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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妇女停止喂奶后补充碳酸钙其骨骼

骨密度未见明显的干预效果

于波 李芳 龚洁 曾晶 周墩金 高勇 黄振武 杨艳华 杨晓光 吴红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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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哺乳妇女骨骼骨密度的自我恢复状况，以及补充碳酸钙后对其骨骼骨密度的干预

效果。方法 以湖北省武汉市郊区农村的120名健康哺乳期妇女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一组为

补钙组(每日600 mg钙，碳酸钙)，另一组为对照组，各60名。断奶时，使用双能x线吸收骨密度测

定仪测量母亲腰椎和左髋等局部骨骼基线骨密度，并通过3d、24 h的膳食调查计算其平均每日钙摄

入量，随即补钙(补钙组)或给予安慰剂(对照组)，1年后再次测定相同部位的骨密度。结果 无论

补钙组还是对照组，1年后研究对象腰椎和左髋的骨密度显著增加(P<0．05)。补钙组与对照组之间

比较，无论局部骨骼的骨密度还是骨转换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尽管我国产

妇13摄入钙量较少，停止喂奶后1年内其腰椎和左髋骨密度仍明显增加；补充碳酸钙没有明显的干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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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effect of CaC03 supplement on bone mineral density in Chinese lactating women after w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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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 To observe the self-recovery of bone mineral density(BMD)in Chinese lactating

women after weaning and the intervening efficacy with CaC03 supplement on BMD．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wenty healthy lactating women in the suburb of Wuhan，Hubei province were enrolled．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the calcium supplement group(600mg CaC03 daily)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60 women in each group．BMDs of the lumbar spine and the left hip were measured using 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nmetry immediately after weaning as the baseline．Calcium intake wa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a 3-day food consumption questionnaire．Calcium or placebo was then initiated．BMDs of the same locations

were re．measured one year later．Results Both in the calcium supplement group and in the control group，

BMDs of the lumbar spine and the left hip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all subjects(P<0．05)．However，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in BMD and bone turnover marke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尸>0．05)．

Conclusion BMDs of the lumbar spine and the left hip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1 year after weaning，

although the daily intake of calcium was less in Chinese lactating women．CaC03 supplement had no obvious

benefit in intervention．

Key words：Lactating Chinese women；Calcium supplement；Bone mineral density(BMD)；B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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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国家开展的有关哺乳期妇女钙代谢研究

表明，乳母血清活性维生素D(1，25(OH)：D，)不升

高，肠道钙吸收率也未见不增加，人乳中钙的主要来

源是母体在哺乳期内骨吸收的增加，并且与钙摄人

量无关。

与西方高奶源钙膳食摄入不同，非洲妇女日均

膳食钙摄入量很低。现有的研究表明，她们机体似

乎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哺乳期肠道钙保持高的吸收

率，补充机体需要⋯。

我国妇女，在妊娠期和哺乳期随着能量摄人增

加而使Et均膳食钙的摄人量有所增加，但远达不到

哺乳期膳食钙推荐摄入量水平旧一。因此，人们提倡

在妊娠期和哺乳期对妇女采取补钙的干预措施。

1材料和方法

1．1研究对象

在湖北省武汉市郊区农村，筛选健康哺乳产妇

120名。排除患有甲状腺疾病、佝偻病、胃肠道疾

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和影响骨质代谢及吸收的

其他内分泌疾病，且未服用影响骨代谢的药物史和

无骨折史。

1．2膳食钙摄入调查以及腰椎和髋部基线骨密度

测定

断奶期间，前往武汉同济医院测定局部骨骼

(腰椎和髋部)基线的骨密度。在此期间，开展一般

调查、体格检查和采集血样和尿样。并开始3d、24 h

回顾法的膳食调查，计算平均每天膳食钙摄入量。

运用双能x线吸收骨密度测定仪(DXA)检测

研究对象第2至4腰椎(L：4)和左侧股骨颈

(Neck)、大转子(Troch)、转子间(Inter)、Ward三角

区共7个部位的骨密度值(BMD)，重复测量误差<

1％。并得到2—4腰椎的平均骨密度值(L：4)和左

髋的平均骨密度值。1年后，重复测定相同部位骨

骼的骨密度，并采集血样和尿样。

在基线和跟踪1年后，分两次测定血清中雌激

素、25(OH)D，、骨钙素和PICP以及尿液中的CTX。

1．3分组、补钙及随访观察和检测

腰椎和髋部基线骨密度测定后，研究对象被随

机均分到两组：一组为补钙组，另一组为对照组。补

钙组立即每日给予600 mg钙(碳酸钙)，长达1年。

1年后，再次测定腰椎和髋部基线骨密度。

1．4统计学处理

运用SPSSll．5软件，进行自身前后配对t检验

或组问t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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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一般情况

从表l中看出，补钙组与对照组之间，妇女的年

龄、日均膳食钙摄入量、体重、身高、体质指数、既往

妊娠次数和分娩次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

表1研究对象的膳食钙摄入量、体格指标

以及既往妊娠(分娩)次数

2．2骨骼骨密度的比较

从表2可见，无论补钙组，还是对照组，妇女自

身比较发现：1年内，腰椎和髋骨的骨密度均增加显

著(P<0．001)。补钙组与对照组之间相比，腰椎和

髋骨的骨密度变化率有差异，但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

表2随访1年内，局部骨骼骨密度的变化

注：％=(1年随访结束时骨香厦一基线骨面厦)÷基线骨密度

×100％；上标c表示自身前后配对．检验P<0．001

2．3激素和骨转换生化指标的比较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跟踪的1年内，所有妇女

血清中的雌激素水平仍在继续下降(P<0．05)，而

血清25(OH)D，则没有明显的变化(P>0．05)。

与此同时，在1年内，所有妇女血清中骨钙素

和PICP发生变化，分别出现下降或上升(P<

0．05)，而尿液中CTX没有明显变化(P>0．05)。

说明骨骼代谢活跃，以骨形成为主。

与对照组之间比较，仅发现1年后的补钙组妇

女血清骨钙素下降更明显，存在统计学上的差异(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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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随访1年内，血清激素和骨转换生化指标的变化

注：上标a，b和c分别表示自身前后配对t检验P<0．05，0．0l

或0．001；上标#表示补钙组与对照组间t检验P<0．05

3讨论

本研究中妇女哺乳期从日常膳食摄入钙量为

600 rag左右，与一些非洲、南美或亚洲妇女摄入水

平相近旧1，接近日本最新出版的《营养素膳食推荐

摄入量》中钙的膳食推荐摄人量(650 mg)口]，但仅

相当于我国现行的哺乳期妇女钙膳食推荐摄入量的

一半左右。

在欧美，妇女妊娠期和哺乳期膳食钙日均摄入

量常常达到1000 mg以上，达到甚至超过膳食参考

摄人量，在这些高钙摄入的妇女中开展的研究表明，

哺乳期的骨密度丢失是暂时的、完全可逆的，补钙并

不能进一步提高妇女产后骨骼骨密度¨⋯。因此，在

美国和加拿大，针对哺乳期妇女的钙膳食推荐摄入

量没有额外增加量。

在非洲，低钙膳食摄入的妇女中开展的补钙干

预研究表明，哺乳期补充碳酸钙并不能显著促进其

机体骨骼骨密度恢复进程oM】。原因很可能在于非

洲妇女已经适应日常的低钙膳食，通过在哺乳期保

持肠道膳食钙的高吸收率而满足机体钙的需求⋯。

从本研究得结果来看，无论补钙与否，哺乳停止

后，我国妇女机体骨代谢活跃，骨骼骨密度均能逐渐

部分恢复，尤其腰椎部位。与前述的非奶源钙补充

干预研究一样¨剖，补钙似乎也不能促进妇女骨骼骨

密度的迅速恢复。

但是，日本和我国的一些研究表明，在妊娠期或

哺乳期补充奶源钙，对促进妇女产后骨骼骨密度的

有效恢复干预效果可能更明显协1 21。

因此，我们认为，对于我国妇女哺乳期是否需要

补钙，仍然需要更多的基础数据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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