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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经后妇女腰椎和髋部骨密度分布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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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绝经后妇女年龄、绝经年限、绝经年龄与腰椎和骨密度的关系。方法 采用双能x线

骨密度仪对500例健康绝经后妇女进行骨密度检测，并且分析绝经年龄、绝经年限对腰椎(L：．L。)和

髋部骨密度分布特点的影响。结果随着绝经年龄的增长，腰椎和髋部骨密度均逐渐降低，单因素相

关分析表明，年龄、绝经年限与腰椎和髋部各部位的骨密度呈负相关(P<0．05)，绝经年龄与腰椎和

髋部各部位的骨密度无显著相关性(P>0．05)。结论年龄、绝经年限与腰椎和髋部骨密度有关联，

而绝经年龄与腰椎和髋部骨密度关联性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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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of age，age at menopause，menopausal period with

bone mineral density(BMD)of lumbar spines and hip in postmenopausal women．Methods Totally 500

healthy postmenopausal women were investigated．The age，age at menopause，menopause period and lumbar

vertebra(L2一L4)and hip BMD date collected．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were analysed．Results

BMD in both lumbar vertebra and hip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time after menopause．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ge，menopause period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lumbar vertebra and hip BMD

(P<0．05)，but the age at menopause was not(P>0．05)．Conclusions The age and the menopausel

period are associated with lumbar vertebra and hip B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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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是指绝经后妇女发生的以低

骨量及骨组织微结构退行性病变为特征的一种全身

性的代谢性骨病。它与卵巢合成的激素减少有关，

其特点为单位体积内骨组织量减少，骨皮质变薄，海

绵骨骨小梁数目及大小均减少，髓腔增宽，骨荷载功

能减弱，从而产生腰背、四肢疼痛，脊柱畸形甚至骨

折¨一。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是临床中常见的疾病之

一，该疾病以高致残率、高致死率、经济负担重及生

活质量下降为特点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人均

寿命的增长，预示着有更多的老年人将面临着这一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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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重要问题，特别是绝经后妇女患骨质疏松症13趋增

多，本课题主要研究绝经后妇女的绝经年龄、绝经年

限对腰椎和髋部骨密度的影响。

1研究对象和方法

1．1纳入标准

所有研究对象均来自内蒙古长寿俱乐部健康体

检者，从体检者中筛选出适合本研究需要的研究对

象500例，年龄50～88岁，平均71．5±8．2周岁，准

确记录受试者姓名、年龄、身高、体重、婚育情况及月

经情况，职业包括教师、医务工作者、工人、干部等。

1．2排除标准

经询问体检者病史及体格检查，除外以下几种

情况：继发性骨质疏松、痛风、类风湿、强直性脊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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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长期服用类固醇激素、雌激素或服用抗癫痫的药

物，老年期精神病或痴呆，从事过影响骨密度的特殊

职业，长期卧床或不参加户外活动，排除有骨折病史

者等。

1．3方法

对所有检查者进行一般情况登记后，现场测量

其身高、体重。均采用美国GE公司生产的LUNAR．

Bravo双能x线骨密度仪进行腰椎和髋部骨密度测

定，结果包括检查者的BMD(g／cm2)、T值，在测量

区中清除所有消减射线的物品，腰椎扫描采用的感

兴区域为L2．L。前后位。范围从髂前上棘下2．0～

5．Ocm至胸骨剑突下，下显示L，的顶部，上显示T。：

的1／2并显示两侧肋骨。髋部BMD测量常选取左

侧髋部(非优势侧)。骨质疏松诊断标准采用中国

老年学学会骨质疏松委员会1999年制定的中国人

骨质疏松诊断标准旧1，以双能x线吸收法(DEXA)

为检测手段，(T值>一1．0为骨密度正常，一2．0<

T值≤一1．0为骨含量减少，T值≤一2．0为骨质疏

松)。综合选取腰椎、股骨颈、粗隆、Ward’s三角、全

髋任一部位中的最低T值为诊断标准。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学处

理，数据结果以均数±标准差(元±s)表示，组间距为

5，相关分析采用绝经年龄和绝经年限为2个变量的

单因素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检查者不同绝经年龄妇女的L：～L。和髋部T

值结果(见表1)

表1不同绝经年龄妇女的L：～L。和髋部T值(sD)

由表1可见绝经后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L：～

L。和髋部T值逐渐降低，绝经年龄50～64岁的妇

女，腰椎和髋部骨量流失速度较快，尤其是绝经后

50—55岁的妇女腰椎骨量丢失速度明显快于髋部，

到了55～64岁时腰椎骨量丢失速度明显趋缓，而髋

部骨量在这个阶段进入了快速丢失期，到了65～74

岁时腰椎骨量丢失速度又再次加快，这个时期髋部

骨量丢失也非常显著。75岁以上妇女腰椎和髋部

骨量丢失速度随着年龄的增加骨量丢失加快明显， 骨量流失速度均趋于平稳，差异不显著。

表2不同绝经年限妇女的L：～L。和髋部T值(so)

绝经后妇女骨量呈一个下降的总趋势，但不同

部位骨量流失速度不同，因腰椎主要是松质骨，松质

骨比皮质骨骨量流失早而快，由表2可见，绝经后1

—9年内的妇女腰椎骨量丢失速度明显快于髋部，

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10～19年绝经妇女腰

椎骨量下降速度趋缓，而这个时期髋部骨量下降迅

速，当绝经年限20—29年时，腰椎骨量流失速度再

次加快，股骨颈、大转子、Ward三角各部位的骨量流
j

失速度仍较快，当绝经年限>30年时，各部位的骨

量流失速度趋于平稳，不具有差异显著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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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2．2单因素相关分析

绝经年限与腰椎和髋部的骨密度均呈显著地负

相关(P<0．05)，绝经年龄与腰椎和髋部的骨密度

无显著差异性(P>0．05)。见表3。

表3年龄、绝经年龄、绝经年限与腰椎和髋部各部位

骨密度单因素相关分析

3 讨论

绝经期随着卵巢功能的的衰退，体内激素水平

发生明显变化，雌激素水平下降，性激素水平失衡是

骨代谢紊乱和骨质疏松的重要因素。骨骼是代谢活

跃的组织，在成骨细胞表面存在雌激素受体，其是抑

制破骨细胞的活性因子，具有调节成骨细胞和破骨

细胞骨形成和骨吸收的作用¨。，绝经后妇女骨质疏

松发病率显著增高，50岁以后的女性，尤其是绝经

期早、卵巢早衰的妇女，体内雌孕激素显著降低，甲

状旁腺功能降低，1—25(OH)：D，的代谢活性继发性

降低，成骨细胞依赖雌激素受体的兴奋性和活性逐

渐减弱，成骨细胞与破骨细胞之间失去了动态平衡，

破骨细胞重吸收功能相对加强，导致骨矿含量下降、

骨量丢失Ho，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症的发病机制与

卵巢功能减退雌激素分泌降低密切相关¨。。

在所有影响骨质疏松发生的因素中，年龄因素

最为重要和突出。通过不同地区的研究发现，随着

年龄的增长，骨吸收大于骨形成，骨量逐渐减少，导

致老年性骨质疏松症，其与年龄呈正相关¨。⋯。本

研究结果(表1～表3)表明，绝经年龄、绝经年限均

与骨丢失速率密切相关，各组骨量丢失的速度差异

显著，绝经后女性从50岁开始腰椎BMD值随年龄

增长开始下降，55岁以后有一个较快的丢失过程，

骨质疏松患病率明显增加，其与女性绝经后雌激素、

降钙素水平明显降低最为密切相关。1“，雌激素不足

促使骨骼对甲状旁腺激素的敏感性增强，造成钙磷

代谢紊乱，使钙流失量增加，钙呈负平衡状态，导致

骨代谢呈高转换型加速进行，骨吸收大于骨形成，骨

矿含量随着绝经年龄的延长而降低¨“，骨质疏松

症在绝经后妇女特别常见Ⅲ-。

本研究结果显示，绝经后年限1～19年的妇女，

3l

腰椎和髋部骨密度下降速度较快，尤其在绝经后1

～9年内腰椎骨量丢失速度明显快于髋部，10～19

年绝经妇女腰椎骨密度下降速度渐趋缓，髋部骨量

丢失速度明显快于腰椎骨量丢失速度，这可能与腰

椎退行性变有关，Margulies等¨4 o研究发现骨质疏松

与腰椎退行性改变有一定关系，骨质疏松后导致椎

体形状发生改变，其椎体小关节载荷的局部生理机

制也发生变化，局部骨赘形成，骨质疏松的椎体骨密

度由于其周围韧带钙化或骨赘形成而造成假性增

高。当绝经年限20—29年时，腰椎骨量流失速度再

次加快，股骨颈、大转子、Ward三角各部位的骨量流

失速度也相对较快，当绝经年限>30年时，各部位

的骨量流失速度均趋于平稳，这是由于70岁以上的

妇女体内性激素和促性腺激素均稳定在一个很低的

水平，很少产生波动，肾上腺分泌的雄甾烯二酮逐渐

减少，在脂肪中转化为雌激素量下降，使骨转换处于

失衡状态，骨量仍在缓慢丢失。¨5’

骨质疏松症是以骨量减少，骨组织显微结构退

化为特征，导致骨脆性增加及骨折危险性增加的一

种全身性代谢性骨病。骨质疏松造成的骨折危害性

较大，已日益引起医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特

别是绝经期早的妇女，应重视股骨颈、股骨粗隆、

Ward三角区域的骨密度检查，相对于其他骨质疏松

引起的腰椎压缩性骨折、桡骨远端等骨折，股骨颈骨

折、股骨粗隆间骨折其危害性较大，严重影响患者的

生活质量，另研究显示，股骨颈骨折发生率城市化国

家最高¨⋯，由于老龄化人El的到来，股骨颈骨折的

问题可能与日俱增Ⅲ。“。绝经后妇女是骨质疏松

的高发人群，对绝经后妇女和卵巢早衰的妇女要定

期做骨密度检查，早期发现，及时采取适当的预防和

治疗措施，有效防止骨质疏松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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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已启用稿件远程管理系统

为顺应当今期刊网络化、数字化的发展趋势，更

好地为广大作者、读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本刊将使

用稿件远程管理系统。该系统根据稿件处理流程、

编辑加工规范、审稿制度、管理规范等业务需求设

计，具有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稿件远程管理系统

将协助作者、编辑、审稿专家、编委、定稿会专家、总

编等相关人员多位一体地进行稿件业务处理，解决

编辑部对稿件网络化流程管理的需要，并实现各类

查询功能。2012年1月，本刊正式启用稿件远程管

理系统，请登录中国骨质疏松杂志网站(http：／／

WWW．chinacjo．corn)进行相关操作。

该系统包括作者在线投稿、在线查稿、专家在线

审稿、编委在线定稿、总编办公、远程编辑等功能，通

过网上投稿、网上查稿、网上审稿，实现作者、编辑、

审稿专家的一体化在线协作处理，从而构建一个协

作化、网络化、角色化的编辑稿件业务处理平台。对

于广大作者而言，该系统最大的优点是支持在线投

稿、方便作者及时了解稿件进程、缩短稿件处理时

滞。使用过程中具体注意事项如下：(1)第一次使

用本系统进行投稿的作者，必须先注册，才能投稿。

注册时各项信息请填写完整。作者自己设定用户名

和密码，该用户名和密码长期有效。(2)已注册过

的作者，请不要重复注册，否则将导致查询稿件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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