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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分析年龄、体重、体重指数（ＢＭＩ）对岳阳市中老年人骨密度（ＢＭＤ）的影响。 方法　双能 Ｘ线吸收仪测定
３５５例 ５０岁以上岳阳市常住人口腰椎和髋部 ＢＭＤ，记录年龄，测量体重及 ＢＭＩ，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体重的减轻及 ＢＭＩ的降低，男、女性腰椎及髋部各部位骨密度逐渐降低；相关性比较：男性体重＞ＢＭＩ＞年龄；女性体重＞年龄
＞ＢＭＩ。 结论　中老年人年龄较大，体重、ＢＭＩ较小的人群，尤其是女性，应及时进行骨密度的检测及骨质疏松的筛查，以尽早
防治骨质疏松。
关键词： 年龄；体重；体重指数／ＢＭＩ；骨密度／ＢＭ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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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ＢＭＩ．Results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ａｇｅ， ｌｏｓｓ ｏｆ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ＢＭＩ ， ｔｈｅ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ａ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 ａｎｄ ｈｉｐ ｉ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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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ｍａｌ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ｇｅ＞ＢＭＩ．Conclusion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ａｇ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ｏ ｉｓ ｏｌｄｅｒ ， ｌｅｓｓ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ＢＭＩ，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ｗｏｍｅ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ｅｔｅｃｔ ＢＭＤ ａｎｄ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ｏｎ ｔｉｍｅ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ｒｅ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ｅａｒｌ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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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质疏松症（ＯＰ）是以骨量减少、骨组织显微结
构退化，导致骨的脆性增加和骨强度下降，并易于发
生骨折的一种全身性骨骼疾病

［１］ 。 目前，骨密度
（ＢＭＤ）检测仍是诊断骨质疏松的标准［２］ ，很多因素
对其有影响。 近年来，体重、体重指数 （ ＢＭＩ）对
ＢＭＤ影响逐渐被重视，国内外有较多报道，低体重
被认为是低 ＢＭＤ、骨折的重要因素［３， ４］ 。 岳阳市目
前尚无同类报道，为此，笔者对岳阳市居民年龄、体
重、体重指数对 ＢＭＤ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及分组

于 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来我院中国老

年学学会骨质疏松诊疗与研究岳阳基地就诊的、年
龄大于 ５０岁的成年人，排除心、肾、肝、肺慢性疾病，
内分泌代谢病和卵巢切除者，１ 年内未用过影响骨
代谢药物的健康人群志愿者为研究对象，共 ３５５ 名，
男 １２５，女 ２３０。 年龄 ５０ ～９２ 岁，年龄以 １０ 岁为一
个区间，分为 ４个组（５０ ～５９，６０ ～６９，７０ ～７９，８０ 岁
以上）；按性别分为男、女两组；体重以 １０ ｋｇ为一个
区间，分为 ６组（３０ ～３９，４０ ～４９，５０ ～５９，６０ ～６９，７０
～７９，８０ 公斤以上）；ＢＭＩ 分为 ４ 组： ＜１８畅５ ｋｇ／ｍ２

为低体重，１８畅５ ～２３ ｋｇ／ｍ２
为正常体重，２３ ～２５ ｋｇ／

ｍ２
为超重， ＞２５ ｋｇ／ｍ２

为肥胖。
1畅2　研究方法

所有 受 试 者 均 采 用 双 能 Ｘ 线 吸 收 仪
（ＭＥＤＩＬＩＮＫ公司 法国）测定 Ｌ１-４后前位、股骨近端
各部位包括股骨颈、大转子区、转子间、整髋部及

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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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ｗｗｗ．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ｅ．ｃｏｍ．ｃｎ　ｄｏｉ：１０畅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７１０８畅２０１３畅０９畅０１４

万方数据



ｗａｒｄ区的骨密度。
1畅3　统计学处理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７畅０ 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以 珋x ±s
表示，多组间的比较采用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和协方差
分析法；相关性分析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法。 P ＜
０畅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畅1　不同年龄组 ＢＭＤ情况

由表 １数据得出，男、女性各个年龄段间腰椎及

髋部各部位骨密度有统计学意义。 尽管通过两两比
较，不是每个部位骨密度各年龄段间均有统计学意
义，但总体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女性腰椎及髋
部各部位骨密度逐渐降低。
2畅2　不同体重组 ＢＭＤ情况

由表 ２ 数据得出，除男性 Ｗａｒｄ 区骨密度外，
男、女性不同体重组间腰椎及髋部各部位骨密度有
统计学差异。 尽管通过两两比较，不是每个部位骨
密度各体重组间均有统计学意义，但总体而言，随着
体重的减轻，骨密度逐步降低。

表 1　不同年龄组男、女受试者各部位骨密度情况
Table 1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ａ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 ａｎｄ 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ｓ

年龄组
（岁）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ｙｅａｒｓ）

性别
ｓｅｘ n

骨密度（ ｇ／ｍ２ ，珋x ±s） ＢＭＤ （ ｇ／ｍ２ ，珋x ±s）
腰椎 ＢＭＤ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ａ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
股骨颈 ＢＭＤ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ｃｋ ｏｆ ｆｅｍｕｒ

转子 ＢＭＤ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ｏｃｈａｎｔｅｒ
转子间 ＢＭＤ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ｔｒｏｃｈａｎｔｅｒ

整髋 ＢＭＤ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ｈｉｐ

Ｗａｒｄ 区 ＢＭＤ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ｄ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ａｒｅａ
５０ ～５９ $Ｍ ３５ 梃０ 憫憫畅８４０ ±０ ǐ畅１４３ ０ !!畅７７７ ±０ ;畅１２８ ０ 北北畅６５８ ±０ 怂畅１１８ ０ AA畅９５１ ±０ [畅１３２ ０ 蜒蜒畅８８３ ±０ 腚畅１０８ ０ ⅱⅱ畅５７９ ±０ 技畅１３１

Ｆ ６３ 梃０ 憫憫畅７０６ ±０ ǐ畅１５０ ０ !!畅７２２ ±０ ;畅１４４ ０ 北北畅５７８ ±０ 怂畅１１２ ０ AA畅８９８ ±０ [畅１５３ ０ 蜒蜒畅８１１ ±０ 腚畅１３６ ０ ⅱⅱ畅５６９ ±０ 技畅１５８

６０ ～６９ $Ｍ ４７ 梃０ 憫憫畅７６２ ±０ ǐ畅１４７ ０ !!畅７３５ ±０ ;畅１１５ ０ 北北畅６４７ ±０ 怂畅１１３ ０ AA畅９５０ ±０ [畅１３０ ０ 蜒蜒畅８６３ ±０ 腚畅１１７ ０ ⅱⅱ畅５４３ ±０ 技畅１１１
Ｆ ８６ 梃０ 憫憫畅６７４ ±０ ǐ畅１４７ ０ !!畅６５１ ±０ ;畅１２０ ０ 北北畅５５６ ±０ 怂畅１１４ ０ AA畅８３７ ±０ [畅１５９ ０ 蜒蜒畅７６４ ±０ 腚畅１３９ ０ ⅱⅱ畅４９１ ±０ 技畅１２１

７０ ～７９ $Ｍ ２９ 梃０ 憫憫畅７７２ ±０ ǐ畅１１８ ０ !!畅６７６ ±０ ;畅０９０ ０ 北北畅６１５ ±０ 怂畅１００ ０ AA畅８５１ ±０ [畅１３７ ０ 蜒蜒畅７８７ ±０ 腚畅１１１ ０ ⅱⅱ畅５２１ ±０ 技畅１０８
Ｆ ５８ 梃０ 憫憫畅６３６ ±０ ǐ畅１５８ ０ !!畅５９１ ±０ ;畅１００ ０ 北北畅５１４ ±０ 怂畅１３０ ０ AA畅７５２ ±０ [畅１４８ ０ 蜒蜒畅６９２ ±０ 腚畅１２６ ０ ⅱⅱ畅４４５ ±０ 技畅１３０

８０ 以上 Ｍ １４ 梃０ 憫憫畅７３３ ±０ ǐ畅１５９ ０ !!畅６２２ ±０ ;畅０９２ ０ 北北畅５１９ ±０ 怂畅１０１ ０ AA畅７７６ ±０ [畅１２６ ０ 蜒蜒畅７１３ ±０ 腚畅１０７ ０ ⅱⅱ畅４４８ ±０ 技畅１１９
ａｂｏｖｅ ８０ ;Ｆ ２３ 梃０ 憫憫畅５８１ ±０ ǐ畅１１７ ０ !!畅５０１ ±０ ;畅０７５ ０ 北北畅４０９ ±０ 怂畅０８９ ０ AA畅６１４ ±０ [畅１２５ ０ 蜒蜒畅５６７ ±０ 腚畅０９８ ０ ⅱⅱ畅３６６ ±０ 技畅０９０
P 值 Ｍ — ０   畅０３８ ＜０ 鬃鬃畅００１ ０ >>畅００１ ＜０ 鼢鼢畅００１ ＜０ 噰噰畅００１ ０ //畅００５

Ｖａｌｕｅ P Ｆ — ０   畅００２ ＜０ 鬃鬃畅００１ ＜０ gg畅００１ ＜０ 鼢鼢畅００１ ＜０ 噰噰畅００１ ＜０ XX畅００１

　　注：男、女性不同年龄组间各部位 ＢＭＤ 均有统计学差异
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ａ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 ａｎｄ 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表 2　不同体重组男、女受试者各部位骨密度情况
Table 2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ａ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 ａｎｄ 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ｇｒｏｕｐｓ

年龄组
（岁）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ｙｅａｒｓ）

性别
ｓｅｘ n

骨密度（ ｇ／ｍ２ ，珋x ±s） ＢＭＤ （ ｇ／ｍ２ ，珋x ±s）
腰椎 ＢＭＤ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ａ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
股骨颈 ＢＭＤ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ｃｋ ｏｆ ｆｅｍｕｒ

转子 ＢＭＤ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ｏｃｈａｎｔｅｒ
转子间 ＢＭＤ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ｔｒｏｃｈａｎｔｅｒ

整髋 ＢＭＤ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ｈｉｐ

Ｗａｒｄ 区 ＢＭＤ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ｄ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ａｒｅａ
小于 ４０ /Ｍ ２ 栽０ 憫憫畅６３５ ±０ ǐ畅２２８ ０ !!畅５２１ ±０ ;畅０７８ ０ 北北畅４０３ ±０ 怂畅００６ ０ AA畅６４４ ±０ [畅０７５ ０ 蜒蜒畅５９２ ±０ 腚畅０２６ ０ ⅱⅱ畅４７６ ±０ 技畅２３２
ｂｅｌｏｗ ４０ <Ｆ ３ 栽０ 憫憫畅５７２ ±０ ǐ畅０３１ ０ !!畅５２２ ±０ ;畅１１３ ０ 北北畅４０５ ±０ 怂畅０２６ ０ AA畅６３６ ±０ [畅１７２ ０ 蜒蜒畅５８３ ±０ 腚畅１３９ ０ ⅱⅱ畅３５１ ±０ 技畅０６０

４０ ～４９ $Ｍ ８ 栽０ 憫憫畅７６９ ±０ ǐ畅１１９ ０ !!畅６８８ ±０ ;畅０９０ ０ 北北畅５９２ ±０ 怂畅１２４ ０ AA畅８０３ ±０ [畅１０７ ０ 蜒蜒畅７５６ ±０ 腚畅１０１ ０ ⅱⅱ畅５２８ ±０ 技畅１４０
Ｆ ４９ 梃０ 憫憫畅５７４ ±０ ǐ畅１３３ ０ !!畅５７４ ±０ ;畅１１３ ０ 北北畅４５３ ±０ 怂畅１１１ ０ AA畅７１３ ±０ [畅１６７ ０ 蜒蜒畅６５１ ±０ 腚畅１４３ ０ ⅱⅱ畅４２４ ±０ 技畅１１８

５０ ～５９ $Ｍ ４０ 梃０ 憫憫畅７２１ ±０ ǐ畅１３０ ０ !!畅６９４ ±０ ;畅１２０ ０ 北北畅５９１ ±０ 怂畅１１１ ０ AA畅８８３ ±０ [畅１４０ ０ 蜒蜒畅８１０ ±０ 腚畅１２０ ０ ⅱⅱ畅４９６ ±０ 技畅１１５
Ｆ ９８ 梃０ 憫憫畅６５７ ±０ ǐ畅１３９ ０ !!畅６４５ ±０ ;畅１２１ ０ 北北畅５４８ ±０ 怂畅１０１ ０ AA畅８２８ ±０ [畅１６９ ０ 蜒蜒畅７５３ ±０ 腚畅１３８ ０ ⅱⅱ畅４７９ ±０ 技畅１２４

６０ ～６９ $Ｍ ５０ 梃０ 憫憫畅８０３ ±０ ǐ畅１３５ ０ !!畅７２９ ±０ ;畅１２８ ０ 北北畅６３２ ±０ 怂畅１０７ ０ AA畅９２６ ±０ [畅１５０ ０ 蜒蜒畅８４７ ±０ 腚畅１２７ ０ ⅱⅱ畅５４９ ±０ 技畅１２９
Ｆ ５９ 梃０ 憫憫畅７０９ ±０ ǐ畅１５６ ０ !!畅６６１ ±０ ;畅１２０ ０ 北北畅５６４ ±０ 怂畅１３０ ０ AA畅８３８ ±０ [畅１５５ ０ 蜒蜒畅７６５ ±０ 腚畅１３５ ０ ⅱⅱ畅５２１ ±０ 技畅１３８

７０ ～７９ $Ｍ ２１ 梃０ 憫憫畅８６４ ±０ ǐ畅１５９ ０ !!畅７７２ ±０ ;畅０９５ ０ 北北畅７０２ ±０ 怂畅０９０ ０ AA畅９６２ ±０ [畅１１２ ０ 蜒蜒畅８８７ ±０ 腚畅０９２ ０ ⅱⅱ畅５９０ ±０ 技畅０９１
Ｆ １８ 梃０ 憫憫畅７９０ ±０ ǐ畅１１４ ０ !!畅７２６ ±０ ;畅２２１ ０ 北北畅６１８ ±０ 怂畅１４５ ０ AA畅８８９ ±０ [畅１６４ ０ 蜒蜒畅８１８ ±０ 腚畅１６７ ０ ⅱⅱ畅５９３ ±０ 技畅２２４

大于 ８０Ｓ Ｍ ４ 栽０ 憫憫畅８１７ ±０ ǐ畅０５８ ０ !!畅７７１ ±０ ;畅０７９ ０ 北北畅７６０ ±０ 怂畅０９１ ０ AA畅９７９ ±０ [畅１０３ ０ 蜒蜒畅９１６ ±０ 腚畅０９１ ０ ⅱⅱ畅５７４ ±０ 技畅０４２
ａｂｏｖｅ ８０ ;Ｆ ３ 栽０ 憫憫畅７９３ ±０ ǐ畅１２１ ０ !!畅７５４ ±０ ;畅１１６ ０ 北北畅６４７ ±０ 怂畅１０７ ０ AA畅９４５ ±０ [畅０７７ ０ 蜒蜒畅８７５ ±０ 腚畅０９１ ０ ⅱⅱ畅６６７ ±０ 技畅１４１
P 值 Ｍ — ０   畅００３ ０ ��畅０２３ ＜０ gg畅００１ ０ 挝挝畅００４ ０ ^̂畅００２ ０ //畅０７２

Ｖａｌｕｅ P Ｆ — ＜０ GG畅００１ ＜０ 鬃鬃畅００１ ＜０ gg畅００１ ＜０ 鼢鼢畅００１ ＜０ 噰噰畅００１ ＜０ XX畅００１

　　注：男性不同体重组间 ｗａｒｄ 区 ＢＭＤ无统计学意义，其他部位有统计学意义；女性不同体重间各部位 ＢＭＤ 均有统计学意义
Ｎｏｔｅ： Ｅｘｃｅｐｔ ｔｈｅ ｗａｒｄ’ ｓ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ａｒ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ａ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 ａｎｄ 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１５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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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畅3　不同 ＢＭＩ组 ＢＭＤ情况
由表 ３ 数据得出，除男性 Ｗａｒｄ 区骨密度外，

男、女性不同 ＢＭＩ组间腰椎及髋部各部位骨密度有

统计学差异。 尽管通过两两比较，不是每个部位骨
密度各体重组间均有统计学意义，但总体而言，随着
ＢＭＩ的降低，骨密度逐步降低。

表 3　不同 ＢＭＩ组男、女受试者各部位骨密度情况
Table 3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ａ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 ａｎｄ 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ＭＩ ｇｒｏｕｐｓ

ＢＭＩ（ｋｇ／ｍ２ ）

ＢＭＩ ｇｒｏｕｐｓ
（ｋｇ／ｍ２ ）

性别

ｓｅｘ n

骨密度（ ｇ／ｍ２ ，珋x ±s） ＢＭＤ （ ｇ／ｍ２ ，珋x ±s）

腰椎 ＢＭＤ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ａ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

股骨颈 ＢＭＤ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ｃｋ ｏｆ ｆｅｍｕｒ

转子 ＢＭＤ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ｏｃｈａｎｔｅｒ

转子间 ＢＭＤ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ｔｒｏｃｈａｎｔｅｒ

整髋 ＢＭＤ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ｈｉｐ

Ｗａｒｄ 区 ＢＭＤ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ｄ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ａｒｅａ
小于 １８   畅５ Ｍ １３ 梃０ 憫憫畅７３４ ±０ ǐ畅１１７ ０ !!畅６２０ ±０ ;畅１１４ ０ 北北畅５２１ ±０ 怂畅１１９ ０ AA畅７７３ ±０ [畅１２３ ０ 蜒蜒畅７１６ ±０ 腚畅１１２ ０ ⅱⅱ畅４５２ ±０ 技畅１６１
ｂｅｌｏｗ １８   畅５ Ｆ １５ 梃０ 憫憫畅５４２ ±０ ǐ畅１１４ ０ !!畅５５９ ±０ ;畅１１７ ０ 北北畅４１９ ±０ 怂畅０９２ ０ AA畅６７５ ±０ [畅１５６ ０ 蜒蜒畅６１９ ±０ 腚畅１３５ ０ ⅱⅱ畅４１７ ±０ 技畅１２７

１８ ZZ畅５ ～２３ Ｍ ５９ 梃０ 憫憫畅７６１ ±０ ǐ畅１３８ ０ !!畅７２９ ±０ ;畅１１７ ０ 北北畅６３０ ±０ 怂畅１０６ ０ AA畅９１８ ±０ [畅１４５ ０ 蜒蜒畅８４２ ±０ 腚畅１２１ ０ ⅱⅱ畅５４３ ±０ 技畅１１４
Ｆ ９２ 梃０ 憫憫畅６２４ ±０ ǐ畅１３５ ０ !!畅６１９ ±０ ;畅１１８ ０ 北北畅５１１ ±０ 怂畅１０７ ０ AA畅７８３ ±０ [畅１６５ ０ 蜒蜒畅７１３ ±０ 腚畅１４０ ０ ⅱⅱ畅４５９ ±０ 技畅１１８

２３ ～２５ $Ｍ ３３ 梃０ 憫憫畅７９０ ±０ ǐ畅１７０ ０ !!畅７５４ ±０ ;畅１１９ ０ 北北畅６５４ ±０ 怂畅１１９ ０ AA畅９４１ ±０ [畅１４４ ０ 蜒蜒畅８６７ ±０ 腚畅１２７ ０ ⅱⅱ畅５５３ ±０ 技畅１２２
Ｆ ５２ 梃０ 憫憫畅６８８ ±０ ǐ畅１３３ ０ !!畅６９１ ±０ ;畅１２２ ０ 北北畅５８８ ±０ 怂畅１２１ ０ AA畅８７８ ±０ [畅１６２ ０ 蜒蜒畅７９６ ±０ 腚畅１３８ ０ ⅱⅱ畅５１７ ±０ 技畅１５５

２５ 以上 Ｍ ２０ 梃０ 憫憫畅８６５ ±０ ǐ畅１００ ０ !!畅７０５ ±０ ;畅１１２ ０ 北北畅６５１ ±０ 怂畅１１０ ０ AA畅９０９ ±０ [畅１１０ ０ 蜒蜒畅８３４ ±０ 腚畅０９７ ０ ⅱⅱ畅５５１ ±０ 技畅１０２
ａｂｏｖｅ ２５ ;Ｆ ７１ 梃０ 憫憫畅７２３ ±０ ǐ畅１６４ ０ !!畅６４８ ±０ ;畅１５６ ０ 北北畅５５７ ±０ 怂畅１３１ ０ AA畅８２３ ±０ [畅１７３ ０ 蜒蜒畅７５６ ±０ 腚畅１５２ ０ ⅱⅱ畅５１９ ±０ 技畅１６１
P 值 Ｍ — ０   畅０２２ ０ ��畅００６ ０ >>畅００３ ０ 挝挝畅００３ ０ ^̂畅００２ ０ //畅０６２

Ｖａｌｕｅ P Ｆ — ＜０ GG畅００１ ０ ��畅００２ ＜０ gg畅００１ ＜０ 鼢鼢畅００１ ＜０ 噰噰畅００１ ０ //畅００５

　　注：男性不同 ＢＭＩ组间 ｗａｒｄ区 ＢＭＤ 无统计学意义，其他部位有统计学意义；女性不同 ＢＭＩ 组间各部位 ＢＭＤ 均有统计学意义。

Ｎｏｔｅ： Ｅｘｃｅｐｔ ｔｈｅ ｗａｒｄ’ ｓ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ａｒ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ａ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 ａｎｄ 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ＭＩ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2畅4　年龄、体重和 ＢＭＩ 与各部位骨密度值相关情
况：由表 ４数据得出，除 ＢＭＩ 与 ｗａｒｄ 区 ＢＭＤ 外，年
龄、体重及 ＢＭＩ 与腰椎和髋部各部位 ＢＭＤ 相关。

年龄与腰椎和髋部各部位 ＢＭＤ 呈负相关，体重及
ＢＭＩ与腰椎和髋部各部位 ＢＭＤ呈正相关。

表 4　男、女受试者年龄、体重和 ＢＭＩ与各部位骨密度值相关情况
Table 4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ｗｅｉｇｈｔ、ＢＭＩ ａｎｄ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ａ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

ａｎｄ 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ｓ

相关因素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性别
ｓｅｘ

骨密度 ＢＭＤ
腰椎 ＢＭＤ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ａ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

股骨颈 ＢＭＤ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ｃｋ ｏｆ
ｆｅｍｕｒ

转子 ＢＭＤ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ｏｃｈａｎｔｅｒ

转子间 ＢＭＤ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ｔｒｏｃｈａｎｔｅｒ

整髋 ＢＭＤ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ｈｉｐ

Ｗａｒｄ区 ＢＭＤ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ｄ’ ｓ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ａｒｅａ

相关系数均值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年龄
ａｇｅ
体重
ｗｅｉｇｈｔ
ＢＭＩ
ＢＭＩ

Ｍ －０ e．２０５ －０ z．３２６ －０ 弿．２７８ －０ い．２０５ －０ 构．２６９ －０ 挝．２５５ －０ O．２５６ ±０．０４６
Ｆ －０ e．１７０ －０ z．３９９ －０ 弿．２８６ －０ い．３９８ －０ 构．３８０ －０ 挝．３４３ －０ O．３２９ ±０．０８９
Ｍ ０ e．３６０ ０ z．２８１ ０ 弿．４０５ ０ い．２４４ ０ 构．３５５ ０ 挝．２２７ ０ O．３１２ ±０．０７２
Ｆ ０ e．４４９ ０ z．３２４ ０ 弿．４０８ ０ い．３３１ ０ 构．３５６ ０ 挝．３６８ ０ O．３７３ ±０．０４８
Ｍ ０ e．３４０ ０ z．２００ ０ 弿．３２８ ０ い．２８５ ０ 构．２８７ ０ 挝．１７０ ０ O．２６８ ±０．０６９
Ｆ ０ e．３５４ ０ z．２１６ ０ 弿．３３０ ０ い．２４４ ０ 构．２７５ ０ 挝．２６６ ０ O．２８１ ±０．０５２

　　注：男性 ＢＭＩ与 ｗａｒｄ 区 ＢＭＤ 相关系数无统计学意义（P ＝０畅０５９），其他相关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P ＜０畅０５）。 男、女性年龄、体重及 ＢＭＩ
与腰椎和髋部各部位 ＢＭＤ 相关性系数间有统计学差异（P ＜０畅００１），女性相关性强于男性。

Ｎｏｔｅ： Ｅｘｃｅｐ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ｗａｒｄ’ ｓ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ＢＭＩ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ｓ （P ＝０畅０５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ｇｅ、ｗｅｉｇｈｔ、ＢＭＩ ａｎｄ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ａ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 ａｎｄ 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P ＜０畅０５）畅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ｇｅ、ｗｅｉｇｈｔ、ＢＭＩ ａｎｄ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ａ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 ａｎｄ ｈｉｐ ｗｅ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P ＜０畅００１），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ｗｅｒ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ｓ．

3　讨论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骨质疏松及其所

致的骨折已经严重危及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对骨
质疏松危险因素的研究对筛选高危人群、防治骨质
疏松有重要意义。 绝经、高龄、低体重、缺少日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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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吸烟、酗酒、运动量不足、饮食习惯及家族遗传等
因素都是骨质疏松危险因素。 本研究着眼于年龄、
体重及 ＢＭＩ 对于骨密度的影响进行分析。 结果显
示，三者均对骨密度有重要影响［３， ４］ ，本研究结果提
示：随着年龄的增长、体重的减轻及 ＢＭＩ 的降低，
男、女性腰椎及髋部各部位骨密度逐渐降低，该结果
与国内外报道基本一致。
对于各危险因素与骨密度的相关性，不同文献

报道上述指标与不同部位骨密度的相关性也有不

同，可能与人群选择、仪器等因素有关［５］ 。 本研究
显示，年龄与腰椎及髋部各部位 ＢＭＤ 呈负相关，体
重及 ＢＭＩ与之呈正相关。 相关性比较：男性体重＞
ＢＭＩ＞年龄；女性体重＞年龄＞ＢＭＩ。 因此体重作为
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较 ＢＭＩ 及年龄相关性更强，进
一步证实了低体重为骨质疏松及其相关骨折的重要

危险因素。 但 Ｐｒｉｅｔｏ 等近来报道［６］ ，对于绝经后妇
女，肥胖与骨折的关系存在部位差异性，肥胖可以减
少髋部及骨盆骨折的风险，但却增加了 ３０％肱骨近
端骨折的风险，具体机制还不清楚。 因此，老年人保
持适当的体重对于维持骨量，降低骨折风险有重要
意义。 但不能盲目通过增加体重来获得 ＢＭＤ 的增
加，因为肥胖还会导致其他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
等疾病的危险性增加。 从本研究的数据得出，对于
年龄、体重与 ＢＭＩ 对于腰椎及髋部各部位 ＢＭＤ 的
影响，男、女性存在着差别，女性的相关性高于男性。
综上所述，中老年人年龄较大，体重、ＢＭＩ 较小

的人群，尤其是女性，应及时进行骨密度的检测及骨

质疏松的筛查，以尽早防治骨质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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