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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名女医护生骨质疏松知识

及骨密度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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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医护生对骨质疏松知识的认知情况，并探讨饮食牛奶和运动对骨密度的影响。方

法 在对 4$4 名医护生进行问卷调查的同时，进行 5467、股骨近端、桡骨远端骨密度测定。结果 临床

生与护理生在某些问题上的认知率差异有显著性；饮食牛奶量不同，5467、股骨近端、桡骨远端骨密度

具有组间差别（! 8 #9#"）；达一定运动强度的运动方式，运动时间不同，股骨近端、桡骨远端具有组间

差别（! 8 #9#"），5467无差别。结论 应加强医护生的健康教育，并补充充足的牛奶以及适当的运动，

以增加峰值骨量，延缓骨质疏松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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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0+@>0E0?0+)+ LT）是老年人的常见病

之一，在中老年妇女中更多见，但是目前 LT 仍缺乏

有效的治疗，关键在于预防［!］。预防性健康教育，尽

可能的提高峰值骨量是防治 LT 的重要策略。作为

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卫生工作者，是传播骨质疏松

知识的生力军，又处在骨量上升期［4］，为此，笔者于

4##" 年 % K !4 月进行了本次调查，旨在了解女医护

生对骨质疏松知识的认知情况，同时对影响骨密度

（MNO）的因素进行分析，以寻求提高峰值骨量的途

径。

@ 材料和方法

@A@ 对象

已进入临床实习阶段的医护生共 4$4 名（年龄

4# K 47 岁，身高 !%4 U 79V 2’，体重 "49V U ,9! AC），

其中护理专科生 !WW 名，临床本科生 !7V 名。均为

黑龙江籍，身体健康、无影响骨代谢性疾病。

@A7 调查方法

问卷调查表系参照文献［W6"］自行设计，调查表分

7 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年

级、专业。第二部分为生活方式，包括烟酒、饮食牛

奶、运动等情况。第三部分为 LT 知识，共 !, 题，其

中 !W 题为判断对错或不知道，第四部分为选择题。

@AB 骨密度测定方法

填写调查问卷的同时，应用无锡衡器厂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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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 体 重 计 进 行 身 高、体 重 的 测 量，应 用

’()*+ 公司生产的 ,-.#/, 型双能 . 线骨密度仪

进行非优势侧桡骨远端、非优势侧股骨近端及腰椎

前后位（’%#0）1 部位的 2/, 测定，操作均由同一专业

人员完成。

!"# 统计学处理

利用 3.43’ %&&1 进行统计分析，所得数据以均

数 5 标准差表示，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

料比较采用!
% 检验，" 6 &7&8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 %9% 名医护生对 :- 知识的认知情况见表 $，图

$ ; 图 0。

表 ! 不同专业学生 :- 知识水平

问题
护理生（$11） 临床生（$0<）
= （ #） = （ #）

$ 骨质疏松症可能会危及生命 >%7% （<?） 997? （$1%）!

% 骨质疏松患者易发生骨折 >17? （<9） 9$7% （$%$）

1 骨质疏松症多发生于中老年 <870 （$%>） <07? （$0$）

0 女性较男性更易患骨质疏松 >?7> （$&%） 987< （$%9）!

8 骨质疏松一旦发生便很难逆转 8>7< （>>） ?%70 （<1）

? 长期服用类固醇激素易致骨质疏松 >&7> （<0） 917< （$%8）!

> 加强体育锻炼对预防骨质疏松有益 <?7% （$%9） <?7? （$00）

9 补充充足的钙质对预防骨质疏松有益 <>7> （$1&） <97? （$0>）

< 青少年与老年人补钙的意义不同 0<7? （??） 0<7> （>0）

$& 女性绝经后骨量会迅速丢失 ?%70 （91） >>7< （$$?）!

$$ 牛奶、豆制品中含有丰富的钙质 $&& （$11） <<71 （$09）

$% 吸烟会增加患骨质疏松的危险 9<78 （$$<） <$71 （$1?）

$1 成年人钙的生理需要量是 9&& @A ?>7> （<&） ><7< （$$<）!

注：# 为问题认同的人数，=为认同的百分数；与护理生比较! " 6 &7&8

图 ! 骨质疏松常见症状

图 $ 骨质疏松患者应就诊

$"$ %9% 名医护生桡骨远端、股骨近端及 ’%#0 的

图 % 较理想的骨密度测定方法

图 # 骨质疏松知识的来源

2/, 相邻两年龄之间差别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B
&7&8），但随年龄变化各部位骨密度均有增长趋势，

见图 8。

图 & %9% 名女医护生桡骨远端、

股骨近端及 ’%#0的 2/, 随年龄变化

$"% %9% 名医护生中经常吸烟者 & 人，偶尔吸烟者

为 $ 人，余为不吸烟者；经常饮酒者为 & 人，偶尔饮

酒人数为 01 人，占 $87%=，余为不饮酒者；饮食牛奶

量对骨密度的影响见表 %；所选择的运动方式前四

位的是跑步、羽毛球、篮球、游泳，运动对骨密度的影

响见表 1。

% 讨论

通过表 $ 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的发展，:- 知识

越来越普及（如问题 1、>、9、$$、$%）。作为未来的卫

生工作者，医护生对 :- 知识认知率较高，但因专业

的不同，在某些问题上（$、0、?、$&、$1），还是表现出

一定的差别。医护生在学习期间，骨质疏松症一章

在多数医学院校是选修课，所以报刊、媒体（电视）成

为骨质疏松知识的重要传播途径，但这也不可避免

的产生一些错误的观念。:- 知识涉及骨科、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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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饮食牛奶对 !"# 的影响

组别 例数 $%&’ 股骨颈 ()*#+ 大转子 桡骨远端

, 组 -’. -/--0 1 ,/-,’ ,/2-, 1 ,/-,3 ,/33’ 1 ,/-.4 ,/554 1 ,/--’ ,/.%2 1 ,/,.0
- 组 -,4 -/-.4 1 ,/-,5! ,/2’0 1 ,/-,3! ,/32. 1 ,/-0% ,/53’ 1 ,/--4 ,/.., 1 ,/,.2
% 组 .. -/-44 1 ,/-%2! ,/2’5 1 ,/--,! ,/20, 1 ,/-0-! ,/3%5 1 ,/--0! ,/.’4 1 ,/,’0!"

注：根据近 0 年平均饮食牛奶量（%0, 67 为 - 次）的不同分为 . 组：, 组#. 次8周 ；- 组为 ’ 9 0 次8周；% 组$4 次8周。与 , 组比较! ! : ,/,0，

与 - 组比较" ! : ,/,0

表 " 运动对 !"# 的影响

组别 例数 $%&’ 股骨颈 ()*#+ 大转子 桡骨远端

, 组 -,2 -/-., 1 ,/-,4 ,/2,’ 1 ,/--, ,/303 1 ,/-.4 ,/54. 1 ,/--% ,/..- 1 ,/,’0
- 组 35 -/-%2 1 ,/-,. ,/2’. 1 ,/,25! ,/2%, 1 ,/-%3! ,/3,0 1 ,/-,%! ,/.%- 1 ,/,%2
% 组 34 -/-05 1 ,/-%. ,/2’. 1 ,/--5! ,/2-4 1 ,/-4%! ,/525 1 ,/-%5! ,/.’’ 1 ,/,..!"

注：根据近 0 年平均运动情况（对问卷给出的运动方式，%, 6;< 为 - 次）的不同分为 . 组：, 组#- 次8周；- 组为 % 9 . 次8周；% 组$’ 次8周。

与 , 组比较! ! : ,/,0，与 - 组比较" ! : ,/,0

科、内分泌科等多学科内容，目前多数医院并没有专

门的 => 门诊，对 => 患者就医造成不便。而在另一

些问题上（0、2 以及图 .），学生的认知率比较低，这

提示有必要加强对医护生 => 知识的教育，可将骨

质疏松症作为必修课来学习，一方面增加学生的医

学知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 => 知识的传播和普及。

青少年时期提高峰值骨量是预防绝经后 => 和

老年性 => 的重要措施［4］。影响峰值骨量的不可变

因素有：遗传、种族、性别，可变因素有：钙的摄入、运

动、烟酒等。牛奶是含钙丰富的食物，戴金彪等［5］

报道饮食牛奶量的不同可以影响 2 9 -4 岁女性的

!"#，?@@ABCD@< 等［3］报道青春期长期饮用牛奶可明

显增加峰值骨量。本调查发现，坚持饮用牛奶者（%
组）在各个部位较饮食牛奶量偏少者（, 组）骨密度

值均差异有显著性；经常饮用者（- 组）在 $%&’、股骨

颈两部位与饮食牛奶偏少者有差异。而调查中坚持

饮用牛奶者只占 --/5E，与吴伏娜等［2］报道的深圳

城区女性的饮奶量有很大差距，这提示应积极宣传

饮用牛奶的益处，加强对 => 的预防。

运动对 !"# 的影响，因运动方式及运动强度的

不同，而有程度上的不同［-,，--］。秦林林等［-%］报道在

峰值骨量达到以前，女性在 $%&’ 运动量多组比中等

组有统计学意义的增高，而在股骨近端未见明显差

异。本调查结果显示，根据运动时间进行分组的 .
组间，在股骨近端，桡骨远端存在显著性差异，而

$%&’未表现出差异，但也显示出随运动量的增加而

升高的趋势，与秦氏报道的有所不同，原因可能与笔

者调查对象范围较窄，运动方式多不固定，运动强度

多低到中等有关。但二者均说明运动有利于获得较

高的 !"#。为获得较高的峰值骨量，更好的预防绝

经后 => 和老年性 =>，青少年时期有必要进行适当

的体育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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