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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本地区成年人群腰椎、股骨近端各部位骨密度（7.+0 %’+08&( 10+9’:; 7<=）的变化规

律及骨质疏松患病率情况，为骨质疏松的诊断及预防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美国 >?+&8 公司的

@8.1’,; 系列双能 A 线骨密度仪测量 4456 例成年人群腰椎、非优势（左）股骨近端各部位（股骨颈、大粗

隆及 B&81C9 三角）7<= 值，按 ! 岁 4 个年龄组分 44 组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贵阳地区成年女

性腰椎及股骨近端骨峰含量出现在 5! D 5E 岁组，成年男性腰椎及股骨近端骨峰含量出现在 6" D 6!
岁组，且腰椎及股骨近端各部位 7<= 值均随年龄增长而下降，在 !" D !E 岁后骨量呈快速丢失现象。

结论 骨质疏松患病率与增龄有关，女性 !" 岁以后、男性 F" 岁以后患病几率增大，应及早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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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人口老龄化的

影响，骨质疏松发病率日益增加，开展骨密度（7<=）

测定，研究贵阳地区不同年龄、不同性别骨密度情

况，确定本地区骨密度正常参考值，为骨质疏松的诊

断、治疗和研究提供客观的参考数据。5""# 年 F 月

D 5""F 年 45 月对贵阳地区 4456 例 5" D V" 岁人群

腰椎、股骨骨密度进行测定，现报道如下。

/ 材料和方法

/B/ 一般资料

对 5""# 年 F 月至 5""F 年 45 月来我院就诊及健

康查体者共 55"" 人进行了骨密度检测，筛选出其中

4456 名符合条件者作为研究对象。他们均在贵阳

地区（6 城区占 V!W、6 郊区占 4!W）居住了 4" 年以

上，无甲亢、甲旁亢、糖尿病、胃肠道、肾脏及其他骨

代谢相关性疾病，近期无服用激素类等药物病史；其

中男 #"5 例，女 X54 例，年龄 54 D V" 岁；以每 ! 岁为

4 年龄组，共分 44 组。受检对象在各区县居住分布

大致均匀。

/B0 研究方法

骨密度检测：专人操作美国 >?+&8 公司生产的

@8.1’,; 双能 A 线（=$AS）骨密度仪。每日测量前用

标准体模校正后进行，精确度 4W，准确度 Y EVW。

检测研究对象腰椎前后位 >5P# 和非优势（左）股骨近

端股骨颈（+03T）、大转子（:8.3*）及沃氏三角（O&81C9）
骨密度值。详细记录每位受检者性别、年龄、身高、

体重、住址等资料。骨质疏松症诊断参照 4EE# 年

BZU 推荐的以任一部位的骨密度 H 值比同一部位

的峰值骨量低 5[! 标准差以上为标准。应用 R@RR
4"[" 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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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 # 成年健康男性腰椎、股骨近端 ! 区骨密度测

定值（"#$%&）表 ’。

表 # 成年健康男性腰椎、股骨近端 ! 区

骨密度测定值（"#$%&）

年龄 例数
测量部位 ()*（"#$%&）

+&,- 股骨颈 沃氏三角 大转子

&. / ’0 ’123! 4 21252 21552 4 21220 210.- 4 21225 21022 4 21225
!2 / ’0 ’1’!6 4 21’&6 2155! 4 21’’6 2103& 4 21’&& 210-- 4 21’2-
!. / !2 ’1’&! 4 21’62 2156. 4 21’!3 210-2 4 21’-5 210&0 4 21’&!
-2 / !0 ’1’2. 4 21’&5 215.- 4 21’!. 2102’ 4 21’-! 210’6 4 21’&-
-. / -’ ’120’ 4 21’!2 215.2 4 21’!5 21352 4 21’-! 210’’ 4 21’&’
.2 / .. ’126! 4 21’!- 21522 4 21’-’ 2130. 4 21’-& 21356 4 21’&.
.. / -- ’12-0 4 21’3& 21063 4 21220 2132& 4 21’2- 2130. 4 21’26
62 / .3 ’12!& 4 21’!& 210-2 4 21’!& 21652 4 21’.’ 21333 4 21’!5
6. / -’ ’120’ 4 21&&3 210!& 4 21’’. 2163- 4 21’!6 213-6 4 21’’!
32 / !2 ’125- 4 21&’’ 210’5 4 21&’. 216!- 4 21’&’ 213&3 4 21220
3. / !2 ’1’25 4 21&!5 21026 4 21’&- 216&5 4 21’!’ 213’& 4 21’-&

!" ! 成年健康女性腰椎、股骨近端 ! 区骨密度测

定值（"#$%&）表 &。

表 ! 成年健康女性腰椎、股骨近端 ! 区

骨密度测定值（"#$%&）

年龄 例数
测量部位 ()*（"#$%&）

+&,- 髋部股骨颈 沃氏三角 大转子

&2 / ’. ’1253 4 21’’0 21030 4 21’’’ 21355 4 21’’2 213.- 4 2125!
&. / ’. ’1&2- 4 21’2! 215.’ 4 21’2- 2106& 4 21’’’ 210’! 4 21’’!
!2 / &6 ’1’6’ 4 21’’0 215!! 4 21206 210!3 4 21’’2 2130- 4 21252
!. / !’ ’1’!6 4 21’!5 215&’ 4 21253 210&. 4 21’&0 2133. 4 21’2-
-2 / .5 ’1’-3 4 21’63 215&6 4 21’’- 210&! 4 21’&2 21302 4 21’2-
-. / 62 ’1’2. 4 21’-0 215’’ 4 21’’. 213-5 4 21’!6 213-0 4 21255
.2 / ’.& ’12!3 4 21’.2 210&. 4 21’&6 21603 4 21’!6 21665 4 21’’.
.. / 55 2153- 4 21’.. 21022 4 21’’& 216!6 4 21’!0 21662 4 21’’5
62 / 35 215-- 4 21’.5 213&. 4 21’2! 21.33 4 21’’2 216&5 4 21’26
6. / 3. 2152! 4 21’.. 21605 4 21’2- 21.’0 4 21’2. 216’! 4 21225
32 / .& 21336 4 21’-& 216’3 4 21’’! 21-6& 4 21’’& 21.-2 4 21’’5
3. / .0 210!& 4 21’05 216’! 4 21’’2 21--3 4 21225 21.!2 4 21’&!

!" $ 成年健康男女性腰椎、股骨近端 ! 区累积丢

失率表 !。

表 $ 成年健康男女性腰椎、股骨 ! 区累积丢失率

年龄
女性 男性

例数 +&,- 78$9 :;<=>? @<A$B 例数 +&,- 78$9 :;<=>? @<A$B
&2 / ’. C C C C C C C C C
&. / ’. 212 212 212 212 ’0 C C C C
!2 / &6 !16 ’15 &15 !1. ’0 C C C C
!. / !’ .16 !1& -1! -13 !2 ’1’ &10 !13 ’15
-2 / .5 -13 &16 -16 -1’ !0 &13 !15 01’ !1!
-. / 62 01. -1& ’!1’ 012 -’ -10 -1! 51- !15
.2 / ’.& ’!10 ’!1& &21! ’313 .. 61- 51- 515 .13
.. / 55 ’51’ ’.15 &61& ’010 -- 313 ’&13 ’51. 312
62 / 35 &’16 &!13 !!1’ &&16 .3 51& ’.1- &210 315
6. / 3. &.12 &31. !515 &.16 -’ -10 ’61& &&13 ’’16
32 / .& !.1. !.1& -61- !!1. !2 !1- ’31. &31! ’!15
3. / .0 !215 !.1. -01- !-10 !2 &1- ’010 &315 ’.16

!" % -2 岁以上男性腰椎、股骨近端 ! 区骨质疏松

检出率表 -。

表 % -2 岁以上男性腰椎、股骨近端三测点骨质疏松检出率

年龄

+’,- 78$9 D;<=>? E<A$B
总例

数

检出

例数
F

总例

数

检出

例数
F

总例

数

检出

例数
F

总例

数

检出

例数
F

-2 / !0 2 212 !0 2 212 !0 2 212 !0 2 212
-. / -’ 2 212 -’ 2 212 -’ ’ &1- -’ 2 212
.2 / .- . 51! .- 2 212 .- . 51! .- 2 212
.. / -- - 51’ -- 2 212 -- - 51’ -- 2 212
62 / .3 - 312 .3 - 312 .3 0 ’-12 .3 ’ ’16
6. / -’ 6 ’-16 -’ & -15 -’ 6 ’-16 -’ 2 212
32 / !2 . ’613 !2 & 613 !2 ’2 !!1! !2 2 212
3. / !2 3 &!1! !2 & 613 !2 ’’ !613 !2 2 212
!.2 &.6 && 01. &.6 ’2 !15 &.6 -! ’610 &.6 ’ 21!
!62 ’.0 !’ ’516 ’.0 ’2 61! ’.0 !. &&1& ’.0 ’ 216

!" & -2 岁以上女性腰椎、股骨近端 ! 区骨质疏松

检出率表 .。

表 & -2 岁以上女性腰椎、股骨近端三测点骨质疏松检出率

年龄

+’,- 78$9 D;<=>? E<A$B
总例

数

检出

例数
F

总例

数

检出

例数
F

总例

数

检出

例数
F

总例

数

检出

例数
F

-2 / .5 2 2 .5 2 2 .5 ’ ’13 .5 2 2
-. / 62 2 2 62 2 2 62 ’ ’13 62 2 2
.2 / ’.& ’2 613 ’.& ! &12 ’.& &3 ’310 ’.& & ’1!
.. / 55 ’2 ’21’ 55 ! !12 55 &3 &31! 55 & &12
62 / 35 &’ &616 35 . 61! 35 !0 -01’ 35 & ’’1-
6. / 3. &. !!1! 3. ’& ’612 3. .2 6613 3. 0 ’213
32 / .& !- 6.1- .& &2 !01. .& -2 6310 .& ’5 !61.
3. / .0 !- .016 .0 &2 !-1. .0 .’ 0315 .0 ’. &.15
!.2 .’. ’!- &61& .’. 6! ’&1& .’. &!! -.1& .’. -0 51!
!62 &6- ’’- -!1& &6- .3 &’16 &6- ’35 6310 &6- -- ’613

$ 讨论

本研究应用双能 G 线骨密度仪进行骨密度测

量，符合 DHI 对骨密度检测应用 *JGK 为金标准的

要求，得出贵阳地区人群骨密度正常参考值、丢失率

及患病率，为全国骨质疏松症防治研究提供了重要

数据，以 . 岁为 ’ 年龄组，与国际分组相吻合，为与

国内外不同地区比较提供了方便。

$"# 贵阳地区人群女性骨密度峰值均出现在 &. /
&5 岁年龄组，男性骨密度峰值较女性晚 . 年，均出

现在 !2 / !. 岁年龄组。男性除腰椎骨密度低于女

性外，股骨近端 ! 区骨密度峰值高于女性。与国内

其他地区比较峰值均值和成都［’］相近，稍高于青

岛［&］、广州［!］。

$"! 随着年龄增长，各部位骨密度逐渐降低，但男

性与女性骨量丢失的起始时间及丢失速率有所不

同。

女性 ()* 变化规律显示，!2 岁后腰椎、股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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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 区骨量丢失率伴随着增龄逐渐增加，"#$ 开始

下降，在 %& ’ %( 岁组均有一定回升。这与上海近期

报道的有些相似［%］。现代女性多实行晚婚晚育，许

多女性年逾 !& 岁才生育哺乳，可能因此失骨偏多，

而不再生育后至绝经之前机体有机会进行补偿性调

节，获得一定程度的骨代谢正平衡，使 "#$ 有所回

升。但是 (& 岁以后骨量年丢失率加速超过 )&*以

上，"#$ 显著下降；失骨 率 +,-./ 0 123% 0 4567 0
8-96:；提示存在与年龄和绝经因素有关的骨量丢

失。;( 岁以后腰椎患病率有下降，可能与主动脉钙

化及腰椎退变有关。

男性腰椎及股骨 ! 区近端骨密度峰值骨密度在

!( 岁以后开始下降，腰椎累积丢失率均无明显加速

现象，但股骨累积丢失率高于腰椎，随增龄呈加速

现象，尤以沃氏三角为显著。从累积骨量丢失的百

分点来看，在人的一生中，腰椎男性下降 <*，女性

下降 !(*；股骨颈则为男性下降 )=>=*，女性下降

!(>(*；+,-.?/ 区则为男性下降 2;><*，女性下降

%=>%*。大 转 子 则 男 性 下 降 为 )(>@*，女 性 下 降

!%>=*。表明不同部位松质骨丢失也存在较大差

异。

!"! 骨质疏松症患病率

本组资料以 +AB 骨质疏松症 C 2>( D$ 为诊断

标准筛查，%& 岁后开始有骨质疏松症，(& 岁后骨质

疏松症患病率男（女）分别为 123% =>(*（2@>2*）、股

骨颈 !><*（)2>2*）、+,-.?/ 三角 )@>=*（%(>2*）、

大粗隆 &>!*（<>!*）。敏感性依次为 +,-./ 0 123% 0
4567 0 8-96:。+,-.?/ 区由于部位特殊，骨密度较低，

不宜作为诊断骨质疏松部位。

我们研究发现，贵阳地区人群女性腰椎、股骨近

端峰值骨密度均出现在 2( ’ 2< 岁年龄组，男性骨密

度峰值较女性晚 ( 年，均出现在 !& ’ !( 岁年龄组。

在女性，(& 岁以后随骨量加速丢失骨质疏松患病率

增加，@& 岁以上发病率为 %!>2*（123%）、2)>@*（股骨

颈）；在男性，腰椎骨量丢失随增龄增加不明显，可能

与主动脉钙化及腰椎退变；而股骨颈骨量丢失加速

在 @& 岁左右开始，但丢失率不如女性，故男性 @& 岁

以后骨质疏松患病率为 )<>@*（123% ）、@>!*（股骨

颈）。揭示骨质疏松要及早预防，尤其对于女性人群

宜在 (& 岁以前进行，以尽量提高骨密度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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