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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完善我国骨质疏松相关数据库，特调查、分析湖北地区男性铁路机车驾驶员骨密度

（89:）变化规律和骨质疏松（;<）的患病率以及电磁场环境对 89: 的影响。方法 使用美国 =+>)’?@
公司生产的双能 A 线骨密度仪对湖北地区 77 B .$ 岁、驾驶年限均在 " 年以上的男性铁路电力和内燃

机车驾驶员 $2.. 人进行 C7 5C! 及股骨上端 89: 测定，然后用 D<DD $$3E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湖北地区男性铁路电力机车驾驶员腰椎及股骨上端骨峰值在 "# B "! 岁年龄段；内燃机车驾驶员腰椎

及股骨上端骨峰值在 7E B 7F 岁年龄段。峰值后随年龄增长 89: 逐渐下降。湖北地区 E# B EF 岁男性

铁路电力机车驾驶员 ;< 患病率为 7$3!G，内燃机车驾驶员 ;< 患病率为 7.3EG。结论 骨质疏松症

的研究不能忽视男性尤其是从事特殊职业的男性；电磁场环境对 89: 有正面影响。

关键词：骨密度；骨质疏松症；患病率；电磁场

!"#$%&"’"() *+ ,*(" ’-("&#. /"($-)0 ,0 1234 #(/ 5&"6#."(7" &#)" *+ *$)"*5*&*$-$ -( ’#." .*7*’*)-6"
/&-6"&$ -( 8%,"- /-$)&-7) !"#$ %&’，()* +,&-.,-，/) 01-，23 &4 / 526&7382-3 ’9 :;218&3’4’<=，>1;&-
?&-@’1 ?’A6,3&4，?1B2, !"##$#，HI(?’
4,$)&#7)：9,:"7)-6" J+ (?KLM,(N’,L ’?@ ’?’)OML ,IL >LNP)’>(,(LM +Q 0I’?NL (? R+?L &(?L>’) @L?M(,O（89:）

*>LK’)L?0L >’,L +Q +M,L+*+>+M(M（;<）’?@ LQQL0, +Q L)L0,>+&’N?L,(0 Q(L)@M +? 89:/ !");*/$ 89: +Q C75! ’?@ I(*

S’M &L’MP>L@ RO A15". *)PM @P’) L?L>NO A5>’O ’RM+>*,(+&L,>O（:%A4） Q+> $2.. &’)L )+0+&+,(KL @>(KL>M，
(?0)P@(?N $#!7 L)L0,>(0 )+0+&+,(KL @>(KL>M（%C:）’?@ 27! @(LML) )+0+&+,(KL @>(KL>M（:C:），’NL@ 7#5.7 OL’>M/ 4))
@’,’ +Q 89: SL>L 0+&*’>L@ ’?@ M,’,(M,(0’))O ’?’)OML@/ <"$%.)$ JIL 89: *L’T K’)PLM +Q C75! ’?@ I(* 0+P)@ RL

MLL? (? "#5"! OL’> +)@ N>+P* Q+> %C: ’?@ 7E57F OL’> +)@ N>+P* Q+> :C:/ 4Q,L>S’>@ 89: @(&(?(MIL@ S(,I ,IL
(?0>L’ML +Q ’NL/ JIL R+?L &’MM )+MM S’M *>+N>LMM(KL ’?@ M)+S/ JIL *>LK’)L?0L >’,L +Q ;< S’M 7$3!G (? %C: ’NL@
E#5EF OL’>M +)@ ’?@ 7.3EG (? :C: ’NL@ E#5EF OL’>M +)@ (? UPRL( ’>L’/ =*(7.%$-*($ JIL M,P@O +Q ;< (M
(&*+>,’?, Q+> ,IL &’)LM +? M*L0(’) V+R；%)L0,>+&’N?L,(0 Q(L)@M I’KL ’ *+M(,(KL LQQL0, +? 89:/
>"0 ?*&/$：8+?L &(?L>’) @L?M(,O；;M,L+*+>+M(M；9+>R(@(,O；%)L0,>+&’N?L,(0 Q(L)@M

骨质疏松正日益成为严重的世界公共卫生问

题。近十余年来我国对该领域的研究逐渐深入，但

相关数据库尚不完善，影响了适合我国人群的骨质

疏松症诊断标准的研究和完善，继而影响了我国骨

质疏松的防治。因此，为了研究我国不同职业人群

的骨骼生长发育和衰老的基本规律及其骨质疏松症

（;M,L+*+>+M(M，;<）的患病情况以及工作环境对骨密

度（8+?L &(?L>’) @L?M(,O，89:）的影响，在既往研究

的基础上，我们于 $FFF 年 F 月至 7##. 年 $$ 月对湖

北地区男性铁路机车驾驶员 $2.. 人进行了双能 A
线骨密度的调查，从而明确了该职业男性的不同年

龄、不同部位的峰值 89: 和 ;< 的患病率，以及电磁

场工作环境对 89: 的影响，为进行 ;< 的群体防治

提供了科学依据。

@ 材料和方法

@A@ 对象

受测者 $2.. 人均为湖北地区的男性铁路机车

驾驶员，年龄最小 77 岁，最大 .$ 岁；$#!7 人为铁路

电力机车驾驶员，驾驶铁路电力机车的时间均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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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 人为内燃机车驾驶员，且从未驾驶铁路

电力机车。所有调查对象均按 $ 岁为 % 年龄段，将

电力机车驾驶员和内燃机车驾驶员各分为 & 组；所

有被测者均在湖北地区居住 %$ 年以上，均除外患有

影响骨代谢的各种急、慢性病，且受测前半年未服用

影响骨代谢的药物。

!"# 测定方法

准确记录受试者的性别，出生年、月、日，身高、

体重并输入微机。测定仪选用美国 ’()*+,- 公司生

产的 ./012 型骨密度测定仪，精度 %3，!" 4 %5$3。

对全部受试者的腰椎 6"06# 正位及股骨上端

（包括 ’789，:+)-’;，<)(8=）进行 >?@ 测定。仪器

由微机控制，自动分析打印结果。每日测量前均进

行仪器性能检测。以同性别、同部位峰值 >?@ 减低

"A@（机内设置的华东地区之 <0;8()7 值）为骨质疏松

症的诊断标准［%］。

!"$ 统计学处理

全部资料按年龄段分组，输入微机，采用 ABAA
%%5$ 统计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数据参数用（!#
C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

# 结果

#"! 湖北地区男性铁路机车驾驶员人群 >?@ 的测

量值

结果显示，电力机车驾驶员腰椎及股骨上端骨

峰值见于 1D E 1# 岁年龄段，内燃机车驾驶员腰椎及

股骨上端骨峰值见于 "$ E "& 岁年龄段，两类人员以

后每增加 % 个年龄段，>?@ 就均有一定程度的减

少，见表 % 和表 "。

表 ! 湖北地区男性铁路电力机车驾驶员 >?@ 测量值（FG8H"，!# C $）

年龄（岁） & 6"06# ’789 <)(8= :+)-I;
"% E 21 %J%1& C DJ%%" D J!K& C DJ%#2 D JK%$ C DJ%&& D JK!$ C DJ%12
"$ E %"! %J%!1 C DJ%&% D J&12 C DJ%2K D JK!" C DJ%D% D J!D# C DJ%%&
1D E %K# %J"D1 C DJ%%$ D J&!& C DJ%D# D J!2$ C DJ%12 D J&$D C DJ%11
1$ E %2# %J%!2 C DJ%"2 D J&$! C DJ"!# D JK&! C DJ%"1 D J&"D C DJ%2&
#D E %!# %J%K2 C DJ%"& D J&#2 C DJ%"& D JK2% C DJ%"& D J!!& C DJ%#!
#$ E %$% %J%2% C DJ%$2 D J&1# C DJ%"! D JK1K C DJ%$2 D J!#! C DJ%1$
$D E &K %J%DK C DJ%2" D J&%K C DJ%$! D JK"D C DJ%K$ D J!%" C DJ%%$
$$ E K2 %JD!2 C DJ%#% D J!2% C DJ%$$ D J2!& C DJ%$K D JK22 C DJ%11
2D E $ DJ&D! C DJ%%2 D J!"" C DJ%D$ D J211 C DJ%1" D JK1! C DJ%21

表 # 湖北地区男性铁路内燃机车驾驶员 >?@ 测量值（FG8H"，!# C $）

年龄（岁） & 6"06# ’789 <)(8= :+)-I;
"D E "& %J1&2 C DJ%"" D J&%1 C DJ%$# D JK$! C DJ%K2 D J!2" C DJ%K#
"$ E !" %J&%" C DJ%"2 D J&&2 C DJ%%& D J&"% C DJ%11 D J&K2 C DJ"%1
1D E %D" %J"!1 C DJ"D" D J&KK C DJ%%" D J!1$ C DJ%2K D J&"& C DJ%12
1$ E %"$ %J%2% C DJ%$1" D J&2$ C DJ%%! D JK!2 C DJ%"$ D J&%D C DJ%%#
#D E %#1 %J%"" C DJ%1% D J&1! C DJ%#$ D JK$" C DJ%12 D J!$$ C DJ%$!
#$ E %#" %JD&% C DJ%12 D J!!! C DJ%#" D JK$! C DJ"11 D J!"& C DJ%&%
$D E &! %JD$D C DJ%%# D J!#! C DJ%"$ D JK%2 C DJ%K" D J!%" C DJ%K&
$$ E &2 DJ&2K C DJ"#2 D J!%! C DJ%K1 D J2K% C DJ""K D JK!D C DJ%"!
2D E K DJ&%% C DJ%K" D JK!% C DJ"2K D J2#" C DJ%"% D JK$% C DJ%K&

#"# 测定人群中 LB 患病率情况

从表 1、# 可以看出，LB 患病率随年龄的增加而

表 $ 湖北地区男性铁路电力机车驾驶员

LB 患病率（ 4 ?0"A@ 以上）

年龄

（岁）
&

6"06# ’789 <)(8= :+)-I;
患病数 3 患病数 3 患病数 3 患病数 3

"% E %&% D D D D D D D D
1D E 11! % D51 %% 151 2 %5! %2 #5K
#D E 11$ %$ #5$ "% 251 %! $5# 1% &51
$D E %K1 "K %$52" 1" %!5$" "K %$52" 1K "%5#"#

注：与其他年龄组比较" ’ 4 D5D%；与同年龄组之 6"06# 比较

# ’ 4 D5D$

表 % 湖北地区男性铁路内燃机车驾驶员

LB 患病率（ 4 ?0"A@ 以上）

年龄

（岁）
&

6"06# ’789 <)(8= :+)-I;
患病数 3 患病数 3 患病数 3 患病数 3

"D E %%% D D D D D D D D
1D E ""K D D5# K 15% 1 %51 %" $51
#D E "!$ %$ $51 "% K5# %2 $52 "$ !5!
$D E %&# 1! %&5$" #% "%5%" 1% %25D" $% "25$"#

注：与其他年龄组比较" ’ 4 D5D%；与同年龄组之 6"06# 比较

# ’ 4 D5D$

增加，其中 $D E $& 岁年龄段患病率明显增高，并且

股骨上端 LB 的检出率明显高于腰椎，并以 :+)-I;
更为突出；电力机车驾驶员 LB 患病率为 "%5#3，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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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内燃机车驾驶员 !" 患病率 #$%&’ 的 &%( 个百

分点。

电力机车驾驶员和内燃机车驾驶员 $) * 组分

别只有 & 例、+ 例，例数太少，故未列为单独一组进

行统计。

! 讨论

!"# 湖北地区男性铁路机车驾驶员 ,-. 的变化

规律

在人的生命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

研究其规律以及不同部位的差异，寻找骨量丢失最

敏感的部位，并研究职业环境对 ,-. 变化的影响，

对骨质疏松症的诊断和防治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采

用 ./01 测量的男性铁路电力机车驾驶员和铁路内

燃机车驾驶员的骨峰值分别出现在 2) * 23 岁年龄

段、#& * #4 岁年龄段；与内燃机车驾驶员的骨峰值

年龄和国内其他单位调查的男性骨峰值比较［#］，电

力机车驾驶员的骨峰值年龄稍晚。,-. 达到峰值

后随年龄增加逐渐下降，但无明显的加速，这与国内

的报道基本一致［#］。

!"$ 湖北地区男性铁路机车驾驶员骨质疏松症患

病率

本调查提示，男性铁路电力机车驾驶员和铁路

内燃机车驾驶员 34 岁以前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均

在 4’左右，而 &) 岁以后患病率明显增加，分别达

#(%3’、#$%&’。本调查显示，股骨上端骨质疏松的

检出率要高于腰椎，而股骨上端各部位检出率比较

为 56789: ; <=>? ; @7A>B，这与国内相关研究的报道

是一致的［2］。

!"! 本调查的对象均为男性铁路机车驾驶员，因工

作的特殊要求，这类人群中虽然技术动作单一，但精

神高度紧张；虽然身体素质较好，但因驾驶室的活动

空间小，操作时常保持一个姿势，多数人都有不同程

度的腰腿酸痛；同时工作间的进食多在停车间隙进

行，且睡眠无规律，上述条件对骨质疏松有负面影

响；与此同时，铁路电力机车的输入电压达万伏，机

车运行时电磁场由此而产生。据有关研究结果，一

定强度的电磁场对骨质疏松有正面影响［3，&］。其可

能的机理是：（(）电磁场对生长因子直接作用，介导

骨质疏松的发生、发展，从而影响骨密度。（#）电磁

场引起下丘脑的促皮质激素释放激素增加，导致细

胞内酶促反应的发生。（2）电磁场可改善局部血液

供应，降低氧张力，增高 CD 值，促进软骨及骨细胞

释放大量钙离子，加速钙化过程［$］。相对国内其他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2］，本调查对象的电力机车驾驶

员长期工作于这种电磁环境中，其骨峰值出现较晚，

且骨质疏松症患病率较内燃机车驾驶员为低，似乎

与此有关。但这种电磁环境究竟是如何具体影响

,-.，影响能达到多大的程度，值得进一步研究。

!"% 本调查结果提示，骨质疏松症的防治研究的重

点虽在女性，但对男性，尤其是特殊职业的男性也不

能忽视。和其他人群一样，铁路机车驾驶员骨质疏

松的防治重在及早预防，并根据工作特点，注重合理

饮食和适当运动，及时补充钙剂，注重有效缓解驾驶

机车带来的紧张情绪，尽可能使机体处于良好状态，

以利于提高骨峰值，减缓骨矿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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