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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新疆地区维吾尔族、汉族两民族育龄女性维生素 Ｄ受体（ＶＤＲ）基因多态性与腰椎峰值骨密度的关系。 方
法　分别对新疆地区无亲缘关系、年龄 ２０ ～４０ 岁的 ３０５ 例汉族健康妇女和 ２１６ 例维吾尔族健康妇女进行 ＣＤＸ２
（ｒｓ１１５６８８２０），ＴａｑＩ（ｒｓ７３１２３６），Ｔｒｕ９ Ｉ（ｒｓ７５７３４３）位点多态性检测，用定量 ＣＴ（ＱＣＴ）骨密度仪测定腰椎骨密度（ＢＭＤ）。 结果
　维、汉族育龄女性腰椎骨峰值出现的年龄段略有不同，但都在 ３５岁达到。 两民族女性 ＣＤＸ２（ｒｓ１１５６８８２０），ＴａｑＩ（ｒｓ７３１２３６），
Ｔｒｕ９ Ｉ（ｒｓ７５７３４３）位点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均符合 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定律；ＣＤＸ２（ｒｓ１１５６８８２０）基因型频率在维、汉两
民族妇女中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 ＜０．０５）。 ＴａｑＩ 位点 Ｔ和 ｔ等位基因分布频率在维族和汉族育龄女性中差异有有统计学意
义（P ＜０．０５）。 各基因型与 ＢＭＤ的关系显示：ＣＤＸ２（ ｒｓ１１５６８８２０），ＴａｑＩ（ｒｓ７３１２３６），Ｔｒｕ９ Ｉ（ｒｓ７５７３４３）位点多态性与维族、汉族
腰椎峰值骨密度均无明显相关（P ＞０．０５）。 但 ＶＤＲ基因 ＴａｑＩ 携带 Ｔｔ基因型的骨密度值在汉族与维族妇女比较时存在显著
性差异，同样携带 Ｔｔ基因型的维族女性骨密度比汉族女性高。 Ｔｒｕ９Ｉ在汉族女性组中携带 Ｔｔ基因型，其骨密度比携带 ｔｔ型和
ＴＴ 型高，结论　ＶＤＲ ＳＮＰｓ 的基因型与腰椎峰值骨密度具有种族差异性， ＣＤＸ２ （ ｒｓ１１５６８８２０），ＴａｑＩ（ ｒｓ７３１２３６），Ｔｒｕ９ Ｉ
（ｒｓ７５７３４３）位点多态性对新疆地区维、汉族育龄女性腰椎峰值骨量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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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NPs polymorphism of vitamin D receptor （VDR） gene and peak
bone mass of the lumbar vertebrae in Uygur and Han women in Xinjiang．Methods 　A total of ３０５ Han and ２１６ Uygur healthy
women， aging from ２０ －４０ years old and no genetic relationship， were selected．The genotypes of CDX２ （ rs１１５６８８２０）， TaqI
（rs７３１２３６）， and Tru９ I （ rs７５７３４３） in all the subjects were detected using SNaPshot．The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 of the
lumbar vertebrae was detected using quantitative CT （QCT） bone densitometry．Results　Although the time of peak BMD of the
lumbar vertebrae appeared differently between Han and Uygur women， they all had peak BMD on ３５ years old．Hardy－Weinberg
Equilibrium was evident for VDR gene polymorphism in Han and Uygur women．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genotype
distribution of CDX２ （rs１１５６８８２０） between Han and Uyghur women （P ＜０．０５）．The difference of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
and t allele gene at TaqI site between Han and Uyghur fertile women was significant （P ＜０．０５）．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peak BMD and SNPs polymorphism of VDR gene was found in Uygur and Han women．But BMD of Uygur women with Tt
genotype at TaqI sit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Han women．In Han women， BMD of people with Tt genotype at Tru９I sit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people with TT and tt genotype．Conclusion 　The difference of SNPs polymorphism of VDR and peak BMD of the
lumbar vertebrae exists between Uygurs and Hans．But the polymorphisms of CDX２ （rs１１５６８８２０）， TaqI （rs７３１２３６）， and Tru９ I
（rs７５７３４３） of VDR gene have no obvious effect on the peak bone mass in Uygur and Han fertile women．
Key words： Bone mineral density； Vitamin D receptor； Gene polymorphism； Fertile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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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值骨密度 （ Ｐｅａｋ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ＰＢＭＤ）是个体生命过程中所获得的最大骨量，相关
研究已经明确骨质疏松症的发生不仅与老年时期骨

量的丢失有关，还与人在成年时期获得峰值骨密度
的高低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预
测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危险因子之一。 作为基因和环
境因子协同作用的复杂数量性状，骨密度遗传力度
可达 ６０％～８０％［１，２］ 。 不同的遗传背景会导致不同
人种骨骼生长和骨量存在差异。 目前相关研究的热
点主要集中在绝经后妇女 ＢＭＤ 与候选基因多态性
的研究，对峰值骨密度与相关基因的研究报道较少。
因此对影响峰值骨密度候选基因的研究将有助于骨

质疏松症的病因机制的探索。 本研究对新疆地区维
吾尔族、汉族育龄妇女人群 ＶＤＲ 基因三个 ＳＮＰ
（Ｓｉｎｇｌｅ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多态性及腰椎骨
密度的检测，探讨两个民族 ＶＤＲ 基因三个 ＳＮＰ 多
态性的分布差别及与峰值骨密度的关系，对研究新
疆地区维、汉育龄妇女骨质疏松的遗传学机制具有
重要意义。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０年 ７月至 ２０１２年 ６ 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体检与健康管理中心参加体检的汉族和

维吾尔族女性 ５６２ 人，获得完整资料 ５２１人，年龄为
２０ ～４０岁，其中汉族女性 ３０５例，维吾尔族女性 ２１６
例。 上述均符合长期居住在新疆 ２０ 年及以上的城
镇居民；３代纯系该民族，无亲缘关系并通过详细询
问病史及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排除子宫、卵巢切
除者，患有各种影响骨代谢的疾病及服用过影响骨
代谢药物者。
1．2　方法
1．2．1　骨密度测定：采用美国 ＧＥ 公司生产的
ｌｉｇｈｔｓｐｅｅｄ ｐｌｕｓ１６排多层螺旋 ＣＴ机和 ＱＣＴ３０００骨密
度分析系统测试所有受试者的腰 ２ ～４ 的椎体骨密
度。 按照常规腰椎检查条件和体位，将标准参考体
模置于腰椎下方，在扫面定位像上设置穿过第
２．３．４腰椎椎体中央并平行于椎间隙的三条扫描
线，扫描结束后，测量并记录各个椎体中央松质骨的
ＣＴ值和相应层面参考体模中 ４ 个不同药物浓度区
域的 ＣＴ值，将数据输入 ＱＣＴ３０００骨密度分析系统，
自动得到骨密度分析结果。
1．2．2　ＶＤＲ基因等位基因测定：（１）白细胞 ＤＮＡ
提取：血液基因组 ＤＮＡ提取试剂盒，由天根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合成。 （２）引物设计与合成：引物用在
线 Ｐｒｉｍｅｒ３ 软件设计（ｈｔｔｐ：／／ｆｒｏｄｏ．ｗｉ．ｍｉｔ．ｅｄｕ／ｃｇｉ－
ｂｉｎ／ｐｒｉｍｅｒ３／ｐｒｉｍｅｒ３＿ｗｗｗ．ｃｇｉ）由 Ｑｉａｇｅｎ公司合成。
ｒｓ１１５６８８２０Ｆ： ＣＣＡＡＧＧＧＧＴＣＴＴＣＣＣＡＧＧＡＣ，ｒｓ１１５６８
８２０Ｒ： ｇｇｔｇｇａｔｃＣＣＡＡＡＡＧＧＡａａｇｇａ； ｒｓ７３１２３６Ｆ： ＴＧＣ
ＡＣＴＣＡＧＧＣＴＧＧＡＡＧＧＡＧＡＧ， ｒｓ７３１２３６Ｒ： ＴＧＡＧＡＧ
ＣＴＣＣＴＧＴＧＣＣＴＴＣＴＴＣＴＣ， ｒｓ７５７３４３Ｆ： ＧＧＡＧＣＣ
ＣＡＴＣＴＣＣＡＴＴＣＣＴＴＧＡ， ｒｓ７５７３４３Ｒ： ＴＴＴＴＧＧＡＧＧ
ＣＡＡＴＧＴＧＣＡＧＴＧＡ。 （３）ＳＮａＰｓｈｏｔ ＳＮＰ 分型测定基
因型：反应体系（２０ μＬ）包含 １０ｘ Ｂｕｆｆｅｒ Ｉ， ３．０ ｍＭ
Ｍｇ２ ＋， ０．３ ｍＭ ｄＮＴＰ， １ Ｕ ＨｏｔＳｔａｒＴａｑ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Ｑｉａｇｅｎ Ｉｎｃ．），１ μｌ 样本 ＤＮＡ和 ２ μｌ 多重 ＰＣＲ引
物。 ＰＣＲ循环程序：９５℃ ２ ｍｉｎ；１１ ｃｙｃｌｅｓ ｘ （９４℃
２０ ｓ， ６５℃ ～０．５℃／ｃｙｃｌｅ ４０ ｓ， ７２℃ １ ｍｉｎ ３０ ｓ）；
２４ｃｙｃｌｅｓ ｘ （９４℃ ２０ ｓ， ５９℃ ３０ ｓ， ７２℃ １ ｍｉｎ ３０ ｓ）；
７２℃ ２ ｍｉｎ； ４ ℃延伸．在 ＰＣＲ产物中加入 ５Ｕ ＳＡＰ
酶和 ２Ｕ Ｅｘｏｎｕｃｌｅａｓｅ Ｉ 酶，３７℃温浴 １ ｈ， ７５℃灭活
１５ ｍｉｎ使 ＰＣＲ产物纯化，ＳＮａＰｓｈｏｔ 多重单碱基延伸
反应：在 １０ μＬ 延伸产物中加入 １Ｕ ＳＡＰ酶，３７℃温
浴 １ ｈ，然后 ７５℃灭活 １５ ｍｉｎ。 取０．５ μＬ 纯化后的
延伸产物，与０．５ μＬ Ｌｉｚ１２０ ＳＩＺ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９ μＬ
Ｈｉ－Ｄｉ 混匀，９５℃变性５ ｍｉｎ后上 ＡＢＩ３１３０ＸＬ测序仪
上 收 集 的 原 始 数 据 用 ＧｅｎｅＭａｐｐｅｒ ４．０
（Ａｐｐｌｉｅｄ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 Ｌｔｄ．， ＵＳＡ） 来分析。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
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χ２ 检验用于 ＶＤＲ 基因
ＳＮＰｓ 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是否符合 Ｈａｒｄｙ－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定律；两组间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
的比较用χ２ 检验；两组均数的比较采用 t检验；两组
以上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水准为α
＝０．０５，P ＜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维吾尔族和汉族育龄女性腰椎 ＢＭＤ比较

将 ２０ ～４０ 岁共计 ５２１ 名女性分为 ４ 个组，每 ５
岁为一年龄段，对研究对象的腰椎 ＢＭＤ进行统计分
析，结果见表 １。
新疆地区汉族和维族成年女性 Ｌ２－４ 峰值骨量

（ｐｅａｋ ｂｏｎｅ ｍａｓｓ， ＰＢＭ）均在 ３５ 岁以前达到，维族
女性峰值骨密度达峰较汉族女性早，在 ２５ ～２９ 岁
组，汉族骨密度达峰年龄段在 ３０ ～３４ 岁组，维族女
性在 ２０ ～２４岁组的骨密度和峰值骨密度非常接近，
与同年龄段汉族女性骨密度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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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０．０５）
表 1　新疆地区不同年龄汉族和维族成年女性

腰椎 ＢＭＤ（ｍｇ／ｃｍ３ ，珋x ±s）值比较
Table 1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ａ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ａｎ ａｎｄ Ｕｙｇｈｕｒ ａｄｕｌｔ ｗｏｍｅｎ （ｍｇ／ｃｍ３， 珋x ±s）

年龄段
维族 汉族

Ｌ２－４ＢＭＤ Ｌ２－４ＢＭＤ t p
２０ ～ １８４ 弿弿．２１ ±２３  ．４７ １７４ 　　．１６ ±１９ ９．６２ ２ 厖厖．５９８ ０   ．０１１
２５ ～ １８４ 弿弿．７０ ±１９  ．０１ １７６ 　　．０４ ±２２ ９．６６ １ 厖厖．７１５ ０   ．０９０
３０ ～ １７７ 弿弿．３３ ±２４  ．１０ １８１ 　　．０８ ±２５ ９．９７ ０ 厖厖．４９０ ０   ．５０２
３５ ～ １７０ 弿弿．１１ ±１９  ．９１ １７４ 　　．５７ ±２１ ９．５６ －１   ．１４５ ０   ．２５４

2．2　汉族和维族育龄女性 ＳＮＰｓ的 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
平衡检验

汉族 和 维 族 育 龄 女 性 ＶＤＲ 基 因 ＣＤＸ２
（ｒｓ１１５６８８２０），ＴａｑＩ（ ｒｓ７３１２３６），Ｔｒｕ９ Ｉ（ ｒｓ７５７３４３）位
点，使用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方法进行基因分型，其基因型和等
位基因频率见表 ２、表 ３， ３ 个 ＳＮＰｓ 位点均根据
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定律分别计算出相应基因型的
期望值并使用卡方检验分别检验基因型频率分布实

际值和期望值的差异，结果显示基因型频率分布均符
合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定律，P值均大于 ０．０５，表明
３个位点的基因型分布具有遗传平衡的群体代表性。

表 2　汉族育龄女性 ＶＤＲ基因 ＳＮＰｓ多态性
的 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检验

Table 2　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ＳＮＰｓ ｏｆ
ＶＤＲ ｇｅｎ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ｉｎ Ｈａｎ ｆｅｒｔｉｌｅ ｗｏｍｅｎ．

基因 ＳＮＰｓ 基因型 实际值 预期理论值 Ｈ－Ｗ 检验 p
ＶＤＲ ＣＤＸ２  ＡＡ ９４  ９０ 佑佑．８９２ ０ 晻晻．５１５ ０ 　　．４７３

ＡＧ １４５  １５１   ．２１５
ＧＧ ６６  ６２ 佑佑．８９３

ＴａｑＩ ＴＴ ２５１  ２４６ 佑佑．１５０８ ３ 晻晻．１９２ ０ 　　．０７４
Ｔｔ ５０  ５５   ．６９８３６
ｔｔ ４ 崓３   ．１５０８２

Ｔｒｕ９ Ｉ ＴＴ １７９  １８０ 佑佑．２９５９ ０ 晻晻．１７４ ０ 　　．６７６
Ｔｔ １１１  １０８   ．４０８
ｔｔ １５  １６ 佑佑．２９６

　　注：表中 P 值为 χ２ 检验所得值

2．3　汉族和维族育龄女性 ＶＤＲ基因 ＳＮＰｓ多态性
分布频率比较

表 ４显示 ＣＤＸ２ 位点基因型 ＡＡ、ＡＧ、 ＧＧ在新
疆汉族女性中分布频率为 ３０．８％、４７．５％、２１．６％，
维族妇女中为 ３９．８％、１７．６％、４２．６％，二者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５３．５５６，P ＝０．０００）．ＣＤＸ２的
Ａ和 Ｇ等位基因分布频率在新疆汉族女性中分别
为 ６１．１％、４５．４％，在维族女性中分别为 ４８．６％、
５１．４％，二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３．６２２，P

＝０．０５７）。 其基因型分布频率未见统计学差异。
ＴａｑＩ 位点 Ｔ和 ｔ等位基因分布频率在维族和汉族女
性中差异有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４．８３２，P ＝０．０２８）。
Ｔｒｕ９ Ｉ位点基因型分布频率在汉族和维族女性中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０．１８７，P ＝０．７０６）。 相应的等
位基因分布频率在两组间比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P ＝０．０６５，P ＝０．４３３）。
表 3　维族育龄女性 ＶＤＲ基因 ＳＮＰｓ多态性的

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检验
Table 3　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ＳＮＰｓ
ｏｆ ＶＤＲ ｇｅｎ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ｉｎ Ｕｙｇｈｕｒ ｆｅｒｔｉｌｅ ｗｏｍｅｎ

基因 ＳＮＰｓ 基因型 实际值 预期理论值 Ｈ－Ｗ 检验 p
ＶＤＲ ＣＤＸ２  ＡＡ ８６ 靠８０   ．６６７ ２   ．３３１ ０ 　　．１２７

ＡＧ ３８ 靠３２   ．６６７
ＧＧ ９２ 靠１０２ 蝌蝌．６６７

ＴａｑＩ ＴＴ １６２  １６０ 蝌蝌．１６７ １   ．０８８ ０ 　　．２９７
Ｔｔ ４８ 靠５１   ．６６７
ｔｔ ６  ４   ．１６６７

Ｔｒｕ９Ｉ ＴＴ １３３  １３４ 蝌蝌．５８５ ０   ．４２０ ０ 　　．５１７
Ｔｔ ７５ 靠７１   ．８３１
ｔｔ ８  ９   ．５８４

　　注：表中 P 值为 χ２ 检验所得值。

表 4　汉、维育龄女性 ＶＤＲ基因 ３个 ＳＮＰ位点基因型
及等位基因频率分布比较（％）

Table 4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ｌｌｅｌ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ＤＲ ｇｅｎｅ ＳＮ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ａｎ ａｎｄ

Ｕｙｇｈｕｒ ｆｅｒｔｉｌｅ ｗｏｍｅｎ．
ＳＮＰ 基因型／

等位基因
汉族 维族 χ２ 　p

ＣＤＸ２  ＡＡ ９４（０ 櫃櫃．３０８） ８６（０ 鬃鬃．３９８）
ＡＧ １４５（０   ．４７５） ３８（０ 鬃鬃．１７６）
ＧＧ ６６（０ 櫃櫃．２１６） ９２（０ 鬃鬃．４２６） ５３ 刎刎．５５６ ０ ］］．０００
Ａ ３３３（０   ．６１１） ２１０（０   ．４８６）
Ｇ ２７７（０ 排排．４５４ ２２２（０   ．５１４） ３   ．６２２ ０ ］］．０５７

ＴａｑＩ ＴＴ ２５１（０   ．８２３） １６２（０   ．７５０）
Ｔｔ ５０（０ 櫃櫃．１６４） ４８（０ 鬃鬃．２２２）
ｔｔ ４（０ 厖厖．０１３） ６（０   ．０２８） ４   ．５４９ ０ ］］．１０３
Ｔ ５５２（０   ．９０５） ３７２（０   ．８６１）
ｔ ５８（０ 櫃櫃．０９５） ６０（０ 鬃鬃．１３９） ４   ．８３２ ０ ］］．０２８

Ｔｒｕ９ Ｉ ＴＴ １７９（０   ．５８７） １３３（０   ．６１６）
Ｔｔ １１１（０   ．３６４） ７５（０ 鬃鬃．３４７）
ｔｔ １５（０ 櫃櫃．０４９） ８（０   ．０３７） ０   ．６９７ ０ ］］．７０６
Ｔ ４６９（０   ．７６９） ３４１（０   ．７８９）
ｔ １４１（０   ．２３１） ９１（０ 鬃鬃．２１１） ０   ．６１４ ０ ］］．４３３

2．4　新疆维族和汉族女性 ＶＤＲ基因多态性与腰椎
骨密度的关系

2．4．1　新疆汉族育龄女性 ＶＤＲ基因多态性与腰椎
骨密度的关系：对汉族女性 ＶＤＲ 基因 ＣＤＸ２，ＴａｑＩ，
Ｔｒｕ９Ｉ位点基因多态性与腰椎骨密度的关系见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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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Ｘ２，ＴａｑＩ，Ｔｒｕ９Ｉ 位点基因型的腰椎骨密度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０．０５）。

表 5　汉族育龄女性 ＶＤＲ基因 ＳＮＰｓ不同基因型的
腰椎骨密度水平比较（珋x ±s）

Table 5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ＢＭＤ ｉｎ Ｈａｎ ｆｅｒｔｉｌｅ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ＮＰｓ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ＶＤＲ ｇｅｎｅ （珋x ±s）

ＳＮＰ 基因型 例数 腰椎骨密度（ｍｇ／ｃｍ３ ） F P 值
ＣＤＸ２ ￣ＡＡ ９４  １７９   ．６１９ ±１９ 　．３１８

ＡＧ １４５  １７７   ．４２０ ±９ 　．９０７
ＧＧ ６６  １８０   ．１７４ ±１８ 　．９７４ ０   ．６０４ ０ 　　．５４７

ＴａｑＩ ＴＴ ２５１  １７９   ．８６０ ±１９ 　．５６９
Ｔｔ ５０  １７４   ．３９２ ±１７ 　．９６３
ｔｔ ４  １６６   ．１５０ ±２２ 　．９７２ ２   ．９３９ ０ 　　．０５４

Ｔｒｕ９Ｉ ＴＴ １７９  １７５   ．６０６ ±９ 　．９３６
Ｔｔ １１１  １８３   ．５１７ ±１８ 　．３３９
ｔｔ １５  １７５   ．６０６ ±１９ 　．９３６ １   ．８４４ ０ 　　．１９３

2．4．2　新疆维族育龄女性 ＶＤＲ基因多态性与腰椎
骨密度的关系：对维族女性 ＶＤＲ 基因 ＣＤＸ２，ＴａｑＩ，
Ｔｒｕ９Ｉ位点基因多态性与腰椎骨密度的关系见表 ６。
维族女性 ＶＤＲ 基因 ＣＤＸ２，ＴａｑＩ，Ｔｒｕ９Ｉ 位点各基因

型的腰椎骨密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０．０５）。

表 6　维族育龄女性 ＶＤＲ基因 ＳＮＰｓ不同基因型
的腰椎骨密度水平比较（珋x ±s）

Table 6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ＢＭＤ ｉｎ Ｕｙｇｈｕｒ ｆｅｒｔｉｌｅ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ＮＰｓ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ＶＤＲ ｇｅｎｅ （珋x ±s）

ＳＮＰ 基因型 例数 腰椎骨密度（ｍｇ／ｃｍ３ ） F P 值
ＣＤＸ２  ＡＡ ８６ 　１８３   ．０４７ ±２０ ０．５５６

ＡＧ ３８ 　１８２   ．３６６ ±２１ ０．６５９
ＧＧ ９２ 　１７９   ．１７１ ±１７ ０．９６０ ０   ．９３１ ０．３９６

ＴａｑＩ ＴＴ １６２  １７０   ．０５０ ±１１ ０．７３８
Ｔｔ ４８ 　１８６   ．３４０ ±１７ ０．８８０
ｔｔ ６ 崓１８０   ．１９１ ±２０ ０．１６３ ２   ．８５７ ０．０６０

Ｔｒｕ９ Ｉ ＴＴ ８ 崓１７１   ．６７５ ±２０ ０．３５０
Ｔｔ ７５ 　１８２   ．０４７ ±２０ ０．１８６
ｔｔ １３３  １８１   ．４１９ ±１９ ０．３６７ １   ．０１２ ０．３６５

2．4．3　ＶＤＲ基因 ＳＮＰｓ不同基因型的汉、维腰椎骨
密度比较：新疆汉族、维族 ＶＤＲ 基因 ＣＤＸ２，ＴａｑＩ，
Ｔｒｕ９Ｉ位点基因多态性不同基因型与腰椎骨密度的
比较见表 ７。

表 7　ＶＤＲ基因 ＳＮＰｓ不同基因型的汉、维人群腰椎骨密度比较（珋x ±s）
Table 7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ＢＭ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ｍｂａ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ａｎ ａｎｄ
Ｕｙｇｈｕｒ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ＮＰｓ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ＶＤＲ ｇｅｎｅ （珋x ±s）

ＳＮＰ 基因型

汉族 维族

例数
腰椎骨密度
（ｍｇ／ｃｍ３ ）

例数
腰椎骨密度
（ｍｇ／ｃｍ３ ）

t P 值

ＣＤＸ２ 　ＡＡ ９４ Ｔ１８０   ．１５１ ±１８ 蝌．２８９ ８６ Ｆ１８３ ＂＂．０４７ ±２０ ｄ．５５６ －１ ｝｝．００３ ０ ＸＸ．３１９
ＡＧ １４５ Ｔ１７７   ．２６８ ±１９ 蝌．７５０ ３８ Ｆ１８２ ＂＂．３６６ ±２１ ｄ．６５９ －１ ｝｝．３８８ ０ ＸＸ．１６７
ＧＧ ６６ Ｔ１８０   ．１７４ ±１８ 蝌．９７４ ９２ Ｆ１８１ ＂＂．７８２ ±１３ ｄ．５８４ －０ ｝｝．５０１ ０ ＸＸ．６１８

ＴａｑＩ ＴＴ ２４９ Ｔ１７９   ．８６０ ±１９ 蝌．５６９ ６ Ｆ１７０ ＂＂．０５０ ±１１ ｄ．７３８ －０ ｝｝．１６６ ０ ＸＸ．８６８
Ｔｔ ５０ Ｔ１７４   ．３９２ ±１７ 蝌．９６３ ４８ Ｆ１８６ ＂＂．３４０ ±１７ ｄ．８８０ －３ ｝｝．２９９ ０ ＸＸ．００１
ｔｔ ６ Ｔ１６６   ．１５０ ±２２ 蝌．９７２ １６２ Ｆ１８０ ＂＂．１９１ ±２０ ｄ．１６３ －０ ｝｝．３７０ ０ ＸＸ．７１９

Ｔｒｕ９ Ｉ ＴＴ １７９ Ｔ１７５ 刎刎．６０６ ±９ 蝌．９３６ ８ Ｆ１７１ ＂＂．６７５ ±２０ ｄ．３５０ －２ ｝｝．６５８ ０ ＸＸ．００８
Ｔｔ １１１ Ｔ１８３   ．５１７ ±１８ 蝌．３３９ ７５ Ｆ１８２ ＂＂．０４７ ±２０ ｄ．１８６ ０ ｝｝．５９３ ０ ＸＸ．５５４
ｔｔｔ １５ Ｔ１７５   ．６０６ ±１９ 蝌．９３６ １３３ Ｆ１８１ ＂＂．４１９ ±１９ ｄ．３６７ １ ｝｝．０６３ ０ ＸＸ．３００

　　ＶＤＲ基因 ＴａｑＩ各基因型中 Ｔｔ基因型的骨密度
在两组中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０．０５），同样
携带 Ｔｔ基因型的维族女性骨密度比汉族女性高。
在 Ｔｒｕ９ Ｉ ＴＴ基因型的骨密度在汉族女性组和维族
女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０．０５），即同样
携带 ＴＴ 基因型的汉族女性骨密度比维族女性高。
ＣＤＸ２基因型的骨密度在汉族女性组和维族女性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０．０５）。

3　讨论
由于维生素 Ｄ 受体的表达水平及功能受 ＶＤＲ

基因多态性的调控，进而影响维生素 Ｄ一系列生物
学效应，因此 ＶＤＲ上重要的基因调节序列如果发生
突变，就有可能引起维生素 Ｄ 受体在表达与功能上
产生差异。 维生素 Ｄ作为体内调节钙、磷代谢重要
的类固醇类激素，其代谢物 １，２５－二羟维生素 Ｄ３ 是
体内生物活性最强的维生素 Ｄ活性形式，通过对成
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作用，参与骨形成和骨吸收的
代谢调节，因此 ＶＤＲ对骨代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ＶＤＲ基因多态性与 ＢＭＤ 值的关系备受重视，但不
同地区，国家研究结果不尽相同。 Ｇｒｕｎｄｂｅｒｇ等［３］对

３４３ 名年龄在 ２０ ～３９ 岁的瑞典妇女进行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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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腰椎骨密度与 ＶＤＲ 基因多态性有一 定关
联。 Ｙｏｌｄｅｍｉｒ Ｔ等［４］研究表明 ＶＤＲ 多态性与骨密
度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本研究显示 ＣＤＸ２位点基因型分布频率在两民

族女性中存在差异，且有统计学意义，维族女性中
ＧＧ基因型最多，ＡＡ 型次之，ＡＧ 型最少，而汉族女
性中 ＡＧ型最多，ＧＧ 基因型最少。 维族女性 ＣＤＸ２
（ｒｓ１１５６８８２０）基因型分布不仅同汉族存在差异，和
高加索人种亦有不同之处，白种人基因型以 ＧＧ 型
最多，ＡＡ型少见［５］ 。 汉族女性 ＣＤＸ２（ ｒｓ１１５６８８２０）
基因频率分布与周波及日本的研究结果相近［６］ 。
ＣＤＸ２位点等位基因分布频率在两民族比较等位基
因分布频率差异无显著性。

ＴａｑＩ 位点等位基因分布频率在汉族与维族妇
女比较时差异无显著性，均以 ＴＴ型最多，Ｔｔ次之，ｔｔ
型最少。 但 Ｔ和 ｔ等位基因分布频率在维族和汉族
女性中差异有有统计学意义。 Ｔｒｕ９ Ｉ位点基因型分
布频率和相应的等位基因分布频率在汉族和维族女

性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研究中新疆地区汉族和维族成年女性 Ｌ２－４ 峰

值骨密度均在 ３５岁以前。 汉族属于蒙古人种，维吾
尔族不完全属于高加索人种，亦有蒙古人种成分。
所以维生素 Ｄ受体基因部分位点基因型分布频率、
等位基因分布频率在维族和汉族女性中存在差异，
但又和高加索人种不尽相同。
本研究中汉族与维族妇女的腰椎骨密度与

ＣＤＸ２，ＴａｑＩ，Ｔｒｕ９Ｉ多态性均无显著相关性。 但 ＶＤＲ
基因 ＴａｑＩ 携带 Ｔｔ基因型的骨密度值在汉族与维族
妇女比较时存在显著性差异，同样携带 Ｔｔ基因型的
维族女性骨密度比汉族女性高。 Ｔｒｕ９Ｉ 在汉族女性
组中携带 Ｔｔ基因型，其骨密度比携带 ｔｔ 型和 ＴＴ 型
高，结果与张丽娅［７］对北京地区部分汉族男性骨密

度与 Ｔｒｕ９Ｉ基因多态性研究相似。 此外研究还显示
汉族与维族妇女 Ｔｒｕ９ＩＴＴ基因型的骨密度比较差异
亦有显著性，携带 ＴＴ 基因型的汉族女性骨密度比
携带 ＴＴ基因型维族女性高。

ＣＤＸ２基因型的骨密度在汉族女性组和维族女
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０．０５）。 日本的研
究发现绝经前妇女各 ＣＤＸ２ 各基因型与腰椎骨密度
无显著相关，在绝经后妇女中携带 ＡＡ 型者其腰椎
骨密度明显高于携带 ＧＧ型和 ＡＧ型［８］ 。 Ｆａｎｇ等［９］

对白种人调查发现 ＣＤＸ２对峰值骨密度和骨质疏松
的发生有保护性影响。 我国汉族老年人不论男女性
别 ＶＲＤ ＣＤＸ２结合位点基因型间与各部位测得的

骨密度均无显著性差异。 Ｓｅｒｅｍａｋ－Ｍｒｏｚｉｋｉｅｗｉｃｚ［１０］
等对波兰妇女研究结果显示，含 ＴａｑＩ“Ｔ”等位基因
的对应较高ＯＰ风险。 日本对１５７例２０ ～３７岁健康
女性进行的研究显示，Ｔａｑｌ基因型同腰椎、股骨颈和
全身平均骨密度存在相关关系，其中 ｔｔ 型骨密度最
低，ＴＴ型最高［１１］ 。
本研究结果中汉族和维族女性 ＣＤＸ２，ＴａｑＩ，

Ｔｒｕ９Ｉ部分等位基因分布频率，基因型分布频率以及
基因型与峰值骨密度的关系与国内外研究相似，部
分与之又有不同之处，因此可以推测 ＶＤＲ基因多态
性与骨密度的关系存在人种差异，不同人种的峰值
骨量的到达具有不同的遗传背景，同时存在不同环
境、饮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 参 考 文 献 】

［ １ ］　Ｐｉｅｔｓｃｈ Ｂ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Ｗｉｅｎ Ｍｅｄ Ｗｏｃｈｅｎｓｃｈｒ，
２００６， １５６（５）： １６２－１６７．

［ ２ ］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ＢＤ，Ｙｅｒｇｅｓ－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ＬＭ．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ｏｎｅ ｌｏｓ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Ｊ］．Ｃｌｉｎ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 ２０１１， ９６：
１２５８－１２６８．

［ ３ ］　Ｇｒｕｎｄｂｅｒｇ Ｅ，Ｂｒａｎｄｓｔｒｏｍ Ｈ，Ｒｉｂｏｍ ＥＬ， ｅｔａｌ．Ａ ｐｏｌｙ 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
ｒｅｐｅａｔ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ｇｅｎ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ｗｏｍｅｎ［ Ｊ］．Ｃａｌｃｉｆ Ｔｉｓｓｕｅ Ｉｎｔ，
２００３， ７３（５）：４５５－４６２．

［ ４ ］　Ｙｏｌｄｅｍｉｒ Ｔ，Ｙａｖｕｚ ＤＧ，Ａｎｉｋ Ｇ，ｅｔ ａｌ．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ｇｅｎ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ｉｎ ａ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ｗｏｍｅ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Ｊ］．Ｃｌｉｍａｃｔｅｒｉｃ， ２０１１， １４
（３）： ３８４－３９１．

［ ５ ］　Ａｒａｉ Ｈ，Ｍｉｙａｍｏｔｏ ＫＩ，Ｙｏｓｈｉｄａ Ｍ，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ｕｄａｌｒｅｌａｔｅｄ ｈｏｍｅｏｄｏｍａｉ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ＤＸ２ ｂｉｎｄｉｎｇ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ｇｅｎｅ ［ Ｊ］．Ｊ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 Ｒｅｓ， ２００１，
１６：１２５６－１２６４．

［ ６ ］　Ｚｈｏｕ Ｂ，Ｗａｎｇ ＸＨ，Ｇｕｏ ＬＹ，ｅｔ ａｌ．Ｇｅｎ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ｉｎ ＣＤＸ２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ｓｉ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ａｎｄ ｂｏｎｅ ｌｏｓｓ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 １２（４６）： ３７－３９．

［ ７ ］　Ｚｈａｎｇ ＬＹ， Ｂａｉ ＹＲ， Ｈａｎ Ｘ， ｅｔ 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ｇｅｎｅ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ｒｕ９ Ｉ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ｉｎ ｍ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０，
４６（４）：４８５．

［ ８ ］　Ａｒｉａ Ｈ，Ｍｉｙａｍｏｔｏ Ｋ，Ｔａｋｅｔａｎｉ Ｙ， 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ｇｅｎ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ｄｏｎ：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ｏｍｅｎ［ Ｊ］．Ｊ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 Ｒｅｓ，１９９７， １２（６）：９１５－９２１．

［ ９ ］　Ｆａｎｇ Ｙ，ｖａｎＭｅｕｒｓ ＪＢ， Ｂｅｒｇｉｎｋ ＡＰ， ｅｔ ａｌ．ＣＤＸ２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ｇｅｎ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 Ｊ］．Ｊ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 Ｒｅｓ， ２００３， １８（９）： １６３２－４１．

［１０］　Ｓｅｒｅｍａｋ－Ｍｒｏｚｉｋｉｅｗｉｃｚ Ａ， Ｄｒｅｗｓ Ｋ， Ｍｒｏｚｉｋｉｅｗｉｃｚ ＰＭ， ｅｔ 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ｇｅｎｅ（ＶＤＲ）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ｓｈ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ｗｏｍｅｎ ［ Ｊ ］．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ｗｏｍｅｎ， ２００９， ３０：５４０－５４６．

［１１］　Ｆｕｊｉａｔ Ｙ， Ｋａｓｔｕｍａｔａ Ｋ， Ｕｎｎｏ Ａ， ｅｔ 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ｂｏｎ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ｏｍｅｎ［ Ｊ］．Ｃａｌｃｉｆ Ｔｉｓｓｕｅ Ｉｎｔ， １９９９， ６４（２）：
１０ －７１１１．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４－０２－１７）

０７０１ 中国骨质疏松杂志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第 ２０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Ｖｏｌ ２０， Ｎｏ．９



VDR 基因 SNPs 多态性与新疆维、汉民族育龄女性腰椎峰值

骨密度的关系
作者： 赵圆， 邢艳， 马华， 刘文亚， 王海涛， 苏克奕， ZHAO Yuan， XIN Yan， MA Hua，

LIU Wenya， WANG Haitao， SU Keyi

作者单位：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影像中心,乌鲁木齐,830054

刊名：
中国骨质疏松杂志

英文刊名： Chinese Journal of Osteoporosis

年，卷(期)： 2014(9)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gzsszz201409008.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gzsszz201409008.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gzsszz201409008.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b5%b5%e5%9c%86%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2%a2%e8%89%b3%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a9%ac%e5%8d%8e%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6%96%87%e4%ba%9a%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6%b5%b7%e6%b6%9b%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8b%8f%e5%85%8b%e5%a5%95%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ZHAO+Yuan%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XIN+Yan%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MA+Hua%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LIU+Wenya%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WANG+Haitao%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SU+Keyi%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6%96%b0%e7%96%86%e5%8c%bb%e7%a7%91%e5%a4%a7%e5%ad%a6%e7%ac%ac%e4%b8%80%e9%99%84%e5%b1%9e%e5%8c%bb%e9%99%a2%e5%bd%b1%e5%83%8f%e4%b8%ad%e5%bf%83%2c%e4%b9%8c%e9%b2%81%e6%9c%a8%e9%bd%90%2c830054%22+DBID%3aWF_Q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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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zggzsszz201409008.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