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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地 区正常人骨定量超声测定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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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测定山西地区健康成人跟骨定量超声参数，并经体重指数标准化后，分不同年龄 

段进行 比较。方法 采用 UBIS 5000型定量超声仪 ，对 山西地区 8l1名 20．．80岁正常成人(女 468人， 

男 343人)行跟骨定量超声参 数测量。结果 跟骨超声振 幅衰减 (BUA)和刚度(STI)的峰值女性 在 

45—49岁 ，BUA峰 值男 性 在 50—54岁 。经 体重 指 数校 正 后 ，不 论男 性 或 女 性 BUA、STI及 超 声 波 传 导 

速度(sos)峰值均在 20—24岁。结论 跟骨 BUA、soS和 STI随年龄增长而变化 ，消除体重指数影响 

后差 异仍 明显存 在 ，且 随着 增 龄逐 年 降低 ，其 中男性 变化 趋 势不 如女性 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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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rnet】 Objective To measure the parameters of ealeaneal quantitative ultrasound(QUS)in normal 

Shanxi subjects，which were compared between different age groups after standardization by body mass index 

(BMD．Metimds Calcaneal parameters were measured by UBIS 5000 QUS in 811 normal Shanxi subjects，aged 

20 to 80(468 wolnen，343 men)years．Results rI1Ie pe values of broadband ultrasound attenuation(BUA) 

and stiffness(STI)ofthe calcaneus were beth in 45-49 year group for women． nle peak value of BUA was in 50- 

54 year group for men．Standardized by BMI，山e peak values of BUA，STI and sound of speed(SOS)were beth in 

20·24 year groups for women an d men．Conclusion BUA，so S and STI of the ealeanen$may c with age． 

After the influence of body mas$is eliminated，the change with age still exists obviously，and the parameters ma y 

gradually reduce witll increasing age． 

【Key words】 Quantitative ultrasound；Broadband ultrasound attenuation；Sound of speed；Stiffness；Body 

maim index 

定 量超声 (QUS)是 20世纪 9o年 代发 展起 来 的 
一 种用于检测骨 质疏 松症 的新 技 术 ，与 双能 x线吸 

收法 (DXA)及 定量 CT(QCT)等相 比，它 不仅 能 反映 

骨量 ，并且能评价骨 质量 即骨 弹性和骨 结构特 性 ，加 

之 QUS具有廉价、便携、易于操作、无放射线和诊断 

骨折 敏感等优 势⋯ ，从 而被 认 为在 诊 断骨 质疏 松症 

和预测骨折危 险性等方面具有 较好 发展前景 而得到 

广泛关注 ，但 目前 国人 尚无统 一 的正 常值 数 据 。我 

院 自 2001年 3月 以来 应 用 法 国 DMS公 司生 产 的 

UBIS 5000型定 量 超声 仪 测 定 了 山西 地 区 811名健 

康成人 跟骨 超声振 幅(BUA)、超声 声速 (SOS)和 刚度 

(S，I1)等参数 ，以评 价山西 地 区正常 人定量 超声参 数 

值 的变化规律 ，探 讨 这些 参数 与 年龄 及 体重 指 数 的 

关系。 

作者单位 ：030001 太原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 

材料 和方法 

1．研究对象 

山西地 区 20—80岁 811名健 康受 试者 ，其 中女 

性 468人 ，男 性 343人 ，每 5岁为 1个 年龄组 ，男女 各 

l1个组 ，职业包括干 部 、工 人和 居 民等 ，除 外影 响骨 

代谢 的各 种疾 病 (如 糖 尿 病 、甲状 腺 及 甲状 旁 腺 疾 

患、肾脏疾患 、子 宫附件 切 除等 )及进 行 激 素替代 与 

长期钙剂治疗者 。 

2．方法 

采用 法 国 Diagnostic Medical Systems(DMS)公 司 

生产 的 UBIS 5000型定量 超声 仪 ，测量 部位为右足跟 

骨 。 输入 相关数据 (受试者姓名 、性别 、出生年 月 日、 

身高 、体重 )，消毒 右 足后 置入 水槽 固定 ，自动换 水 ， 

利用计算 机系统 自动选择感兴趣 区(ROI)进 行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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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仪器具有聚焦探头和高分辨率的跟骨成像 系统， 

测量指标有 BUA、SOS及 由两 者 演 算 而来 的 STI，并 

分别 除以 BMI得到标 准化后 的 BUA、SOS及 STI值 。 

3．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10．0统计 软件 包 进行 统计 学处 理 。结 

果以均数 ±标 准差表示 (i±s)，组 间 比较采 用 方差 

分析 。 

结 果 

1．山西地 区不 同性 别人群跟骨 BUA、SOS和 SrI1 

结果见表 1和表 2。 

裹l 468名女性跟骨 BUA、SOS及 STI与年龄关系(i±s) 

注 ：与 45一岁 年龄 组 比较 P<0．05，一 P<0．Ol 

裹2 343名男 性 跟骨 BUA、SOS及 STI与年 龄关 系 (i±s) 

表 l所 示 ，女 性 BUA与 SrI1峰 值 均 在 45—49 

岁 ，5O岁 以后 随年龄 增 长逐渐 下 降 ，BUA于 60岁开 

始下 降明显 (P<0．01)，STI于 55岁 开 始下 降 明显 

(P<0．05)，女性 SOS峰值在 2O 24岁 ，随增 龄逐渐 

下降 ，于 5O岁开始下 降明显(P<0．01)，即提 示女性 

随年龄的变化 从绝经期开始 出现 明显 骨量 丢失 。表 

2所示 ，男性 BUA峰值 在 5O一54岁 ，55岁 以后 随年 

龄增 长逐 渐下降 ，但未达 到统计 学 意义 ，且男 性 SOS 

及 STI于各年 龄 组 间差 异 无显 著 性 ，即 随年 龄 的变 

化趋势不 明显。 

2．山西地 区不 同性 别 人 群体 重 指 数标 准 化 后 

的跟 骨 BUA、SOS及 SrI1结果见表 3和表 4。 

裹 3 正 常女 性 体重 指数 标准 化后 的 

跟骨 BUA、SOS及 S11(i±s) 

注：与 2o一岁年龄组 比较 P<0．05， P<0．0l 

裹 4 正 常男 性体 重指 数标 准 化后 的 

跟骨 BUA、SOS及 S11 ±s) 

注：与2o一岁年龄组比较 P<0．05，一 P<0．0l 

表 3所示 女性 用 BMI标 准 化后 的 BUA、SOS及 

STI峰值均在 20—24岁 ，随着 年龄增 长逐渐 下 降 从 

35岁开始下 降 明显 (P<0．05)，明 显不 同于表 l所 

示 的女性 用 BMI标准化前 的骨量变化 。表 4所示 男 

性用 BMI标准化后 的 BUA、SOS及 STI峰值均在20 

24岁 ，随年龄增 长逐 渐下 降 ，从 25岁开始 下降 明显 

(P<0．05)，明显不 同于表 2所示 结果 。 

讨 论 

UBIS 5000型骨 超 声仪 具 有 聚焦 探 头 和高 分辨 

率的跟骨成像 系统 ，其考虑足部 的解剖 差异 ，通过 自 

动选择感兴趣区(rtOI)，提供跟骨数字成像和综合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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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资料 ，并通过 自动电子校准 系统每 日进行校 准 ，提 

供最佳 精确度 。 

骨质 疏松 以低 骨 量及 骨 组 织显 微结 构 退 化 (松 

质骨 小梁变细 、断裂 、数 量 减 少 ；皮 质骨 多孔 、变薄 ) 

为主要特 征L2 J，因此 骨密 度 (BMD)和骨 显微 结 构 的 

改变成 为 骨 力 学 强度 的两 个 决 定 性 因素 。一 般将 

BMD以外 的影 响骨 强度 的有 关 因素 (骨 显 微结 构 、 

骨有机 基质 、矿物 成分 、微 小 损 伤及 修复 状 态 )称 为 

骨质量L3 J，骨折危 险度 不 仅 与 BMD有 关 ，还 与骨 质 

量相关性很 强 ，QUS评价 骨 质量 方 面 的能 力弥 补 了 

DEXA的不足 ，现 已有许 多研究证 明其作 用。 

以往研究报 道 以 1O岁 为一 组 的健 康 成年 女 性 

跟 骨峰值 BUA、SOS及 S-I1在 40—49岁 ，5O岁 以后明 

显下降L4 J，男性 BUA及 STI峰 值 在 5O一59岁 ，与本 

研究结果基本相符，但本研究中女性跟骨 BUA从 60 

岁明显下降(P<0．01)，STI从 55岁明显下降(P< 

0．05)，略晚 于前 一研 究 ，主要 由于峰 值 年 龄期 骨 量 

的影响，对于每一个体来说 ，良好的峰值期骨量有利 

于防止随增龄 引 起 的骨量 丢失 ，其是 否 可延 迟 随增 

龄引起 的骨 量 丢失 ，尚需 进一 步研 究 。另一 研究 报 

道L sI，无论 男 性或 女 性 SOS峰 值 均在 2O一29岁 ，4o 

岁 以后 随增 龄 逐渐 下 降 ，与 本研 究 基本 相 符。但 另 

外一些研究报道 BUA、S-I1及 SOS峰值年龄均不同于 

本研究，此差别可能 由于各地 的骨量测定受到了本 

地 区人 群 的饮 食结 构 、职业 、绝 经 年 龄 的影 响 ，可 见 

跟骨 BUA、SOS及 S-I1的峰值及 随年龄变化规律存在 

着 明显 的地 区差异 ，对此 尚需 进一步 的研究 。 目前 ， 

鉴于 尚无骨超声 的统一 国 家标 准 ，各 地 区应 根据 本 

地情 况建立地 区标 准 ，并 为制 定 统一 国家标 准提 供 

参 考依据 。 

由本研 究可见 SOS与 BUA、S-I1三者 的峰值年龄 

及随年龄 变化趋 势不 完全 相 同 ，主 要 由于 三参 数反 

映了影响骨量的不同因素；BUA主要受骨密度影响， 

其次 受骨结构包括 骨小梁数 目、连接 方式 、小梁走 向 

等影 响 ；而 SOS主要 受骨 弹性 、骨形状 、大 小、骨 力学 

特 性 、骨 组成 和 内部 结 构 的影 响 ，其 次受 骨 密 度 影 

响L6 J，由于年龄较小者 骨结构弹性 较好 ，而此 时骨矿 

含量 还 未 达 峰 值 ，导致 SOS的峰 值 年 龄 比 BUA较 

小，两者应结合 以综合评价骨量；STI主要反映骨 的 

硬 度和刚度 ，但不是骨强 度的指标 ，它能 全面评 价骨 

26l 

的质量状况 。 

经 BMI标 准化后跟骨 BUA、SOS及 STI随年 龄变 

化规律较 直观 ，它消除 了体重对 三参数 的影 响 ，与应 

用 DEXA测 定 的 骨 密 度 随 年 龄 的变 化 规 律 基 本 相 

符L7 J，但女性 峰值年龄存在 差异 ，可能 由于定量 骨超 

声测定值还反 映 了骨密 度 之外 的信 息 ，诸 如 骨骼 的 

结构 ，因此定量 骨超 声测 定值 尚不 能完 全 以骨 密度 

高低来解 释L8 J。另 外 ，标 化 后男 性 随增 龄 引起 的骨 

量 丢失 不及女性 明 显 ，提示 了女 性 存在 的 年龄 对骨 

量的影响较男性 明显 ，可 能与 女性 雌激 素 水平 改 变 

有关 。 

本研究中 BMI标化前三参数与年龄呈 曲线关 

系 ，而标化后则呈 现明显 的负性线性 关 系 ，同标化前 

比较 ，标化后 的男 女峰 值及 随年 龄 的变 化 规律 较 接 

近，提示男女间随年龄变化规律 的差异可 由体重差 

异引起 。且无论 男 性 或 女性 ，BMI标 准 化前 后 的变 

化规律 间均有差 异 ，提示 体重对骨质 量存在 影响 ，对 

此 尚须进一 步的研究探讨 。 

综 上所 述 ，本 研 究 采用 较 新 型 的 QUS仪 ，全面 

评价 了山西地 区正 常人 群 的骨量 及 骨质 量 ，为骨质 

疏松的临床研 究提 供客 观数 据 ，同时 为我 国制 定 统 

一 的 QUS诊 断标准提 供参 考依据 ，具有 重要 的 临床 

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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