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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更改受检者年龄的方法，了解 Ｔ值和 Ｚ值随年龄变化，对定量骨密度测量最终结果评价的影响。 方法　选
取 ２０１２年 ８月～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间 １５５例接受 ＣＴ骨密度定量测量的患者的结果，按年龄段分析其骨量的变化；抽取 ３０ ～４０ 岁
之间的 ２０例女性病例，通过手工更改患者年龄的方法，了解 Ｔ值和 Ｚ值的变化。 结果　由于 Ｔ值和 Ｚ值定义的不同，Ｔ值与
ＢＭＤ密切相关，不随年龄变化，而 Ｚ值是与相同年龄段人群的比较，故在 ＢＭＤ相同的情况下，Ｚ值变化明显。 结论　ＣＴ定量
骨密度测量中，年龄是决定评价结果的重要影响因素，用 Ｚ值评价骨密度和诊断骨质疏松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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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By changing the age of tested subjects， to understand the T score and Z score along with the change of
age， and to investigate this effect on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Methods　A total of １５５
patients， who received CT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BMD from August ２０１２ to December ２０１２， were selected．According to
different age groups， the analysis of the change in bone mass was performed．Twenty female patients were extracted from patients
between ３０ and ４０ years old．By manually changing their ages， the changes of T and Z score were analyzed．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definition of T and Z score， T scor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BMD， showing no change along with age．Z score was
the comparison with population at the same age．The change of Z score was obvious at the same BMD．Conclusion　 In CT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BMD， ag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o affect the evaluation results．The usage of Z score in the
evaluation of BMD and the diagnosis of osteoporosis is more valuable．
Key words： Bone mineral density； Senile osteoporosis； Diagnosis value； Z value

　　骨质疏松是临床常见的老年性骨质变化，多见
于长期卧床、锻炼少、绝经，是骨折的高发因素，通过
合理锻炼、补充有关元素、晒太阳等可以改善症状，
检测骨密度最简单的方法是 Ｘ 线片，表现为骨小梁
纤细，显著减少，间隙加大，骨密度降低，但这只是与
正常 Ｘ线片比较得到的一个印象，到底骨质中钙的
含量、密度是多少，需要定量测量，我院采用的是西
门子 ＣＴ自带的 Ｏｓｔｅｏ ＣＴ软件测量法。 按照国际卫
生组织（ＷＨＯ）对骨质疏松的诊断标准，评价包含 Ｔ
值和 Ｚ值，但是诊断标准只有 Ｔ值，Ｚ值在诊断上起
什么作用？ 如果起定性作用，则数值是多少，这给临

床诊断带来困惑，本文通过一定量的样本，探讨哪一
个值对老年性骨质疏松诊断的价值更大。

1　材料和方法
1畅1　方法

ＣＴ机：Ｓｉｅｍｅｎｓ Ｓ 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１６，将专用体模放置
在软垫上，被检者仰卧，去除皮带、钥匙等金属物，膝
关节略屈曲，把凝胶垫放在被检者背部与标准体模
间，防止空气间隙。 床面高度 １２５ ｃｍ，专用扫描序
列，侧位定位相，一般选择腰 １、２、３ 椎体，每个椎体
一层，扫描线位于平行于椎体上下缘的中线位置。
如相应椎体有骨折，要选择其它正常椎体，还有注意
避开骨质增生的部位。

２７２
中国骨质疏松杂志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第 ２０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Ｖｏｌ ２０， Ｎｏ．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ｗｗｗ．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ｅ．ｃｏｍ．ｃｎ　ｄｏｉ：１０畅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７１０８畅２０１４畅０３畅０１２



1畅2　测量
将上述三层图像用 Ｏｓｔｅｏ ＣＴ 软件打开，软件会

自动描绘椎体的轮廓线，并在专用模体上生成两个
环形对比区（ＲＯＩ），其中一个定位于模体中相当于
骨的部分，另一个位于相当于水的部分，如果不对，
可以用鼠标调整，确认无误即可开始计算和评估。
1畅3　结果输出

沿椎体轮廓线分布几个固定点位的平均骨矿物

质含量即骨钙密度（ＢＭＤ）、Ｔ值是检测值与健康成
人 ＢＭＤ峰值比较的标准差（Ｔ值）以及 Ｚ值是检测
值与同性别、种族、年龄人群 ＢＭＤ 平均值比较的标
准差（Ｚ值）。 评估标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评分标
准，Ｔ值评分大于－１为正常， －１ ～－２畅５ 之间为骨
量减少，小于－２畅５ 为骨质疏松。
1畅4　样本

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间全部 １５７
例以体检为目的的样本，剔除数据严重偏离的样本，

随机选取其中 １５０ 例，分析影响评价结果的因素，其
中男性 ６７ 人，女性 ８３ 人，年龄最大 ７９ 岁，最小 ３０
岁，平均 ５２畅７１岁。 按下面的标准和方法，做两个不
同的统计：Ａ．以 ５０ 岁为界，将所有样本分为 ５０ 岁
以下组（含 ５０ 岁）７３ 人（甲组）、５０ 岁以上组 ７７ 人
（乙组），分别记录其上述三个值并统计分析两个年
龄段的差异。 Ｂ．按性别将所有样本以 １０ 岁为一档
分析各数据的变化。 Ｃ．在 ４０ －５０ 岁段的样本中，
随机选择女性 ２０ 人，分别改动其年龄，用年龄变化
了的 ＣＴ 图像重新做评估，也就是说，当同一个样
本，分别处于 ３０ ～倡４０、４０ ～５０、５０ ～６０ 及 ６０ 以上
年龄段时，其 Ｔ-Ｓｃｏｒｅ和 Ｚ-Ｓｃｏｒｅ变化规律，以了解各
值对评价结果的价值。

2　结果
2畅1　统计全部样本并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各组
之间有明显差异。

表 1　以 ５０岁为界，统计各组各值变化
Table 1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ｗｉｔｈ ａ ｃｕｔ-ｏｆｆ ｏｆ ５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ＢＭＤ（ｍｇ／ｃｍ３ ） Ｔ 值 Ｚ 值 平均年（岁）

甲组（５０ 岁以下组） １３０ 构构畅６０ ±４１ 佑畅０３ －１ ||畅２４０４ －０ ^̂畅１２１３ ４６ aa畅０１
乙组（５０ 岁以上组） ９１ 憫憫畅８７２ ±３３ 佑畅６２ －２ ||畅８５９８ －０ ^̂畅１４５３ ５９ aa畅０６

　　上表表明，在不考虑性别的情况下，５０ 岁以上
人群骨质流失较快，这与很多人的研究成果相同，如
果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诊断标准则 ５０ 岁以上组 Ｔ

值平均＜－２畅５０，可诊断为骨质疏松，但是国人真的
都缺钙吗？ Ｚ值变化不大，这其中又反映了什么问
题呢？

表 2　按年龄、性别分组统计各值变化
Table 2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ａｇ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女性 男性

ＢＭＤ Ｔ值 Ｚ 值 ＢＭＤ Ｔ 值 Ｚ值
３０ ～４０ 行１３１ QQ畅１ ±２０ C畅１ －１ 挝挝畅０２ ±０ 览畅５３ －１ ^̂畅００ ±０ P畅１２ １６７   畅６ ±１２ 篌畅３ －０ jj畅２７１ ±０ 剟畅１８ ０ dd畅９０３ ±０ ~畅０５
４０ ～５０ 行１３９ QQ畅２ ±１８ C畅７ －０ 挝挝畅７６ ±０ 览畅２０ ０ !!畅０３５ ±０ ;畅１４ １１２   畅５ ±２３ 篌畅２ －２ jj畅３２５ ±０ 剟畅３５ －０ 崓崓畅４９９ ±０ Ё畅１０
５０ ～６０ 行１０１ QQ畅３ ±１２ C畅６ －２ 挝挝畅１０ ±０ 览畅４５ －０ ^̂畅３２ ±０ P畅１４ １０５   畅０ ±２６ 篌畅８ －２ jj畅６１９ ±０ 剟畅３８ －０ 崓崓畅３８９ ±０ Ё畅１２
６０ 及以上 ４７ ))畅６６ ±２３ C畅４ －４ 挝挝畅０４ ±１ 览畅１３ －１ ^̂畅５６ ±０ P畅２３ ８８ 儋儋畅５９ ±２５ 篌畅５ －３ jj畅３５３ ±０ 剟畅３７ －０ 崓崓畅３７７ ±０ Ё畅１１

　　从上表中显示，女性在 ５０ 岁以后，骨钙流失明
显，６０ 岁以后呈加速状态，而男性从 ４０ 岁后开始缓
慢的流失。

表 3　修改年龄后各值变动情况
Table 3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ａｇｅｓ

ＢＭＤ Ｔ值 Ｚ 值
年龄段 各段 各段 ３０ ～４０ 亖４０ ～５０ 缮５０ ～６０  ６０ ～７０ 亖
平均值 １４２ xx畅３６ －０ ��畅５４１ －０ 後後畅５８８５ ０   畅１１５ １ HH畅２０３５ １ 烫烫畅８３９

结果显示：从理论上来说，ＢＭＤ 和 Ｔ 值对同一

个样本，其值不会改变，但改变样本的年龄后，Ｚ 值
会随年龄变化而变化。

3　讨论
西门子 Ｏｓｔｅｏ ＣＴ 分析是基于定量骨密度测量

的一种评价方法，选择的是三个椎体，每个椎体选择
的是正中层面前中、左中、右中、椎体后缘中几个点，
而不是选择某一个区域，这样测量的数据更加接近
真实的全身骨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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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次研究选取的样本全部是某公司车间里

的在岗技术人员，排除了伤、病、年老等情况，一般身
体状况佳，基本能反映该年龄段正常人群的真实状
况。 在实验 Ａ中，以 ５１ 岁为界，两个年龄段人群骨
密度相差明显，主要原因在于：女性 ５０ 岁以后骨钙
量下降明显，并呈加速下降，同期男性骨钙流失幅度
要小的多，这与李宁华等［１］的研究相同，原因是妇
女绝经后，雌激素的撤除和老龄因素导致的活动量
减少，两种机制共同导致骨量减少加快，引起骨质疏
松。
目前关于老年性骨质疏松测量的文献有很多，

大多局限于一种测量设施，评估用的样本（参考值）
也是随机自带，比如西门子的样本里（见使用手
册），参考数据是在欧洲三个医学中心采集的，包括
２０ 至８０岁的１３５名男性和 １３９名女性，共 ２８４份资
料，再分配到各性别、各年龄段，可用的就少得不具
有代表性，且欧洲人体型、体质与国人差异很大［２］ ，
能不能作为国人的检查标准？ 其它各种设备也如
此。 同样的，诊断标准虽然是 ＷＨＯ 制定的，但将 Ｔ
值低于－２畅５ 做为骨质疏松的标准，明显与国人国
情不符合，这就使得国内骨质疏松的诊断限于各说
各话，正是由于盲目套用ＷＨＯ的诊断标准，导致国
内对骨质疏松病例的诊断对多过乱、“全民缺钙”，
以至于连诊断人员都迷茫。
沈芸等［３］对昆明地区成人定量 ＣＴ 骨密度测定

的研究就表明，按照其研究，骨质疏松的检出率为
２６畅１％，其中绝经后妇女检出率为 ５０畅０％，而如果
按照软件的标准统计，相同人群，骨质疏松和骨量减
少的检出率分别为 ６４畅３％和 ３０畅３％，正常者仅有
５畅４％，这个结果难以让人信服，故该研究提出以 Ｔ
≤３畅０５为昆明地区诊断骨质疏松的阈值。 众多的
研究均显示骨钙量随年龄增加而减少［４］ ，这是自然
规律，把正常的骨钙减少当做病态的钙的流失，是不
科学的，但是如果每一个样本都在同年龄段内比较，
就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 ２０１１ 年，中华医学会骨质
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学会根据 ＷＨＯ新的骨质疏松
诊断标准提出：绝经后妇女和大于 ５０ 岁男性的

ＢＭＤ水平用 Ｔ值表示；对于儿童、绝经前妇女和小
于 ５０岁的男性，其 ＢＭＤ水平建议用 Ｚ值表示。
陈晓侠等［５］研究认为 Ｔ 值作为与 Ｍ 值的比较

是 ＯＰ的诊断指标，Ｚ 值作为与该年龄段 ＢＭＤ 标准
值的比较，说明患者此时此刻的骨转换程度，是指导
临床医生应用干预方式的重要参考指标。 由于骨质
疏松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生理病理现象，骨量减少是
中老年人群的一种退行性进程，在我们检测过的病
例中，大多数绝经 １０ 年后的妇女，不少人 Ｔ 值≤ －
２．５ 但不能作为骨质疏松症对待，因为她们没有明
显的临床症状。 据我们对 ６８例患者诊治观察，临床
症状多数出现在 Ｚ 值 ＜－０．５ 的患者，这时骨吸收
＞骨重建，骨代谢是高转换过程，对骨质疏松症患者
来说，阻止这个过程是预防和治疗的关键。
因此本研究表明，对于老年性骨质疏松诊断标

准，必须要考虑年龄因素。 在做更大规模统计和筛
查后，获得更多的样本，按照不同的年龄段和性别，
确定不同的标准值，重新计算 Ｚ 值，将 Ｚ 值做为骨
质疏松的诊断标准，意义远远重于 Ｔ值。

【 参 考 文 献 】

［ １ ］　ＬＩ Ｎｉｎｇｈｕａ，ＯＵ Ｐｉｎｚｈｏｎｇ，ＺＨＵ Ｈａｎｍｉｎ，ｅｔ ａｌ．Ｎｏｒｍ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ｐａｅｄｉｃｓ， ２００１，２１
（５）：２７２-２７４．

［ ２ ］　ＺＨＡＮＧ Ｍｅｎｇｍｅｎｇ，ＬＩ Ｙａｇａｎｇ，ＬＩＵ Ｙｉｎｇ， ｅｔ 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ｉｎ １６０１９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Ｃｈｉｎ Ｊ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 ２００９， １５
（７）：５３４-５３７．

［ ３ ］　ＳＨＥＮ Ｙｕｎ，ＺＨＵ Ｃｈｏｎｇｚｈａｏ，ＷＵ Ｙａｎａｎ，ｅｔ ａｌ．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ｄｕｌｔ ｉｎ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ｂ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Ｔ．Ｃｈｉｎ
Ｊ Ｇｅｒｉａｔｒ，２００７，２６（２）：２４-２２６．

［ ４ ］　ＬＡＮ Ｙｏｎｇｓｈｕ， Ｔ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ｃａｉ， ＬＩ Ｃｈｕｎｚｈｉ， 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ｂｏｄｙ ｂｏｎ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２０００ＱＣＴ ａｎｄ ３０００ＱＣ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２６（５）：４８８-４９１．

［ ５ ］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ｘｉａ，ＨＥ Ｔａｉｐｉｎｇ，ＹＵ Ｙｏｎｇ， ｅｔ ａｌ．ＱＣＴ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ｏｎ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Ｔ ａｎｄ Ｚ （ＢＭＤ）ｃｌｉｎｉｃ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ｅ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１９（４）：２３０-２３２．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３-２１）

４７２ 中国骨质疏松杂志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第 ２０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Ｖｏｌ ２０， Ｎｏ．３



对老年性骨质疏松诊断中Z值价值的探讨
作者： 王振毅， WANG Zhenyi

作者单位： 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湖北省襄阳市中医医院 襄阳 441000

刊名：
中国骨质疏松杂志

                                                                                

             

英文刊名： Chinese Journal of Osteoporosis

                                                                                

             

年，卷(期)： 2014(3)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gzsszz201403011.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gzsszz201403011.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6%8c%af%e6%af%85%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WANG+Zhenyi%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6%b9%96%e5%8c%97%e4%b8%ad%e5%8c%bb%e8%8d%af%e5%a4%a7%e5%ad%a6%e9%99%84%e5%b1%9e%e5%8c%bb%e9%99%a2+%e6%b9%96%e5%8c%97%e7%9c%81%e8%a5%84%e9%98%b3%e5%b8%82%e4%b8%ad%e5%8c%bb%e5%8c%bb%e9%99%a2+%e8%a5%84%e9%98%b3+441000%22+DBID%3aWF_QK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gzsszz.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gzsszz.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gzsszz.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gzsszz.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gzsszz.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gzsszz.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gzsszz201403011.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