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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分析绝经后女性腕部骨折的危险因素。 方法　选取 １１３ 例绝经后女性腕部骨折患者作为骨折组，８０ 例体
检人员作为对照组，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骨折组中体重指数明显高于对照组（P＜０畅０１）。 骨折组近 １ 年内跌倒次数明显多
于对照组（P＜０畅０１）。 骨折组中服用钙盐比例明显低于对照组（P ＜０畅０１）。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发现体重指数及 １ 年内跌倒次
数对绝经后女性腕部骨折发生率有显著的影响。 结论　肥胖、跌倒及不了解骨质疏松为绝经后女性腕部骨折的高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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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年龄增长和体内雌激素水平的变化，老年
女性可发生骨量丢失和骨质量下降，从而使骨折的
危险性明显增加。 腕部是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好发部
位之一，如治疗不当，可产生较严重的并发症，造成
手部功能障碍。 与髋部和脊柱骨折比较，腕部骨折
相对不受重视。 本研究的目标是对绝经后女性腕部
骨折的各种危险因素进行系统的调查分析，有望对
腕部骨折的高危人群作出预测，以进行针对性预防
治疗，降低腕部骨折发生率。

1　对象与方法
1畅1　研究对象

选取本院门急诊腕部骨折或住院病人绝经后腕

部骨折女性患者共 １１３例，平均年龄 ６７畅０５岁（４６ ～
９９岁）。 对照组本院同期体检中心绝经后体检人
群，共 ８０例，平均年龄 ６７畅３５岁（４８ ～９０岁）。
1畅2　方法
1畅2畅1　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
年龄、绝经年龄、饮食情况、生活习惯、锻炼情况、１
年内跌倒次数、是否曾服用钙盐及对骨质疏松性骨
折的了解情况。
1畅2畅2　人体基本参数测定：包括调查对象的身高和
体重。 由经过培训并且具有相当统计经验的调查员
应用标准技术方法进行相关参数的测定。 体重指数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体重（ｋｇ）／身高的平方（ｍ２ ）。
1畅3　统计学处理

问卷调查经过核对后用 Ｅｘｃｅｌ 电子表格录入建
立数据库。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畅０ 统计软件处理。 计
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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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比较采用χ２ 检验，危险性分析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分析。

2　结果
2畅1　两组间一般资料的比较

骨折组 １１３ 例，平均年龄 ６７畅０５ 岁 （４６ ～９９
岁）。 对照组 ８０ 例，平均年龄 ６７畅３５ 岁 （４８ ～９０
岁），对骨折组和对照组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
研究发现骨折组中年龄碔６０ 岁骨折人群占 ６４畅６％
（７３／１１３），骨折组中体重指数明显高于对照组（P
＜０畅０１），骨折组中 ＢＭＩ碔２５ｋｇ／ｍ２

人群骨折发生率

达到 ２５％（２８／１１３）。 骨折组近 １ 年内跌倒次数明
显多于对照组（P ＜０畅０１）。 骨折组中服用钙盐比
例明显低于对照组（P ＜０畅０１）。 骨折组与对照组
之间年龄、饮食差异、是否参加锻炼及是否有内科合
并症（高血压病、糖尿病等）无统计学差异（P ＞
０畅０５）。 结果详见表 １。

表 1　调查对象的一般状况
Table 1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变量 骨折组（n ＝１１３） 对照组（n ＝８０） t 或 χ２ [

年龄（岁） ６７ 6．０５ ±１１．９６ ６７ v．３５ ±１１．７７ －０ �．１７
体重指数（ｋｇ／ｍ２） ２３ G．５２ ±３．１８ ２１ 噰．１５ ±２．４９ ５ �．５３倡

１ 年内跌倒次数（次） ０ 6．８８ ±０．８５ ０ v．５６ ±０．７６ ２ �．６２倡

饮食偏素食（例，％） ８６（７６ 照．１１） ５７（７１  ．２５） ０ �．５７
参加锻炼（例，％） ７５（６６ 照．３７） ５９（７３  ．７５） １ �．２０
服用钙盐（例，％） ３７（３２ 照．７４） ４９（６１  ．２５） １５ �．４０倡

内科合并症（例，％） ２０（１７ 照．７０） ２０（２５  ．００） １ �．５２

　　注：α＝０畅０５，倡 P ＜０畅０１

2畅2　调查对象对骨质疏松性骨折的理解情况
骨折组中了解及预防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比例明

显低于对照组 （３２畅７４％ ｖｓ ６１畅２５％，P ＜０畅０１）。
2畅3　腕部骨折危险因素分析

以腕部骨折为因变量，以年龄、体重指数、１年内
跌倒次数、是否参见锻炼、有否服用钙盐作为自变量
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体重指数及 １ 年内
跌倒次数对绝经后女性腕部骨折发生率有显著的影

响，为绝经后女性腕部骨折的独立危险因素（表 ２）。
表 2　骨折相关危险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Table 2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
调查内容 系数 标准误 χ２ +P 值 OR（９５％CI）
年龄 －０ 换．１６５ ０ 贩．０３４ ２３ 梃．３４９ ＜０ ,．０１ ０  ．８４８（０．７９３ ～０．９０７）
体重指数 ０ 换．４７６ ０ 贩．０９１ ２７ 梃．５３９ ＜０ ,．０１ １  ．６１０（１．３４８ ～１．９２３）
跌倒次数 １ 换．９７６ ０ 贩．４５４ １８ 梃．９８７ ＜０ ,．０１ ７  ．２１５（２．９６６ ～１７．５４９）
服用钙盐 －１ 换．７２０ ０ 贩．４８７ １２ 梃．４８１ ＜０ ,．０１ ０  ．１７９（０．０６９ ～０．４６５）

3　讨论
骨折危险因素分析发现，体重指数、跌倒次数及

是否了解骨质疏松与绝经后女性的骨质疏松性骨折

有显著的关系，尤其是跌倒次数，对骨质疏松性骨折
影响最大

［１］ 。 虽然本组研究结果发现骨折组与对照
组相比较年龄并没有统计学意义，但是随着年龄增
大，绝经后妇女发生跌倒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也越大，
因此医务工作者在加强宣传、治疗骨质疏松性骨折的
同时，也应该注意强调中老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 ［２］ 。
本研究发现，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

率随体重指数增加而增高。 骨折组中年龄碔６０ 岁
骨折人群占 ６４畅６％，ＢＭＩ碔２５ｋｇ／ｍ２

人群骨折发生

率达到 ２５％，可能与随着人群的年龄和体重的增
加，自身的运动协调性和平衡性逐渐降低而容易跌
倒，随着年龄和体重的增加，户外锻炼的次数也逐渐
减少，进一步使骨骼肌肌肉肌力下降。 何清华等［３］

研究发现，中老年女性骨折发生率随体重指数增加
而升高。

１９８７年 Ｋｅｌｌｏｇｇ国际老年人跌倒预防工作组将
跌倒定义为无意图的摔倒在地上或一些更低的平面

上，但不包括暴力、意识丧失、偏瘫或癫痫发作。 现
在学者普遍认为跌倒是发生在任何场所、任何情况
下，不论有无造成身体伤害之非预期性地跌坐或滑
坐于地面，包括因肢体无力或扶持不住而不得不缓
缓坐于地上。 近 ９Ｏ％ ～９５％ 的髋部骨折是由跌倒

所致
［４，５］ 。 本研究发现骨折组 １ 年内跌倒次数明显

高于对照组，且骨折组中有 ９２畅９％人群由于跌倒所
致骨折。 因此，应强调预防跌倒是预防骨质疏松性
骨折的预防措施之一。
调查发现，骨折组中了解及预防骨质疏松性骨

折的比例明显低于对照组，有否预防服用钙盐也为
绝经后女性腕部骨折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 骨折组
中有 ６０％以上人群不了解骨质疏松性骨折及其预
防。 可以通过开展骨质疏松性骨折的科普宣教使高
危人群了解并预防骨质疏松症

［６，７］ 。 高龄、肥胖的
绝经后女性应积极加以预防和治疗，降低腕部骨折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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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对骨的矿化起重要作用，Ⅰ型胶原基因缺陷小鼠
将发生骨不全

［７］ 。 本实验结果表明，在Ⅰ型胶原
ｍＲＮＡ 的转录水平上，单纯中药组、诱导剂组、及不
同浓度骨康加诱导剂组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

显著性意义，其中诱导剂组和高、中浓度骨康含药血
清加诱导剂对 ＭＳＣｓ向成骨细胞分化过程中Ⅰ型胶
原 ｍＲＮＡ 表达的影响较为显著，而单纯中药组和低
浓度骨康含药血清加诱导剂组的检测结果不明显。
说明骨康方能促进成骨细胞功能活跃，增加 ＭＳＣｓ
向前成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分化，促进Ⅰ型胶原的
合成，增加成骨细胞的来源，增加骨形成，说明骨康
方促进ＭＳＣｓ向成骨细胞分化与其浓度呈正相关。
近年来，许多学者从中医“肾主骨”、“髓生骨”

理论出发，运用中医药对骨质疏松症的病理机制和
防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认为肾精亏虚是骨质疏松
症发生的主要病机。 本实验从“肾主骨”理论为指
导，结合“脾肾相关论”、“血瘀论”，针对骨质疏松症
“多虚多瘀”的病机特点筛选补骨脂、黄芪、丹参等
中药组成，具有补肾壮骨、益气健脾、活血通络之功
效。 本实验结果表明骨康方通过提高大鼠体外
ＢＭＳＣｓ向成骨细胞分化过程中Ⅰ型胶原 ｍＲＮＡ 的
表达，阻止骨质疏松症病程的进展，但其起主要作用
的成分以及诱导分化的更深层机制有待进一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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