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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和汉族正常人群骨量分布情况，确定峰值骨量，分析其年龄段变

化规律。为本地区制定骨质疏松诊断标准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选择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健康

傣族男女" ";!名，汉族健康男女" 4;7名，年龄均为 ;# = :5 岁。以 "# 岁为一年龄段，对男女分别进行

分组。用美国 8(&2& 公司提供的 >-?2’0/&*@>指骨骨密度仪，对非习惯性用手的第 ;、4、< 手指进行测量，

取 4 个手指的平均骨密度值。数据采用 ABAA ""6#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傣族和汉族男女峰

值骨量都在 4# = 45 岁年龄段。骨量丢失 ";C以上傣族男女分别在 !# = !5 岁和 D# = D5 岁年龄段，汉

族男女分别在 :# = :5 岁和 !# = !5 岁年龄段。骨量丢失 ;DC以上傣族女性在 !# = !5 岁年龄段，汉族

女性在 :# = :5 岁年龄段。傣族男女峰值骨密度分别为 #644:7 +E/%; 和 #644<5 +E/%;。汉族男女峰值

骨密度分别为 #64!"< +E/%; 和 #64<:4 +E/%;。傣族和汉族男性各年龄段骨密度均值比较差异有显著

性，;# = ;5 岁年龄段 ! F #6#D，4# = :5 岁年龄段 ! F #6##"。傣族和汉族女性 4# = :5 岁年龄段骨密度

均值差异有显著性 ! F #6##"。结论 西双版纳傣族与汉族男性正常成人骨密度值差异有显著性；女

性 4# 岁年龄段以后差异有显著性。汉族男女骨密度均值高于傣族男女。傣族男女骨量丢失速率早

于汉族男女。其差异是种族，还是饮食结构引起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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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是一种严重危害老

年人健康的骨代谢性疾病，是老年人尤其是绝经后

妇女的常见病、多发病。随着人口寿命的增长和社

会老龄化，该病的发生越来越多。由于人们对生活

质量要求的提高，骨质疏松相关健康问题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它以骨量的减少和易发生骨折

为特征，骨密度（*!+$ ,’+$&-. /$+"’#0，*12）测量是诊

断骨质疏松和预测骨质疏松骨折的主要手段。由于

不同人种、地域、生活习惯和饮食结构等因素存在差

异，骨密度也有不同变化［3，4］。

国内许多地区已广泛开展正常人群的骨密度调

查研究，并确立了相应的诊断骨密度的参考标准［5］，

但在西双版纳地区还属空白。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其中傣族和汉族是两个

主要民族，所以确定本地区傣族和汉族正常人群骨

密度变化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并为临床诊断骨质疏

松提供科学依据。

! 材料和方法

!"! 研究对象

4667 年 5 8 7 月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傣族和汉族健康人群进行骨密度检查共4 9:9人，年

龄 46 8 ;< 岁。其 中 傣 族 男 女 3 347人，汉 族 男 女

3 54=人。以 36 岁为一年龄段，对男女分别进行分

组。各组情况见表 3 和表 4。

表 ! 西双版纳傣族健康人群骨密度分布情况

年龄组（岁）
男 性 女 性

例数 骨密度（>?@,4，!! A "） 骨量丢失（B） 骨丢失（"） 例数 骨密度（>?@,4，!! A "） 骨量丢失（B） 骨丢失（"）
46 8 4< 43 6C5563 A 6C6556 — 4: 6C54=; A 6C6566 —

56 8 5< ;= 6C55;= A 6C653= 6 333 6C559= A 6C6444 6
96 8 9< 346 6C5565 A 6C69;6 4C43 6C45: 35= 6C5355 A 6C64:4 7C95 6C<7=
:6 8 :< 395 6C53;; A 6C6936 :C<9 6C756 34; 6C47:4 A 6C64<7 46C=6 5C356
76 8 7< 359 6C4=74 A 6C65<5 3:C47 3C73= 335 6C49<: A 6C6536 4:C:6 5C=57
;6 8 ;< 7< 6C4775 A 6C65<3 43C3; 4C495 9; 6C44;; A 6C645: 54C63 9C=3;

表 # 西双版纳汉族健康人群骨密度分布情况

年龄组（岁）
男 性 女 性

例数 骨密度（>?@,4，!! A "） 骨量丢失（B） 骨丢失（"） 例数 骨密度（>?@,4，!! A "） 骨量丢失（B） 骨丢失（"）
46 8 4< 93 6C59;: A 6C64=3 — 96 6C55;4 A 6C64;4 —

56 8 5< 9; 6C5739 A 6C656; 6 ;9 6C59;5 A 6C6453 6
96 8 9< 36; 6C5:7: A 6C6964 3C57 6C373 3=< 6C5593 A 6C656: 5C=3 6C:;5
:6 8 :< 34< 6C59=5 A 6C657: 5C75 6C94= 3=4 6C56<7 A 6C65=: 36C=7 3C753
76 8 7< 394 6C5493 A 6C65:9 36C55 3C43= 3=7 6C4;<5 A 6C653= 3<C76 4C<99
;6 8 ;< 36: 6C5673 A 6C69:6 3:C54 3C=67 =7 6C497< A 6C6535 4=C=< 9C55=

!"# 问卷调查

由同一组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和体检。包括生活

方式、饮食习惯、性别、年龄、民族、身高、体重和内外

科检查。排除影响骨代谢的情况：严重的肝肾疾病、

内分泌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及一些遗传性疾病；长

期服用类固醇、雌激素、利尿药和抗癫痫药物等。

!"$ 骨密度测量方法

用美国 D.-&- 公司生产的 1$#&’E@-+F1 骨密度仪

（其原理是用放射吸收技术评估相对的指骨骨密

度），对非习惯性用手的第 4、5、9 手指进行骨密度测

量，取结果的平均值。骨密度仪每次使用前均进行

自检校正。

!"% 统计学处理

采用 E)EE 33C6 软件系统进行统计学分析。数

据结果以均数 A 标准差（!! A "）表示，两样本之间比

较用 # 检验，$ G 6C6: 为差异有显著性。

# 结果

#"! 傣族男女骨密度分析

西双版纳傣族健康男女骨密度分布情况见表

3。男 性 76 8 7< 岁 年 龄 段 骨 量 丢 失 3:C47B，达

3C73= 个 标 准 差。;6 8 ;< 岁 年 龄 段 骨 量 丢 失

43C3;B，达 4C495 个标准差。女性 :6 8 :< 岁年龄段

骨量丢失 46C=6B，达 5C35 个标准差，76 8 7< 岁年龄

段骨量丢失 4:C:6B，达 5C=57 个标准差。男性各年

龄段骨密度值均高于女性。

#"# 汉族男女骨密度分析

西双版纳汉族健康男女骨密度分布情况见表

4。男 性 76 8 7< 岁 年 龄 段 骨 量 丢 失 36C55B，达

3C43= 个 标 准 差，;6 8 << 岁 年 龄 段 骨 量 丢 失

3:C54B，达 3C=67 个标准差。女性 :6 8 :< 岁年龄段

骨量丢失 36C=7B，达 3C753 个标准差，76 8 7< 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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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段骨量丢失 !"#$%&，达 ’#"(( 个标准差。

!"# 汉族、傣族各年龄段骨密度比较

西双版纳汉族和傣族男女各年龄段骨密度均值

比较见表 )、表 (。汉族男性各年龄段骨密度均值明

显高于傣族男性，傣族男性与汉族男性 ’% * ’" 岁年

龄段骨密度均值比较有差异性，! 值 + %#%,；)% 岁

以后各年龄段骨密度均值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值

均 + %#%%!。汉族女性各年龄段骨密度均值明显高

于傣族女性，)% 岁年龄段以后 ! 值均 + %#%%!，差异

有非常显著性。

表 # 傣族和汉族女性健康人群骨密度值比较

年龄组

（岁）

西双版纳傣族 西双版纳汉族

例数 骨密度（-./0’，!" 1 #） 例数 骨密度（-./0’，!" 1 #）
’% * ’" ’, % 2)’33 1 %2%)%% (% %2))4’ 1 %2%’4’
)% * )" !!! % 2))(" 1 %2%’’)" 4( %2)(4) 1 %2%’)!
(% * (" !)3 % 2)!)) 1 %2%’,’" !3" %2))(! 1 %2%)%,
,% * ," !’4 % 2’$,’ 1 %2%’"$" !3’ %2)%"$ 1 %2%)3,
$% * $" !!) % 2’(", 1 %2%)!%" !3$ %2’4") 1 %2%)!3
4% * 4" (4 % 2’’44 1 %2%’)," 3$ %2’(4% 1 %2%)!)

注：" ! + %#%%!

表 $ 傣族和汉族男性健康人群骨密度值比较

年龄组

（岁）

西双版纳傣族 西双版纳汉族

例数 骨密度（-./0’，!" 1 #） 例数 骨密度（-./0’，!" 1 #）
’% * ’" ’! % 2))%! 1 %2%))!# (! %2)(4, 1 %2%’3!
)% * )" 43 % 2))43 1 %2%)!"## (4 %2)$!( 1 %2%)%4
(% * (" !’% % 2))%( 1 %2%(4!## !%4 %2),$, 1 %2%(%’
,% * ," !() % 2)!43 1 %2%(!%## !’" %2)(3) 1 %2%)$,
$% * $" !)( % 2’3$) 1 %2%)")## !(’ %2)’(! 1 %2%),(
4% * 4" $" % 2’$$) 1 %2%)"!## !%, %2)%$! 1 %2%(("

注：# ! + %#%,；## ! + %#%%!

!"$ 傣族、汉族各年龄段骨密度峰值及骨量丢失

比较

西双版纳傣族和汉族各年龄段骨密度峰值骨量

比较见图 !，西双版纳傣族和汉族各年龄段骨量丢

失百分率比较见图 ’。

# 讨论

峰值骨量是个体在生命中所达到的最大骨量

值，一般在青壮年时期达到高峰，以后随年龄增加，

骨量开始逐渐丢失。许多研究表明峰值骨量的大小

有明显的种族和地区差异。所以对不同区域或不同

人种均应建立按区域、种族、性别划分的不同峰值骨

量的诊断标准，从而使诊断更加科学化，更符合实

际［(］。我国目前推荐的骨质疏松诊断标准为［,，$］：骨

密度值与当地同性别人群峰值骨密度相比骨量丢失

!)& * ’(&或 ! * ’ 56 为骨量减少，骨量丢失 ’,&
或 ’ 56 为骨质疏松，当骨量丢失大于 )4&或 ) 56

图 % 西双版纳傣族和汉族各年龄段骨密度峰值骨量比较

图 ! 西双版纳傣族和汉族各年龄段骨量丢失百分率比较

为严重骨质疏松。

西双版纳地处亚热带，日照充足且日照时间长，

利于维生素 6 吸收。结果显示西双版纳地区健康

汉族和傣族男女峰值骨量在 )% * )" 岁年龄段达峰

值。骨量达到峰值以后，随年龄增加逐渐降低，傣族

女性骨量丢失速度明显大于汉族女性，傣族女性在

,% * ," 岁年龄段即表现为明显的骨量减少，骨量丢

失百分率达 ’%#3%&，$% * $" 岁年龄段表现为骨质

疏松，骨量丢失百分率达 ’,#,%&；汉族女性 $% * $"
岁 年 龄 段 表 现 为 骨 质 减 少，骨 量 丢 失 百 分 率

!"#$%&，4% * 4" 岁年龄段表现为骨质疏松，骨量丢

失百分率达 ’3#3"&。骨质疏松发生晚于傣族女性

约 !% 年。傣族男性在 $% * $" 岁年龄段表现为骨量

减少，骨量丢失百分率 !,#’$&，4% * 4" 岁年龄段骨

量丢失百分率 ’!#!4&；汉族男性 4% * 4" 岁年龄段

表现为骨质减少，骨量丢失百分率 !,#)’&，骨量丢

失年龄亦晚于傣族男性约 !% 年。

傣族男女和汉族男女各年龄段骨密度均值相

比，汉族男性各年龄段骨密度均值均大于傣族男性，

3$’ 中国骨质疏松杂志 ’%%3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789: ; <=>?@A@B@=，CAB9D ’%%3，E@D !(，F@#(



差异有显著性，!" # !$ 岁年龄段 ! 值 % "&"’，(" 岁

以后各年龄段 ! 值均 % "&"")。汉族女性各年龄段

骨密度均值明显高于傣族女性，(" 岁年龄段以后 !
值均 %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是否有种族差异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随着计算机数字成像技术（*+,）的发展放射吸

收技术（-./0123.4506 .78134901:;93<，-=）其准确性和

精 确 性 与 双 能 吸 收 法（ >?.@ ;A;32< BC3.<
.78134901:;93<，>B=）在测量骨密度和预测骨折危险

性上是相同的，而 -= 法简便经济快捷适用于大规

模的人群筛查［D，E］。本研究表明：西双版纳傣族女性

绝经后、男性老年后骨量迅速丢失。女性 ’" # ’$ 岁

年龄段，男性 D" # D$ 岁年龄段骨质疏松发生率高于

汉族。应加强宣传教育，改善饮食结构，并早期预

防、早期治疗。汉族骨质疏松发生年龄与国内报道

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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