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骨质疏松症的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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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的鉴别诊断主要涉及骨质疏松与骨

质疏松症的鉴别诊断和骨质疏松症与其它骨代谢疾

病鉴别诊断二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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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是以骨强度下降、骨折风险性增加

为特征的骨骼系统的健康问题。在骨发生骨折后，

我们才以疾病对待处理。骨质疏松症是由于骨量减

少至一定程度后伴随更多临床症状，发生骨折机率

更高，而并非是由量变到质变的根本转折。骨质疏

松症又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类。原发性骨质疏

松症多发生在绝经后妇女及老年人群。继发性骨质

疏松症可发生在不同性别和任何年龄段，是继发于

某种药物治疗（如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如风湿

性关节炎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等）、疾病（因性腺机能

不足和腹腔疾病等）或其它情况，如骨科由于肢体废

用造成的问题、吸烟和酗酒等。

骨质疏松的诊断程序主要包括问诊、骨密度检

查，以及如需要配合生化检查等手段作鉴别诊断。

（!）问诊

问诊是骨质疏松症的鉴别诊断中最初步骤，根

据病人的性别、年龄、形体及临床症状，用生理年龄

预诊法作初步诊断，尤其有助鉴别原发性和继发性

骨质疏松症。在病史问诊中，老年科、内分泌科和骨

科或分工更细的骨代谢病科的医师常会见到一些病

人主诉有背痛，并可观察到的驼背现象，这是椎体自

发性或骨质疏松性骨折的表像，有助在骨密度检查

基础上确定骨质疏松症的严重程度。

（#）骨密度检查

根据骨密度仪测量结果和问诊判断是否患有骨

质疏松症及其严重度。就最常见的原发性骨质疏松

症而言，骨密度的测定应成为最直接和客观的确诊

手段。其它的如病史调查、生化检验等只能作为辅

助的鉴定诊断的手段。

! 骨密度仪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秦岭、梁秉中、梁国

穗）；香港中文大学赛马会骨质疏松预防及治疗中心（秦岭、梁秉中）；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骨病中心（林 华）

我们见到或使用的骨质密度定量方法和设备仪

器可包括普通 $ 光片、$ 光骨皮质测量、$ 光片的光

密度测量、单光子和光子 $ 光骨密度仪、单能量和

双能量 $ 光骨密度仪、躯体和肢体计算器断层扫

描、超声波以及高分辨率核磁共振等。这些设备的

技术特征可参考表 !。这些测量技术所测骨骼部位

有所不同，各有其优缺点。总体而言，各技术之间在

测相同部位的相关性优于测不同部位，同一设备测

不同处优于不同设备测不同处，不同技术测量值之

间都呈中度相关，相关系数分布在 % & ’() 至 ’(* 之

间。由于骨质组成有别（密质骨与松质骨，干骺端

与骨干，负重与非负重骨和状态等），测量值大小与

变化百分比不一致、诊断灵敏度有差异、与骨折发

生率预测率之间有一定误差。所有上述方法都显示

了对未来椎骨与股骨骨质疏松骨折的预测能力。但

就预测脊柱骨质疏松骨折而言，大量对各类骨密度

仪器在区别正常人与（脊柱）骨质疏松病人研究后认

为 +,- 是最有效的骨密度仪，其次是 .$/、0$/、$
光片密度法和定量超声。但在骨质疏松症的鉴别诊

断中，不同骨密度仪之间是互补而不是相互竞争的

关系。由于骨质疏松引起的骨折多为桡骨远端的骨

折、腰椎压缩性骨折及股骨颈骨折，这些骨折给患者

带来的痛苦以及对社会造成的负担都是较大的，所

有测量部位以上述 1 个部位更具有针对性。

" 诊断标准及诊断部位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234）推荐的客观诊断标

准是基于双能 $ 光骨密度仪所测髋和腰椎部位骨

密度，这也是骨质疏松骨折易发部位，具有重要的临

床意义。具体评定是用低于峰值平均骨量的 #(50.
（标准差）作为骨质疏松症的诊断标准，即 - 评分标

准。这要求对个种族和不同性别建立 - 评分标准。

骨密度的群体数据一般符合统计规律，从而用

骨密度测量中的标准差作为骨质疏松诊断标。目前

亦有探索应用简单明了易于理解的骨密度下降的百

分率作为诊断标准。

在我们日常诊断中发现，往往某个人在一个单

位可诊断为骨质疏松，而在另一单位就不认为是骨

质疏松的现象。既使采用同一类骨密度仪，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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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中亦发现 !"# 测量误差的百分比可达 $ %
&’(左右。这就要求我们从事诊断的医务及辅助人

员了解和排除影响骨密度和干扰诊断准确性的因

素。

! ! 不同骨密度仪一览表

骨密度仪 骨密度测量部位 活体测量精度（(）准确性误差（(） 相等有效辐射剂量估计值（!)*）

" 光骨皮质厚部测量法 掌骨、桡骨、股骨 + % , - . +
" 光光密度测量法（/#） 指骨、掌骨 + % , $ . +
单 " 光骨密度仪（)"#） 桡骨、跟骨 + % & 0 % 1 . +
双 " 光骨密度仪（!"#） 脊柱、股骨、桡骨、全身 + % , , % +’ + - &’
定量计算机断层扫描（234） 脊柱、股骨 & % 0 $ % +$ $’ % +’’
肢体定量计算机断层扫描（5234） 桡骨、胫骨 ’6, % +6$ & % 7 + % &
定量超声波（28)） 跟骨、胫骨、髌骨、指骨 + % 0 ？ 无

定量核磁共振影像测量法（29/:） 跟骨、脊柱 0 % +’ ？ 无

注：! 精度是指活体测量时的可重复性，以变量系数来表示（(）。剂量是指相等的有效剂量，以!)* 为单位。作为对比，我们每年自然接

受辐射的剂量约为 ,’’’!)*。

" 干扰测量和诊断准确性的因素

有诸多因素干扰骨密度测量和诊断的准确性，

其中包括骨密度仪和受测者本身。

骨密度仪因素，表 + 巳显示了不同性质和测量

骨不同骼部位的骨密度仪。

骨密度的测量中的骨密度仪质控即体模扫描；

病人体位控制，即骨密度仪操作人员的指令与骨质

疏松病人的身体状态是否可配合；患者自身因素：

导致骨密度值假阳性或假阴性的因素包括有关骨代

谢疾病和影响骨代谢药物的使用、脊柱侧弯、前后纵

韧带钙化、椎体间关节病变、非创伤性或自发性骨质

疏松性骨折等。在测量伴有退行性脊柱病变的老年

人时，如可能应优先选用 234 而不是 !"#，因后者

的测量值受脊柱病变的影响，或用 !"# 髋部骨密度

作为诊断值。还有测量分析误差等。

# 骨质疏松症及严重度的判断

对骨质疏松症评估的目的在于对骨量测量的基

础上对骨质疏松症进行诊断，确定骨折的风险因素，

决定是否应该接受治疗，以及评估预防老年性和其

它骨代谢疾病所导致的骨质流失方法和治疗措施的

有效性。研究发现，以低骨量为特征的骨质疏松症

和骨折风险之间有吻合，但并不等同。这也意味着

骨质疏松症的诊断和治疗不仅仅只依靠对 4 值的定

量，同时也应依靠对于风险因素的评估。将风险因

素与骨矿密度值结合起来，能更有效提高预测骨折

风险因素的能力。风险因素包括骨性和非骨性因素

二大类。

骨性因素：低骨密度和骨密度减少快速、骨骼形

态如股骨颈角度与轴长等。

非骨性因素：生理性因素，包括老年性肌无力尤

其是下肢肌力下降、平衡和协调能力减退、认知能力

和视力下降和体重过轻等；生活因素，营养不良、吸

烟和酗酒等；疾病因素，影响骨代谢的慢性疾病及其

药物治疗、骨科问题造成的肢体废用等。

（,）辅助诊断方法

辅助诊断方法主要包括骨代谢生化标记和骨组

织活检。

$ 骨代谢生化标记

借助测量血液和尿液中骨改建时所释放的标记

物可对骨重建进行评估。这些标记物包括骨形成的

骨特异性碱性磷酸酶和骨钙素；骨吸收的尿吡啶酚

和脱氧吡啶酚、血清及尿中的 : 型胶原纤维经未端

链（34" 和 ;4"）水平等（详见相关章节）。骨代谢生

化指标测量值极易受疾病，样本收集时间点和测量

质控与选用什么生化指标的影响或干扰。目前无质

控和由 <=> 推荐的参考标准，仍只作为半定量参

考值和鉴别诊断骨定量的辅助参数。根据现有资

料，骨代谢生化标记物的水平并不比骨量测量预测

骨折风险好，与骨量自然改变相关较弱。因此，它们

在临床个案的评估中应用有局限性。

% 骨组织活检

髂嵴是一个稳定可取的活组织检查部位，并且

可反映其它与之相关部位骨代谢的临床变化。在进

行骨活组织检查前两个星期，连续用荧光标记的四

环素三天，每天两次；在活检前三天重复用药。活检

在局部麻醉情况下进行，用活检器械在髂嵴取一个

直径为 $ 到 7?? 的骨组织块。如有条件可用微 34
作三维定量分折，然后进行非脱钙组织学处理。进

行常规骨形态计量学静态和动态指标分析，静态指

标包括成骨与破细胞计数，骨形成和吸收总表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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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皮质骨和小梁骨面积，类骨质宽度，骨细胞陷

窝面积等；动态指标是借荧光显微镜观察荧光标识

沉淀方式和定量不同时间四环素标识的平均距离而

换算出骨矿化速率。矿化率正常时，可呈现两次服

用四环素所形成的二道明显的荧光环如骨质疏松。

当矿化率降低时，将会出现不规则的一道荧光环，如

骨软化症。荧光标识沉淀方式这种检查对轻度骨软

化，成骨不全，骨纤维不全，非典型 !"#$% 病及幼年性

骨质疏松有一定帮助。但由于需手术处理，骨标本

处理时间长，现时骨组织活检对大多数患有骨代谢

性疾病的患者病情的评估并无必要性，骨组织活检

不再作为骨质疏松症的诊断依据。

&’ !"#$%&’(!)*+,-./0

骨代谢疾病被概括为骨自身稳定性的失衡，包

括骨软化症、骨硬化症、肾性骨营养不良症、!"#$%
病、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和骨肿瘤等。除借助 ( 线片

和骨密度测量外，骨代谢生化指标亦有助于与骨质

疏松症的鉴别诊断。

（)）骨质疏松症和骨软化的鉴别诊断

骨质疏松的特征是正常矿化骨基质的密度明显

降低。骨软化指的是不完全矿化骨基质的质量增

加、正常或减少。骨基质矿化的障碍是骨软化症的

一个特点。佝偻病是骨软化症的一种，多见于儿童。

临床上，这种疾病可发生在各个年龄阶段的人群中。

最常见原因是慢性肾功能衰竭，维生素 * 缺乏和低

磷酸盐血症等。表 & 简列了骨质疏松症与骨软化症

的比较。

（&）骨质疏松症与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鉴别诊

断

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又称甲旁亢，可分为原发性

甲旁亢和继发性甲旁亢。原发性甲旁亢是由于甲状

旁腺本身的病变导致的甲状旁腺激素（!+,）分泌过

多所引起的代谢性疾病，发病年龄常为 -- 岁左右，

通常女性发病 & 倍于男性。研究发现我国的甲旁亢

患者骨骼病变明显且以骨吸收性骨质疏松为多。这

些患者临床多以骨痛、骨骼畸形甚至病理性骨折为

主要临床表现，继发性骨质疏松以胸腰椎、掌骨和肋

骨处显著。./0、骨扫描、头和手的 ( 线片有助确

诊甲旁亢，而血 !+, 升高、高血钙和低血磷可确诊

甲旁亢。值得一提的是，临床测定项目应为同一份

血液标本，且要求在不同时间多次采血检测。与原

发性骨质疏松不同的是，甲旁亢的骨丢失全身和脊

柱区域明显，皮质骨的骨丢失比松质骨更严重。这

种骨量丢失即使在甲状旁腺切除后亦很难纠正。

1 ! 骨质疏松症与骨软化症的比较

项目 骨质疏松症 骨软化症

定义 骨质下降 骨质变异大

骨钙化正常 骨钙化降低

发生的年龄一般为老人和绝经后妇女 所有年龄组

原因 内分泌不正常 维生素 * 缺乏

年龄 维生素 * 代谢障碍

原发性 低磷酸盐血症

肾小管酸性中毒

低磷酸盐

症状学 骨折处骨痛 全身骨痛

症状 骨折处软化
骨折处外骨质软化和全身性
骨质软化

实验室资料

血清钙离子正常 低或正常（在低磷酸盐症时高）

血清磷 !1 正常
低或正常

（肾性骨营养不良时增大）

碱性磷酸酶正常
升高

（除低磷酸盐症外）

尿钙离子 高或正常
正常或低

（在低磷酸盐症时高）

骨活检 四环素标记正常 四环素标记异常

（2）骨质疏松症与多发性骨髓瘤的鉴别诊断

多发性骨髓瘤是一种源于骨髓的血液系统疾

病，临床也可以全身骨痛、严重的骨量丢失甚至病理

性骨折为表现。临床血液检查可发现患者有正细胞

性及正色素性贫血，白蛋白明显升高，白蛋白 3球蛋

白比例倒置，血沉明显上升 4 )5566 3 7，859以上的

患者免疫学测定 0:: 和 0:; 异常，血清钙升高，尿蛋

白电泳异常，头颅 ( 线片有助临床诊断，而骨髓穿

刺若浆细胞超过 &59可确定诊断。

（<）骨质疏松症和骨硬化症的鉴别诊断

骨硬化症的异常表现出现在长骨或脊柱，呈半

透明带状。约 &59的骨硬化症发生在肾性骨营养

不良症患者身上。用三维 =>+ 可清析鉴别骨硬化

症，而二维双能 ( 光骨密度仪不易区分而误症。

（-）骨质疏松症和肾性骨营养不良症的鉴别诊

断

肾性骨营养不良症是一种常见的慢性肾病，与

佝偻病和骨软化相似也是导致骨软化的最常见因

素，多数患者伴有剧烈的肌痛和肌无力，可能还有病

理骨折。

（?）骨质疏松症和 !"#$% 病的鉴别诊断

!"#$% 病可借 ( 线证明长骨，如胫骨末端溶骨和

在正常构造缺失及畸形情况下，骨皮质出现加厚的

现象。骨增大是 !"#$% 症的独特特征。这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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