊 。经 临床 使 用 近 10年 ，效 果 良 

好 。本 方 由制川I乌 、制 草乌 、淫羊 霍 、仙 茅 、知母 、黄 

柏 、当归 、巴戟 天 、川I芎 、炙 甘 草 等 10味 中药 组 成。 

淫羊 藿 、黄柏 ，前者辛甘温 归肝 肾经 ，可补 肾壮阳 、通 

络止痛 ，后者苦 寒亦 归 肾经 ，可坚 阴治 疗骨 蒸潮 热 ， 

二药 合 用 ，阴阳 双补 ，相辅 相 成 ，以 治根 本 ，共 为 君 

药 ；仙茅 、巴戟天均 为温 性归 肾经 ，以助淫 阳藿 补 肾 

壮阳，知母苦寒坚阴 ，可助黄柏坚阴降虚热 ，三药在 

方中为臣药；川I乌 、草乌通络止痛 、温经散寒 ，当归 、 

川I穹养血活血 、化瘀 止痛 ，四者合 用 ，止痛 以急治 其 

标 ，故为佐药 ；炙甘 草 既可健 脾 以补 肾，又能 缓解 二 

乌之毒性 ，为使药 。纵观全方 ，诸药合用 ，阴 阳双补 ， 

标本同治 ，温而不燥，使用后不仅可较快地缓解疼 

痛，而且能逐渐改善骨质疏松的其他症状 ，提高机体 

抗病能力。本实验结果表明，该药不仅可明显改善 

PMO的主要症状，而且可使其 BMD含量增加，提示 

阴阳双补兼活血化瘀是治疗 PMO的有效方法，不仅 

可起 到类 似雌激 素的 治疗作用 ，而且 可避 免激 素 的 

副作用 。表 1和表 2结果 表 明 ，骨 松康 不 仅 可 以明 

显改善 患者 的不适 症状 ，而且 可 以改善 患者 的骨 密 

度 ，经统计 明显 优 于补钙 西药 。在 治疗后 追 踪观 察 

中，尚未发现类似雌激素 引起 的副作用 ，肝 肾功能及 

血象化验等亦未见异 常。充分显示 了中药调整 内分 

泌功能 、促 进钙质吸收 的特殊功能 。 

2．关 于疗 效 与 中医证 型 的关 系。从 表 4可 以 

看出 ，对 于 阳虚寒 凝 和瘀 血 阻止 型 效果 最 为 明显 。 

提示该方具有类似雄性激素的作用 。大量药理研究 

已证明 ，淫羊 藿 、仙茅 、巴戟天等均含有激素样物质 。 

而方中草乌 、川乌和当归 、川芎 等温经 活血药也为上 

述作用 提供 了物 质基 础 。对 于脾 胃气 弱 ，由于 方证 

不符 ，当属禁 忌 。 

3．关于患者 x线 检查 无 变化 问题 。PMO是 由 

于长期病变造成的骨质破害，不可能在短期内将其 

矫正。至于长期治疗后能否好转 ，有待于进一步观 

察 。 

参 考 文 献 

1 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后卫生部编 ．临床疾病诊断治愈好转标准 ．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1987．4：739． 

2 张学庸 ．新编诊疗常规 ．北京：金盾出版社，1990．369．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第三辑) 

． 1997．149． 

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南京：1994．30． 

5 柴本甫 ．绝经期后骨质疏松症的病理生理及治疗 ．中华骨科杂 

志 。l984．4：58． 

6 王长海，张仲海，李锋 ，等 ．肾阳虚证骨密度测定的临床意义 ．中 

医药学 报 。1997，25(6)：3． 

7 王长海，李锋，张仲海 ，等 ．补肾法治疗骨质疏松的临床研究 ．中 

医药学 报 ，1998，26(5)：208． 

8 王长海 ，张仲海，孙静 ，等 ．针刺对肾阳虚骨密度作用的临床研 

究 ．中国针灸 ，1998．18(5)：270． 

(收 稿 日期 ：2003．O1．10)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