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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对绝经后妇女骨量的双向影响 

李万根 宫雅南 朱沛庄 邓煜辉 

· 『临 床 研 究 · 

摘要：目的 深入探讨肥胖对绝经后妇女骨量的影响及机理。方法 绝经年限(YSM)l—lO年的妇 

女 85例，测量身高 、体重 ，计算体重指数 (BMI)；测量空腹及糖负荷后 2 h胰 岛素 ；空腹 血甘油三酯 

(TG)、总胆固醇 、瘦素 ；测定腰椎及股骨颈的骨密度。结果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 ，腰椎骨密度 = 

1．085—0．022YSM。股骨颈骨密度 =一0．37l+0．633身高 +0．Ol1 BMI一0．007 YSM一0．053 InTG；BMI与TG成 

正相关(r=0．244，P=0．027)；如果把人群分为 BMI<23 kg／m 和 BMI≥23 kg／m2两组 ，则两组之间腰 

椎骨密度的差异无显著性，而股骨颈骨密度的差异有显著性，BMI≥23 kg／m2组大于 BMI<23 kg／m2 

组(t=3．496，P=0，001)。结论 肥胖对腰椎骨量无保护作用 ，对股骨颈骨量总的影响是保护作用， 

但深入分析发现其影响呈双向性，其保护作用与体重负荷有关 ，而损害作用与血 TG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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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obesity on bone mass in postmenopausal women：two sides of a coin ／2 Wangen。GONG Yanan， 

ZHUPe~huang。et a1．Department ofEndocrinology，GuangzhouMedical College，SecondHospital，Guangzhou， 

51026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obesity on bone mass in postmenopausal women．Methods 

Eighty—five postmenopausal women were included．Height，weight，BMI，fasting insulin，2 hour insulin after glu— 

cofie chMlenge，triglyceride(TG)，total cholesterol，leptin，bone mineral density(BMD)at lumbar spine and 

femoral neck were measured．Results The formulae of BMD were as foIlows：lumbar BMD=1．085—0．022YSM． 

femoral neck BMD=一0．371+0．633 height+0．Ol1 BMI一0．007YSM一0．053 InTG．BM1 was positively corralated 

with TG(r=0．244。P=0．027)．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lumbar BMD between group of BMI<23 kg／m2 and 

group of BMI≥23 kg／m ．However，the femoral BMD was higher in group of BMI≥23 kg／m than that in group 

of BMI<23 kg／m2(t=3．496，P=0．001)．Conclusion Obesity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bone 

mass in postmenopausal women．The former is related to mechanical stress of body weight，and the latter is related 

to the level of TG；the net effect is prot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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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是多种常见病如高血压病、冠心病、痛风和 

2型糖尿病等的危险因素，但却被认为是骨量的保 

护因素 ．̈2 J。这一现象反映的是肥胖的两面性 ，还是 

我们对肥胖认识的局限性?随着近年来对骨代谢及 

肥胖的病理生理研究的深入，使我们有可能进一步 

探讨二者的联系。本文通过分析肥胖相关的体质和 

生化指标与骨密度的关系，进一步认识肥胖对绝经 

后妇女骨量的影响及机理。 

1 材料与方法 

基金项 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000333) 

作者单位：510260 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 

通讯作者：李万根，Email：liwg66@yahoo．eom 

1．1 材料 

选择广州某单位绝经年限(YSM)l～10年，年龄 

46～63岁的妇女 85例，其中有高血压病患者 l0例， 

冠心病患者 3例，高甘油三酯血症患者 30例，高胆 

固醇血症患者25例，混合性高脂血症患者 15例。 

1．2 方法 

过夜禁食，测量身高、体重，计算 BMI。行LJ服 

葡萄糖耐量试验，测量空腹胰岛素(FI)及糖负荷后 2 

h胰岛素(PI)。标本采取在 8：00～10：30完成。血 

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用酶法测定，胰岛素 

用放免法测定(试剂盒购 自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 

院)，测定范围 5～160 mlU／L；瘦素用放免方法测定 

(试剂盒购自北京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测定范围 

0．5～24 ng／ml；体脂量用生物阻抗法测定，仪器为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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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龙身体脂肪测量器 HBF一301，测定范围 0．5～99．9 

kg。用美国 Lunar公司生产的 DPX—I 骨密度仪测定 

腰椎(腰椎2—4代表)及左侧股骨颈的骨密度。每 日 

测量前进行仪器质量控制，仪器的精确度为腰椎 

0．005 g／cm ，股骨 0．015 g／cm ，准确度 >98％。 

1．3 研究人群的排除标准 

血钙 >2．75 mmol／L者，慢性肝炎、慢性。肾炎、糖 

尿病者，应用雌激素、维生素 D、钙剂 、调脂药或糖皮 

质激素超过 3个月者。 

1．4 统计学处理 

用 SPSS l1．0统计，用多元逐步回归、直线相关 

和 t检验进行相应分析，其中甘油三酯、瘦素和胰岛 

素的数据分析前先经 自然对数转换。 

2 结果 

2．1 85例绝经后妇女各项测定指标 

体质指标为：体重(57．6±8．1)kg，身高(1．6± 

0．1)m，BMI(23．5±3．2)kg／m ，体脂量(18．7±4．8) 

kg；生化指标为：瘦素(13．6±5．6)ng／mL，FI(3．0± 

9．6)mIU／L，PI(99．6±69．6)mlU／L，TG(1．5±0．7) 

mmoVL，TC(5．8±1．0)mmol／1 ；骨 密度 为 ：腰 椎 

(0．972±0．169)g／cm ，股骨颈 (0．829±0．105)g／cm 。 

2．2 骨密度与肥胖相关指标的多l尢逐步回IJJ分析 

以两部位的骨密度为因变量，以年龄、YSM、体 

重、身高、BMI、体脂量、瘦素、FI、PI、TG和 TC为自变 

最，P>0．1为排除标准，P<0．05为进入标准 ；得到 

两部位骨密度的【nJ归方程为：腰椎骨密度 =1．085— 

0．022 YSM，股骨领骨密度 =一0．37l+0．633身高 + 

0．0ll BMI一0．007 YSM一0．053 lnTG 

2．3 BMI与 TG的相关性分析 

BMI与 TG之间有正相关关系，r=0．244，P= 

0．027。 

2．4 BMI对骨密度的总体影响 

将85例绝经后女t女按 BM1分为两组，BMI<23 

kg／m 组和 BMI≥23 kg／m 组 ，比较 两组的骨密度， 

结果见表 l。两组之 问腰椎骨密度的差异无显著 

性，而股骨颈骨密度的差异有显著性，BMI≥23 kg／ 

m 组大于 BMI<23 kg／m 组，说明肥胖对股骨颈骨 

密度的总体影响是保护作用。 

表 1 BMI对骨密度的总体影响 

注：两组比较 t=0．688，P=0．493；～ t=3．496，P=0．001 

3 讨论 

3．1 传统观点认为肥胖可以保护绝经后妇女的骨 

量[1． 。本研究发现以下几点：①观察范围内所有与 

肥胖相关的指标 ，不论体质指标还足牛化指标都 Lj 

腰椎的骨密度无关，说明肥胖对腰椎的骨量尤保护 

作用；②虽然体重和 BMI这两个反映肥胖的指标 与 

股骨颈的骨量有正相关 ，但是同时与 BMI相关的 TG 

却与股骨颈的骨量有负相关，所以说肥胖对骨量的 

影响有双向性 ，不过总的影响是保护作用；③虽然反 

映肥胖的指标 BMI与股骨颈的骨 毓有正相芙，但是 

精确测定的体脂量却与股骨颈的骨 无关 ，说明肥 

胖埘骨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体重负倚x、f骨的机械刺 

激作用，而不支持肥胖者有较多的脂肪将雄激素转 

化为雌激素进而保护骨量的推理。 

3．2 上述现象的进一步解释为：虽然绝经后女_j女体 

内雌激素的量与 BMI呈正比l3 J， 足影响骨代谢的 

最低雌激素水平要求有 90 pmol／I ，I盯fI‘需要¨时补 

充钙剂，因绝经后妇女体内雌激素的 一般都达小 

到此水平 -4j。所以绝经后妇女肥胖行有更多的脂 

肪将雄激素转化为雌激素，从而保护骨量只能是一 

种理论 卜的假设，并没有实际意义。 外我仃j发现 

肥胖只是对股骨颈有保护作用，而对腰椎l尢作JL}j也 

说明 _r这一观点。因为虽然不少义献把腰椎和股骨 

都称为承重骨，但是股骨 比腰椎承{1l 多的最髓。 

如果肥胖者有更多的脂肪将雄激索转化为雌激素f1． 

对骨量有保护作用，则应该对腰椎和股骨近端郁彳『 

保护作用，二者都应该与体脂量彳『火， 我们的研究 

结果是都与体脂量无关。 

3．3 TG 股骨颈骨密度的负相l火父系尚未 有报 

道。周氏～5_在研究糖皮质激素所敛的岐骨头坏死时 

发现，骨细胞 (osteocyte)内有大量的JJf彳滴集聚，许推 

测这些脂滴主要是甘油三酯，而 lI．发 降脂约物叮 

以预防这种损害。近年来发现他汀类药物可以预防 

骨折，机理主要是刺激 了骨形态发生蛋 白 2的表 

达_6 J。虽然该类药的主要作用是降低胆固醇，似足 

其对甘油三酯亦有降低作用 ，绝经后”油三酯升高 

对骨密度的不良影响是否与此机理相 有待进一步 

探讨。体外实验观察到胰岛素可以促进成骨细胞的 

增殖，骨的矿化，抑制骨的吸收l7 J，瘦索 j骨代谢的 

关系尚无定论 8’ ，但是我们对人群的分析尚未发现 

二者与骨密度有关。 

总之，肥胖对腰椎骨量无保护作用，而对股骨颈 

骨量总体上讲有保护作用；如果深入分析，其影响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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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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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年学学会骨质疏松委员会和中国骨质疏松杂志社将于 2004年 5月 22日一29日在陕西省凹安市召开第 五届 国际 

骨质疏松研讨会暨第三届国际骨矿研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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