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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甘肃省藏族和汉族妇女绝经前和绝经后骨强度变化。 方法　采用 Ｇ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Ⅱ超声骨密度测量仪对 １０９
例年龄 ４０ ～５２岁绝经前和 １００例年龄 ５３ ～６０岁绝经后藏族妇女与 ５５例年龄 ４０ ～５２岁绝经前和 ７２例年龄 ５３ ～６０岁绝经后
汉族妇女进行骨强度对比分析。 测量右脚跟骨的骨强度、骨质情况，通过计算 Ｔ值和 Ｚ值，评估藏族和汉族妇女绝经前和绝
经后骨强度变化和骨折风险。 结果　１．藏族和汉族妇女绝经前骨强度指数明显均高于绝经后藏族和汉族妇女；藏族妇女和
汉族妇女两者之间对比无差别（ t ＝７畅４０８，P ＝０畅０００；t ＝４畅９０３，P ＝０畅０００）。 ２．藏族和汉族妇女绝经后骨质少孔和骨质疏松检
出率明显高于绝经前藏族和汉族妇女；藏族和汉族妇女两者之间对比无差别（χ２ ＝７畅９２８，P ＝０畅０００；χ２ ＝７畅７２３，P ＝０畅０２１）。
结论　１．绝经后藏族和汉族妇女骨质流失较严重，应及时补充雌激素和钙剂，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 ２．由于少数民族与汉族
长期居住在一起，生活和饮食习惯逐渐相近及地理环境相同，使得绝经前和绝经后藏族妇女与绝经前和绝经后汉族妇女骨强
度变化、骨质少孔及骨质疏松检出率无明显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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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bone strength change between Tibetan and Han women in premenopausal and
postmenopausal period in Gansu province．Methods 　A total of ２０９ Tibetan women， including １０９ premenopausal women （４０-
５２y） and １００ postmenopausal women （５３-６０y）， and １２７ Han women， including ５５ premenopausal women （４０-５２y） and ７２
postmenopausal women （５３-６０y）， were selected．The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 and bone condition of the right calcaneus were
detected using GE EXPRESS II ultrasonic bone mineral density detector．The T value and Z value were calculated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fracture risk and to monitor the bone strength change during premenopausal and postmenopausal period in Tibetan and
Han women．Results　The bone strength index in Tibetan and Han premenopausal wome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ibetan and Han postmenopausal women （ t ＝７畅４０８， P ＝０畅０００； t ＝４畅９０３， P ＝０畅０００）．The positive rate of less bone holes and
osteoporosis in Tibetan and Han postmenopausal women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ibetan and Han premenopausal women （χ２ ＝
７畅９２８， P ＝０畅０００； χ２ ＝７畅７２３， P ＝０畅０２１）， whil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ibetan and Han women was observed．
Conclusion 　Ｔｈｅ ｂｏｎｅ ｌｏｓｓ ｉ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ｎｄ Ｈａｎ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ｗｏｍｅｎ ｉｓ ｓｅｒｉｏｕｓ．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ｎｄ Ｈ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ｌｉｖｅｄ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ｄｉｅｔ ｈａｂｉｔ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ｎｏ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ｏｎ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ｎｄｅｘ ，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ｌｅｓｓ ｂｏｎｅ ｈｏｌｅｓ， ａｎｄ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ｅｘｉｓ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ｎｄ Ｈａｎ ｗｏｍｅ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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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骨质疏松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ＯＰ）已成为严重危害老年人健康的常
见病、多发病。 随着年龄的增加，女性激素水平的下
降，妇女骨质疏松等疾病也随之增多，严重影响中老
年女性的生活质量

［１-２］ 。 甘肃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
区，藏族是我省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 由于少数民
族独特的饮食习惯和居住环境，骨强度及骨质存在
差异，而关于我省藏族妇女绝经前和绝经后骨强度
和骨质状况未见报道。 本研究利用日本生产的 Ｇ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Ⅱ骨密度仪，对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
２０９名藏族妇女和长期居住在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
县的 １２５名汉族妇女进行骨强度指数检测。 探讨藏
族和汉族妇女绝经前后骨强度变化，并将两者进行
对比分析，寻找差异。

1　资料与方法
1畅1　一般资料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州藏族和汉族妇女居民，
年龄 ４０ ～６０ 岁。 根据年龄分为绝经前妇女和绝经
后妇女。 既往有妇科内分泌疾病史、甲状腺及甲状
旁腺相关疾病史、腺体切除手术史等影响骨代谢的
疾病和使用过影响骨代谢的药物者一律排除。
1畅2　方法

采用日本公司生产 Ｇ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Ⅱ骨密度超声
测定仪进行骨强度测定，测量部位为右脚跟骨，测量
骨密度、骨强度指数、Ｚ 值、Ｔ 值等。 测定结果均用

骨强度指数、Ｔ值、Ｚ值表示。
1畅3　判定标准

按照ＷＨＯ推荐对骨质疏松症的定义是低于正
常青年人骨量峰值 Ｔ的数目为界，将入选对象分为
骨质正常组、骨质少孔组和骨质疏松组。 本使用中
的年轻人骨强度指数标准值是 ９２，Ｔ 值是用以对骨
质状况进行评价的指标，Ｔ＝（骨强度指数-年轻人标
准值）／标准差［３］ ，评估标准为：骨质正常，Ｔ值≥ －１
（骨强度指数≥８２）；骨质少孔（骨质流失）， －２畅５ ＜
Ｔ值＜－１（骨强度指数 ６７ ～８２）；骨质疏松 Ｔ 值≤
－２畅５（骨强度指数≤６７）。 Ｚ 值 ＝（骨强度指数 －
同龄人标准值）／标准差。 该标准为国际通用标准，
出自枟国际临床骨密度学会共识文件枠 （２００５ 年
版）。
1畅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畅０软件进行分析，数据用均数±标
准差表示，P ＜０畅０５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畅1　藏族和汉族妇女绝经前和绝经后骨强度指数
测定结果见表 １、表 ２
藏族和汉族妇女绝经前骨强度指数明显高于绝

经后藏族和汉族妇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t ＝
７畅４０８，P ＝０畅０００； t ＝４畅９０３，P ＝０畅０００），绝经前和
绝经后两民族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 ＝
０畅９１０，P ＝０畅３６４； t ＝０畅６２１，P ＝０畅５３５）。

表 1　藏族妇女绝经前和绝经后骨强度指数测定结果（珋x ±s）
Table 1　Ｔｈｅ ｂｏｎ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ｗｏｍｅ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珋x ±s）

分组
Ｇｒｏｕｐｓ

藏族妇女受检人数
Ｎｕｍｂｅｒ

年龄
Ａｇｅ

骨强度指数
Ｂｏｎ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ｎｄｅｘ t P

绝经前
Ｐｒｅ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１０９ 寣４６   畅７ ±３ 殚畅８ １０８ 挝挝畅７ ±１９ 览畅８

绝经后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１００ 寣６２   畅０ ±７ 殚畅５ ８８ 汉汉畅２ ±２０ �畅１ ７ ΖΖ畅４０８ ０ 佑佑畅０００

合计
Ｓｕｍ ２０９ 寣５４   畅０ ±９ 殚畅７ ９８ 汉汉畅９ ±２２ �畅４

2畅2　藏族和汉族妇女绝经前和绝经后骨质检出结
果见表 ３、表 ４
藏族和汉族妇女绝经后骨质少孔和骨质疏松检

出率明显高于绝经前藏族和汉族妇女，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χ２ ＝７畅９２８， P ＝０畅０００；χ２ ＝７畅７２３， P ＝
０畅００２），绝经前和绝经后两民族之间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χ２ ＝０畅０５９，P ＝０畅９７１；χ２ ＝１畅７８３，P ＝
０畅４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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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汉族妇女绝经前和绝经后骨强度指数测定结果（珋x ±s）
Table 2　Ｔｈｅ ｂｏｎ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Ｈａｎ ｗｏｍｅ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珋x ±s）

分组
Ｇｒｏｕｐｓ

藏族妇女受检人数
Ｎｕｍｂｅｒ

年龄
Ａｇｅ

骨强度指数
Ｂｏｎ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ｎｄｅｘ t P

绝经前
Ｐｒｅ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５５ x４６ qq畅５ ±３ ;畅８ １０５ rr畅８ ±１９ d畅０

绝经后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７２ x６０ qq畅２ ±３ ;畅４ ９０ ^̂畅８ ±１７ P畅０ ４ 舷舷畅９０３ ０ **畅０００

合计
Ｓｕｍ １２７ 寣５４ qq畅３ ±７ ;畅７ ９６ ^̂畅９ ±１９ P畅５

表 3　藏族妇女绝经前和绝经后骨质情况（n，％）
Table 3　Ｔｈｅ ｂｏｎ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ｗｏｍｅ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n， ％）

检查结果
Ｒｅｓｕｌｔｓ

绝经前（n ＝１０９）
Ｐｒｅ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绝经后（n ＝１００）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合计
Ｓｕｍ

人
Ｎｕｍｂｅｒ

％
Ｐｅｒｃｅｎｔ

人
Ｎｕｍｂｅｒ

％
Ｐｅｒｃｅｎｔ

人
Ｎｕｍｂｅｒ

％
Ｐｅｒｃｅｎｔ

骨质正常
Ｎｏｒｍａｌ １００ 佑９１ ��畅７ ６１ 崓６１ 烫烫畅０ １６１ o７７ U

骨质少孔
Ｌｅｓｓ ｏｆ ｂｏｎｅ ｈｏｌｅｓ ５ 佑４ ��畅６ ２４ 崓２４ 烫烫畅０ ２９ o１３ UU畅９

骨质疏松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４ 佑３ ��畅７ １５ 崓１５ 烫烫畅０ １９ o９ UU畅１

　　χ２ ＝７畅９２８，P ＝０畅０００。

表 4　汉族妇女绝经前和绝经后骨质情况（n，％）
Table 4　Ｔｈｅ ｂｏｎ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ｎ ｗｏｍｅ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n， ％）

检查结果
Ｒｅｓｕｌｔｓ

绝经前（n ＝１０９）
Ｐｒｅ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绝经后（n ＝１００）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合计
Ｓｕｍ

人
Ｎｕｍｂｅｒ

％
Ｐｅｒｃｅｎｔ

人
Ｎｕｍｂｅｒ

％
Ｐｅｒｃｅｎｔ

人
Ｎｕｍｂｅｒ

％
Ｐｅｒｃｅｎｔ

骨质正常
Ｎｏｒｍａｌ ５０  ９０ PP畅９ ５１ 哌７０   畅８ １０１ 亮７９ VV畅５

骨质少孔
Ｌｅｓｓ ｏｆ ｂｏｎｅ ｈｏｌｅｓ ３ �５ <<畅５ １３ 哌１８   畅１ １６ �１２ VV畅６

骨质疏松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２ �３ <<畅６ ８ 怂１１   畅１ １０ �７ BB畅９

　　χ２ ＝７畅７２３，P ＝０畅０２１。

3　讨论
骨密度是指单位面积所含的骨矿物量，它是反

映人体骨骼代谢状况的一项重要的指标。 跟骨与椎
骨均含有大量的松质骨，但由于跟骨的骨松质为
９０％～９５％，椎骨为 ８０％，而且跟骨骨质变化敏感，
跟骨两侧面接近平行状态，软组织少，对骨密度测量
结果影响较小

［４］ ，因此本研究选用跟骨作为测量部
位。

据报道女性骨量在 ３０ 岁达峰值，３５ 岁左右出
现与年龄相关的生理性骨量丢失，绝经后骨量丢失
速度加速，以绝经前的 ３ ～５年最为明显。 这是由于
雌激素对骨质保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绝经后
雌激素水平陡然下降，造成破骨细胞活性明显增强，
骨密度下降

［５-７］ 。 本调查结果显示，藏族和汉族妇女
绝经后骨强度指数明显低于绝经前藏族和汉族妇

女，绝经后骨质少孔和骨质疏松检出率也明显高于
　　 （下转第 ５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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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经前藏族和汉族妇女。 说明藏族和汉族妇女从
５２岁开始随着年龄的增长骨量丢失明显，骨质疏松
发生率明显增加，骨折的风险也加大，这与国内大多
研究结论一致。 因此藏族和汉族妇女在 ５２ 岁以后
应及时补充雌激素和钙剂，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藏族妇女绝经前和绝经后与汉族

妇女绝经前和绝经后骨强度变化、骨质少孔及骨质
疏松检出率无明显差别，可能与藏汉长期居住在一
起，生活和饮食习惯逐渐相近、居住的地理环境相同
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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