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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强直性脊柱炎（:=）除了有椎间盘纤维环及其附近韧带的钙化和骨性强直，还常伴有骨质疏

松，发生率为 ("> ? %&>。对于骨质疏松来讲，最为常见的骨折形式即为椎体骨折，但单纯骨质疏松

症所造成的椎体骨折与 := 继发椎体骨折有着不同的特点，如何评估其骨折风险，是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就 := 造成的骨质疏松及椎体骨折的风险评估方法进展进行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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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主要侵犯脊柱，几乎

全部累及骶髂关节和不同程度累及外周关节的慢性

炎症性疾病。除了有椎间盘纤维环及其附近韧带的

钙化和骨性强直，还常伴有骨质疏松［’］。近来的研

究显示，骨质疏松或骨量减少在 := 患者中普遍存

在，发生率为 ("> ? %&>。曾有文献报道，早期 :=
患者中椎体骨密度（ST@）下降，髋部是晚期 := 患者

发生骨质疏松的易感部位。:= 引起骨质疏松症的

发病机制不明，可能与激素失衡、免疫炎症、运动受

限等方面的作用有关［&］。对于骨质疏松来讲，最为

常见的骨折形式即为椎体骨折，但单纯骨质疏松症

所造成的椎体骨折与 := 继发椎体骨折有着不同的

特点。本文就 := 造成的骨质疏松及其相关并发症

的风险评估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工作中正确

处理由 := 所造成的骨质疏松等相关问题提供参

考。

: 椎体骨折的诊断

:;: 影像学诊断

:= 患者中，由于骨质疏松而造成的椎体骨折往

往难以诊断，因为患者本身即具有背痛及脊柱畸形

的状态。一般情况下，:= 患者的椎体骨折，只有在

发生了多处骨折之后（一般是 ! 到 < 个椎体）才能被

比较容易注意到。而且，有研究显示，即使已经发生

了骨折，而且也进行了影像学的检查，骨折也容易被

忽视［!］，因为在胸背部，椎体的影像往往显示不清，

与软组织及肋骨重叠，造成了影像的误读，加上对

:= 先入为主的印象，使得阅片变得主观。

对于椎体骨折的影像学定义尽管在很多方面已

经取得了一致，但仍然存在众多分歧，究竟何种变形

的程度可以被判定为骨折，目前并不存在一个广为

认可的金标准［<］，尤其对于 (" 岁以下的患者，缺少

中青年人椎体形态的流行病学数据已经成为了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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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体骨折的一大障碍。

目前，对于椎体骨折的风险判断，基本上通过了

解椎体的形变（如椎体前、中或后部压缩高度减少大

于 !"#）、椎体骨折的数目和严重程度（不管是静默

型骨折还是存在临床症状的骨折）来评估，这些指标

都 能 够 表 明 在 未 来 会 有 一 个 比 较 高 的 骨 折 风

险［$，%］，而且有可能在短期内即发生再骨折。

椎体高度丢失 !"#，其在显微 &’ 上所显示的

骨量会至少丢失 !"#［(］。而且，不论 )*+ 的高低，

椎体发生再骨折的风险，主要依赖于目前存在的椎

体骨折的状态。所以，用椎体高度丢失程度来评估

,- 患者未来椎体骨折风险，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有研究显示［.，/］，,- 患者的椎体骨折的 01 值平均

达到了 (2(，就长期来看，男性较女性 ,- 患者的椎

体骨 折 风 险 高（男 性 01 值 3"2(，女 性 01 值 为

42!），并且，这种风险在在病程的前 $ 年逐渐增高。

由于对影像学诊断指标存在不同见解，使不同

医生对同一病人是否骨折的诊断的可信度降低，此

时只能借助进一步的检查，如放射核素扫描及核磁

共振来解决。但往往会由于经济条件及漫长的认知

5诊断过程造成诊断治疗的延迟。但是，需要注意的

是，由于 ,- 本身问题造成的终板糜烂病变往往伴

随着非感染性的椎间盘炎，常常会导致在影像学上

显示出椎体的变形［3"］，这有可能会造成对骨折的误

诊。

!"# 体征诊断

椎体骨折后，一般会产生两种主要的症状表现，

一种是急性的背痛，另外就是患者本身不察觉，进入

静默状态。所以，临床常见的脊柱后凸，不仅可以作

为一种临床体征，实际上也表示存在楔形压缩性骨

折的可能［33，3!］。

特殊部位或形式的骨折，如颈椎骨折、脱位等，

往往造成比较严重的功能障碍，甚至死亡，这与绝经

后骨质疏松所造成的骨折有很大的区别。这些骨折

伴发的损伤包括脊髓损伤、神经根的牵拉伤、椎旁血

肿等等。而由于 ,- 本身问题，骨折后骨愈合能力

的减弱，可能会造成椎体后弓形成假关节，从而造成

脊柱不稳［3"］。为了避免由于骨折而造成的继发脊

髓、神经损伤，可以采用内固定进行治疗，但是内固

定需要考虑到椎体存在的骨质疏松问题［33］。

# 椎体骨折风险评估方法

#"! 综合分析

对于 ,- 病人来讲，除了行动能力的降低，容易

导致跌倒等问题所引起的骨折外，骨本身的结构性

问题也是造成易于骨折的主要原因。对于了解结构

性问题，目前常用的探测方法就是对局部骨的 )*+
进行 检 查，但 是，由 于 骨 赘 的 外 周 骨 化 问 题 的 干

扰［36］，这种做法也显得越来越局限，所以需要配合

其他因子进行综合判断，具体来讲［33，/，3453/，3!］，与椎体

骨折相关的因子包括性别（男性多于女性），年龄，低

体重，低 )*+、患病时间长短、椎间广泛的骨赘形

成、疾病活动状况、外周关节累及程度、脊柱功能限

制等。

#"# 跌倒风险

绝经后骨质疏松骨折的跌倒风险增加是造成骨

折的主要原因，其因子包括视力、听力、平衡能力及

肌力下降等方面，与之不同，,- 的跌倒风险目前并

没有明确的研究数据支持，但是，从脊柱本身存在的

骨性破坏和融合来讲，即使是微小的外力，也可能会

造成严重的伤害，所以，未来深入研究 ,- 患者的外

界损伤危险因子对骨折风险的评估作用显得非常重

要。

#"$ 低 )*+ 及其正确的评估方法

在 ,- 的早期，即存在 )*+ 的降低和持续性骨

丢失的情况，但是，目前采用的双能 7 线的 )*+ 探

测方式，对于 ,- 所造成的椎体 )*+ 降低，其探测精

度会由于椎旁骨赘及骨膜下骨化的影响而降低。有

研究［!"］显示，脊柱功能正常的 ,- 患者腰椎、股骨

颈、三角、粗隆的 )*+ 较健康对照组显著降低，但在

晚期 ,- 患者中腰椎 )*+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无明显

差异，而股骨颈、三角、粗隆的 )*+ 与对照组差异显

著，这主要是由于随着 ,- 病程的进展，腰椎骨赘的

增加使得双能 7 线所测得的腰椎 )*+ 产生了假性

增高。所以，骨质疏松或骨量减少在 ,- 患者中的

检测，需要考虑病程长短及被检部位的不同对检测

结果的影响。对于幼年型 ,- 病人，测定股骨颈的

)*+ 比腰椎更加合适［!3］。总之，髋部的 )*+ 双能

7 线所探测出的 )*+ 结果能够支持对骨质疏松的

判断，而 且 其 值 的 高 低，与 椎 体 骨 折 的 风 险 成 正

比［34，3%］。

早期的低 )*+ 与脊柱的活动能力及锻炼无关，

通过对骨赘的评分、疾病活动期及骨吸收指标的分

析，可以判断是否存在 )*+ 降低的情况［3/，3!］。研

究［!!］显示，,- 患者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1,8）随

血沉（9-1）、& 反应蛋白（&18）、):;<,- 疾病活动性

指数（),-+,=）、性别、病程的变化而变化，多元分析

结果 01 值最大的是 ),-+,=。从而认为 ,- 患者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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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表现为骨吸收增加。!" 患者骨吸收受 #"$、

%$&、’!"(!)、性 别、病 程 的 影 响，影 响 最 大 的 是

’!"(!)。另 外 一 项 研 究［*+］认 为，!" 患 者 骨 钙 素

（’,&）较正常人显著降低，并与腰椎、股骨近端 ’-(
呈正相关。甲状旁腺激素（&./）、尿脱氧吡啶酚（尿

(012）较对照组显著增高，并与股骨近端 ’-( 呈负

相关。尽管这两项研究中，’,& 的结果不尽相同，但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些指标的检测和评估，有助于

对 !" 患者骨吸收状态的评估，但未来还需要进行

更大样本的研究，以便了解研究结果存在差异的原

因。

!"# 微观结构损伤的分析

!" 病变早期的组织学研究显示［33，*4］，髂棘及肋

骨的骨形成开始减慢，血清检测会出现骨吸收指标

增高，骨形成指标降低，导致骨形成与骨吸收的失

衡，尤其是在疾病的活动期，骨吸收的会明显增加。

由此而引起类骨质的堆积和骨小梁的变细与维生素

( 的代谢有一定关系［*5］，这提示我们需要注意对 !"
患者的维生素 ( 相关的治疗。随着高骨转换的发

生［*6］，骨的矿化等过程受到了影响，从而使骨小梁

出现应力集中，造成骨的微损伤。

椎体的结构特点是大量的松质骨及少量的密质

骨，从而形成轻便但却富有韧性和强度的材料，!"
早期即出现骨小梁的损伤，从而出现微骨折，随时间

积累，逐渐出现椎体的压缩性骨折，而且，由此而造

成椎体材质硬度的差异，会增加临近椎体骨折的几

率，这 在 球 囊 扩 张 术 的 继 发 骨 折 中 已 得 到 了 证

实［*7］。疾病的晚期，会由于关节的强直、椎旁骨赘

的形成，使得本来灵活的脊柱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

类似一个长骨的结构，但是由于椎体内骨小梁的衰

弱，使得皮质就如同一个包壳一样，难以承受来自于

外界的负荷，从而产生骨折、神经损伤等种种伤害。

$ 结语

总之，!" 患者由于骨质疏松而造成的椎体骨

折，需要被重视起来，其早期诊断有助于进行早期治

疗和对疾病进展状态的评估。这提示我们，在接诊

!" 时，在进行脊柱功能、血清指标及影像指标的检

测时，同时也需要对骨质疏松状态进行有效的评估。

需要注意排除脊柱本身结构问题对 ’-( 结果的影

响，可以优先考虑髋关节的 ’-( 检测，并可以通过

对骨代谢指标的检测间接判断骨微结构是否存在问

题。如果存在顽固性背痛，可以考虑进行更进一步

的影像学检查，如 -$) 检查，以避免误诊。在治疗

!" 的同时，需要对骨质疏松进行治疗［*8］，尤其是已

经确定存在骨质疏松的患者，在治疗 !" 的同时，辅

以抗骨质疏松治疗的效果要优于单独的对症治疗。

为了最大限度的避免由于治疗 !" 而造成的骨质疏

松风险增加，治疗 !" 过程中的激素剂量和时间［*3］

需要进行适当的控制，如使用强地松的持续时间不

宜超过半年，应该控制在 35 9:;天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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