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脏器（肝、肾等）慢性疾患和内分泌疾患。有影响骨

代谢的各种疾病，骨折史、躯体畸形、长期服用激素

及特殊人群除外，年龄：!" # "$ 岁（!%&’ ( )&$）。

!"! 仪器与方法

应用美国 *+,+-./ 公司 0.1/+2345 6 型双能 7 线

骨密度检测仪进行检测，每人测量腰椎（89:! ），左侧

髋部骨密度和全身体脂含量检测，每日测量前均进

行仪器质量控制，!" ; <&"=。

#"$ 统计学处理

全部资料输入计算机，用 >?>> 99&" 统计软件包

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采用 $
个变量的相关分析以及多元逐步回归方法分析。以

# ; <&<" 为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 结果

结果显示，受试者中 $9= 腰椎和股骨骨量降

低，全身脂肪含量（$<@%"&9$A ( "<)<&!!）- 与腰椎骨

密度（<&A9 ( <&9%%）-B/C$（ $ D E <&9%，# F <&<"）和髋

部骨密度（<&AA ( <&9<$）-B/C$（ $ D <&9")，# F <&<"）

没有相关性；肌肉含量（’A%A<&)< ( @""9&"!）- 与腰

椎骨密度没有相关性（ $ D <&<%)，# F <&<"），但是与

髋部骨密度高度正相关（ $ D <&$9@，# ; <&<"）；体重

（@’&<9 ( A&’A）G- 与腰椎（ $ D <&$9%，# ; <&<"）和髋

部骨密度（ $ D <&’<"，# ; <&<9）高度正相关（ # ;
<&<"）；HIJ 指数（$!&@%"9 ( ’&!"@’%）与腰椎（ $ D
<&$!!，# ; <&<"）和髋部骨密度高度（ $ D <&’’A，# ;
<&<9）正相关，见表 9。

表 # 体脂成分、体重、HIJ 指数与腰椎

及髋部骨密度的单因素相关分析（ $ 值，% D A<）

肌肉 脂肪 体重 HIJ 指数

腰椎骨密度 <K<%) E <K<9% < K$9%! <K$!!!!

<K!%’ < K)%" < K<!! < K<$’
股骨骨密度 <K$9@! <K9") < K’<"!! <K’’A!!

<K<!" < K9!’ < K<<! < K<<9

注：!相关系数在 <&<" 水平；!!相关系数在 <&<9 水平

$ 讨论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随年龄增加而出现的全身骨

量减少的全身性疾病，伴随着骨矿盐含量和骨基质

减少，骨脆性增加，骨折危险性增加。骨密度的降低

与很多因素有关，如既往骨折史，家族骨折史，吸烟，

体重等因素［$，’］。个体的质量主要由骨骼、肌肉和脂

肪组织构成，目前关于体脂成分对骨密度的影响机

制仍然不太明了。有的研究者指出脂肪量是骨密度

的决定性因素，而有的研究者认为肌肉质量与骨密

度的关系显著，也有人得出的结论显示脂肪量和肌

肉质量与骨密度都具有显著相关性［!:@］。但国内利

用 0L76 进行全身成分分析，特别是研究围绝经期

妇女体脂成分与骨密度关系的报道尚少见。

MN,O.CN411+P 等［%］认为肌肉与 HI0 和 HIQ 具有

最密切的关系，两者不仅是单变量相而且呈线性相

关。研究显示，适当的体重对人体骨密度有正性作

用。但骨的负荷主要来源于肌肉的主动收缩，而不

是体重［)］。本研究结果显示，受试人群的体重不仅

与腰椎骨密度相关，而且与髋部骨密度有着高度相

关性，而且二者呈线性相关。

近年来一些作者又提出体脂成分、肌肉力量与

骨密度有一定的相关性。而近年来国外对全身成分

测定也是通过双能 7 线骨密度测定的方法进行，成

为人体脂肪测定的标准方法［A］。因此 0L76 能客观

地测定出身体脂肪组织、非脂肪组织和骨矿物质含

量、骨矿密度等参数［9<，99］，临床研究显示，全身骨密

度与脂肪肌肉含量有一定相关性，且肌肉组织比脂

肪组织对骨矿含量变化的影响更大［9$］，本研究结果

显示，全身脂肪含量与髋部骨密度和腰椎骨密度不

存在相关性；全身肌肉含量与腰椎骨密度没有相关

性，但是与髋部骨密度高度相关。

QR3P 等［9’］的研究使用 0L76 对 "< 名高加索绝

经后妇女脂肪、肌肉量对于骨量的影响关系进行了

9 年研究中，发现脂肪百分比含量与骨密度（H+P3
I.P34N, 03P1.S5，HI0）、骨 量（H+P3 I.P34N, Q+PS3PS，
HIQ）有相关性，体重是预测 HI0 和 HIQ 的最好指

标，体重的增加与骨量的增加有显著的相关性。陈

建庭等［9!］对广州地区 9!<’ 例成年女性进行骨密度

测定分析，表明年龄和体重对绝经前女性股骨颈的

骨密度有影响（# ; <&<9）。在本研究中，作者进行

了 A< 名围绝经期妇女的体脂成分与骨密度的相关

性研究，结果同样显示，体重与骨密度高度相关，但

是脂肪含量的变化对骨密度影响不大，可能说明影

响髋部骨密度的主要因素是肌肉含量的变化。

通过本研究可以看到，在围绝经期妇女中，体

重、肌肉、HIJ 指数与髋部骨密度之间高度的正相关

关系，而肌肉含量和脂肪含量和腰椎骨密度没有明

显的相关关系。并且可以看到 HIJ 指数与髋部骨

密度之间的相关系数（ $ D <&$9@）要远远大于肌肉含

量与髋部骨密度之间的相关系数（ $ D <&’’A），所以

增加体重常和增加 HIJ 相联系，较高的 HIJ 除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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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骨密度的承重效应外，可能部分归因于在 !"# 增

加的因素中，脂肪组织中雄激素的芳香化作用，使

血清中雌激素水平升高，从而影响骨密度的改变。

因此，对于围绝经期妇女的快速骨流失的治疗，不应

仅仅是药物上的治疗，还应该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

从而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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