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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长春市 $0"$5 例汉族人群骨密度，分析本地区峰值骨量及骨密度变化的人群规律。

方法 采用美国 :;<=4)=<=> ?=@+ A=3. 公司生产的 BAC&!"" 型骨密度仪，检测受试者非受力侧前臂桡

尺骨远端三分之一处骨密度（9?B）。将 $0"$5 例检测结果按不同性别每 / 岁为一年龄组，应用 DEDD
$’7" 软件统计分析骨密度均值、A 评分及骨量丢失百分率。结果 长春市男、女性人群骨密度峰值分

别为 "70!/ F "7$"5、"7/"0 F "7"/%，其峰值年龄为 ’" G ’5 岁年龄段，8" 岁以后开始缓慢下降，/" G /5 岁

年龄段男性骨 质 疏 松 发 病 率 为 #7#H，女 性 为 075#H；0" G 05 岁 年 龄 段 男 性 骨 质 疏 松 发 病 率 为

$%7$’H，女性为 ’/75#H；#" G #5 岁年龄段男性骨质疏松发病率为 ’078$H，女性为 /57//H，%" 岁以上

男性骨质疏松发病率为 /#7/’H，女性为 #/7/0H。结论 不同年龄及同年龄组两性之间比较骨密度

测定值差异显著（! I "7"$）。/" 岁以后各年龄段女性骨质疏松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 I "7"$）。本

研究报告的骨密度峰值高于日本、丹麦同类型骨密度仪检测结果；与北京地区骨密度检测结果相近。

与西双版纳傣族、西藏、甘肃东乡族比较，差异显著（! I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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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是全身骨量低下、骨结构破坏、

骨强度降低、骨折风险增加的多因素、发生的疾病。

许多研究证明，遗传、营养、体力活动及环境因素不

同，导致性别和年龄相匹配的各种族人群之间，骨密

度（#$%）存在种族及地域差异。因此研究不同地

区、不同种族、不同年龄及不同的性别人群 #$% 变

化的规律对 !" 的早期预防、诊断及治疗具有重要

意义。

! 材料和方法

!"! 检测对象

长春市 &’ ( )* 岁汉族人群 +,’+* 例。分别来

自机关、工厂、学校、服务行业及离退休人员。采集

生活史、既往史、家族史、运动及特殊用药史；女性月

经史及生育哺乳史。排除急慢性肝、肾疾病及内分

泌疾病。

!"# 检测方法

采用 美 国 !-./01/./2 $/34 5/67 公 司 生 产 的

%589&’’ 型骨密度仪。检测受试者非受力侧前臂桡

尺骨远端三分之一处 #$%。获得 #$% 均值、5 评分

及骨质疏松发生率。并将检测结果与不同作者报告

同类型仪器检测的北京、西双版纳、西藏、甘肃、日

本、丹麦同性别、同年龄人群检测结果相比较。

!"$ 统计学处理

全部资料数据按性别、年龄分组输入计算机，采

用 :":: +;<’ 软件分析处理，数据用!! = " 表示。

# 结果

本研究报告的 +,’+* 例 #$% 检测结果，男性与

女性骨峰值均发生在 ;’ ( ;* 岁年龄段，随受试者年

龄增加，#$% 测定值开始逐渐下降。女性 >’ 岁以

后 #$% 测定值明显降低（# ? ’<’+）。男性 ,’ 岁以

后 #$% 测定值明显降低（# ? ’<’+）。同年龄组两性

之间比较，#$% 测定值差异显著（# ? ’<’+）。长春

市 +,’+* 例汉族人群 #$% 测定结果及 !" 发病率见

表 +。长春市汉族男性 #$% 测定值与不同作者报

告北京、西双版纳傣族、西藏、甘肃东乡族比较见表

&。长春市汉族女性 #$% 测定值与北京、西双版纳

傣族、西藏、甘肃东乡族比较见表 ;。长春市男性

#$% 与日本 @ABA1C2A 等［+］的 #$% 检测结果比较见

表 D。长 春 市 女 性 #$% 与 日 本 @ABA1C2A 等［+］的

#$% 检测结果比较见表 >。长春市男性 #$% 与丹

麦 EA214FG 等［&］的 #$% 检测结果比较见表 ,。长春

市女性 #$% 与丹麦 EA214FG 等［&］的检测结果比较

见表 H。长春市 !" 发病率与张浩等的［;］乌鲁木齐

地区同年龄同性别人群比较见表 )。

表 ! 长春市 +,’+* 例汉族不同年龄段人群 #$%（GI61&）

测定结果及 !" 发生率

年龄组

（岁）

女性 男性

$ #$%
（!! = "）

!" 发生

率（J）
$ #$%

（!! = "）
!" 发生

率（J）

&’ ( &D ++ ’<D,) = ’<’>& ’ +> ’<>H+ = ’<’H) ’
&> ( &* +,; ’<>’’ = ’<’>) ’ ** ’<,+) = ’<’), ’
;’ ( ;D &&D ’<>’, = ’<’>) ’ +D+ ’<,&> = ’<+’* ’
;> ( ;* +H> ’<>’> = ’<’,) ’ +>; ’<,&& = ’<’H* ’
D’ ( DD ;;H ’<D*D = ’<’>, ’ +>* ’<,+’ = ’<’H) ’
D> ( D* ,+’ ’<D*+ = ’<’D) +<D&* +,D ’<,’’ = ’<’)* ;<,>*
>’ ( >D *H; ’<D*+ = ’<’)& ;<&;) +*, ’<>*& = ’<’)D ><,+&
>> ( >* *HH ’<DDH = ’<’)& *<*+) D>; ’<>)) = ’<’)H )<;)*
,’ ( ,D HD, ’<D+& = ’<’)> &;<&&+ H;H ’<>>* = ’<’*& +><H;*
,> ( ,* &+H’ ’<;HD = ’<’), D’<;,* &+,> ’<>D& = ’<’*’ +)<*;)
H’ ( HD +)DH ’<;D’ = ’<’H* >H<;’> &&’> ’<>’> = ’<’*’ ;D<+&’
H> ( H* D+’ ’<;+H = ’<’)) ,*<)>; ,+; ’<DH* = ’<’)) DD<,*)
)’ ( )D ,* ’<;’> = ’<’H* H+<D&* +D* ’<D,) = ’<’); >+<,H)
)> ( )* &+ ’<&)> = ’<’D, *’ ;H ’<D’& = ’<’,* )+<’)+

表 # 长春、北京、西双版纳傣族、西藏、甘肃东乡族男性不同年龄段 #$%（GI61&）测定值

年龄组

（岁）

长春 北京 西双版纳（傣族） 西藏 甘肃东乡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D = ’<+’> DD ’<>,D* = ’<’>’; &+ ’<;;’+ = ’<’;;’" D+ ’<>>)H = ’<’,D," D) ’<,,H = ’<’*’"

;’ ( ;* &*D ’<,+, = ’<’H* D’ ’<,’D’ = ’<’H;, H) ’<;;H) = ’<’;+)" D; ’<>H;& = ’<’H>;" *> ’<,*’ = ’<++;"

D’ ( D* ;&; ’<,+& = ’<’)H ;; ’<>HHD = ’<’H’H +&’ ’<;;’; = ’<’DH’" >; ’<>&&, = ’<+HD>" ,D ’<,)’ = ’<’;H"

>’ ( >* ,D* ’<>)* = ’<’), ;’ ’<>D’; = ’<’D,; +D; ’<;+HH = ’<’D+’" D+ ’<>+,D = ’<’)&&" ,) ’<,&& = ’<+D;"

,’ ( ,* &*’& ’<>D, = ’<’*+ &* ’<>’DD = ’<’*’H +;D ’<&),& = ’<’;*;" D+ ’<DHDD = ’<’)*D" &) ’<>)) = ’<++*"

H’ ( H* &)+) ’<D** = ’<’*D ;H ’<DDH> = ’<’*+& ,* ’<&,,; = ’<’;*+" +, ’<D;H, = ’<’*+D" &+ ’<>’& = ’<++>"

)’ 以上 +), ’<D>H = ’<’); +D ’<;*&’ = ’<’),H — — > ’<;;)’ = ’<++&D — —

注：长春与西双版纳傣族、西藏、甘肃东乡族比较，" # ? ’<’+

>;>中国骨质疏松杂志 &’’* 年 H 月第 +> 卷第 H 期 K74F L !-./0M020-，LCNO &’’*，P0N +>，@0QH



表 ! 长春、北京、西双版纳傣族、西藏、甘肃东乡族女性不同年龄段 !"#（$%&’(）测定值

年龄组

（岁）

长春 北京 西双版纳（傣族） 西藏 甘肃东乡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 ) *0*23 /4 *0/./- ) *0*13/ (2 *04(3. ) *0*4**" 41 *0/1-1 ) *0*2(-" 4/ *0/1. ) *0*,("

4* + 4, 4,, *02*2 ) *0*1/ /4 *02*13 ) *0*12, --- *044/3 ) *0*(((" /4 *0/3*1 ) *0*2-3" .3 *0244 ) *0-*4"

/* + /, ,/. *0/,4 ) *0*2/ /- *02*43 ) *0*2,, -43 *04-44 ) *0*(2(" 21 *0/.2- ) *0*1*," ,2 *0232 ) *0-4("

2* + 2, -,2* *0/1. ) *0*32 /2 *0/13( ) *0*3-4 -(. *0(12( ) *0*(,1" .( *0/-(4 ) *0*3-1" 1. *02-* ) *0*33"

1* + 1, (,-1 *0434 ) *0*3- (, *0432( ) *0*.1* --4 *0(/,2 ) *0*4-*" /* *04212 ) *0*.2(" (1 *0/,1 ) *0--."

.* + ., ((2. *0441 ) *0*3( (, *04(/3 ) *0*23/ /. *0((.. ) *0*(42" -( *04-/1 ) *0*/4( " -1 *0/*/ ) *0*3*"

3* 以上 ,* *04*- ) *0*.4 2 *0(-1* ) *0*(14 — — 2 *0((43 ) *0*/-4" — —

注：长春与西双版纳傣族、西藏、甘肃东乡族比较，" $ 5 *0*-

表 " 不同年龄段长春、日本男性 !"#（$%&’(）测定值比较

年龄组

（岁）

长春 日本

! !"#（!" ) #） ! !"#（!" ) #）
(* + (/ -2 *02.- ) *0*.3 , *022/ ) *0*/3
(2 + (, ,, *01-3 ) *0*31 -, *023* ) *0*3*
4* + 4/ -/- *01(2 ) *0-*, -2 *02,* ) *0*2(
42 + 4, -24 *01(( ) *0*., 14 *023( ) *0*23
/* + // -2, *01-* ) *0*.3 --( *023* ) *0*21
/2 + /, -1/ *01** ) *0*3, -2( *02.- ) *0*1-
2* + 2/ -,1 *02,( ) *0*3/ -4. *0212 ) *0*.-
22 + 2, /24 *0233 ) *0*3. -22 *022( ) *0*.1
1* + 1/ .4. *022, ) *0*,( ((2 *02(( ) *0*.*
12 + 1, (-12 *02/( ) *0*,* -42 *02*- ) *0*..
.* + ./ ((*2 *02*2 ) *0*,* (, *0/3/ ) *0*.4
.2 + ., 1-4 *0/., ) *0*33 1 *0/*3 ) *0*33
3* + 3/ -/, *0/13 ) *0*34 — —

注：引自日本 6787’9:7 等的 !"# 检定值，参考文献［-］

表 # 不同年龄段长春、日本女性 !"#（$%&’(）测定值比较

年龄组

（岁）

长春 日本

! !"#（!" ) #） ! !"#（!" ) #）
(* + (/ -- *0/13 ) *0*2( -(4 *0/1( ) *0*2-
(2 + (, -14 *02** ) *0*23 4(2 *0/11 ) *0*/,
4* + 4/ ((/ *02*1 ) *0*23 23* *0/12 ) *0*/3
42 + 4, -.2 *02*2 ) *0*13 /44 *0/.4 ) *0*2*
/* + // 44. *0/,/ ) *0*21 2-2 *0/3/ ) *0*2*
/2 + /, 1-* *0/,- ) *0*/3 113 *0/., ) *0*2/
2* + 2/ ,.4 *0/,- ) *0*3( 2,3 *0/22 ) *0*14
22 + 2, ,.. *0//. ) *0*3( .2* *0/-( ) *0*12
1* + 1/ ./1 *0/-( ) *0*32 .., *04.1 ) *0*12
12 + 1, (-.* *04./ ) *0*31 /(. *042/ ) *0*.*
.* + ./ -3/. *04/* ) *0*., 2* *04(- ) *0*11
.2 + ., /-* *04-. ) *0*33 -4 *0(3. ) *0*2(
3* + 3/ 1, *04*2 ) *0*., ( *0((3 ) *0*/*

注：引自日本 6787’9:7 等的 !"# 检定值，参考文献［-］

表 $ 不同年龄段长春、丹麦男性 !"#（$%&’(）测定值比较

年龄组

（岁）

长春 丹麦

! !"#（!" ) #） ! !"#（!" ) #）
(* + (, --/ *01-/ ) *0-*2 (- *023 ) *0*1
4* + 4, (,/ *01-1 ) *0*., /* *02, ) *0*1
/* + /, 4(4 *01-( ) *0*3. /3 *021 ) *0*1
2* + 2, 1/, *023, ) *0*31 2* *02. ) *0*.
1* + 1, (,*( *02/1 ) *0*,- 4. *02/ ) *0*.
.* + 3, 4**/ *0/,11 ) *0*,44 (1 *0/. ) *0*.

注：引自丹麦 ;7:’<=$ 等的 !"# 检定值，参考文献［(］

表 % 不同年龄段长春、丹麦女性 !"#（$%&’(）测定值比较

年龄组

（岁）

长春 丹麦

! !"#（!" ) #） ! !"#（!" ) #）
(* + (, -./ *0/,1 ) *0*23 4, *0/. ) *0*/
4* + 4, 4,, *02*2 ) *0*1/ 12 *0/. ) *0*2
/* + /, ,/. *0/,4 ) *0*2/ ,* *0/3 ) *0*1
2* + 2, -,2* *0/1. ) *0*32 -*1 *0/2 ) *0*1
1* + 1, (,-1 *0434 ) *0*3- 1- *0/* ) *0*3
.* + 3, (4/. *044/ ) *0*14 4. *044 ) *0*3

注：引自丹麦 ;7:’<=$ 等的 !"# 检定值，参考文献［(］

表 & 不同年龄组长春市男性 >? 发病率

与乌鲁木齐汉族、维族比较

年龄组

（岁）

长春 乌鲁木齐（汉族） 乌鲁木齐（维族）

=%6 >? 发病

率（@）
=%6 >? 发病

率（@）
=%6 >? 发病

率（@）

/* + /, /%4(4 -0( ,%/-( (0( -%-*4 -0*
2* + 2, /,%1/, .01 -1%4-2 20- 2%-*. /0.
1* + 1, 2(1%(,*( -30- -1%3. -30/ 2%(2 (*0*
.* + --44%4**/ 4.0. -.%2( 4(0. 1%, 110.

注：引自张浩等的乌鲁木齐汉族、维族 >? 发病率，参考文献［4］

表 ’ 不同年龄组长春市女性 >? 发病率

与乌鲁木齐汉族、维族比较

年龄组

（岁）

长春 乌鲁木齐（汉族） 乌鲁木齐（维族）

=%6 >? 发病

率（@）
=%6 >? 发病

率（@）
=%6 >? 发病

率（@）

/* + /, ,%,/. *0, 4%124 *02 (%-4( -02
2* + 2, -4.%-,2* .0* -.%(-3 .03 2%1. .02
1* + 1, -*/,%(,-1 410* (-%23 410( -*%(1 4302
.* + -/-(%(4/. 1*0( -4%(4 2102 /%-* /*0*

注：引自张浩等的乌鲁木齐汉族、维族 >? 发病率，参考文献［4］

! 讨论

!() !"# 峰值

!"# 峰值骨量（峰值骨量）影响人一生的骨矿

物质含量，可做为评估人体骨量丢失出现的时间和

骨丢失程度的重要参考数据。笔者报告的 -1*-, 例

!"# 调查结果显示长春市男性与女性 !"# 峰值均

发生在 4* + 4, 岁年龄段，男性 !"# 峰值高于女性。

与北京、乌鲁木齐地区汉族、深圳等地报道一致［4A.］。

!"#峰值高于西双版纳傣族、西藏，低于甘肃东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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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报告［!，"］。与国外同类型仪器检测报告相比较，

长春市男性骨峰值年龄与日本、丹麦一致；而女性骨

峰值年龄较日本、丹麦提前［#，$］。统计分析还显示长

春市 男 性 和 女 性 %&’ 峰 值 均 高 于 日 本、丹 麦 的

报告。

%&’ 峰值是人体生命过程中获得的最大 %&’
值，也是人生命最成熟期达到的骨组织的总量。骨

量 ()* + ")*的变化与遗传因素相关；生活环境、

体力活动、营养状况及年龄、性别因素也是影响骨量

的重要因素［#)］。本研究比较国内外相同年龄、性

别、相同仪器的检测结果显示了地域和种族差异，因

此建立中国人大样本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相同仪

器和不同仪器的 %&’ 数据库对 ,- 早期预防干预及

,- 早期诊断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 男性与女性骨量变化的差异

长春市 .) 岁女性 %&’ 开始缓慢下降，进入绝

经期骨丢失率逐年升高。本研究统计的为自然绝经

妇女，平均绝经年龄为（/01#20 3 $1/"#）岁。绝经时

间最长 .# 年，最短 # 年。绝经后 ) + / 年骨丢失率

21/!*，随着绝经时间延长，%&’ 下降越来越明显，

(/ + !" 岁各组间 %&’ 差异显著（! 4 )1)#）。绝经

后 #) 年骨丢失率达 ##1/*，绝经 $) 年以后骨丢失

率达 001.$*，骨量减少至峰值骨量的 #50。绝经同

样是长春市女性骨丢失的重要危险因素，由于女性

绝经后卵巢功能低下，雌激素水平骤然下降，破骨细

胞活性增强，骨丢失加快，致使骨量低下。而男性

() 岁 %&’ 缓慢下降，以后随增龄骨丢失率逐渐升

高，2) 岁骨丢失率 #/1((*；2/ 岁为 #"1"(*；!) 岁

为 $$12!*；!/ 岁以后骨丢失率可达 0$1"0*。女性

骨丢失较男性速度快，而且骨丢失更明显，两性之间

比较骨丢失率差异显著（! 4 )1)#）。

!"! ,- 发病率

根据 67, 原发性 ,- 诊断标准，低于 %&’ 峰

值 $1/ 个标准差（8’）诊断为 ,-［##］，本研究统计的

#()#" 例受试人群中，$) + 0" 岁年龄段 ,- 发病率为

)。女性 /) 岁以后 ,- 发病率呈递增趋势，/) + !"
岁各年龄组间 ,- 发病率差异显著（! 4 )1)#）。女

性各年龄组 ,- 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 4 )1)#）。

男性 2) 岁以后 ,- 发病率升高，各年龄组间 ,- 发

病率差异显著（! 4 )1)#）。与国内外报道的 ,- 发

病率比较，长春市各年龄组男性与女性 ,- 发病率

与乌鲁木齐汉族接近，但男性 () + ") 岁年龄段 ,-
发病率明显低于乌鲁木齐维族男性，而 2) 岁以后女

性 ,- 发病率明显高于乌鲁木齐维族女性。/) + 2"
岁女性 ,- 发病率明显低于日本［#$］。显示同年龄、

同性别的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人群 %&’ 和 ,- 发

病率也存在差异。

长春市 #()#" 例汉族人群 %&’ 调查，建立了本

地区 %&’ 峰值和 ,- 诊断参考数据，对不同性别、不

同年龄人群 ,- 早期诊断治疗和预防干预提供了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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