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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区汉族和维吾尔族健康人群前臂
骨密度测量结果及差异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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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测量新疆地区3264例汉族、维吾尔族健康人群前臂骨密度(Bone mineml density，

BMD)，建立本地区双能x线骨密度仪(Due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er。DXA))测量前臂骨密度的正

常数据库，比较两族BMD随年龄变化的规律，评价两族骨质疏松(Osteoporosis，OP)发病率之间的差

异。方法使用法国DMS公司生产的Lexxos型DXA对新疆地区汉族和维吾尔族20岁以上健康人

群前臂BMD进行测量，按不同性别每5岁分为1年龄组，得出骨密度均值、标准差和骨质疏松发生

率。结果①汉族男性骨峰值见于30一34岁，女性骨峰值40一“岁；维吾尔族男性骨峰值40一“

岁，女性骨峰值25—29岁，维吾尔族男、女峰值骨量分别高于汉族男、女峰值骨量。②同一族别中相

同年龄段同一测定区域BMD男性均高于女性；两族同性别BMD(男性在20一24岁、25—29岁、40—

44岁3个年龄段和女性在20一24岁、25—29岁两个年龄段)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③两族男

女OP发生率之间均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不同族别、不同性别到达骨峰值的年龄不

同，骨量峰值水平也不同。本研究提供了新疆地区汉族和维吾尔族DXA测量前臂各年龄段BMD的参

考数据和OP发生率，为国内的资料比较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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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flve To establish the normal database of forearm bone mineral density(BMD)measured

with 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meter(DXA)through measuring forearm BMD of 3264 healthy Han and

Uygur people in Xinjiang，to compare the variation rules of BMD along with ages in two ethnic groups，and

to evaluate the difference of incidence of osteoporosis between Han and Uygur groups．Methods Forearm

BMD of healthy Han and Uyger people over 20 years old were measured using DXA detector(Model hxxos

made by DMS CO．Ltd，France)．All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gender and

age(by 5 years)．Mean BMD，standard deviation(SD)，and incidence of osteoporosis were acquired．

Results(1)The peak value of bone mass in Han males and females happened in the 30—34 years old

group and 40—44 years old group，respectively．The peak value of bone mass in Uighur males and females

happened in the 40—44 years old group and 25—29 years old group，respectively．The peak value of bone

mass in Uighur people Wag higher than that in Han people．(2)The mean BMD of male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females in the same age，area，and ethnics．The mean BMD(males 20—24，25～29，40一44 in

three ages and females 20—24，25—29 in two ages)of the same gender in Han and Uygur ethnic group W88

significantly different(P<0．05)．(3)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incidence of

osteoporosis in Han and Uygur groups(P>0．05)．Conclusion The peak value of bone mass in different

ethnics and genders appears at different ages and the level of results is also different．This study may pro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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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data for forearm BMD measured with DXA and incidence of osteoporosis in Han and Uygur ethnic

groups in Xinjiang，and provide a basis for comparison of domestic information．

Key words：Bone mineral density；Peak bone mass；Osteoporosis；Healthy people

中国拥有56个民族，人口众多，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社会进步发展，人均寿命普遍延长，60

岁以上人口比重明显增加，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已达到1．43亿，其中出现骨质疏

松症的人口大约9000万左右，约占老年人口的

60％，约占总人口的7．0l％⋯。相应骨折的发病率

也逐年增加，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而由骨质疏

松(Osteoporosis，oP)所致的骨折问题也日益受到全

国医学界和各级政府的重点关注。骨质疏松是一种

由多因素引起的疾病，许多学者认为峰值骨量和骨

量丢失与年龄、性别、种族、地区、运动、营养、生活方

式和饮食结构等诸多因素有关∞芦1。新疆地区地域

广阔，多民族独特的生活习俗、饮食习惯、居住环境

和不同的遗传基因等，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与峰

值骨量及骨量丢失速度有关。本研究的目的通过对

新疆地区3264例汉族、维吾尔族健康人群前臂用双

能X线法(DXA)定量测量，进而得出相应的正常骨

密度参考值，建立本地区汉族、维吾尔族DXA测量

前臂BMD的正常数据库，比较汉族、维吾尔族前臂

BMD随年龄变化的规律，评价汉族、维吾尔族两个

民族前臂BMD和骨质疏松患病率之间的差异。

1材料和方法

1．1研究对象

1．1．1纳入标准：①新疆地区居住10年以上的人

群；②年龄在20岁以上健康人群；③无长期服用维

生素D制剂、钙剂、促骨形成制剂、骨吸收抑制剂的

人群；④愿意接受DXA测定的人群。

1．1．2排除标准：①有糖尿病、垂体、甲状腺、甲状

旁腺、性腺等内分泌代谢病史者；②有系统性红斑狼

疮、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结缔组织病史者；③有骨软化

症、痛风、多发性骨髓瘤等引起的继发性骨质疏松症

病史者；④有如吸收不良综合征、慢性肝脏疾病、慢

性胰腺疾病、胃肠大部切除术后等消化系统病史者；

⑤有脑血管、心血管、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

性病史者；⑥有半年内服用抗癌药、糖皮质激素、免

疫抑制剂等病史者；⑦有曾发生骨折病史者。

于2008年6月至2010年12月间来我院进行

健康体检人群20—90岁的维吾尔族和汉族，共

3264例，其中汉族男性646例、女性1533例；维吾

尔族男性283例，女性802例。职业包括工人、农

民、医务工作者、军人、教师、学生、干部、及离退休人

员，准确记录检查者的性别，出生年、月、日，身高、体

重、绝经日期等情况。

1．2测量仪器和方法

采用法国DMS公司生产的Lexxos型双能x线

骨密度仪(DXA)，此型为第三代DXA，使用锥型束

扫描，精确度较高，本研究前臂BMD测定的长期变

异系数(CV)小于0．93％一1．2％。每天早晨对设

备用体模进行BMD校准，每部位重复3次，每次均

重新定位，检查测定人员是经过专门培训的技术人

员，以作为BMD测定质量控制标准。被测者取坐

位，前臂水平放于测量台上、手心向下。

1．3主要观察指标

用DXA仪器测定受试者的前臂前后位，包括

1／10 Ultradistal(UD)一前臂超远端、1／3 Distal一前

臂远端1／3处、Middistal(MID)一前臂远端中段及
Total foream一前臂远端总体的BMD。年龄分布以

5岁为1年龄组，求出骨量均值、标准差和OP发生

率。

1．4统计学处理

所有原始数据均用Excel表格形式储存于电脑

中，按不同族别、不同性别每5岁分为1年龄组，男

性13组，女性13组，采用SPSSl7．00统计软件进行

统计学处理。两样本BMD均数间采用t检验，两样

本oP发病率采用∥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当P<

0．05时认为存在统计学意义(数据参数用面±s表

示)。

2 结果

2．1新疆地区汉族和维吾尔族健康人群中前臂各

测定区域BMD均值和标准差的建立

参加前臂峰值骨量的调查对象共3264例，以5

岁为1年龄组，测定区域(感兴趣区ROIS)包括1／

10Uhradistal(UD)一前臂超远端、l／3Di8tal一前臂

远端1／3处、Middistal(MID)一前臂远端中段和

Total forea咖一前臂远端总体，各测定区域BMD值

随年龄分布见表1、2。

2．2、新疆地区汉族和维吾尔族各年龄段前臂各区

域骨密度变化趋势，见图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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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新疆地区男性汉族、维吾尔族前臂各区域BMD值比较(g／cm2，孟士5)

年蕾
8 l／lOuhradistal(UD) 1／3distal middistal(MID) 10tal foreai'm

(岁) 援 维 汉 维 汉 维 汉 维 设 维

年赞
4 1／lOuhradlstal(UD) 1／3distal middistal(MID)total forearm

(岁) 汉 维 汉 维 汉 维 汉 维 汉 维

20-24 3l 16 o．5075±O．1151 0．5987±O．128l‘0．6322±O．1202 0．6924±O．1381 仉7376±O．1253 0．7640±O．1781 0．6127±O．1165 0．6922 4．0．1281‘

25-凹 柏 21 0．5183±0．1489 o．6187±o．邮92’0．6463±O．1凹3 0．7440：tO．0941‘0．7382±0．1297 0．8141±o．1625 0．6352 4．0．1085 0．7282±O．0973‘

30-34 42 19 0．5243±0．1295 o．5565±0．1159 0．6449±0．1330 0．6836±0．1021 0，7395 4-0．1752 0．7583±0．1323 0．6398±0．1314 0．60“±0．Ill7

35-39 韶 29 o．5252±o．1544 0．5389±0．1I” O．舒84±0．1253 0．6735±0．1187 0．740l±0．1248 0．7482±0．1444 0．6449±0．127l 0．6228±0．II“

柏一“ 印 38 o．5362±0．1319 0．5371 4．0．1221 0．66如±o．17”0．6787±0．1249 0．7893±o．2387 0．7998±0．1894 0．6665 4-0．1415 0．6689：tO．1228

撕一49 I铂 103 0．5124±0．1293 0．5212±0．1237 0．6514±0．1254 0．6721±0．1200 0．7676±0．1787 0．7939±0．1369 0．6477±0．12“ O．6619±0．1212

∞-54 22l 132 0．4797±0．1537 0．4779±0．1122 0．6228±0．1356 0．5949±0．1295 0．743l±0．192l 0．6923±0．1357 0．6180±0．1327 0．5883±0．1182

55-59 240 138 0．4545±o．1332 0．4436±0．1271 0．610l±0．1346 0．5896±0．1167 0．7265±0．1609 O．6862 4-0．1803 0．6∞5±o．1260 o．5774±0．1187

∞一“2嘶 110 0．4124±0．1233 0．4091±0．1283 m5562：tO．1223 0．537l±otl258 0．6524±0．1536 0．6217±0．1756 0．5477±0．1182 o．5268±0．1251

的一秘 1％ 95 0．4210±0．1223 0．4154±0．1029 o．5228±0．1250 0．5187±0．107l 0．6353±0．1567 0．6194±0．1341 0．5233±o．1256 0．5153±0．1021

70-74 155 65 0．382l±0．1074 0．3807±0．∞54 o．498l±0．1003 0．4934±0．0908 0．583l±0．138l 0．5762±0．1492 0．4862±0．099l o．4949±0．088l

75-79 舛 ∞ 0．3酯l±0．1llO 0．3313±0．1162 014827±0．1169 0．4379±0．1266 0．576l±0．1498 0．5157±0．1888 o．4764±0．1162 0．4317±0．12“

80一 24 16 0．3538±0．0912 0．3138±0．0446 0，4584±0．1178 0．4193±0．07“0．5429±0．1367 0．4737±0．1235 0．4314±0．1136 0．4048±0．0775

注：n为人鼓。‘P<O．05

l

O．8

倒0．6
耜
_扛0．4

0．2

O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年龄(岁)

圈1汉、维男性各年龄组

各部位骨密度变化比较

剖
翻
啦

年龄(岁)

图2汉、维女性前臂各年龄组

各部位骨密度变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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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新疆地区汉族、维吾尔族男女各年龄段骨质疏松发生率比较

注：n／N。人数；OP，骨质疏松症；所有组别比较尸均>O．05

2．3新疆地区汉族和维吾尔族骨质疏松发生率，见

表3。

3讨论

3．1新疆地区汉族和维吾尔族男女前臂BMD峰值

峰值骨量是个体在生长中所达到的最大矿物质

含量，也是人体生命中最成熟期达到骨组织的总量，

它是影响人一生的骨矿物质含量的重要因素，它可

预测中老年时期骨量丢失程度以及骨质疏松症的发

生率Mj-。本研究结果显示，汉族男性骨峰值见于

30—34岁，各测定区域峰值骨量分别为前臂超远端

(0．6076±0．1563)g／em2、前臂远端1／3处(0．7521

±0．1415)g／cm2、前臂远端中段(0．8709±0．1562)

g／12m2、前臂远端总体(0．7549±0．1470)g／12m2；女

性骨峰值在40一44岁，为前臂超远端(0．5362 4-

0．1319)g／cm2、前臂远端1／3处(0．6690±0．1754)

g／12m2、前臂远端中段(0．7893±0．2387)g／cm2、前

臂远端总体(0．6665±0．1415)g／12m2。维吾尔族男

性骨峰值在40一44岁，为前臂超远端(0．6812±

0。1399)g／cm2、前臂远端1／3处(0．8207±0．1118)

g／121112、前臂远端中段(0．9346±0．1282)g／em2、前

臂远端总体(0．8124±0．1181)gr／12m2；女性骨峰值

在25—29岁，为前臂超远端(0．6187±0．0892)g／

12m2、前臂远端1／3处(0．7440±0．0941)g／cm2、前

臂远端中段(0．8141±0．1625)g／12m2、前臂远端总

体(0．7282±0．0973)e,／12m2。与本地区张浩¨。、朱

忠一等。刊报道汉、维两族男女峰值骨量比较，峰值

骨量不一致，可能与检查设备、操作人员的技术水

平、样本数量因素有关。与国内相关研究报道结

果"’9o相比，前臂各测定区域峰值骨量偏高，这可能

与本地区地处西北，日照充足，饮食以肉类和奶制品

为主，紫外线强度大，有利于维生素D吸收等因素

有关。在本研究中，汉族和维吾尔族两族男女峰值

骨量的年龄段均有所不同，但均在45岁前随骨量逐

渐增加而达到骨峰值。通过比较汉族和维吾尔族两

族峰值骨量，维吾尔族男、女峰值骨量均高于汉族

男、女峰值骨量，这种种族峰值骨量之间的差异，可

能与新疆地区汉族和维吾尔族两族人的生活习惯、

营养状况、复杂的基因控制理论有关。

Wu等¨叫研究高加索妇女前臂超远端峰值骨量

出现时间比中国汉族妇女早10—15年，这与我们研

究本地区维吾尔族女性比汉族女性前臂峰值骨量出

现时间早15年相似。民族不同到达BMD峰值的年

龄段不同，骨量峰值水平也不同，不同民族之间，峰

值骨量存在一定的种族差异；不同骨骼部位到达

BMD峰值的水平也有差异¨“，所以对不同区域或

不同民族均应建立按性别、区域、种族划分的不同峰

值骨量的诊断标准是非常有必要的。

3．2新疆地区汉族和维吾尔族前臂骨密度变化特

征

汉族和维吾尔族两族男女各年龄段前臂骨密度

均值比较，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同一族别中相同

年龄段同一测定区域的BMD男性均高于女性。男性

中的BMD维吾尔族(除65—69年龄段)高于汉族；

女性中的BMD在50—54岁年龄段以前维吾尔族高

于汉族，在50一54岁年龄段以后维吾尔族低于汉

族。查文献可知骨量60％一90％的变化与遗传因

素相关，各个民族的遗传特征不同，民族聚居区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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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环境以及各民族饮食和生活习惯不同，这些都可

能是造成民族之间骨密度差异的原因。骨峰值过

后，随年龄增长汉族和维吾尔族两族男女骨量均有

丢失。其中，汉族男性骨量丢失在70一74岁年龄段

陡然加速，骨量丢失较快。这与杨鸿兵等¨纠报道北

京男性骨量丢失变化相似；而汉族女性骨量丢失在

60一64岁年龄段加速，骨量丢失较快，与北京女性

比较骨量丢失加速变化延后lO岁。维吾尔族男性

骨量丢失在65—69岁和75—79岁出现两个加速

期；而女性骨量丢失在50—54岁、60—64岁和75—

79岁出现3个加速期，骨量快速丢失。上述这些现

象可能与人体不同时期性激素水平降低及骨吸收大

于骨形成等多种因素影响有关。对汉族和维吾尔族

两族同性别BMD进行比较，男性在20～24岁(远端

1／3处、远端中段及远端总体)、25—29岁(远端1／3

处、远端中段及远端总体)、40一44岁(前臂超远端、

远端1／3处、远端中段及远端总体)3个年龄段和女

性在20—24岁(前臂超远端、远端总体)、25—29岁

(远端1／3处、远端1／3处及远端总体)两个年龄段

的BMD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值<0．05，其他年

龄段中汉族和维吾尔族两族同性别BMD进行比较

均没有明显统计学差异。

3．3新疆地区汉族和维吾尔族骨质疏松发生率

根据WHO原发性OP诊断标准，低于BMD峰

值2．5个标准差(SD)诊断为OP¨“。本研究对

3264例新疆汉族、维吾尔族男女OP发生率人群比

较，它们之间没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女

性中OP发生率维吾尔族大于汉族，男性中在55岁

以后OP发生率维吾尔族小于汉族；同族别中在50

岁以后OP发生率女性大于男性，在35～49岁(除

40—44年龄段)OP发生率维吾尔族女性大于男性，

在35—49岁OP发生率汉族男性大于女性，这种变

化可能与样本量有关。在20—34岁年龄段OP发

病率为0，在35—59岁年龄段OP发病率呈逐渐上

升趋势，60—64岁(除维吾尔族男性缓慢上升)OP

发病率呈明显递增，在65—69岁年龄段OP发病率

(除维吾尔族男性快速上升)均趋于平缓，70岁以后

年龄段OP发病率(除维吾尔族男性70一74平缓上

升后加速递增)均加速递增，与本地区张浩等∞。研

究乌鲁木齐汉族和维吾尔族两族OP发病率比较接

近。本研究显示同年龄、同性别的不同种族人群OP

发病率不同。有作者¨刮报道骨密度峰值高者，骨质

疏松症的发生时间晚，出现骨质疏松性骨折年龄也

较晚，故提高峰值骨量可延缓OP的发生或降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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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疏松性骨折发生的危险度。新疆地区人群前臂峰

值骨量高于内地人群，有利于延缓OP的发生。

新疆地区3264例汉族、维吾尔族健康人群前臂

BMD进行测量分析，建立了本地区前臂BMD峰值

和OP发生率的参考数据，对不同族别、不同年龄、

不同性别人群OP早期诊断和预防干预提供了依

据，也为国内外的资料比较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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