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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骨质疏松症诊断标准回顾性研究 

张智海 沈建雄 刘忠厚审阅 

【摘要】 目的 通过对既往国内文献复习，提出一种更方便、更科学的中国人骨质疏松症诊断标 

准。方法 检索国内期刊数据库中已发表的文献，摘录骨密度丢失率数据进行统计、计算、分析，得到 

不同年龄段 、不同作者 、使用不同型号仪器、不同部位的骨密度丢失百分率及相关曲线。结果 中国 

男性骨质疏松诊断标准推荐使用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25％或 2 SD；中国女性骨质疏松诊断标准推荐使 

用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25％或 2 SD；测量部位推荐使用如下顺序 ：股骨颈 >前臂远端 1／3、1／10、1／6> 

RA法手指骨2，3，4中节>股骨Troth区；不推荐使用股骨 Ward区和腰椎侧位。结论 使用骨密度丢 

失百分率这个指标作为中国人骨质疏松症诊断标准非常有意义 ，值得进一步推广和深入研究。 

【关键词】 骨质疏松症；诊断标准；骨密度；丢失百分率；DEXA；pDEXA；SP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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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past literatures published in China，here we t珂to find some more 

conveient，more objective standards of Chinese osteoportic diagnosis．Methods To search most literatures from 

magazine databases，quilt，calculate and analysis these data，we got some BMD lost rates and correlative curves 

within different age，authors，machines and different positions．Result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hinese male 

standards of osteopomtic diagnosis should use 25％ in BMD lost percents or 2 SD；also，female standads should 

Use 25％ or 2 SD．The measure position is suggested in some sequences that thighbone neck is better than fore— 

a丌Ils．1m ber P—A position．fingers detected by RA and thighbone Troch region．The thishbone WARD’S region 

and lumber lateral measurements are not supported．Conclusions It means very important to use BMD lost rates 

as Chinese osteoporotic diagnosis standards and it is worthy of developed，more deep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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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的很多相关研究中，通过对 比较多的样 

本测试结果，来分析国内各个地区的骨质疏松发病 

情况，但其中一直存在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 ，就是文 

献中经常使用国外的参照标准和中国老年学学会骨 

质疏松委员会在 1999年推荐的中国人的诊断标准 

进行计算，而这两个标准至今为止本身尚存在比较 

多的争议。为了确定一种能够最广泛代表中国人实 

际情况的、国内通用的骨质疏松诊断标准，我们尝试 

对 目前国内使用 DEXA、pDEXA、RA、SPA检测方法并 

从绝大部分已经发表的文献中的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以期得到更科学、更具代表性的结果。 

作者单位：100730 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骨科 

通讯作者：沈建雄 

张智海 E-mail：zzhl4120@yahoo．com．cn 

材料和方法 

· 论 著 · 

1．计算方法：因为国内各地使用机器厂商、型 

号均不相同，而且测量出的峰值均值和标准差也都 

不相同，将这些数值放在一起 ，无疑会导致结果的偏 

差。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笔者尝试使用骨密度 

丢失百分率和相关曲线来计算，以期确定中国人的 

骨质疏松诊断标准。 

2．数据来源：通过“中国医院知识仓库”(清华 

同方数据光盘中心制作)中的国内医学文献检索，自 

1994年至今，在国内各医学杂志公开发表的 DEXA 

法、pDEXA法、SPA法、RA法手指骨 2，3，4中节测量 

骨密度的论文全文，分别将各个论文中发表的表格 

中数据进行摘录、计算、统计。因为骨密度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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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QCT法、PQCT法和超声测量法暂时在本文中 

不进行统计分析。其中男性统计了 52 166例次，女 

性统计了107 929例次，这里不包括 1997年以前 SPA 

测量前臂结果的40 000例计数。 

3．统计学处理：对所有数据直接摘录，文献中 

如有男、女各年龄段骨密度丢失百分率者直接录入 

数据库 ，而只有均值、标准差者通过对其计算，算出 

骨密度丢失百分率再录入数据库。统计软件使用 

sPsS 11．0和 EXCEL 2000。通过对大样本的中国人 

各个年龄段、不同部位的骨密度丢失百分率计算，描 

记出相应曲线。 

结 果 

1．8896例次不同年龄段不同作者使用不同型 

号仪器男性腰椎正位骨密度丢失百分率(图 1、表 1) 

20～ 30-- 40～ 50-- 60-- 70～ 8O～ 

年龄 (岁) 

图 1 男性腰椎正位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表 1 不同年龄段不同作者使用不同型号仪器男性正位 

腰椎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 

2．2799例次不同年龄段不同作者使用不同型 

号仪器男性腰椎侧位骨密度丢失百分率(图2、表 2) 

20～ 30-- 40～  50--  60-- 70-- 80～ 

年龄 (岁) 

图 2 男性腰椎侧位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表 2 不同年龄段不 同作者使用不同型号仪器男性腰 

椎侧位骨密度丢失百分率[8,10,15-19] 

3．10 947例次不同年龄段不同作者使用不同型 

号仪器男性股骨颈骨密度丢失百分率(图3、表 3) 

20-- 30-- 40-- 50～ 6(I～ 70-- 80-- 

年龄 (岁) 

图 3 男性股骨颈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表 3 不同年龄段不同作者使用不同型号仪器男性股 

骨颈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3，5·7t9·10t12·15·18，摊笠] 

仪器类型 病例数 !鳖 
(人) 30— 40～ 50— 60— 7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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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192例次不同年龄段不同作者使用不同型 

号仪器男性股骨 Troch区骨密度丢失百分率(图 4、 

表 4) 

一

30．00 

25．00 

— 20．00 

芒 一15
． 00 

水 

_l0．00 

5．00 

_0．00 

20～ 3o～ 40～ 50～  60～ 70～ 80～ 

年龄 (岁) 

圈4 男性股骨 Troth区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表4 不同年龄段不同作者使用不同型号仪器男性股骨 

Ⅲ h区骨密度丢失百分率[10,23,5,18,9,22,3,6,7,2,20,21] 

5．13 070例次不同年龄段不同作者使用不同型 

号仪器男性股骨 Ward’s区骨密度丢失百分率(图 5、 

表 5) 

20～ 3o～ 40～  50～ 60～ 70～ 8o～ 

年龄 (岁) 

圈5 男性股骨 Ward’8区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袭 5 

257 

不同年龄段不同作者使用不同型号仪器男性股骨Ward's 

区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10,12,23,5,18,4,9,22,3,6,7,24,20,21] 

仪器类型 — —_ =．— )_—— 

6．2285例次不同年龄段不同作者使用不同型 

号仪器 RA法测量男性指骨骨密度丢失百分率(图 

6、表 6) 

-

25． 

—

20． 

一

l5． 

水 

-l 0_ 

一 5． 

- -0． 

20～ 30～ 40～ 50～  60～ 70～ 8o～ 

年龄 (岁) 

圈6 RA法测量男性指骨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表 6 不同年龄段不同作者使用 RA法测量男性指骨骨 

密度丢失百分率[25-篮] 

7．2977例次不同年龄段不同作者使用不同型 

号仪器男性 DEXA法和 SPA法测量前臂尺桡骨骨密 

度丢失百分率(图7、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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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  40～ 50～ 60～ 70～ 

年龄 (岁) 

圈7 DEXA法和 SPA法测量男性前臂尺桡骨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表 7 不同年龄段不同作者使用不同型号仪器 DEXA 

法和 SPA法测量男性前臂尺桡骨骨密度丢失百 

分率[ ·30- 2·45-31,32] 

8．男性各个部位曲线(图 8)及使用不同型号仪 

器测量不同部位平均骨密度丢失百分率(表8) 
— o一 般首曩 —c卜一'r~ocll — 一-棵0 —．．一翦■ 

-

40．00 r— -一 括●}叠̂ ． ’一 ■l■ ●-抽r —‘一 —l●t 持 
一 35．00 

一

30·00 

v 一25．00 

jK —20．00 
一

15．00 
啦 一l0

． 00 
— 5．00 

． 00 

l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年龄 (岁) 

圈 8 男性各个部位曲线 

裹8 不同年龄段不同作者使用不同型号仪器不同部 

位男性平均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注：20一年龄段均为O；9o一年龄段的Troch值为 一25．9l 

9．23 912例次不同年龄段不同作者使用不同型 

号仪器女性腰椎正位骨密度丢失瓦分率(图9、表9) 

30～ 40～ 50～ 60～ 70～ 80～ 

年龄 (岁) 

圈9 女性腰椎正位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表9 不同年龄段不同作者使用不同型号仪器女性腰 

椎正位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3·5·15·3’_4o· t18·46] 

注：30一年龄段的 一XR一36值为 一3．3 

10．5060例次不同年龄段不同作者使用不同型 

号仪器女性腰椎侧位骨密度丢失百分率(图 10、表 

1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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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0～ 40～ 50～ 60～ 70～ 

年龄 (岁) 

圈 lO 女性腰椎侧位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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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O 不同年龄段不同作者使用不同型号仪器女性腰 

椎侧位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36,12,17,18,13,8] 

11．24 538例次女性股骨颈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图 11) 

一

50．00 

-

40．00 

一

3O．00 

一 20．00 

啦 
一

lO．00 

． 00 

30～ 4O～ 50～  60～ 7O～ 8o～ 

年龄 (岁) 

图 11 女性股骨颈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表 I1 不同年龄段不同作者使用不同型号仪器女性股 

骨颈骨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注：此表引自文献[ ·‘̈‘,24,20,6,35·21，2．7_3·22 l4，18·5·12·10] 

12．24 538例次女性股骨Troth骨密度丢失百分 

率(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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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 30～ 4O～ 50～ 60～ 7O～ 8o～  

年龄 (岁) 

图 l2 女性股骨 Troeh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表 l2 不同年龄段不同作者使用不同型号仪器女性股 

骨 Troch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注：20 ～ DPX．IQ 值 为 0．03，其 余 为 0；此 表 引 自文 

献[36·帅·24·20·6t42tI]， t44，帅·21t2t7，3t笠t9t4t18t5t12t10] 

13．24 538例次不同年龄段不同作者使用不同 

型号仪器女性股骨 Ward区骨密度丢失百分率(图 

13、表 13) 
-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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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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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 30～ 4O～ 5o～ 60～ 7O～ 8o～ 

年龄 (岁) 

圈 l3 女性股骨 Ward区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60 主旦量亟堕鳖盘查 生 筮 鲞筮 Chin J Osteoporos，August．2004 Vol 10，No．3 

表l3 不同年龄段不同作者使用不同型号仪器女性股 

骨 Ward区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仪器类型 病例数 竺 
(人) 30— 40— 50— 60— 70— 80一 

注：此表引 白文献[36．41,“，20，6· 2· 3，35，4．· 21，2．7|3，22，9，··18．5_12t10] 

14．2598例次不同年龄段不同作者使用不同型 

号仪器女性 RA指骨骨密度丢失百分率(图 14、表 

14) 

一 5o．00 
—

45．00 
— 40．00 

^ -35．00 
一 30．00 

_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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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00

00 

一 15．00 
一

10．00 
— 5．00 

_o．00 

20～ 30～  40～ 5o～ 60h 70h 80h 

年龄 (岁) 

圈 l4 女性 RA指骨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表l4 不同年龄段不同作者使用不同型号仪器女性 

RA指骨骨密度丢失百分率[25-28] 

15．2745例次不同年龄段不同作者使用不同型 

号仪器女性 SPA与 DEXA前臂尺桡骨骨密度丢失百 

分率(图15、表15) 

沁．00 

—

5o．00 

，、

-

40．00 

毋  

一 30．00 

啦 _20．00 

10．00 

_o．00 

30h 40 h 50h  60h 70h 80h 90h 

年龄 (岁) 

圈 l5 女性 SPA与 DEXA前臂尺桡骨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表l5 不同年龄段不同作者使用不同型号仪器女性 

SPA与 DEXA 前臂 尺 桡 骨骨 密 度丢 失 百分 

蛊 [凹一 ， ，45】 

仪器类型 病例数 竺 
(人) 40 — 50— 60— 70— 80— 90— 

16．女性各个部位骨密度丢失百分率(图16)及 

不同年龄段不同作者使用不同型号仪器不同部位平 

均骨密度丢失百分率(表 16) 

沁． 

一

5o． 

—

l40． 

毋  

、一 一30． 

啦  

啦 一10
． 

20～ 30～ 40～ 50h 60h 70h 80h 90～ 

年龄 (岁) 

圈 l6 女性各个部位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表l6 不同年龄段不同作者使用不同型号仪器不同部 

位平均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注：90一和 100一年龄段的前臂值分别为 一3o．o7和 一54．92；90 

的腰椎正位值为 一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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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从上述数据及趋势曲线上看，男性各个部位的 

测量数据基本上能够反映出实际趋势，离散率并不 

大，多条曲线甚至出现数据的重合和非常接近。其 

中男性股骨颈的数据是最好的，最能够反映中国人 

男性骨质疏松的状态的指标。因为其在所有部位测 

量的骨密度丢失百分率中是位于中间值部位，上升 

趋势比较稳定，60岁阶段骨密度丢失率有 18％左 

右，70岁阶段达到22％左右。这个患病百分率比较 

符合中国人的实际情况。因此，根据上述统计数据， 

建议男性骨质疏松诊断标准为骨密度丢失率达到 

25％、2 SD，实际诊断年龄在70岁以上。采用如果按 

照符合率的顺序排列，除了股骨颈以外，应该使用 

SPA、DEXA和 pDEXA测量的前臂数据，男性腰椎正 

位、股骨 Troch区的数据。对于 RA测量的指骨骨密 

度丢失百分率，由于样本量不多，数据分布有些偏 

低，但由于该方法比较简单实用，结果相对稳定，故 

也不失为一个比较客观的数据。同样，从上述表格 

和趋势线中可以看出股骨 Ward区是离散率最高的， 

甚至在 60岁时，就有 28％左右骨丢失，此时诊断骨 

质疏松与临床实际情况不相符合。腰椎侧位的数据 

也是有些偏倚，故在临床测量骨密度时不建议采用 

这两个部位。这样，通过各个部位的符合率情况，也 

反证了采用 25％、2 SD作为标准的可行性、准确性。 

从上述数据及趋势图像上看，女性各个部位的 

测量数据比男性能够更好的反映出实际趋势，离散 

率同样比较小，多条曲线甚至出现数据的重合和非 

常接近。这与统计样本量比较大有关。可以看出， 

lI缶床检验骨密度的病例女性要明显多于男性，大约 

是2倍左右。同样，女性的股骨颈数据是最好的，在 

40岁绝经前，只有4％左右的骨密度丢失，而到了50 

岁以后 ，很多妇女都开始进入或已经进入绝经阶段， 

骨密度丢失明显增加，到达 60岁阶段后，就有 25％ 

左右的骨密度丢失，70岁阶段后就出现了30％以上 

的骨密度丢失。同样，女性的前臂远端、腰椎正位测 

量结果与股骨颈的检测结果非常相似，大部分曲线 

重合，这是以前没有文献报道和描述过的。股骨 

Troeh区的数据与这三条曲线也基本相似，也可以作 

为检查、诊断的部位。RA指骨的测量数据也要比男 

性的数据重合率好，如果在今后逐渐增加数据量，那 

么就会得到更具代表性、更真实的曲线。从上述结 

果来看，股骨的 WARD区数据不能作为诊断骨质疏 

松的诊断标准，骨量丢失数据明显偏高，60岁时骨 

26l 

丢失就已经超过36％，不符合中国人的实际情况，同 

样，腰椎侧位亦是如此，也不推荐使用。 

按照国际上的骨质疏松诊断标准和 2000年提 

出的“中国骨质疏松症建议诊断标准(第二稿)” J， 

中国女性采用 2．5 SD为诊断标准 (男性参照)。实 

际上，其对于中国人是不合适的，因为采用2．5 SD， 

中国人患病诊断时间会推迟到 70岁以后，尤其是男 

性要推迟到 90岁以后。既往国内很多文献都提出 

中国人女性诊断标准采用 2 SD。本文研究数据基本 

支持这个观点。 

按照世界上基本通用的换算方法，1 SD一10％ 

～ 12％的骨密度丢失百分率，反过来说，18％的骨密 

度丢失百分率为 1．5 SD，25％的骨密度丢失百分率 

达到 2 SD。因此，也就是说，中国人男性骨质疏松诊 

断标准可以采用骨密度丢失百分率来表示；一旦骨 

密度丢失百分率达到 25％以后，或者说 2 SD后，就 

可以确诊为骨质疏松了。中国人女性骨丢失为25％ 

以后 ，或者说 2 SD后应进行诊断。具体诊断标准 

为：凡其骨密度值与当地同性别的峰值骨密度相比， 

男性：减少 1％～12％为基本正常，减少 13％～24％ 

为骨量减少，减少 >25％一36％为骨质疏松，其中> 

37％为严重骨质疏松；女性：减少 1％ 12％为基本 

正常，减少 13％ ～24％为骨量减少，减少 >25％ 一 

36％为骨质疏松，其中 >37％为严重骨质疏松。这 

种诊断标准与以往的国内文献[47．50]中不完全一 

样，尤其是在以往一直没有明确说法的男性诊断标 

准。在本文之所以对男性、女性采用上述同样的诊 

断标准，是方便于lI缶床应用，记忆简单，数据相同但 

是发病年龄段是不同的，适合中国国情。 

因为国内各地使用的仪器厂家和型号各不相 

同，如果采用 SD来计算 ，会发生明显的误差，甚至这 

些数据无法进行对比，就算是计算出相应的 sD来作 

为诊断标准，也不能广泛的应用于全国各地。而采 

用骨密度丢失百分率作为诊断标准，就可以避免了 

各种仪器不同产生的差别，也避免了国内不同民族、 

不同地域产生的差别。因为各个机器测量出的数据 

是与本地数据进行对比，得出同一型号机器的、当地 

人的骨密度丢失百分率，要比采用 SD更准确、实用。 

另外，还有少数几篇检索到的文献，因为数据表格不 

明确、样本数较少、曲线符合率不高等原因没有人选 

到本文文献[51．56]，以及一些没有检索到的文献， 
一 并在此致歉。 

采用骨密度丢失百分率作为骨质疏松的诊断标 

准的优点在于：①对于普通人容易理解 容易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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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显的临床实用性；②避免SD这类抽象的数学 

概念不易推广。而且避免各地及各种机器的 SD不 

同；③虽然骨质疏松诊断使用“骨折危险系数”更准 

确，但是同样常人不易理解 ，计算复杂；④能够避免 

因地域、机器型号不同、操作人员不同、技术水平不 

同而产生的误差。据此提出一个全国统一的诊断标 

准数字。意义重大。 

结 论 

笔者通过对既往 国内发表 的文献中数据 的统 

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 

A：中国男性骨质疏松诊断标准推荐使用骨密度 

丢失百分率 25％或 2 SD；发病年龄多在 70岁以上； 

B：中国女性骨质疏松诊断标准推荐使用骨密度 

丢失百分率 25％或 2 SD；发病年龄在 60岁以上； 

C：测量部位推荐使用如下顺序：股骨颈 >前臂 

远端 1／3、1／10、1／6>腰椎正位 >RA手指骨 2。3。4 

中节 >股骨 Troch区，不推荐使用股骨 Ward区和腰 

椎侧位。 

未来方向 

随着中国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国人骨质疏松症 

诊断标准的建立势在必行，这样，依靠极大样本的统 

计分析来得到最终结果是必须的。建立国内多中心 

研究课题组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本文作者希望有更 

多的同行参与诊断标准的讨论、分析，最后达到共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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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生，进而刺激骨形成。 

有学者研究认为，调节 PGF-,2的产生的最初步骤 

是在环氧合酶(COX)水平。PGF-,2的产生依赖 COX． 

2——一种诱导酶。在人成骨细胞培养中，甲状旁腺 

激素诱导 COX．2表达和 PGE2的产生。脂肪酸调节 

这个关键酶的表达和活性，对骨施加了影响 J。例 

如，给鼠饲喂高(n．3)PUFA的饲料，和那些饲喂高(n． 

6)PUFA的比缺乏 COX．2mRNA。在其他的研究中， 

鼠饲喂高谷物油 (富含 n．6PUFA)，可以提高 COX．2 

的活性 ，而喂含高鱼油的(富含 n．3PUFA饲料)则显 

示可降低 COX．2的活性。COX．2的过量产生与关节 

炎的炎症反应、骨质疏松的发展和癌症有联系。因 

此 PUFA影响 PGE2的产生是通过调节 COX．2酶的 

活性，从而实现对骨代谢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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