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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骨化三醇联合钙尔奇 Ｄ对老年女性２型糖尿病患者骨代谢的影响。 方法　２０１１年７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本院
老年科及内分泌科４５例≥６５岁女性糖尿病住院患者，其中对照组２３例，患者每晚口服 １片钙尔奇Ｄ（疗程６个月），每片含碳
酸钙 １畅５ ｇ（相当于钙 ６００ ｍｇ，维生素 Ｄ３ １２５ＩＵ）；治疗组 ２２例，患者每晚口服骨化三醇 ０畅２５ μｇ 联合 １片钙尔奇 Ｄ（疗程 ６ 个
月），两组患者基础用药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体重，腰围，ＢＭＩ，血清血糖，血脂，肾功能，血钙，血磷，碱
性磷酸酶，糖化血红蛋白，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Ⅰ型胶原羧基末端肽（ＣＴｘ），Ⅰ型胶原氨基末端肽（ＰＩＮＰ），右跟骨超声骨密
度。 结果　两组患者体重、腰围、ＢＭＩ，血糖、血脂、肾功能，糖化血红蛋白，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参数均无统计学差异；而骨化
三醇联合钙尔奇 Ｄ治疗组患者的血钙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畅５１ ±０畅１６ vs．２畅０８ ±０畅１５， P ＜０畅０５）；ＣＴｘ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０畅３８５ ±０畅２８ vs．０畅６４４ ±０畅３１， Ｐ＜０畅０１）；跟骨超声骨密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０畅６１８ ±０畅１０８ vs．０畅４０２ ±０畅１３３， P＜０畅０５）。 结论　骨化三醇联合钙尔奇 Ｄ明显降低老年女性 ２ 型糖尿病患者的骨
吸收，改善骨代谢，增加骨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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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alcitriol combined with Caltrate D on bone metabolism in senile female
patients with type ２ diabetes mellitus （T２DM）．Methods　Forty-five senile female patients with T２DM， who were hospitalized in
the Department of Geriatrics and the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in our hospital from July ２０１１ to June ２０１２， with an age over ６５
years old， were selected．Among them， ２３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an oral medication of １ tablet of Caltrate D for ６
months， and each tablet contained １畅５g calcium carbonate， equivalent calcium to ６００ mg with vitamin D３ １２５IU．Twenty-two
pati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took an oral medication of ０畅２５ μg calcitriol combined with １ tablet of Caltrate D for ６ months．The
basic drug treatment in both group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showing comparability．The differences of body weight， waist
circumference， body mass index （BMI）， kidney function， quantitative of urinary albumin，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HbA１c），
serum levels of glucose， lipid， calcium （Ca）， phosphorus （P）， alkali phosphatase （AKP）， C-telopeptide of type I collagen
（CTx）， procollagen I N-terminal propeptide （PINP）， and the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 of the right calcaneal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Resul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weight， waist circumference， BMI， kidney function， quantitative of urinary
albumin， HbA１c， and serum levels of glucose and lipid between both groups was observed．However， the serum level of calcium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２畅５１ ±０畅１６ vs．２畅０８ ±０畅１５， P ＜０畅０５）．And the serum
level of CTx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０畅３８５ ±０畅２８ vs．０畅６４４ ±０畅３１， P ＜０畅０１）．BMD of the
calcaneu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０畅６１８ ±０畅１０８ vs．０畅４０２ ±０畅１３３， P ＜
０畅０５）．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calcitriol combined with Caltrate D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bone resorption， improve bone
metabolism， and increase BMD in senile female patients with T２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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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和骨质疏松症是 ２１ 世纪主要的慢性疾
病，研究表明糖尿病患者易发生骨量减少，老年女性
糖尿病患者雌激素水平降低， 体内钙调节系统紊乱
加速骨量丢失，导致骨质疏松的发生［１］ 。 骨化三醇
是活性维生素 Ｄ代谢物中最具活性的药物， 对钙平
衡的调节有着重要作用。 本文旨在探讨骨化三醇对
老年女性糖尿病患者骨代谢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1畅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 ２０１１年 ７月至 ２０１２年 ６ 月在我院
老年科及内分泌科住院的患者，根据 １９９９ 年 ＷＨＯ
糖尿病诊断标准和分型标准，入选 ４５ 例临床诊断为
２型糖尿病的女性患者，年龄 ６０ ～８０ 岁，平均（７０畅８
±８畅５）岁，排除合并风湿病、甲状腺机能亢进、骨转
移癌、多发性骨髓瘤、肾脏疾病等其他影响钙磷代谢
疾病，排除服用糖皮质激素、性激素、双膦酸盐、降钙
素、甲状旁腺激素等影响骨代谢药物的患者。 随机
分为两组，对照组 ２３ 例，每晚口服 １ 片钙尔奇 Ｄ，每
片含碳酸钙 １畅５ ｇ（惠氏制药有限公司，相当于钙
６００ ｍｇ，维生素 Ｄ３ １２５ＩＵ），疗程 ６ 个月；治疗组为
２２例患者，每晚口服骨化三醇 ０畅２５ μｇ（罗盖全，上
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联合 １片钙尔奇 Ｄ，疗程 ６个
月，两组患者基础用药包括降糖、降压、降脂、抗血小
板药物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
1畅2　方法
1畅2畅1　骨代谢及生化指标：采集空腹静脉血，运用
放射免疫法测定血清Ⅰ型胶原羧基末端肽（ＣＴｘ）、
Ⅰ型胶原氨基末端肽（ＰＩＮＰ）水平；Ｃｙｎｃｈｒｏｍ ＬＸ２０
全自动化分析仪检测血糖、血脂、血钙、血磷、碱性磷
酸酶、肾功能；生化免疫法测定尿微量白蛋白／尿肌
酐比值；采用 Ｄ-１０ＴＭ液相色谱仪测定糖化血红蛋白
（ＨｂＡ１ｃ）。
1畅2畅2　 超声骨密度 （ ＢＭＤ ） 测定： 采用美国
ＳＡＨＡＲＡ超声骨密度仪， 测量环境温度 １８ ～２０℃，
仪器每天开机后用标准体模校正，其精确性误差小
于 １ ％，准确性误差为 ３ ％。 由同一有经验操作人
员测定所有受试者右足跟骨密度 （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ＢＭＤ）。 首先将患者跟骨置于探头间，用定
位附件调节固定其位置后开始测量。 结果判断标准
为 T 值： 当 T ＞－１畅０ 时，表明骨量正常； 在（ －
１畅０， －２畅５）时， 表明骨量减少；T ＜－２畅５ 时，表明

骨质疏松［ ２ ］ 。
1畅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３畅０ 统计软件包处理数据。 计量资
料以均数±标准差（珋x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以 P ＜０畅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畅1　两组研究对象的基本临床资料

两组患者体重、腰围、ＢＭＩ、血糖、血脂、肾功能、
糖化血红蛋白、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等参数均无统
计学差异（P ＞０畅０５），见表 １。

表 1　两组研究对象的基本临床资料比较（珋x ±s）
Table 1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珋x ±s）

项目 对照组（２３ 例） 治疗组（２２ 例）

年龄（岁） ７１ {{畅３ ±７ E畅５ ７０   畅９ ±９ 栽畅１
体重（ｋｇ） ６９ {{畅７ ±９ E畅５ ７０   畅２ ±８ 栽畅３
腰围（ｃｍ） ８８ {{畅４ ±３ E畅５ ９０   畅４ ±４ 栽畅７
ＢＭＩ （ｋｇ／ｍ２ ） ２５ {{畅５ ±３ E畅８ ２６   畅１ ±２ 栽畅９
空腹血糖（ｍｍｏｌ／Ｌ） ６ {{畅９ ±４ E畅１ ７   畅１ ±３ 栽畅４
甘油三脂（ｍｍｏｌ／Ｌ） １ {{畅９ ±０ E畅５ １   畅８ ±０ 栽畅９
胆固醇（ｍｍｏｌ／Ｌ） ３ {{畅９ ±０ E畅９ ４   畅０ ±１ 栽畅３
ＨｂＡ１ｃ （％） ７ {{畅２ ±０ E畅９ ７   畅１ ±１ 栽畅２
血肌酐（μｍｏｌ／Ｌ） １１０ ±８ EE畅９ １１５ ±７ 栽栽畅４
血尿素氮（ｍｍｏｌ／Ｌ） ５ {{畅１ ±１ E畅６ ４   畅９ ±２ 栽畅０
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ｍｇ／ｇ） １０ {{畅５ ±１ E畅９ １０   畅２ ±２ 栽畅２
治疗前两组骨密度（Ｔ-Ｓｃｏｒｅ） －２ {{畅６ ±０ E畅３ －２   畅７ ±０ 栽畅２

2畅2　反映骨代谢指标的比较
治疗组患者的血钙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 ＜

０畅０５）；骨吸收代谢指标 ＣＴｘ 明显低于对照组（P ＜
０畅０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血磷、碱性磷酸酶及骨
形成代谢指标 ＰＩＮＰ 与对照组差异无显著性差异（P
＞０畅０５）。 见表 ２。
2畅3　右跟骨超声骨密度的比较

治疗组患者的跟骨超声骨密度明显高于钙尔奇

Ｄ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０畅０５。 见表 ３。

3　讨论
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症的发生， 除与性别、年龄、

种族、饮食习惯、营养状况、体重等因素有关外， 还
与雌激素、雄激素等多种激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
代谢有关。 老年女性糖尿病患者胰岛素相对或绝对
缺乏以及雌激素水平降低可导致 １，２５（ＯＨ）２Ｄ３ 生

成和活性降低，肠钙磷吸收减少，钙磷丢失增多，骨

０９１ 中国骨质疏松杂志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第 ２０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Ｖｏｌ ２０， Ｎｏ．２



　　 表 2　两组患者骨代谢指标的比较（珋x ±s）
Table 2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ｂｏｎ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珋x ±s）

组别 例数
血钙

ｍｍｏｌ／Ｌ
血磷

ｍｍｏｌ／Ｌ
碱性磷酸酶

ＩＵ／Ｌ
ＣＴｘ
ｎｇ／ｍｌ

ＰＩＮＰ
ｎｇ／ｍｌ

对照组 ２３ m２ 鲻鲻畅０８ ±０ 梃畅１５ １   畅２１ ±０ 篌畅１５ ８６   畅７２ ±１５ &畅３１ ０   畅６４４ ±０  畅３１ ３０ 寣寣畅８２ ±４ ~畅９２
治疗组 ２２ m２ 鲻鲻畅５１ ±０ 梃畅１６倡 １   畅１８ ±０ 篌畅２３ ８７   畅３５ ±１６ &畅２８ ０   畅３８５ ±０  畅２８＃ ２９ 寣寣畅９８ ±５ ~畅７１

　　注：与对照组比较，倡 P ＜０畅０５，＃P ＜０畅０１

表 3　两组患者右跟骨超声骨密度的比较
Table 3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ｃａｌｃａｎｅｕ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组　别 例数 Ｔ-Ｓｃｏｒｅ ＢＭＤ （ｇ／ｃｍ２ ）

对照组 ２３ 枛－１ 後後畅８ ±０ ǐ畅２ ０ II畅４０２ ±０ c畅１３３
治疗组 ２２ 枛－１ 後後畅１ ±０ ǐ畅３倡 ０ II畅６１８ ±０ c畅１０８倡

　　注：与对照组比较，倡 P ＜０畅０５

吸收增加， 骨形成减少与缓慢，骨矿物含量减
少［３，４］ 。 骨化三醇是维生素 Ｄ 代谢产物中的一种，
主要通过与靶器官组织细胞核上的维生素 Ｄ 受体
结合发挥作用， 在骨组织中刺激骨的分化和碱性磷
酸酶、 骨钙素、骨桥蛋白和胶原的合成， 并抑制骨
吸收［５］ 。
本研究表明老年女性糖尿病患者骨化三醇联合

钙尔奇 Ｄ 治疗组骨吸收代谢指标 ＣＴｘ 明显低于单
纯服用钙尔奇 Ｄ对照组，提示补钙的同时补充活性
维生素 Ｄ 能抑制骨吸收，降低骨转化率。 治疗组血
钙浓度及右跟骨骨密度明显高于对照组，提示骨化
三醇联合钙尔奇 Ｄ治疗能够促进肠钙吸收，为骨化
提供原料，从而进一步增加骨量。 活性维生素 Ｄ不
论在体内和体外都具有调节成骨细胞的分化和活性

作用［５］ ，而本研究血磷、碱性磷酸酶及骨形成指标
ＰＩＮＰ 与对照组差异无显著性， 这可能与本研究样
本量较小，另外血清总碱性磷酸酶的影响因素较多，
如果检测骨碱性磷酸酶则更能反应骨代谢情况。 老
年女性糖尿病患者骨代谢变化主要以破骨细胞活性

占优势，但往往同时合并骨质增生，累及软骨组织的
病变，出现胶原纤维合成和降解异常，影响 ＰＩＮＰ 检

测结果，可能导致两组骨形成指标 ＰＩＮＰ 无明显差
异［６］ 。
老年女性糖尿病患者的骨量减少不仅仅是钙摄

入不足，除日光照射减少和饮食中维生素 Ｄ 含量的
降低等因素以外，肾脏羟化酶的活性也下降，因此，
单纯补钙对阻止骨量进一步丢失作用有限，补充活
性维生素 Ｄ 能更好地起到防治骨质疏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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