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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骨密度测定在颈动脉硬化随访观察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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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老年人骨质疏松与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性，给出颈动脉内中膜厚度（ ＩＭＴ）、粥样斑块直径与骨密度 T值
之间联系。 方法　研究对象为第二人民医院老年科门诊和住院患者 １００ 例，采用双能 Ｘ线吸收法（ＤＸＡ）测定腰椎骨和股骨
区的骨密度（ＢＭＤ）；同时采用彩超探查颈总及颈内动脉 ＩＭＴ 及粥样斑块的情况。 根据颈动脉病变程度分为 ３ 组：Ａ组（无病
变组）、Ｂ组（轻度病变组）和 Ｃ组（中重度病变组）。 结果　Ｃ组甘油三酯（Ｔ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骨碱性磷酸
酶（ＢＡＬＰ）水平明显低于 Ａ 组，总胆固醇（Ｔ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明显高于 Ａ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０畅０５）。 Ｂ组 ＢＡＬＰ水平明显低于 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畅０５）。 Ｃ组 ＢＡＬＰ水平明显低于 Ｂ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０畅０５）。 Ｃ组第 ２-４腰椎及股骨颈 ＢＭＤ水平均明显低于 Ａ组，Ｃ组股骨颈 ＢＭＤ 水平明显低于 Ｂ组，Ｂ组股骨颈 ＢＭＤ水平
亦明显低于 Ａ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０畅０１）。 结论　老年颈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程度严重者，骨密度较正常及轻度者偏
低。 对有颈动脉粥样硬化的老年人随访及体检时加强骨密度检测可能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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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osteoporosis and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in the elderly， and to find
ou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carotid artery intima-media thickness （IMT）， the diameter of atherosclerotic plaque， and the T-value
of the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Methods　One hundred senile patients from the Out-patient and In-patient Department of
Geriatrics in the Second People’ s Hospital were selected．BMD of the lumbar vertebrae and the femur was detected using 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DXA）．At the same time，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was applied to detect the IMT of the common
carotid artery and the internal carotid artery．The condition of atherosclerotic plaque was also detected．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carotid artery lesions，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３ groups： Group A （no-lesion group）， Group B （minor lesion group）， and Group
C （moderate lesion group）．Results　The serum levels of TG， HDL-C， and BALP in Group C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Group A， while the levels of TC and LDL-C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A （P ＜０畅０５）．The serum level of
BALP in Group B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Group A （P ＜０畅０５）．And the serum level of BALP in Group C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Group B （P ＜０畅０５）．BMD of the lumbar vertebrae （L２-４ ） and the femoral neck in Group C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Group A， and BMD of the femoral neck in Group C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Group B，
while BMD of the femoral neck in Group B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Group A （P ＜０畅０１）．Conclusion　The elderly
patients with severe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have a lower BMD， compared with the patients with no-lesions or minor lesions．
Enhanced BMD detection during the follow-up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 of the elderly patients with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may have
positive significance．
Key words： Osteoporosis； Atherosclerosis； Carotid artery intima-media thickness； The elderly

　　骨质疏松和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都是老年人的 常见病，两者有着较高的致残率和致死率，常伴发存
在［１］ 。 本研究以我院老年科门诊与住院的老年患
者为对象，采用双能 Ｘ线吸收法（ＤＸＡ）测定骨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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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ＭＤ），Ｂ超检测颈总、颈内动脉内中膜厚度（ ＩＭＴ）
及粥样硬化斑块，探讨老年人群中骨密度 Ｔ值与动
脉粥样硬化病变之间的关系。

1　材料和方法
1畅1　对象

研究对象均选自 ２０１１年 ７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月在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科门诊及住院的患者与

健康体检者，共 １００例，年龄 ６０岁以上。 排除标准：
严重心、肝、肾、肺功能异常者及恶性肿瘤、血液病、
自身免疫功能异常者。
1畅2　分组

根据受试者双侧颈总及颈内动脉病变程度进行

评分与分类。 评测的指标包括动脉内膜厚度（ ＜
１畅０ ｍｍ计 ０分，１畅０ ～１畅２ ｍｍ计 １分， ＞１畅２ ｍｍ计
２分）、硬化程度（正常计 ０ 分，轻度硬化计 １ 分，中
重度硬化计 ２分）、斑块大小（正常计 ０分，单发计 １
分，多发计 ２ 分，弥漫计 ３ 分）、狭窄程度（正常计 ０
分，轻度计 １分，中重度计 ２分，闭塞计 ３分）。 评测
后分组的条件如下：Ａ 组，无病变组：评测得分为 ０
分；Ｂ组，轻度病变组：评测得分为 １ ～１０ 分； Ｃ 组，
中重度病变组：评测得分为大于 １０ 分。
1畅3　方法

抽取清晨空腹静脉血， 采用德国西门子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ＲＸＬＭＡＸ＿ＨＭ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配套
试剂检测血清总胆固醇（ＴＣ）、甘油三酯（ＴＧ）、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ＬＤＬ-Ｃ）、血浆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ｌＣ）。 骨碱性磷
酸酶（ＢＡＬＰ）送检南京迪安医学检验所检测（金标
法）。 骨密度的测定，采用美国 ＧＥ 公司的 ＤＰＸ-ＮＴ
高档全身型双能 Ｘ 线骨密度仪，测量时采取仰卧
位，测定部位系正位脊柱第 ２ ～４ 腰椎（Ｌ２-４ ）、左侧
股骨颈（Ｎｅｃｋ）。 骨密度测定结果的分类标准，参考
国际临床骨密度学会共识文件（２００５年版） ［２］ ，划分
为正常骨量、低骨量、骨质疏松 ３ 个梯度。 超声检
测，采用日本 ＡＬＯＫＡ公司生产的 ＳＳＤ-４０００ＳＶ 彩色
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 ５ ～１０ ＭＨｚ，检测颈动
脉血管壁内膜厚度、血管内径、斑块大小与数目，观
察血流情况以及动脉狭窄与闭塞情况。
1畅4　统计学处理

用 ＳＰＳＳ１８畅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组间数据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ＬＳＤ ｔ 检验。
检验水准α＝０畅０５。

2　结果
2畅1　一般情况及生化指标比较

Ｃ 组 ＴＧ、ＨＤＬ-Ｃ、ＢＡＬＰ 水平明显低于 Ａ 组，
ＴＣ、ＬＤＬ-Ｃ水平明显高于 Ａ组，ＢＡＬＰ水平明显低于
Ｂ组；Ｂ组 ＢＡＬＰ水平明显低于 Ａ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 ＜０畅０５）。 ３ 组年龄、性别、体重、ＢＭＩ 及
ＨｂＡｌＣ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０畅０５）。 见
表 １。

表 1　３组间一般情况及生化指标比较（珋x±s）
Table 1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ａｍｏｎｇ ３ ｇｒｏｕｐｓ （珋x ±s）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性别（男／女） 体重（ ｋｇ） ＢＭＩ ＨｂＡｌｃ（％） ＴＧ（ｍｍｏｌ／Ｌ） ＴＣ（ｍｍｏｌ／Ｌ）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ＢＡＬＰ（μｇ／Ｌ）
Ａ 组 ２１ 侣７２ ii畅１３ ±６  畅７１ １１／１０ 哪６３ ゥゥ畅３３ ±１２ y畅３２ ２６ AA畅４１ ±５ 鼢畅２１ ５ 揶揶畅９５ ±０ 敂畅４１ ２ 侣侣畅４４ ±０ x畅５１ ４ ゥゥ畅３２ ±０ [畅８１ １ 墘墘畅２１ ±０ ?畅２１ ３ ll畅１３ ±０ "畅６７ ３２ ||畅１３ ±７ 2畅４３
Ｂ 组 ４７ 侣７０ ii畅８７ ±５  畅８８ ２４／２３ 哪６５ ゥゥ畅７２ ±１４ y畅２１ ２６ AA畅７３ ±６ 鼢畅７１ ５ 揶揶畅７５ ±０ 敂畅３２ ２ 侣侣畅６２ ±０ x畅４３ ５ ゥゥ畅６１ ±０ [畅５１ １ 墘墘畅１３ ±０ ?畅１７ ３ ll畅２６ ±０ "畅５４ ２８ ||畅３４ ±７ 2畅８１ ａ
Ｃ 组 ３２ 侣７１ ii畅６２ ±７  畅０５ １７／１５ 哪６６ ゥゥ畅３２ ±１２ y畅８９ ２７ AA畅３２ ±５ 鼢畅０９ ５ 揶揶畅７０ ±０ 敂畅３６ ２ 侣侣畅１４ ±０ x畅５３ ａ ６ ゥゥ畅３２ ±０ [畅５８ ａ １ 墘墘畅０８ ±０ ?畅２１ ａ ４ ll畅２３ ±０ "畅６２ ａ ２３ ||畅８３ ±６ 2畅９４ ａｂ

　　注：ＨｂＡｌＣ：糖化血红蛋白； ＴＧ：甘油三酯；ＴＣ：总胆固醇；ＨＤＬ-Ｃ：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Ｌ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ＢＡＬＰ：骨碱性磷酸酶；与 Ａ 组比较，ａP ＜０畅０５；与 Ｂ 组比较，ｂP ＜

０畅０５

Ｎｏｔｅ：ＨｂＡｌＣ： 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ｔｅｄ 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 ； ＴＧ： 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 ＴＣ： ｔｏｔａｌ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ＨＤＬ-Ｃ： ｈｉｇ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 ＬＤＬ-Ｃ： ｌｏｗ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ＢＡＬＰ： ｂｏｎｅ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ｇｒｏｕｐ，ａP ＜０畅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Ｂ ｇｒｏｕｐ，ｂP ＜０畅０５

2畅2　骨密度比较
Ｃ组 Ｌ２-４及股骨颈 Ｎｅｃｋ骨密度水平明显低于 Ａ

组， Ｎｅｃｋ骨密度水平明显低于 Ｂ组，Ｂ组 Ｎｅｃｋ骨密
度水平亦明显低于 Ａ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０畅０１），见表 ２。

3　讨论
颈动脉硬化和骨质疏松是常见的老年性疾病。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二者具有密切的相关性。 文献

　　 表 2　３组间骨密度指标比较（珋x ±s，ｇ／ｃｍ２ ）
Table 2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ＢＭＤ ａｍｏｎｇ ３ ｇｒｏｕｐｓ （珋x ±s， ｇ／ｃｍ２ ）

组别 例数 Ｌ２-４ Ｎｅｃｋ
Ａ 组 ２１ ;１ 66畅２７１ ±０ P畅１３１ ０ @@畅９３２ ±０ Z畅０２３
Ｂ 组 ４７ ;１ 66畅１３２ ±０ P畅１６３ ０ ..畅８３４ ±０ H畅１３３ ａ

Ｃ 组 ３２ ;１ $$畅００３ ±０ >畅１４２ ａ ０   畅７２１ ±０ 2畅１２５ ａ ｂ

　　注： 与 Ａ 组比较，ａ P ＜０畅０１；与 Ｂ 组比较，ｂP ＜０畅０１；Ｌ２-４ ：第 ２ ～

４ 腰椎；Ｎｅｃｋ： 股骨颈
Ｎｏｔ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ｇｒｏｕｐ，ａP ＜０畅０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Ｂ ｇｒｏｕｐ，ｂ

P ＜０畅０１；Ｌ２ ～４： ｔｈｅ ２ ～４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ａｒ ｓｐｉｎｅ； Ｎｅｃｋ： ｆｅｍｕｒ ｎｅ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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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随着年龄的增加，骨密度逐渐下降，骨质疏松
的发病率也逐步增加［３］ ；而动脉硬化也是老年人的
多发病，大动脉的 ＩＭＴ 与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相
关。 本研究发现，颈动脉硬化中重度者，骨密度明显
低于正常及轻度者，髋部骨密度尤为明显。

Ｔａｎｋｏ等［ ４ ］的临床研究得出结论：低 ＢＭＤ 是
一个很好的预测动脉粥样硬化的指标。 国外多项流
行病学调查发现，骨量与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相
关［５］ 。 也有临床研究提出，前臂 ＢＭＤ与颈动脉 ＩＭＴ
及粥样斑块间不存在相关性［６］ 。 本研究中，颈动脉
斑块无病变组 ＴＣ 及 ＬＤＬ-Ｃ 骨密度低于中、重度病
变组，无病变组 ＨＤＬ-Ｃ、ＴＧ 高于中、重度病变组。
说明骨密度异常在动脉粥样硬化病变过程中确实发

挥了作用，而血脂异常与骨代谢之间的关系尚需进
一步深入研究明确。
骨质疏松的发生，不仅影响老人的肢体活动，而

且与之相关的心脑血管病变的致死率也明显增

高［７］ 。 在临床，无论患者还是医生，对此重视不足，
更是疏忽其与许多代谢性疾病的关系。 相关研究发
现，骨质疏松患者的冠状动脉钙化指数和 ＩＭＴ明显
高于非骨质疏松患者［８］ 。 对于高血压、冠心病患
者，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程度与 ＢＭＤ 呈负相关［１］ 。
本研究发现，３组的 ＢＡＬ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无病
变组最高，轻度病变组次之，中、重度病变组最低。
笔者认为，骨质疏松与颈动脉粥样斑块是各自独立
的疾病，在老年人群中多同时存在，有着相同的病理
生理机制［９］ ，对其防治可开拓新路。
综上所述，老年颈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程度严重

者，骨密度较正常及轻度者偏低。 对有颈动脉粥样
硬化的老年人随访及体检时加强骨密度检测可能有

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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