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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并分析老年性骨质疏松症患者不同年龄组腰椎及髋关节骨矿含量及其骨钙素相关性。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１ 年
３月－２０１２年 ３月在我院收治入院确诊的患者 ８６例。 应用 Ｘ线骨密度检测仪检测其腰椎及髋关节骨矿含量，放免法检测其
骨钙素。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畅０对比研究骨质疏松症患者腰椎及髋关节骨矿含量与骨钙素变化相关性分析。 结果　８６ 例骨质疏松
症患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腰椎及髋关节骨矿含量呈下降的趋势，而血清骨钙素水平相对增高（P ＜０畅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ｅｒｓｏｎ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血清骨钙素与腰椎及髋关节骨密度呈负相关（P ＜０畅０５），结论　血清骨钙素在早期诊断骨质疏松
症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 骨质疏松症；骨矿含量；骨钙素；相关性研究

Correlational analysis among bone mineral content of the lumbar vertebrae and the hip joint and
osteocalcin in senile patients with osteoporosis 　ＦＡＮ Ｊｉｂｏ， ＬＩ Ｓｈａ， ＤＩＮＧ Ｘｉａｏｇａｎｇ， Ｅ Ｊｉａｎｓｈｅ，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
Ｙａｆｅｉ， ＺＨＡＮＧ Ｒｕｉ， ＱＩＮ Ｙｏ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１ｓｔ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Ｙｉｃｈａｎｇ ４４３００３，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ＱＩＮ Ｙｏｎｇ， Ｅｍａｉｌ： ｙｃｑｉｎｙｏｎｇ＠ｓｉｎａ．ｃｏｍ

Abstract： Objective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ａ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ｐ ｊ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ｒｕｍ ｏｓｔｅｏｃａｌｃｉｎ ｉｎ ｓｅｎｉｌｅ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ｓ ．Methods 　Ｅｉｇｈｔｙ-ｓｉｘ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ａｓ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ｉｎ 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 ｔｏ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ａ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ｐ ｊｏｉｎｔ ｗａｓ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Ｘ-ｒａｙ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ｍｅｔｒｙ．Ｓｅｒｕｍ ｏｓｔｅｏｃａｌｃｉｎ ｗａｓ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ｒａｄｉｏ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ａ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ｐ ｊ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ｒｕｍ ｏｓｔｅｏｃａｌｃｉｎ ｉｎ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ａ ＳＰＳＳ
１３畅０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Results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ａｇｅ， ｔｈｅ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ａ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ｐ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ａｌｌ ８６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ｏｓｔｅｏｃａｌｃｉ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P ＜
０畅０５）．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ｓｅｒｕｍ ｏｓｔｅｏｃａｌｃｉｎ ｗａ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ａ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ｐ ｊｏｉｎｔ （P＜０畅０５）．Conclusion 　Ｓｅｒｕｍ ｏｓｔｅｏｃａｌｃｉｎ ｌｅｖｅｌ ｈａ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Key words：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ｓｔｅｏｃａｌｃｉ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骨质疏松症（ＯＰ）以一种以骨量下降及骨组织
结构破坏为特征的一类慢性老年性疾病。［１］

其中因

为骨组织结构破坏导致骨骼脆性增加而引发的骨折

是其主要的并发症。 临床上应用双能 Ｘ 线骨密度
检测仪对骨密度检测是诊断骨质疏松症的金标

准
［２］ ，其检测方便，数据准确，在临床上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 通过骨密度的检测虽然可以能够提高骨质
疏松症的诊断准确率，但是其并不能反应骨组织代
谢及转化情况。 研究发现，血清骨钙素（ｓＢＧＰ）是由
成骨细胞分泌的一种评价骨转化的特异性指标之

一。［３］
它可以对骨细胞及骨组织的代谢及其生理变

化进行一定的反映。 本文通过应用双能 Ｘ 线骨密
度检测仪检测骨质疏松症患者不同部位的骨密度，
放免法测定血清骨钙素（ｓＢＧＰ）水平，统计并分析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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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与血清骨钙素之间的关系，从而有效地提高骨
质疏松症的诊断水平与及确诊速度，及时有效地指
导骨质疏松症的临床治疗。

1　资料与方法
1畅1　一般资料

收集 ２０１１年 ３月—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来我院康复医
学入院治疗的 ８６ 例确诊为老年性骨质疏松症的患
者，按照年龄阶段进行分组（其中每 ５ 年为一个阶
段），年龄在 ６０ ～８０ 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７１畅３ ±
１０畅１２）岁；其中男性 ４２ 例，女性 ４４ 例。 诊断标准：
结合临床表现及临床诊疗指南（骨质疏松症和骨矿
盐疾病分册）诊断标准。［４］

排除标准：排除其他影响
骨代谢的疾患如继发性骨质疏松、糖尿病、甲亢等。
1畅2　方法
1畅2畅1　骨密度检测：采用法国 ＤＭ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Ｒ
全身双能 Ｘ线骨密度仪对腰椎（Ｌ２-Ｌ４）、股骨粗隆
（ＧＴ）、股骨颈（Ｎｅｃｋ）、股骨三角（ｗａｒｄ）进行定量检
测。

1畅2畅2　骨钙素检测：放免法检测骨钙素含量［５］ ：晨
起空腹抽取血液，离心分离后存于－２０℃的冰箱中，
应用 ＦＭＪ-９６ 型放射免疫 γ计数器（合肥众成机电
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严格按照试剂盒操作说
明进行骨钙素进行定量检测。 骨钙素试剂盒由嘉兴
行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批号： ２０１０２—
２０１１０６。
1畅2畅3　数据处理：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畅０ 统计数据并对数
据进行分析，数据统计采用均数±标准差（珋x ±s）形
式，其中血清骨钙素与腰椎及髋关节 ＢＭＤ 进行
Ｐｅ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 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

2　结果
统计结果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腰椎及髋关节

骨矿含量呈下降的趋势，而血清骨钙素水平相对增
高（P＜０畅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１，图 １）。
Ｐｅｒｓｏｎ相关分析结果显示：ｓＢＧＰ 与腰椎及髋关节骨
密度呈负相关（P ＜０畅０５），见表 ２。

表 1　不同年龄血清骨钙素与人体各部位骨矿含量检测统计数据分析结果（珋x ±s）
Table 1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ｏｓｔｅｏｃａｌｃ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ｃｈ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ｂｏｄｙ （珋x ±s）

年龄分组

（岁）

例数

（n）
ｓＢＧＰ

（Ｕｇ／Ｌ）
Ｌ１

（ｇ／ｃｍ２ ）

Ｌ２
（ ｇ／ｃｍ２ ）

Ｌ３
（ｇ／ｃｍ２ ）

ＧＴ
（ ｇ／ｃｍ２ ）

Ｗａｒｄ’ ｓ
（ｇ／ｃｍ２ ）

Ｎｅｃｋ
（ ｇ／ｃｍ２ ）

６０ ～６４  ２１ 枛１８ 侣侣畅１７ ±４ 创畅３１ １ 刎刎畅５４ ±０ 适畅１３ １   畅１６ ±０ 篌畅０９ １ ++畅３３ ±０  畅２１ ０ TT畅８３ ±０ F畅０５ ０ ~~畅７４ ±０ p畅０３ ０ 篌篌畅６５ ±０ 邋畅０６
６５ ～６９  １７ 枛２１ 侣侣畅３２ ±１ 创畅４６ １ 刎刎畅４６ ±０ 适畅５４ １   畅０３ ±０ 篌畅２３ １ ++畅２４ ±０  畅１３ ０ TT畅７５ ±０ F畅１７ ０ ~~畅８６ ±０ p畅１４ ０ 篌篌畅７３ ±０ 邋畅０８
７０ ～７４  ３３ 枛２８ 侣侣畅４３ ±３ 创畅４５ １ 刎刎畅６１ ±０ 适畅８４ ０   畅９１ ±０ 篌畅７３ １ ++畅５２ ±０  畅７３ ０ TT畅５１ ±０ F畅０４ ０ ~~畅７１ ±０ p畅０５ ０ 篌篌畅８１ ±０ 邋畅０４
７５ ～８０  １５ 枛２６ 侣侣畅５４ ±２ 创畅２５ １ 刎刎畅０３ ±０ 适畅１８ ０   畅８３ ±０ 篌畅２９ １ ++畅１２ ±０  畅２７ ０ TT畅６３ ±０ F畅０８ ０ ~~畅５３ ±０ p畅０７ ０ 篌篌畅７３ ±０ 邋畅０３
F值 ６ ''畅８７ ４ QQ畅３２ ５ zz畅７３ ７ いい畅４８ ６ 屯屯畅５２ ３ 鼢鼢畅９７ ６ ll畅２３

　　注：组间比较 P ＜０畅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图 1　不同年龄人体各部位骨密度检测数据分析
Fig．1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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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畅1　骨密度、骨矿含量及骨钙素检测在骨质疏松症
诊断中的应用

表 2　血清骨钙素与腰椎及髋关节骨密度（ＢＭＤ）
相关性研究分析（珋x ±s）

Table 2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ｒｕｍ ｏｓｔｅｏｃａｌｃｉｎ
ａｎｄ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ａ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ｐ ｊｏｉｎｔ （珋x±s）
部位 ｓＢＧＰ Ｌ１ /Ｌ２ OＬ３ oＧＴ Ｗａｒｄ’ｓ Ｎｅｃｋ
ｓＢＧＰ １ �
Ｌ１ _ｒ －０ ��畅１８４倡 １  

Ｐ ０ ��畅０３２
Ｌ２ _ｒ －０ ��畅１８７倡 －０   畅５２２倡 １ ;

Ｐ ０ ��畅０１２ ０   畅０１８
Ｌ３ _ｒ －０ ��畅４３５倡 －０   畅１５２倡 －０ ;;畅７８９倡 １ [

Ｐ ０ ��畅０３２ ０   畅０２３ ０ ;;畅１３２
ＧＴ ｒ －１ ��畅６７３倡 －０   畅３２４倡 －１ ;;畅５４３倡 －１ [[畅６７２ １ {

Ｐ ０ ��畅０２１ ０   畅０３１ ０ ;;畅０３９ ０ [[畅０５４
Ｗａｒｄ’ｓ ｒ －０ ��畅５８９倡 －１   畅６５８倡 －０ ;;畅３２５倡 －０ [[畅４３５倡 －０ {{畅１３６倡 １ 洓

Ｐ ０ ��畅０３２ ０   畅０２９ ０ ;;畅０１３ ０ [[畅００７ ０ {{畅００１
Ｎｅｃｋ ｒ －１ ��畅２３４ －１   畅５５６倡 －０ ;;畅１９７倡 １ [[畅８４３ －０ {{畅７３２倡 －０ 洓洓畅５５８倡 １ 棗

Ｐ ０ ��畅１２５ ０   畅０２３ ０ ;;畅１０８ ０ [[畅７４７ ０ {{畅００１ ０ 洓洓畅０００

　　注：倡P ＜０畅０５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８２９ 中国骨质疏松杂志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第 １９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Ｖｏｌ １９， Ｎｏ．９

万方数据



　　骨密度是反映单位面积骨矿含量的一个重要指
标，临床上主要用来检测骨质疏松程度，预测骨折危
险性，并对因骨质疏松症而引起的骨折提供有力的
实验室检测依据，因此骨密度在临床上是诊断骨质
疏松症的金标准。［６］

国外研究表明，通过骨矿含量检测技术分析研
究表明，组成骨骼矿物质的主要成主要以磷灰石晶
体组成。［７］

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骨形成及其矿化

程度。 骨钙素 （Ｏｓｔｅｏｃａｌｃｉｎ）又名骨谷氨酸蛋白
（Ｂｏｎｅ ｇｌａｐｒｏｔｅｉｎ，ＢＧＰ），研究表明，其主要是由成骨
细胞生成的一种特异性蛋白，通过抑制磷灰石晶体
形成抑制抑制生长软骨矿化的速度，因此从一定的
程度上可以放映骨转化率。［８］

实验研究发现，血清
骨钙素（Ｓ-ＢＧＰ）可以作为骨代谢及形成的一种特异
性指标。 当骨转换速度增快时，骨中的骨该素水平
就会相应的升高，此时血中的骨钙素水平也相应的
升高。
3畅2　骨钙素与骨矿含量相关性研究及意义

本研究主要通过对老年性骨质疏松症患者不同

年龄组骨密度、骨矿含量及血清骨钙素临床检测，对
骨矿含量与骨钙素相关性进行统计分析研究。 研究
发现随着年龄年龄组的增大其血清骨钙素水平不断

的提高，说明老年性骨质疏松症患者年龄与骨钙素
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年龄越大其骨转化率会更高，骨
量丢失大于骨量的形成，这样会增高骨质疏松症所
引起的骨折的发生率。 同时随着年龄的增大，人体
不同部位的骨矿含量也在随之降低。
通过 Ｐｅｒｓｏｎ线性相关性研究发现，ｓＢＧＰ与腰椎

及髋关节骨密度呈负相关（P ＜０畅０５），根据实验统
计数据表明，随着血清骨钙素水平的升高，其人体骨
密度值会下降。 因此通过本研究可以推断，血清骨
钙素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对骨质疏松症的进行早期初

步的诊断。 通过检测血清骨钙素水平可以提前诊断
并预防骨质疏松症的发生并对临床用药及治疗进行

有力的实验室依据。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由于临床对骨密度

检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骨密度检测仅仅局限于腰

椎及髋关节等部位的检测，其人体整体骨密度并未
得到有力的实验数据的支持，因此实验研究难免出
现一定的误差。 本文通过骨密度、骨矿含量及血液
骨钙素的检测研究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血清骨钙

素作为临床上早期诊断骨质疏松症的一种行之有效

的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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