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料·

作者单位：!"##$" 成都，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徐健、杨定焯）；

中国骨质疏松杂志社（刘忠厚）

骨质疏松学中英文对照

徐健 杨定焯 刘忠厚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编者按：由徐健等编写的骨质疏松学中英文对照参考国内外资料列出 "+ 个目录，各目录词汇按英文字母序

列排序，列出的词汇均为目前围绕骨质疏松学科临床、科研的常用词汇，本词录信息量大实用性较强，对广大

骨质疏松研究人员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有的词可归属于不同目录，因而有少数重复现象。译文中有人民

出版社正式英汉词典对照的，则取其汉译法，无者则根据目前习惯译出，全部词汇均未加注音标识。该文的

编写得到杨定焯教授、刘忠厚教授的指导和审阅，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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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骨质疏松流行病学与病因学

& - 骨质疏松遗传与基因

$ - 骨质疏松解剖学与组织学

. - 骨细胞生物学

! - 骨生物力学

) - 骨质疏松实验室诊断学

* - 骨密度测量及影像学诊断

, - 骨质疏松药物

"# - 骨质疏松治疗

"" - 骨质疏松临床

"+ - 骨质疏松科学实验研究

! " 概述

’/012345 6732089 :71 ;750 45< =25014> ?04@013A，’6;=?
美国骨矿研究学会

’5<17B05 雄激素

’5487/9 解剖学

’58A17C7/08123 人体测量学

’@@73248275 7: ’/012345 D>25234> 05<731257>7B2@8，’’DE
美国临床内分泌医师学会

;7<9 /4@@ 25<0F，;=G 体重指数

;750 H27/03A4523@ 骨生物力学

;750 30>> H27>7B9 骨细胞生物学

;750 A2@87/71CA7/0819 骨组织形态计量学

;750 /084H7>2@/ 骨代谢

;750 /7<0>25B 骨塑建

;1282@A I482754> J@807C717@2@ 6732089，;IJ6 英国骨质疏

松学会

DA250@0 63732089 7: J@807C717@2@ 45< ;750 =25014>
?0@043A，D6J;=? 中国骨质疏松和骨矿研究分会

K24B57@2@ 诊断

K2@4H2>289 残疾，残废

E5<731250 内分泌

E@817B05 雌激素

EC2<0/27>7B9 流行病学

L77< 45< <1MB ’</252@8148275，LK’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

理局

N05823@ 遗传学

%45<234C 残障

%04>8A 健康，卫生

%04>8A 03757/23@ 卫生经济学

%2@87>7B9 组织学

%2@87/71CA7/0819 形态计量学

G/C421/058 病损

G58015482754> J@807C717@2@ L7M5<48275，GJL 国际骨质疏

松基金会

=057C4M@0 绝经

I482754> G5@828M80@ 7: %04>8A，IG%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I482754> J@807C717@2@ L7M5<48275，IJL 美国骨质疏松基

金会

J@8072//M57>7B9 骨免疫学

J@807C0524 骨量减少

J@807C717@2@，JO 骨质疏松症

O48A7>7B9 病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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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生理学

!$",-".%/)01#).( 药代动力学

!,)-",’ &,1210#)%0 一级预防

31$"4)*)#"#)%0 康复

51.%06",’ &,1210#)%0 二级预防

5#"#)(#).( 统计学

71,#)",’ &,1210#)%0 三级预防

7$1 80#1,0"#)%0"* 5%.)1#’ 9%, :*)0)."* ;10()#%-1#,’，85:;
国际临床骨密度测量学会

7$1 <"#)%0"* =(#1%&%,%()( 3)(/ >((1((-10#，<=3> 美国

骨质疏松症危险性评估

?%,*6 @1"*#$ =,+"0)A"#)%0，?@= 世界卫生组织

! " 骨质疏松流行病学与病因学

>.#)21 (1.,1#)%0 主动分泌

>66)(%0B( 6)(1"(1 爱迪生病

>+1 年龄

>*.%$%* "4C(1 酗酒

>0"*’#)."* 1&)61-)%*%+’ 分析流行病学

>0%,1D)" 01,2%("，>< 神经性厌食症

>,#)9).)"* -10%&"C(1 人工绝经

E%6’ F1)+$# 体重

E%01 -",,%F -).,%102),%0-10#，EGGH 骨髓微环境

E%01 -%61*)0+ 骨塑建

E%01 ,1(%,&#)%0 骨吸收

E%,%0 硼

:"*.)C- 钙

:"(1I9"#"*)#’ ,"#1 病死率

:10(C( 普查

:%,#).%(#1,%)6，:5 皮质内固醇

:%C&*)0+ 耦连

:C-C*"#)21 )0.)610.1，:8 累积发病率

:’.*)."* 周期性

;)"41#). %(#1%&%,%()(，;=! 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症

;)991,10#)"#)%0 分化

;)("4)*)#’ ,"#1 致残率

;)(C(1 废用

H.#%&). %(()9)."#)%0 异位骨化

J*C%,)0 氟

H06%.$%06,"* %(()9)."#)%0 软骨内成骨

H(#,%+10 雌激素

H&)61-)%*%+’ 流行病学

H#)%*%+’ 病因学

H2)610.1 4"(16 -16).)01，HEG 循证医学

HD1,.)(1 *%"6 运动负荷

J%,-"#)%0 形成

K"& LC0.#)%0 缝隙连接

K1061, 9".#%, 性别因素

K*%4"* 6)(1"(1 4C,610，K;E 全球疾病负担

K*C.%.%,#).%)6 糖皮质激素

K*C.%.%,#).%)6 )06C.16 %(#1%&%,%()(，K8= 糖皮质激素性

骨质疏松症

@)+$ #C,0%21, 高转换

@’&1,.%,#)(%*)(- 皮质醇增多症

@’&1,&","#$’,%)6)(- 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1,&,%*".#)01-)" 高泌乳素血症

@’&1,#$’,%)6)(-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1,#$’,%)6 %(#1%&%,%()( 甲亢性骨质疏松症

@’&%+%0"6)(- 性腺功能减退

@’&%#$’,%)6)(- 甲状腺功能减低症

@’&%#$’,%)6 %(#1%&%,%()( 甲减性骨质疏松症

80.)610.1 ,"#1 发病率

80$)4)0( 抑制素

80#,"-104,"01%C( %(()9)."#)%0 膜内成骨

8(*1#"-’*%)6 &%*’&1&#)61，8>!! 胰岛淀粉样多肽

M)91 (#’*1 生活方式

M%F EG; 低骨量，低骨密度

M%F #C,0%21, 低转换

M’)0+ )0 416 卧床

G"+01()C- 镁

G"*"4(%,&#)%0 (’06,%-1 吸收不良综合征

G10%&"C(1 绝经

G1#"4%*)(- 代谢

G).,%-1.$"0)(- 微观机制

G)01,"*)A"#)%0 矿化

G%,#"*)#’ ,"#1 死亡率

GC*#)&*1 -’1*%-"，GG 多发性骨髓瘤

GC(.*1 &%F1, 肌力

<1.1((",’ ."C(1 必备病因

<1&$,%#). (’06,%-1 肾病综合征

<1C,%+10). %(#1%&10)" 神经性骨量减少

<%0(/1*1#"* 9".#%,( 非骨性因素

<%,-"* 6)(#,)4C#)%0 正态分布

<C#,)#)%0 营养

=..C&"#)%0 职业

=(()9)."#)%0 骨化

=(#1)#)( 619%,-"(，=; 畸形性骨炎，!"+1# 病

=(#1%+101()( )-&1,91.#"，=8 成骨不全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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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软化症

+’,’#-.,%*/ -%,&%0$，+12 甲状旁腺激素

+’#-%3$0$"*" 发病机理

+’""*4$ /*56"*%0 被动扩散

+’#-%7-."*%(%3. 病理生理学

+’#*$0#8" $97$)#$/ $4$0# ,’#$，+::; 患者预期的事件发

生率

+$7#*) 3’"#,*) 6()$, 消化性胃溃疡

+$,*#%0$’( /*’(."*" 腹膜透析

+%"#<#,’6&’#*) =%0$ ’#,%7. 外伤后骨萎缩

+,$&’#6,$ &$0%7’6"$ 早绝经

+,$4’($0)$ ,’#$ 患病率

+,%3$"#$,%0$ 孕激素

+,%30%"*" 预后

+,%9*&*#. %5 )’6"$ 直接病因

>6’(*#. %5 (*5$，>!? 生存质量，生活质量

;’)$ 5’)#%, 种族因素

;$’)#*4$ %9.3$0 *0#$,&$/*’#$"，;!@" 反应性氧中间产物

;$),6*#&$0# 募集

;$)6,,$0)$ ,’#$ 复发率

;$3*%0 5’)#%, 地区因素

;$&%#$ )’6"$ 间接病因

;$0’( %"#$%/."#,%7-.，;!A 肾性骨营养不良症

;$0’( #6=(’, ’)*/%"*" %"#$%/."#,%7-.，;1B!A 肾小管酸

中毒性骨病，肾小管酸中毒骨营养不良

;$0$C’( 更新

;*)D$#" 佝偻病

;*"D 5’)#%," 危险因素

E$($0*6& 硒

E$0*($ 衰老

ED$($#’( 5’)#%," 骨性因素

ED$C /*"#,*=6#*%0 偏态分布

E&%D*03 吸烟

E#,%0#*6& 锶

E6,4*4’( ’0’(."*" 生存分析

E6,4*4’( ,’#$ 生存率

1’,3$# 7%76(’#*%0 目标人群

1$0"*0 张力蛋白

1-’(’""$&*’ 地中海贫血

1*&$" #% $4$0# 随访时间

1-.,%*/ -%,&%0$，12 甲状腺素

F,$&*) %"#$%/."#,%7-.，F!A 尿毒症骨病

G*#’&*0 A ,$)$7#%,，GA; 维生素 A 受体

H$*3-# 重，体重，重力，加权重

H%,D .$’," %5 (*5$ (%"#，HI?? 工作寿命损失时间

J*0) 锌

! " 骨质疏松遗传与基因

B)*/ =%9 /%&’*0 酸性盒结构域

B//*#*4$ 3$0$#*) 4’,*’0)$ 加性遗传方差

B(#$,0’#*4$ "7(*)*03 选择性剪接

B0/,%3$0 ,$)$7#%, 3$0$，B;K 雄激素受体基因

B7%7#%"*" 凋亡

B7%7#%"*"<*0/6)*03 (*3’0/ 凋亡诱导配体

L%0$ &%,7-%3$0$#*) 7,%#$*0" ,$)$7#%,，LM+; 骨形态发

生蛋白受体

L%0$ K(’ 7,%#$*0 ,$)$7#%, 3$0$，LK+;K 骨钙素受体基

因

N’()*#%0*0 3$0$<,$(’#$/ 7$7#*/$ 降钙素基因相关肽

N’()*#*%0*0 ,$)$7#%, 3$0$，N1;K 降钙素受体基因

N’(&%/6(*0O，NB?MO 钙调素基因

N’"7’"$" 凋亡蛋白酶

N$(( 细胞

N*" ,$36(’#*%0 顺式调控

N%0"$0"6" "*#$" 共有位点

N.)(*)’( 周期性

A$’/ /%&’*0，AA 死亡域

A$)%,*0 核心蛋白聚糖

A$%9.,*=%06)($*) ’)*/，APB 脱氧核糖核酸

APB &*),%’,,’. APB 微阵列

A%&’*0 域

:0/%7$7#*/’"$ 体内胜肽酶

:"#,%3$0 ,$)$7#%, 3$0$，:;K 雌激素受体基因

:"#,%3$0 ,$"7%0"$ $($&$0#，:;: 雌激素应答元件

:9%0 外显子

:97,$""$/ "$Q6$0)$ #’3"，:E1" 表达序列标记

R*=,%=(’"# 3,%C#- 5’)#%,，RKR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K$0$ 基因

K$0$ #’,3$# %"#$%7%,%"*" &%/$( 基因敲除骨质疏松模型

K$0$ #-$,’7. 基因治疗

K$0$#*) ’=(’#*%0 基因缺失

K$0$#*)" 遗传学

K$0%#.7$ 基因型

K(6)%)%,#*)%*/ ,$)$7#%, 3$0$，K;K 糖皮质激素受体基

因

2$7’#*) 06)($’, 5’)#%, 肝脏核因子

2$,$/*#’,. 遗传

2$,*#’=*(*#. 遗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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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铰链区

!’(%’)’* $%#%+ 框架基因家族

,-%#."/"01."’# 鉴定

,#+23"#43"5% $&’6.7 /10.’&，,89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23"# &%0%:.’&，,; 胰岛素受体

,# +".2 #"05 .&1#+31."’# 原位缺陷翻译技术

,#.%&3%25"#+ 白细胞介素

,+3%.1(<3’"- :’3<:%:."-% 胰淀粉样多肽

,+’31."’# 分离

=%:."# &%0%:.’& $%#% 瘦素受体基因

="$1#- 配体

="#51$% +.2-< 连锁分析

=":’:&’.%"# &%0%:.’& &%31.%- :&’.%"#，=>; 脂蛋白受体相

关蛋白

?10&’(’3%023% 大分子

?"0&’1&&1< 基因芯片

?".’$%#"0 致突性

?23.":3%* $%#% &%$231.’&< +<+.%(+ 多基因调控系统

@+.%’)31+. +:%0"/"0 %3%(%#.，@AB 成骨细胞特异性元件

>1&1.7<&’"- 7’&(’#% &%0%:.’& $%#%，>C!;8 甲状旁腺激

素受体基因

>%&’*+’(% :&’3"/%&1."D% 10."D1.%- &%0%:.’&，>>E; 过氧化

物酶增殖蛋白激活受体

>7%#’.<:"0 0’&&%31."’# 表型关联

>7’+:7’&<31."’# 磷酸化

>31.%3%. -%&"D%- $&’6.7 /10.’&，>F89 血小板衍生生长因

子

>’3<(%&1+% 071"# &%10."’#，>G; 聚合酶链式反应

>’3<(’&:7"+(+ 多态性

>’3<:%:."-% 多肽

>’:231."’# 1++’0"1."’# +.2-< 群体关联分析

>&’$&1((%- 0%33 -%1.7 程序性细胞死亡

>&’(’.’& 启动子

>&’.%"# .<&’+"#% 5"#1+%，>CH 蛋白酪氨酸激酶

I21#.".1."D% .&1". 3’0"，IC= 数量性状基因座

;%+.&"0."’# /&1$(%#. 3%#$.7 :’3<(’&:7"+(+，;9=> 限制性

片断长度多态性

A%$&%$1."’# 1#13<+"+ 分离分析

A"$#13"#$ :&’.%"# 信号蛋白

A"$#13 .&1#+-20."’# :1.761< 信号传递通道

!%-$%7’$ $%#% !%-$%7’$ 基因

A.1&. 0’-’# 启动子

A2+0%:.")"3".< $%#%+ 敏感性基因

C%&1.’$%#"0 致畸性

C7<&’"- 7’&(’#% 甲状腺激素

C7<&’"- 7’&(’#% &%+:’#+% %3%(%#.，C;B 甲状腺激素应

答元件

C&1#+0&":."’# 转录

C&1#+0&":."’#13 &%$231."’# 转录调控

C&1#+/’&("#$ $&’6.7 /10.’&，C89 转化生长因子

C&1#+$%#"0 转基因

C&1#+$%#"0 ’+.%’:’&’+"+ (’-%3 转基因模型

C&1#+("++"’# -"+%J2"3")&"2( .%+.，CFC 传递不平衡检验

C&1#+:7’+:7’&<31."# 反式磷酸化

C&1#+:310%(%#. 置换

C2(’& #%0&’+"+ /10.’&，CK9 肿瘤坏死因子

C<&’+"#% :&’.%"# 5"#1+% &%0%:.’& 酪氨酸蛋白激酶受体

L1&"1)3% #2()%& ’/ .1#-%( &%:%1.，LKC; 重复长度多态

性

L1+0231& %#-’.7%3"13 $&’6.7 /10.’&，LB89 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

L".1("# F &%0%:.’& $%#%，LF;8 维生素 F 受体基因

L".1("# F &%0%:.’& M’%#- LF;M’末端

L".1("# F &%+:’#+"D% %3%(%#.，LF;B 维生素 F 应答原

件

N"#0 /"#$%& 锌指蛋白

N"#0 /"#$%& B4)’* )"#-"#$ :&’.%"#，NBO 锌指 B 盒连接

蛋白

N"#0 /"#$%& :&’.%"# PQR，NK9PQR 锌指蛋白 PQR

! " 骨质疏松解剖学与组织学

E0’2+."0 ("0&’+0’:< 声导显微镜

E$$&%01# 蛋白聚糖

E3D%’31& 下颌骨

E#1.’(< 解剖学

E#53% S’"#. 踝关节

E.31#’*."13 S’"#. 环枢关节

O1+13 &%$"’# 基底区

O1+"0 (23."0%3321& 2#".，O?T 基本多细胞单位，骨单位

O"$3<01# 双糖链蛋白聚糖

O’-< %#-:31.% 骨性终板

O’#% 3"#"#$ 0%33，O=G 骨衬细胞

O’#% (1&&’6 32(%# 骨髓腔

O’#% (1.&"* 骨基质

O’#% &%(’-%33"#$ 2#".，O;T 骨重建单位

O’#% +"13’:&’.%"#，OA> 骨涎蛋白

O’#% +.&20.2&% 2#". 骨结构单位

O’#% .&1)%0231 骨小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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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房

’$()$*#+% 跟骨

’$(,$"-$# 颅骨

’$*$(-)+(- 骨小管

’$*)#((.+% /.*# 松质骨

’$"&-($0# 软骨

’#(( 细胞

’#(( 1#1/"$*#% 细胞膜

’#1#*& (-*# 粘合线

’#",-)$( ,#"&#/"$# 颈椎

’2.*3".)4&# 软骨细胞

’(#$" 5.*# 亮区

’.(($0#* 胶原

’.((+1 6#1."-% 股骨颈

’."&-)$( /.*# 皮质骨

’4&.%7#(#&.* 细胞骨架

8-$924%-% 骨干

8-%&$( "$3-+% 桡骨远端

8-%&$( 6#1+" 股骨远端

84*$1-) 9$"$1#&#" 动力学参数

:)&.3#"1 外胚层

:)&.3#"1$( )$9 外胚层帽

:*$1$( 牙釉质

:*3.)2.*3"$( .%%-6-)$&-.* 软骨内成骨

:*3.1#&"-+1 子宫内膜

:*3.%&#+1 骨内膜

:9-924%#$( 9($&# 骺板

:9-924%-% 骨骺

:;&"$)#((+($" 1$&"-;，:’< 细胞外基质

=#1+" 股骨

=#1."$( *#)7 股骨颈

=#1."$( %2$6& 股骨干

=#1."$( >".)2 "#0-.* 股骨 >".)2 区（转子区）

=-/+($ 腓骨

=-*0#" 手指

=."#$"1 前臂

?"#$&#" &".)2$*&#" 大转子

@$,#"%-$* %4%&#1 哈弗系统

@-9 A.-*& 髋关节

@-%&.(.04 组织学

@+1#"+% 肱骨

@4$(+".*-) $)-3，@B 透明质酸

C(-$) )"#%& 髂棘

C*&#"1#3-$&# 1#%.3#"1 间介中胚层

C*&#",#"&#/"$( 3-%)% 椎间盘

C*&"$1#1/"$*.+% .%%-6-)$&-.* 膜内成骨

D-3*#4 肾脏

D*## A.-*& 膝关节

E$)+*$# 骨陷窝

E$1#(($" /.*# 层板状骨

E$&#"$( 1#%.3#"1 侧中胚层

E#%%#" &".)2$*&#" 小粗隆，小转子

E-1/ /+3 肢芽

E+1/$" ,#"&#/"$# 腰椎

<$*3-/(# 下颌骨

<#%#*)241$( %&#1 )#(( 间充质干细胞

<#%.3#"1 中胚层

<#%.#)&.3#"1 中外胚层

<#&$92%-% 干骺端

<.*.*+)(#$" 9"#)+"%." 前单核细胞

F%%-6-)$&-.* )#*&#" 骨化中心

F%&#./($%&，F! 成骨细胞

F%&#./($%&-) 9"#)+"%."，F!G 成骨始祖细胞

F%&#.)($%&，F’ 破骨细胞

F%&#.)($%&-) 9"#)+"%."，F’G 破骨始祖细胞

F%&#.)4&#，FH 骨细胞

F%&#.* 骨单位

F%&#.9".0#*-&." )#((，FG’ 骨源性始祖细胞

F%&#.9".&#0#"-*，FG? 骨保护蛋白，护骨素

G$"$;-$( 1#%.3#"1 轴旁中胚层

G#(,-% 骨盆

G#"6."$&-*0 )$*$( 穿通管

G#"-.%&#+1 骨外膜

G2$($*0#% 指骨

G".;-1$( "$3-+% 桡骨近端

G".;-1$( 6#1+" 股骨近端

I$3-+% 桡骨

I#&-)+(.#*3.&2#(-$( %4%&#1 网状内皮系统

I-/ 肋骨

I+66(#3 /."3#" 皱褶缘

H#$(-*0 5.*# 封闭带

H9-*# 脊柱

H9-*.+% 9".)#%% 棘突

H9.*04 /.*# 松质骨，疏松骨

H&$&-) 9$"$1#&#" 静态参数

H&#"*+1 胸骨

H&".1$( %&#1 )#(( 基质干细胞

H+/%&$*&-$# ).19$)&$ 骨密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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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骨松质

./(01 1($%&2 0&1("$ 桡骨远端 345

./+0&6(6 7)0%)#0&) 胸椎

.(#(& 胫骨

.0+6/&’%)0 大粗隆

.0"’8 躯干

92’& 尺骨

92%0& 1($%&2 0&1("$ 桡骨超远端

92%0&$%0"6%"0) 超微结构

:)0%)#0&2 椎体

:)$(6"2&0 0),(+’ 空泡区

;&01’$ %0(&’,"2"<（%0(&’,2)）;&01’$ 三角

;0($% =+(’% 腕关节

;+7)’ #+’) 编织骨

! " 骨细胞生物学

>6(1 */+$*/&%&$)，>?@ 酸性磷酸酶

>6%(’ 肌动蛋白

>6%(7&%+0 *0+%)(’ 转录因子

>6%(7(’ 活化素

>6%(7(%- 活性

>1)’+$(’) %0(*/+$*/&%)，>.@ 三磷酸腺苷

>1)’-2 6-62&$)，>? 腺苷酸环化酶

>1/)0) 粘附

>1(*+’)6%(’ 脂肪连接素

>28&2(’) */+$*/&%&$)，>A@ 碱性磷酸酶

>*+2(*+*0+%)(’ 载脂蛋白

>*+*%+$($ 凋亡

>*+*%+%(6 #+1()$ 凋亡小体

>0&6/(1+0"6&6(1 花生四烯酸

>%%&6/<)’% 黏附

B&$)2 0),(+’ 基底区

B(,2-6&’ 双糖链蛋白聚糖

B+’) 6)22 #(+2+,- 骨细胞生物学

B+’) C+0<&%(+’ 0&%) 骨形成率

B+’) ,2& *0+%)(’，BD@ 骨谷氨酸蛋白

B+’) 2(’(’, 6)22，BA? 骨衬细胞

B+’) <&00+E <(60+)’7(0+’<)’%，BFFG 骨髓微环境

B+’) <&00+E $%0+<&2 $%)< 6)22，BF!!? 骨髓基质干细胞

B+’) <+0*/+,)’)%(6 *0+%)(’$，BF@$ 骨形态发生蛋白

B+’) $(&2+*0+%)(’，B!@ 骨涎蛋白

?&26("< #(’1(’, *0+%)(’，?&B@ 钙结合蛋白

?&%/)*$(’ H，?H 组织蛋白酶 H
?)22 细胞

?)0&<(1) 神经酰胺

?/+’10+6-%) 软骨细胞

?/+’10+*0+,)’(%+0 软骨祖细胞

?2)&0 I+’) 亮区

?+22&,)’ 胶原

?+22&,)’&$)$ 纤维蛋白酶

?+2+’- C+0<(’, "’(% +$%)+#2&$%，?J9KLB 成骨细胞集落

形成单位

?+’C2")’6) 汇合

?+’’)M(’ 连接蛋白，连接素

?+0)K#(’1(’, C&6%+0，6#C 核心结合因子

?-62++M-,)’&$) 环氧合酶

?-%+8(’) 细胞因子

?-%+$8)2)%+’ 细胞骨架

N)6+0(’ 核心蛋白聚糖

N)1(CC)0)’%(&%) 去分化

N)’10(%(6 6)22，N? 树突细胞

N)+M-0(#+’"62)(6 &6(1，NO> 脱氧核糖核酸

N(CC)0)’%(&%(+’ 分化

G’1+*2&$<(6 0)%(6"2"<，GP 内质网

GM%0&6)22"2&0 <&%0(M，G?F 细胞外基质

J(#0+#2&$% ,0+E%/ C&6%+0，JDJ 成纤维细胞因子

J(#0+’)6%(’ 纤维连接蛋白

J+6&2 &1/)$(+’ 8(’&$)，J>H 黏着斑激酶

D2-6+*0+%)(’ 糖蛋白

D+2,( &**&0&%"$ 高尔基体

D0+E%/ C&6%+0 生长因子

D"&’-2&%) #(’1(’, *0+%)(’ D 蛋白

Q&7)0$(&’ 6&’&2 中央管，哈弗斯管

Q)*&%(’ 糖原颗粒

R’/(#(%(’ 抑制素

R’ $(%" ’(68 %0&’$2&%(+’ 原位缺陷翻译技术

R’$"2(’ 2(8) ,0+E%/ C&6%+0，RDJ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R’%),0(’ 整合素

R’%)0C)0+’，RJO 干扰素

R’%)0<)1(&%) C(2&<)’% 中间丝

R’%0&6)22"2&0 $(,’&2(’, ’)%E+08 细胞内信号转导网络

R$+C+0<$ 亚型

A)"8)<(& (’/(#(%+0- C&6%+0，ARJ 白细胞抑制因子

A(*+*0+%)(’ 0)6)*%+0 0)2&%)1 *0+%)(’，A@P 脂蛋白受体相

关蛋白

A-$+$+<&2 )’I-<)$ 溶酶体酶

F&%0(M <)%&22+*0+%)(’&$)，FF@ 基质金属蛋白酶

F)0,(’, 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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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染性

!"*",%&-)$. *#") %"..，!/0 间充质干细胞

!+%’(1+.$)",# 微丝

!+%’(#23" 微管

!+#(%&(,4’+$ 线粒体

!(."%2.$’ 3+(.(5- 分子生物学

!(,(,2%."$’ %".. 单核细胞

6*#"(3.$*#，67 成骨细胞

6*#"(3.$*#+% 8’"%2’*(’，679 成骨始祖细胞

6*#"(3.$*# *8"%+1+% ".")",#，6/: 成骨细胞特异性元件

6*#"(%$.%+,，60; 骨钙蛋白，骨钙素

6*#"(%.$*#，60 破骨细胞

6*#"(%.$*#+% 8’"%2’*(’，609 破骨始祖细胞

6*#"(%.$*# 4+11"’",#+$#+(, 1$%#(’，60<= 破骨细胞分化因

子

6*#"(%.$*#(5","*+* +,&+3+#(’- 1$%#(’，60>= 破骨细胞生长

抑制因子

6*#"(%-#"，6/ 骨细胞

6*#"(,"%#+, 骨连接蛋白

6*#"(8(,#+,，69; 骨桥蛋白

6*#"(8’(5",+#(’ %"..，690 骨源性始祖细胞

6*#"(8’(#"5"’+,，69? 骨保护蛋白，护骨素

9$’$%"..2.$’ 8$#&@$- 细胞旁路

9$’$%’+," 1$*&+(, 旁分泌

9$’$#&-’(+4 &(’)(,"，9AB 甲状旁腺激素

9$’$#&-’(+4 &(’)(," ’".$#"4 8"8#+4"，9AB’9 甲状旁腺激

素相关肽

9$C+..+, 桩蛋白

9.$*)+, 纤维蛋白溶酶

9.$#"."# 4"’+D"4 5’(@#& 1$%#(’，9<?= 血小板衍生生长因

子

9(.$’+#- 极性

9’",-.$#+(, 异戊烯化

9’"(*#"(3.$*# 前成骨细胞

9’(%"**"* 突起

9’(.+1"’$#+(, 增殖

9’(*#$5.$,4+,，9? 前列腺素

9’(#"+, E+,$*" 蛋白激酶

9"*24(8(4* 伪足

FG;H .+5$,4，FG;HI FG;H 配体

F"%"8#(’ $%#+D$#(’ (1 ;=J!"，FG;H ;=J!"受体激活子

F"4+11"’",#+$#" 再分化

F"#+,(+4* 类视黄素

F211."4 3(’4"’ 皱褶缘

/%$,,+,5 "."%#’(, )+%’(*%(8-，/:! 扫描电子显微镜

/"$.+,5 K(," 封闭带

/+5,$.+,5 8’(#"+, 信号蛋白

/+5,$. #’$,*42%#+(, 8$#&@$- 信号传递通道

/8&+,5()-".+,$*" 鞘磷脂酶

A$.+, 踝蛋白

A",*+, 张力蛋白

A&+$K(.+4+,"4+(,"，AL< 噻唑烷二酮

A&-’(+4 &(’)(,"，AB 甲状腺激素

A&-’(+4 &(’)(," ’"*8(,*" ".")",#，AF: 甲状腺激素应

答元件

A’$,*J4+11"’",#+$#" 转分化

A’$,*1(’)+,5 5’(@#& 1$%#(’，A?= 转化生长因子

A’$,*)+**+(, "."%#’(, )+%’(*%(8-，A:! 透射电子显微

镜

A’-8*+, 胰蛋白酶

A2)(’ ,"%’(*+* 1$%#(’，A;= 肿瘤坏死因子

A-’(*+," 8’(#"+, E+,$*" 酪氨酸蛋白激酶

M$%2(." 空泡

M$*%2.$’ ",4(#&".+$. 5’(@#& 1$%#(’，M:?= 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

M"*+%2.$’ ’"5+(, 空泡区，小泡区

M+,%2.+, 粘着斑蛋白

! " 骨生物力学

G4$8#+D" ’")(4".+,5 适应性重建

G’%&+#"%#2’" 结构

G’"$ )()",# (1 +,"’#+$ 面积惯性矩

GC+$. %()8’"**+(, 轴向压缩

GC+$. #",*+(, 轴向拉伸

7",4+,5 #"*# 弯曲试验

7+()"%&$,+%* 生物力学

7(," 3+()"%&$,+%* 骨生物力学

7(," &+*#()(’8&()"#’- 骨组织形态计量学

7(," )(4".+,5 骨建塑

7(," N2$.+#- 骨质量

7(," ’")(4".+,5 骨重建

7(," *#’",5#& 骨强度

7(," *#’",5#& +,4+%*，7/> 骨强度指数

7(," *#’"**J*#’$+, %2’D" 骨应力J应变曲线

7’+##.","** 脆性

0$,%"..(2* 3(," 小梁骨，松质骨

0")",# .+," *.+88$5" 粘合线滑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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