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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 行 病 学 · 

上海市居民经 3年干预后骨密度值测定及 

骨质疏松患病率的调查 

程月华 吴建华 卢慧敏 李玉芳 梅芳 徐静依 俞冰 沈斌 王一 

【摘要】 目的 研究综合性干预措施对居民骨密度值(BMD)及骨质疏松(OP)患病率的影响，为 

OP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从上海市卢湾区 30—86岁健康人群中抽取 

598例为研究对象，将他们随机分为干预组和未干预组。要求干预组居民平时适当运动、合理营养 ， 

多食含钙、含Vit D较高的食物等，干预时间为3年(2ooo年3月 一2003年 3月)。两组居民均采用美 

国Lunar公司生产的双能x线骨密度仪测试 和髋部的BMD，然后进行统计、比较与分析。 结果 

干预组和未干预组骨量峰值(PBM)均出现在30—39岁，前者PBM值显著高于后者(P<0．05)；干预组 

所有部位BMD值均高于未干预组(P<0．05)，原发性 OP患病率干预组显著低于未干预组(P< 

0．05)。结论 综合性的干预措施和加强健康教育 、合理营养和运动，可提高青春期居民的骨峰值 ，对 

40岁以上中老年人可以减少其骨量丢失和减缓原发性 OP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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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bone mineral density(BMD)and the incidence of 08- 

teuporosis(OP)afterthree year intervention in Shanghai people，thereby provMing scientific basis for prevention of 

OP．Methods The study population consisted of 598 healthy people aged 30-86 years．Th ey were randomly divid— 

ed into intervention group and no intervention group．The people of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required to strengthen 

physical exercise，take mtionaidiet，and eat foods containing rich calcium and VitD．Th e intervention lasted for 

three years(March 2000 to March 2003)．BMD of and upper femur were measul'~d by DEXA，and were corn· 

pared and statistically analyzed．Resulls Peak bone mass(PBb1)appeared at 30-39 years of age in both groups． 

The PBM in interven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no intervention group(P<0．05)．The incidence of OP in 

interven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no intervention group．Conclusions Health education，rational diet and 

physical exercise elevate PBM in adolescents，and reduce over bone loss and slow down the progress of primary OP 

in middle-aged and dd people 4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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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OP)是老年人的一种常见病、多发 

病 ，它严重威胁着老年人的健康。WHO总干事于 

1999年明确提出，全世界范围内应广泛重视对 OP 

的早期预防和治疗。我们应用双能 x线骨密度仪， 

对371例经3年干预和227例未经干预的上海市卢 

湾区居民的 BMD进行了测定，以探讨综合性干预措 

施对防治 OP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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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方法 

1．研究对象 

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上海市卢湾区健康居 

民598人，男女各 299人，受测试者年龄 30 86岁。 

将他们随机分为干预组 (371人 )和未干预组 (227 

人)。 

2．干预措施 

要求干预组居民平时适当运动(每天至少锻炼 

0．5 h)，坚持合理营养 ，多食含钙、含 VitD较高的食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中国骨质琉松杂志 20O4年g月第 lO卷第 3期 Chin JOsteoporos，August．20O4 Vol 10，No．3 

物，如豆腐、芝麻、动物肝脏等，每日早晚各饮牛奶 

250 ml。40岁以上中老年人适当服用钙片(钙尔奇 D 

60O rag／d)、鱼肝油等。对于接近绝经期妇女给予合 

理的雌激素补充(利维爱 2．5 mg／周，分 2次服用)。 

干预时间为3年(2000年 3月 一2003年3月)。未干 

预组居民生活如常。 

3．检测方法 

应用美国 Lunar公司生产的 DPX．L型双能 X线 

骨密度仪，测量未干预和经 3年干预后居民腰椎 

( 4)、股骨颈(NECK)、大转子(Troeh)和汪氏三角区 

(ward’s)的骨密度，参数以骨矿面密度 BMD(g／cm2) 

表示。年龄分布以 10岁为一年龄组，求出骨量均值 

和标准差。全部测量均由同一台仪器、同一名操作 

人员进行。 

4．诊断标准 

峰值骨密度采用上海地区调查结果为正常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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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见表 1[ 。受试者 OP诊断以 ．4、N、w、T、BMD 

丢失量用标准差 s来衡量。大于 一0．99 s正常， 

一 1s～一1．99 s骨量减少，⋯2 2．49 s骨质疏松， 

dx=f=一2．5 s以上严重骨质疏松[ 。只要 1个测试 

区BMD丢失量符合上述标准即可诊断。 

裹1 上海地区男女性骨密度峰值(i±s，g／em2) 

5．统计学处理 

原始数据整理后输入微机，采用 SPSS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处理，数据参数用( 4-s)表示。 

结 果 

1．上海市卢湾区干预组各年龄组居民 4、N、 

w、T部位BMD值均高于未干预组，见表2。 

裹 2 上海市卢湾区居民 BMD值(i±s，e,／em2) 

注：干预组所有部位 BMD值均高于未干预组(P<0．05) 

2．干预组50岁、60岁年龄组 OP患病率显著低 

于未干预组相同年龄组，干预组 50岁以上各年龄组 

重度 OP患病率亦显著低于未干预组相同年龄组， 

见表 3。 

裹3 上海市卢湾区居民骨量减少及 oP患病率 

注：与未干预组比较 P<O．05 

讨 论 

OP是一种 以骨量减少，骨的微细结构发生破 

坏，导致骨脆性增加和易发生骨折为特征的全身性 

疾病。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OP已成为一个严重 

的社会公共健康问题。被公认为“无声无息的流行 

病”，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加重。运动过少或过 

度运动，吸烟、酗酒，长期低钙饮食和高盐饮食，过量 

咖啡因，对牛奶不耐受，维生素 D进食不足，被普遍 

认为是OP的危险因素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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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对 OP的早期诊断、有效治疗的临床 

研究和与此相关的基础研究已广泛兴起并倍受重 

视，更有学者认为 OP的处理应重在预防，并以预防 

为主。这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对本病尚缺乏理想和 

有效的治疗方法，特别是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结果说 

明，该病的致病因素很可能通过改善生活方式和习 

惯而降低甚至消除_3j。因此，加强对 OP的预防，广 

泛开展 OP的健 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改善人们的生 

活方式甚为重要。 

Teegarden等[4 3研究发现，青春期长期饮用牛奶 

可明显增加峰值骨量。对相同体重的个体，如果天 

天坚持饮用牛奶，则峰值骨量较不饮用牛奶或偶尔 

饮用者增加 6．6％左右，且这种作用一直持续到青 

春期发育成熟后。因此，为了获得尽可能高的峰值 

骨量，预防OP，应教育居民坚持饮用牛奶。本研究 

干预组居民坚持每FI早晚各饮牛奶 250 ml，经 3年 

干预后，干预组各年龄组居民 4、N、w、T部位 BMD 

值均显著高于未干预组各相同年龄组，50岁以上各 

年龄组 OP及重度 OP患病率均显著低于未干预组 

各相同年龄组，提示饮用牛奶可提高 BMD值，对预 

防 OP有很好的作用。 

众所周知，骨骼是一种锻炼可以使之更加强壮 

的活组织。有关运动对峰值骨建立的影响有不少报 

道，对青春期的女性体操运动员的前瞻性研究结果 

表明，训练对骨骼的某些部位有促进作用，可改变骨 

的自然增长途径，且退役后的成年体操运动员有较 

高的 BMD值，提示运动促进骨骼生长的作用即使在 

运动停止后仍能继续维持L5，6j。本研究要求干预组 

居民平时可参加跑步、打球或跳舞等运动，每 FI坚持 

体育活动至少0．5 h以上，经3年干预后，发现干预 

组各年龄组居民 4、N、w、T部位 BMD值均显著高 

于未干预组各相同年龄组，表 明适 当运动可提高 

BMD值，有助于增强骨骼，避免 OP的发生。 

世界范围内对 OP防治研究过程从未忽视过合 

理膳食及钙质吸入和有效吸收利用，食物中如缺乏 

钙质，会降低人体构造骨骼的能力l3]。另外，绝经期 

妇女体内雌激素水平下降诱发成骨细胞分泌 IL-6 

等细胞因子，从而增强骨吸收，最终导致 OP的出 

现_7 。本研究要求干预组居民根据干预措施安排饮 

食，40岁以上 中老年人适当服用钙片，绝经期妇女 

适当服用雌激素，经 3年干预后，干预组所有部位 

BMD值均显著高于未干预组，干预组 50岁以上各 

组 OP及重度 OP患病率均显著低于未干预组，提示 

通过综合性的干预措施和加强健康教育，可提高身 

体骨骼的 BMD值，对生长期骨量的增加，成年后期 

与衰老期减少骨量的丢失，减缓原发性 OP的发生， 

改善和提高居民的健康状况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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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性别无明显关系但与年龄相关，31 50岁组牙槽 

骨骨密度值处于最高值，自51岁后牙槽骨骨密度值 

呈下降趋势，这可能与全身增龄性骨钙缺失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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