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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对国内发表骨密度流行病调查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和评价，进一步了解中国大陆地区以 － ２ ５ＳＤ 为诊断标准

的骨质疏松症发病的情况。 方法　 以中国医院数字图书馆（ＣＨＫＤ）以及万方数据为工具，以“骨质疏松”和“发病率”为主题

词，检索带有各年龄段的男女样本量、测量部位、骨密度值、ＤＥＸＡ 设备型号、骨质疏松症发病率等文献。 骨质疏松诊断方法为

双能 Ｘ 线吸收测量法，诊断标准为 Ｔ 值低于 － ２ ５ＳＤ。 应用统计学软件对我国骨质疏松发病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共检索

１０９ 篇全文文献，其中 １６ 篇文献符合要求，其中 ６ 篇文献为同一型号仪器测量骨密度。 ４０ 岁 － ５０ 岁年龄段，女性骨质疏松发

病率为 ６ ３７％ ± ２ ３９％ ，男性为 ４ １１％ ± １ ７０％ ，５０ 岁 － ６０ 岁年龄段，女性 ２１ ７５％ ± ５ ９６％ ，男性为 １２ ９０％ ± ６ ３５％ ；６０ 岁

－ ７０ 岁年龄段：女性为 ４６ ３８％ ± １２ ０３％ 。 男性为 １９ ９０％ ± ８ ３１％ 。 ７０ 岁 － ８０ 岁年龄段：女性为 ６４ ３２％ ± ９ ７９％ 。 男性

为 ２８ ９７％ ± ７ ６３％ 。 ８０ 岁 － ９０ 岁年龄段：女性为 ７６ ７４％ ± ５ ２８％ 。 男性 ３９ ７８％ ± １５ ０９％ 。 结论　 中国大陆地区男性在

各年龄段发病率均低于同年龄段女性发病率，比值接近于 １∶ ２。 ４０ 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发病率为 １９ ７４％ （约 ２０％ ），约
１ １２ 亿患病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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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内很多学者发表骨密度流行病调查等相关

文章研究骨质疏松症发病率，百家争鸣中缺少大样

本、多地点相关文献的统计分析，以至于国内尚缺少

综合各方意见的骨质疏松发病率，本文尝试通过检

索两个中文数据库，下载全文后，综合一些数据分

析，得到中国大陆地区骨质疏松症发病率和患者人

群数量。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检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以前的清华同方的中国医院

数字图书馆（ＣＨＫＤ）以及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关键词为“骨质疏松症”和“发病率”，共下载 １０９ 篇

相关全文文献，从其中摘抄带有各年龄段的男女样

本量、测量部位、骨密度值、ＤＥＸＡ 设备型号、骨质疏

松症发病率等数据，并制表。 文献中骨质疏松症诊

断标准采用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老年学学会骨质疏

松委员会推荐的 Ｔ 值低于 － ２ ５ＳＤ。
１ ２　 本研究纳入双能 Ｘ 线吸收测量法 ＤＥＸＡ
（Ｄｕ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Ｘ⁃ｒａｙ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ｍｅｔｒｙ）文献，排除超声

法、指骨放射吸收法、ＱＣＴ、单光子、双光子吸收法等

其他检测方法的文献；筛除报道数据不完整或数值

结果过度异常的文献；筛除骨质疏松症诊断标准为

Ｔ 值低于 － ２ＳＤ 的文献。
１ ３　 列表中录入年龄段、男女样本量、测量部位、骨
密度值、ＤＥＸＡ 设备型号、骨质疏松症发病率、检测

地点及文献编号。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３ ０ 统计软件，根据同

一厂家设备测量结果计算骨质疏松症发病率均值和

标准差，并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估算

４０ 岁以上各个年龄段骨质疏松症发病人数，计算骨

质疏松发病率，计算结果保留小数点后 ２ － ３ 位。

２　 结果

２ １　 １０９ 篇全文文献中，入选 １６ 篇适合要求的文

献，摘录男性和女性各个年龄段数据如下，见表 １。
其中男性样本量 ３２６７１ 例，女性样本量 ３８３２１ 例。
列表中可见各个文献中国人峰值骨量的骨密度值

并不相同，其中股骨颈峰值骨密度均发生在 ３０ －
４０ 年龄段，男性股骨颈峰值骨量为 ０ ９９５ ± ０ １０５
ｇ ／ ｃｍ２，女性股骨颈峰值骨量为 ０ ９５１ ± ０ ２３３ ｇ ／
ｃｍ２。
２ ２ 　 使用 ＧＥ—ＬＵＮＡＲ 设备检测 ４０ 岁以上人口

的文献中，将此 ６ 篇同厂家设备文献数据形成列

表 ２，统计得出各年龄段骨质疏松症发病率均值结

果见表 ２，其中可见男性在各年龄段发病率均低于

同年龄段女性发病率，比值接近于 １：２。 中国第六

次人口普查［１］ 中 ４０ 岁以上人口总数为男性 ２８５，
８７１，２２９ 人，女性为 ２８２，１３７，３７３ 人，共计 ５６８，
００８，６０２ 人，见表 ３，其中以 Ｔ 值为 － ２ ５ 诊断标准

的骨质疏松症患病人口为 １１２，１３８，３７６ 人，约算

为 １ １２ 亿；计算可得中国大陆地区 ４０ 岁以上人群

骨质疏松症发病率为 １９ ７４％ ，为方便临床工作和

记忆，可约算为 ２０％ 。

表 １　 不同地区、不同检测部位、不同 ＤＥＸＡ 设备的骨质疏松发病率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ｖｉｃｅｓ

年龄
（岁）

男性
（例）

女性
（例）

男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女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检测
部位

检测
地点

男性
ＯＰ 率％

女性
ＯＰ 率％ 设备型号

参考
文献

３０ － ４１ ５７ ０ ８８２９ ± ０ ０６７２ ０ ７１４５ ± ０ １３４１ ０ ０ （２）

３５ － ４４ ５３ ０ ９１２５ ± ０ １１３３ ０ ７０７２ ± ０ １１０４ 股骨颈 徐州 ０ ０

４０ － ４２ ４８ ０ ８９３３ ± ０ ０９１６ ０ ６９８５ ± ０ ０７６８ ４ ８ ４ ２ ＧＥ⁃
ＬＵＮＡＲＳ

４５ － ５３ ７０ ０ ８７２５ ± ０ １６１２ ０ ６７５７ ± ０ １２０６ ５ ７ ７ １

５０ － ５５ １１４ ０ ８６５１ ± ０ １３２６ ０ ６５５４ ± ０ １０５９ １８ ２ １０ ５

５５ － ６２ １４２ ０ ８２２４ ± ０ ０８３７ ０ ６０８７ ± ０ １３２７ １７ ７ ３９ ４

６０ － ６６ ９３ ０ ８０６５ ± ０ １２４２ ０ ５７４６ ± ０ ０９４０ ２５ ８ ４７ ３

６５ － ８１ ６４ ０ ７８５２ ± ０ ０９４５ ０ ５５３２ ± ０ １０２４ ２７ ２ ５０

７０ － ５８ ６６ ０ ７６２３ ± ０ １３２４ ０ ５２５５ ± ０ １４１２ ３１ ６８ ２

７５ － ３７ ５１ ０ ７４５１ ± ０ ０８６４ ０ ５０１４ ± ０ １３０３ ３２ ４ ７２ ６

８０ － ２５ ３３ ０ ７１８３ ± ０ １４１７ ０ ４８２１ ± ０ １２１０ ４０ ７５ ８

８５ － １７ ２７ ０ ６８１９ ± ０ １６７３ ０ ４５０７ ± ０ ０６３４ ４７ １ ８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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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岁）

男性
（例）

女性
（例）

男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女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检测
部位

检测
地点

男性
ＯＰ 率％

女性
ＯＰ 率％ 设备型号

参考
文献

３０ － ３５ ４９ ０ ０ （３）

３５ － ３８ ４６ 股骨颈 余杭 ０ ０ ＧＥ⁃
ＬＵＮＡＲ

４０ － ３６ ４１ ４ ９ ４ ５
４５ － ４６ ６０ ５ ８ ７ ３
５０ － ４７ ９９ １８ １ １０ ２
５５ － ５３ １２３ １７ ５ ３９ ２
６０ － ５８ ８１ ２５ ９ ４７ ２
６５ － ７１ ５５ ２７ １ ５０ ３
７０ － ５０ ５７ ３１ ３ ６８ ５
７５ － ３２ ４４ ３２ ７２ ５
８０ － ２１ ２８ ４０ ３ ７５ ３
８５ － １５ ２５ ４７ ５ ８１ ６

年龄段
（岁）

男性
（例）

女性
（例）

男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女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检测
部位

检测
地点

男性
ＯＰ 率％

女性
ＯＰ 率％

设备
型号

参考
文献

３０ － １４２ １７３ 股骨颈 ０ ０ ＧＥ⁃ＬＵＮＡＲ （４）
４０ － １７７ ２２７ 辽宁 １ ６ ９ ６ ＤＰＸ⁃Ｌ
５０ － １８４ ２７０ １２ ３ ２１
６０ － ２７３ ２２５ ２０ ６ ４４
７０ － １８０ １９５ ２２ ３ ５５ ６
８０ － ５６ ３９ ２４ ６７ ７

年龄段
（岁）

男性
（例）

女性
（例）

男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女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检测
部位

检测
地点

男性
ＯＰ 率％

女性
ＯＰ 率％

设备
型号

参考
文献

４０ － ４２ ４２ ４ ８ ４ ２ （５）

４５ － ５３ ７０ 股骨颈 ５ ７ ７ １ ＧＥ⁃
ＬＵＮＡＲ

５０ － ５５ １１４ １８ ２ １０ ５
５５ － ６２ １４２ 徐州 １７ ７ ３９ ４
６０ － ６６ ９３ ２５ ８ ４７ ３
６５ － ８１ ６４ ２７ ２ ５０
７０ － ５８ ６６ ３１ ６８ ２
７５ － ３７ ５１ ３２ ４ ７２ ６
８０ － ２５ ３３ ４０ ７５ ８
８５ － １７ ２７ ４７ １ ８１ ５

年龄段
（岁）

男性
（例）

女性
（例）

男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女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检测
部位

检测
地点

男性
ＯＰ 率％

女性
ＯＰ 率％

设备
型号

参考
文献

３０ － ２８ 股骨颈 西安 ３９ ３０％ Ｈｏｌｏｇｉｃ （６）

４０ － ６５ ２４ ６０％ ＱＤＲ
－２００

５０ － １５３ ４７ １０％
６０ － １５０ ７７ ３０％
７０ － ８０ ９６ ３０％
８０ － ６ １００

年龄段
（岁）

男性
（例）

女性
（例）

男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女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检测
部位

检测
地点

男性
ＯＰ 率％

女性
ＯＰ 率％

设备
型号

参考
文献

４５ － １９ ２１ ０ ９５ ± ０ ０７ ０ ９６ ± ０ １５ 腰椎 四川 ０ ０ ＬＵＮＡＲ⁃ （７）
５０ － ４７ ４５ ０ ９４ ± ０ ０８ ０ ９５ ± ０ １３ 凉州 ２ １ ９ ＤＰＸ⁃ＭＤ
５５ － ８０ ７８ ０ ９２ ± ０ ０５ ０ ８８ ± ０ ０９ ２ ５ １０ ３
６０ － １０３ １０８ ０ ９２ ± ０ ０８ ０ ８５ ± ０ ０８ ４ ８ １７ ６
６５ － ６９ ６５ ０ ９０ ± ０ ０４ ０ ８１ ± ０ １１ １１ ６ ３３ ８
７０ － ５３ ５５ ０ ８９ ± ０ ０４ ０ ７６ ± ０ １２ ２０ ７ ４０
７５ － ２２ １９ ０ ８５ ± ０ ０３ ０ ６８ ± ０ １５ ５４ ５ ５７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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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岁）

男性
（例）

女性
（例）

男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女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检测
部位

检测
地点

男性
ＯＰ 率％

女性
ＯＰ 率％ 设备型号

参考
文献

８０ － ５ ６ ０ ８０ ± ０ ０５ ０ ６５ ± ０ ０９ ６０
８５ － ２ ３ ０ ７８ ± ０ ０２ ０ ６３ ± ０ １３ ０ ０

年龄段
（岁）

男性
（例）

女性
（例）

男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女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检测
部位

检测
地点

男性
ＯＰ 率％

女性
ＯＰ 率％

设备
型号

参考
文献

４５ － ３０ ３０ ０ ９８１ ± ０ ０７５ ０ ９６１ ± ０ １５ 腰椎 １３ ３ １６ ７ （８）
５０ － ６４ ６４ ０ ９７１ ± ０ ０８２ ０ ９４２ ± ０ １５ 兰州 ２８ １ ３９ １ ＨＯＬＯＧＩＣ
５５ － ９５ ９７ ０ ９５２ ± ０ ０５３ ０ ８５１ ± ０ １２ ３３ ７ ５１ ５ ＤＥＰＨＩ
６０ － １１０ １１５ ０ ８７３ ± ０ ０９８ ０ ８０３ ± ０ １７ ４３ ６ ６３ ５
６５ － ９０ ９０ ０ ８２４ ± ０ ０８９ ０ ７８４ ± ０ １７ ４５ ６ ７１ １
７０ － ７０ ６３ ０ ８０７ ± ０ ０８４ ０ ７６２ ± ０ １２ ４８ ６ ８１
８０ － ３８ ４１ ０ ７４９ ± ０ ０２１ ０ ７３１ ± ０ ０８ ６８ ４ ８２

年龄段
（岁）

男性
（例）

女性
（例）

男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女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检测
部位

检测
地点

男性
ＯＰ 率％

女性
ＯＰ 率％

设备
型号

参考
文献

３０ － ６５ ８５ ０ ９５８ ± ０ １３５ ０ ９５７ ± ０ １０８ 股骨颈 兰州 ｌｕｎａｒ （９）
４０ － ７０ １２９ ０ ９３３ ± ０ ０８６ ０ ９４５ ± ０ １０３ １ ７ ９ ８ ｐｒｏｄｉｇｙ
５０ － ９８ １５８ ０ ８８１ ± ０ １２３ ０ ８９１ ± ０ １０９ １２ ５ ２１ ９
６０ － １３２ １２８ ０ ８３０ ± ０ １４０ ０ ８６２ ± ０ １２８ ２０ ８ ４５ １
７０ － １１０ ９７ ０ ８１７ ± ０ １１４ ０ ７７８ ± ０ １２７ ２２ ８ ５６ ４
８０ － １０ １５ ０ ７８７ ± ０ １２６ ０ ７５０ ± ０ １４２ ２５ ３ ６７ ９

年龄段
（岁）

男性
（例）

女性
（例）

男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女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检测
部位

检测
地点

男性
ＯＰ 率％

女性
ＯＰ 率％

设备
型号

参考
文献

３０ － ４６ ４５ １ １１３ ± ０ ０２７ １ １８１ ± ０ １７ 股骨颈 法国 （１０）

４０ － ４８ ４６ ０ ６８１ ± ０ １０７ １ ２２３ ± ０ １５９ 湖北
ＣＨＡＬＡ⁃
ＮＧＥＲ

５０ － ５０ ４８ ０ ５１１ ± ０ ０３７ ０ ７１１ ± ０ １１９ 宜昌

６０ － ３５ ３０ ０ ５０４ ± ０ １１７ ０ ６１４ ± ０ １６５
７０ － ３０ ２７ ０ ４７２ ± ０ ０６３ ０ ５６１ ± ０ ０９８
８０ － １０ １５ ０ ４１４ ± ０ ０８９ ０ ４６４ ± ０ ０７７
９０ － ５ ７ ０ ３５１ ± ０ ０８６ ０ ３５１ ± ０ ０４７

年龄段
（岁）

男性
（例）

女性
（例）

男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女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检测
部位

检测
地点

男性
ＯＰ 率％

女性
ＯＰ 率％

设备
型号

参考
文献

３０ － ８１ ８９ ０ ８５ ± ０ １６ ０ ８７ ± ０ １４ 腰椎 ＬＵＮＡＲ （１１）
４０ － ８４ ８６ ０ ７５ ± ０ １２ ０ ８３ ± ０ １５ 广州 ４ ８ ４ ７ ＤＰＸ⁃Ｌ
５０ － ２０５ ２１０ ０ ７２ ± ０ １３ ０ ７０ ± ０ １６ ８ ８ ２４ ８
６０ － １６２ １６５ ０ ６８ ± ０ １２ ０ ５５ ± ０ １２ １１ １ ６３
７０ － １０１ １０３ ０ ５９ ± ０ １５ ０ ４７ ± ０ １０ １７ ８ ６７
８０ － ４０ ４１ ０ ５６ ± ０ １１ ０ ４４ ± ０ ０９ ２０ ７０ ７

年龄段
（岁）

男性
（例）

女性
（例）

男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女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检测
部位

检测
地点

男性
ＯＰ 率％

女性
ＯＰ 率％

设备
型号

参考
文献

３０ － １１５ １０１ ２ ６１ ３ ９６ （１２）
３５ － ２７１ ２２３ 股骨颈 漳州 １ ４８ ２ ２４ 韩国

４０ － ４５３ ３０９ ２ ６５ １ ６２ ＯＳＴＥＯＳＹＳ
４５ － ４４６ ３２２ ３ ３６ ３ ７３ ｅｘａ⁃３０００
５０ － ２７７ ２１４ ６ １４ １７ ７６
５５ － １９２ １８６ ７ ２９ ４８ ３９
６０ － １１４ １２０ １２ ２８ ６３ ３３
６５ － ７８７８ ４０ ３４ ６２ ７５
７０ － ３５ ２９ ３１ ４３ ８６ ２１
７５ － １９ １０ ６３ １６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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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岁）

男性
（例）

女性
（例）

男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女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检测
部位

检测
地点

男性
ＯＰ 率％

女性
ＯＰ 率％ 设备型号

参考
文献

４０ － １６４ ０ ３６８ 前臂 ０ （１３）
４５ － ３０３ ０ ３５７ 上海 ０ ９９ ｐＤＥＸＡ
５０ － ３５０ ０ ３３ １ １４
５５ － ２４４ ０ ３０６ ６ ９７
６０ － １８８ ０ ２９３ １３ ３
６５ － ２００ ０ ２７３ ２５ ５
７０ － ２３７ ０ ２６３ ２９ ９６
７５ － １１３ ０ ２４６ ４６ ０２
８０ － ４１ ０ ２４６ ５３ ６６

年龄段
（岁）

男性
（例）

女性
（例）

男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女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检测
部位

检测
地点

男性
ＯＰ 率％

女性
ＯＰ 率％

设备
型号

参考
文献

３０ － １３６０ １１２９ 跟骨 武汉 ３ ２ ＬＵＮＡＲ （１４）
４０ － １７４８ １３１８ ４ ３ ＰＩＸＩ
５０ － １５３３ １３０６ ６ ６
６０ － ６２８ ４４１ ８ １７
７０ － ４１１ ２２１ １６ ２８
８０ － ８９ ４０ ２６ ３５

年龄段
（岁）

男性
（例）

女性
（例）

男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女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检测
部位

检测
地点

男性
ＯＰ 率％

女性
ＯＰ 率％

设备
型号

参考
文献

３０ － ４３ ４５ ０ ７５３ ± ０ １４６ ０ ５８３ ± ０ ０８６ 前臂 ０ ０ 韩国 （１５）
４０ － ６２ ５２ ０ ６７９ ± ０ １４９ ０ ５５４ ± ０ １３８ 新疆 １ ６７ １ ９２ ＥＸＡ⁃３０００
５０ － ４２ ３８ ０ ５７３ ± ０ １５５ ０ ４１７ ± ０ １２ 汉族 ５ ２６ ７ ８９
６０ － ３９ ３８ ０ ５２３ ± ０ １４６ ０ ３７５ ± ０ １３７ １９ ４４ ３１ ５８
７０ － ３０ ２４ ０ ３７８ ± ０ １３３ ０ ２９３ ± ０ １１１ ５０ ５４
８０ － １０ １３ ０ ２６０ ± ０ １２６ ０ １９８ ± ０ ０６１ ８５ ７１ ６９

年龄段
（岁）

男性
（例）

女性
（例）

男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女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检测
部位

检测
地点

男性
ＯＰ 率％

女性
ＯＰ 率％

设备
型号

参考
文献

３０ － ２９ ４３ ０ ７３３ ± ０ １４６ ０ ５８ ± ０ ０８７ 前臂 新疆 ０ ０ 韩⁃
ＥＸＡ３０００ （１５）

４０ － ５２ ３２ ０ ６７２ ± ０ １６８ ０ ４７１ ± ０ １５２ 维族 １ ９２ ３ １３
５０ － ３４ ３６ ０ ５６１ ± ０ １６７ ０ ３６４ ± ０ １４６ ５ ８８ ８ ３３
６０ － ４１ ３４ ０ ４７２ ± ０ １０５ ０ ３５１ ± ０ １２８ １９ ５１ ３５ ２９
７０ － ３２ １８ ０ ３４６ ± ０ １３７ ０ ２４７ ± ０ １２４ ５０ ５５ ５６
８０ － １２ １４ ０ ２７２ ± ０ ０９２ ０ １２３ ± ０ ０８２ ６６ ６７ ７１

年龄段
（岁）

男性
（例）

女性
（例）

男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女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检测
部位

检测
地点

男性
ＯＰ 率％

女性
ＯＰ 率％

设备
型号

参考
文献

２０ － ７６４ ７０１ ０ ６２３ ± ０ ０８０ ０ ５０９ ± ０ ０６２ 北京密云 ２ ０９ ０ ２９ ＯＳＴＥＯ⁃
ＭＥＴＥＲ （１６）

３０ － １０６９ ２２８７ ０ ６４０ ± ０ ０８１ ０ ５２８ ± ０ ０６４ １ ０３ ０ １２ ＤＴＸ － ２００
４０ － １５００ ６１８６ ０ ６１６ ± ０ ０７２ ０ ５２５ ± ０ ０５８ 前臂 １ ８７ ０ １５
５０ － ６２８ ４５５２ ０ ５８０ ± ０ ０７７ ０ ４７８ ± ０ ０８０ ６ ０５ ７ ６
６０ － ２７４ １１１９ ０ ５１６ ± ０ ０８６ ０ ３９９ ± ０ ０８２ ２２ ６２ ３３ ０７
７０ － ２４４ ２２０ ０ ４８３ ± ０ １００ ０ ３４９ ± ０ ０９４ ３６ ８８ ４３ １９
８０ － ４１ ２４ ０ ４５６ ± ０ ０８２ ０ ３１０ ± ０ ０８２ ４６ ３４ ４５ ８４

年龄段
（岁）

男性
（例）

女性
（例）

男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女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检测
部位

检测
地点

男性
ＯＰ 率％

女性
ＯＰ 率％

设备
型号

参考
文献

２０ － １５ １１ ０ ５７１ ± ０ ０７８ ０ ４６８ ± ０ ０５２ ０ ０ ＤＴＸ － ２００ （１７）
２５ － ９９ １６３ ０ ６１８ ± ０ ０８６ ０ ５００ ± ０ ０５８ 前臂 长春 ０ ０
３０ － １４１ ２２４ ０ ６２５ ± ０ １０９ ０ ５０６ ± ０ ０５８ ０ ０
３５ － １５３ １７５ ０ ６２２ ± ０ ０７９ ０ ５０５ ± ０ ０６８ ０ ０
４０ － １５９ ３３７ ０ ６１０ ± ０ ０７８ ０ ４９４ ± ０ ０５６ ０ ０
４５ － １６４ ６１０ ０ ６００ ± ０ ０８９ ０ ４９１ ± ０ ０４８ ３ ６５９ １ ４２９

５中国骨质疏松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第 ２１ 卷第 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Ｖｏｌ ２１， Ｎｏ． １



年龄
（岁）

男性
（例）

女性
（例）

男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女性骨
密度值（ｇ ／ ｃｍ２）

检测
部位

检测
地点

男性
ＯＰ 率％

女性
ＯＰ 率％ 设备型号

参考
文献

５０ － １９６ ９７３ ０ ５９２ ± ０ ０８４ ０ ４９１ ± ０ ０８２ ５ ６１２ ３ ２３８
５５ － ４５３ ９７７ ０ ５８８ ± ０ ０８７ ０ ４４７ ± ０ ０８２ ８ ３８９ ９ ９１８
６０ － ７３７ ７４６ ０ ５５９ ± ０ ０９２ ０ ４１２ ± ０ ０８５ １５ ７３９ ２３ ２２１
６５ － ２１６５ ２１７０ ０ ５４２ ± ０ ０９０ ０ ３７４ ± ０ ０８６ １８ ９３８ ４０ ３６９
７０ － ２２０５ １８４７ ０ ５０５ ± ０ ０９０ ０ ３４０ ± ０ ０７９ ３４ １２ ５７ ３０５
７５ － ６１３ ４１０ ０ ４７９ ± ０ ０８８ ０ ３１７ ± ０ ０８８ ４４ ６９８ ６９ ８５３
８０ － １４９ ６９ ０ ４６８ ± ０ ０８３ ０ ３０５ ± ０ ０７９ ５１ ６７８ ７１ ４２９
８５ － ３７ ２１ ０ ４０２ ± ０ ０６９ ０ ２８５ ± ０ ０４６ ８１ ０８１ ９０

表 ２　 中国大陆地区 ４０ 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发病率（ＬＵＮＡＲ， － ２ ５ＳＤ 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ｉ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ｌｄｅｒ ｔｈａｎ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ＬＵＮＡＲ， － ２． ５ ＳＤ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女性骨质疏松症发病率

年龄段 ４∗ ５∗ ２∗ ７∗ １１∗ ３∗ 均值

４０ － ９ ６％ ５ ６％ ５ ６５％ ９％ ４ ７％ ３ ６５％ ６ ３７％ ±２ ３９％
５０ － ２１％ ２５％ ２５％ １０％ ２４ ８％ ２４ ７％ ２１ ７５％ ±５ ９６％
６０ － ４４％ ４８ ５％ ４８ ５％ ２５ ７％ ６３％ ４８ ６％ ４６ ３８％ ±１２ ０３％
７０ － ５５ ６％ ７０％ ７０ ４％ ４９％ ６７％ ７３ ９％ ６４ ３２％ ±９ ７９％
８０ － ６７ ７％ ７８％ ７８ ７％ — ７７ ７％ ８１ ６％ ７６ ７４％ ±５ ２８％

男性骨质疏松症发病率

年龄段 ４∗ ５∗ ２∗ ７∗ １１∗ ３∗ 均值

４０ － １ ６％ ５ ３％ ５ ３％ ２ ３％ ４ ８％ ５ ３５％ ４ １１％ ±１ ７０％
５０ － １２ ３％ １８％ １８％ ２ ５％ ８ ８％ １７ ８％ １２ ９０％ ±６ ３５％
６０ － ２０ ６％ ２６ ５％ ２６ ５％ ８ ２％ １１ １％ ２６ ５％ １９ ９０％ ±８ ３１％
７０ － ２２ ３％ ３１ ７％ ２９ １％ ３７ ６％ １７ ８％ ３５ ３％ ２８ ９７％ ±７ ６３％
８０ － ２４％ ４３ ６％ ４３ ６％ ６０％ ２０％ ４７ ５％ ３９ ７８％ ±１５ ０９％

　 　 注：∗参考文献

表 ３　 大陆地区［１］４０ 岁以上骨质疏松症发病人数估算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ｏｌｄｅｒ ｔｈａｎ ４０ ｙｅａｒｓ）

年龄段 男性人口（人） 男性发病率 男性患病人口 女性人口（人） 女性发病率 女性患病人口 总计患病人口（人）

４０ － １１７３８５０９６ ４ １１％ ４８２４５２７ １１２９６３４２１ ６ ３７％ ７１９５７６９ １２０２０２９６
５０ － ８１４４６１７２ １２ ９０％ １０５０６５５６ ７８６１９４７３ ２１ ７５％ １７０９９７３５ ２７６０６２９１
６０ － ５０５８２８９７ １９ ９０％ １００６５９９６ ４９１９７６６７ ４６ ３８％ ２２８１７８７７ ３２８８３８７３
７０ － ２７６８２３１２ ２８ ９７％ ８０１９５６５ ２９１４２２１８ ６４ ３２％ １８７４４２７５ ２６７６３８４０

≥８０ － ８７７４７５２ ３９ ７８％ ３４９０５９６ １２２１４５９４ ７６ ７４％ ９３７３４８０ １２８６４０７６
总计骨质疏松症患病人口数量（人） １１２１３８３７６

３　 讨论

中国大陆地区人口接近 １３ ３ 亿，巨大的人口基

数中 ４０ 岁以上（含 ４０ 岁）患有骨质疏松症的人群

达到约 １ １ 亿，这是本研究的必要性。 既往很多文

献中，均是某地各自根据骨密度测量人群得到的发

病率，尚不足以作为全国人口的骨质疏松症发病率

的依据。 筛选合适相关文献，统一骨密度测量仪器

后，统计数据，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显示出比较准确的

大陆地区骨质疏松症发病率。 本文仅使用同一厂家

（ＬＵＮＡＲ）设备测得的数据，而未采用多个设备厂家

测量数据的原因在于：已有研究［１８］ 表明，不同设备

测量骨密度数据并不一致，相差约 ５ － １０％ 。

一般骨质疏松症发病率的研究采用每 １０ 年一

个年龄段，这也是由于人体全身骨骼代谢速度大约

为 １０ 年更换一遍。 文中一些文献数据采用每 ５ 年

一个年龄段，将两个 ５ 年的数值相加除以 ２，就可以

得到相应 １０ 年年龄段的均值。 ３０ － ４０ 岁年龄段是

人群中峰值骨量所在，而且骨质疏松症诊断标准正

是以人群峰值骨量下降 － ２ ５ 标准差，因此，本研究

并未统计 ３０ － ４０ 岁年龄的发病率。 正因为男性与

与女性因为身体结构差异，导致不同年龄段上发病

率均明显不同，尤其在女性 ５０ 岁绝经后的时期，骨
质疏松症发病率明显快速增加。 本研究显示 ４０ 岁

以上人口中约 ２０％ 人群患有骨质疏松症，超过 １ １
亿人群，各年龄段男女发病率比值约 １∶ ２，在既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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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中少有报道。 这些数值也显示中国大陆地区进行

骨质疏松症防治的沉重负担和专业研究的重要性。
中国老年学学会骨质疏松委员会在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４ 年多次提出国内骨质疏松症诊断标准［１９］ 采用

峰值骨量下降 － ２ＳＤ，而不是采用 － ２ ５ＳＤ，原因在

于中国黄色人种峰值骨量一般较白人女性峰值骨量

低 １０ － １５％左右［２０］，另临床工作中也常发现骨密度

尚未下降到 － ２ ５ＳＤ 时就出现了很多骨折病例。 本

文尚未涵盖 － ２ＳＤ 的文献数据，是为不足之处，可做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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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ｘｉｎｇ， ＦＡＮＧ Ｍｉｎｇ⁃ｌｉ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Ａ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ｉｎ １２０４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Ｘｕｚｈｏｕ ａｒｅａ［ Ｊ］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０，２６（１２）：１３１１⁃１３１３（ｉｎ Ｃｈｉｎｓｅ） ．

［ ６ ］ 　 丘红，曾玉红，闫富梅等． 女性原发性骨质疏松患病率及易患

因素的初步研究． 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２００８，１１（６）：８３１⁃
８３２．
Ｑｉｕ Ｈｏｎｇ， Ｚｅｎｇ Ｙｕｈｏｎｇ， Ｙａｎ Ｆｕｍｅｉ，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ｍａｌ ｏｆ Ｃｏ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８，１１
（６）：８３１⁃８３２（ｉｎ Ｃｈｉｎｓｅ） ．

［ ７ ］ 　 郭丽． 凉山彝族地区 ８００ 例中老年人骨密度调查． 医学临床

研究，２０１１， ２８（１２）： ２２５４ ⁃２２５５， ２２５８．
ＧＵＯ Ｌｉ．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８００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Ａｇ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Ｌｉａｎｇｓｈａｎ Ｙｉ Ｒｅｇｉｏｎ ［ Ｊ ］ ． Ｊｏｕｒ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１，２８（１２）：２２５４⁃２２５５，２２５８（ｉｎ Ｃｈｉｎｓｅ） ．

［ ８ ］ 　 张童茜，陈莉，徐秀兰． 兰州市部分中老年人群骨质疏松初筛

结果分析． 中华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杂志，２０１２，０５ （３）：
１９７⁃１９９．
ＺＨＡＮＧ Ｔｏｎｇ⁃ｑｉａｎ， ＣＨＥＮ Ｌｉ， ＸＵ Ｘｉｕ⁃ｌａｎ．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０５（０３）：１９７⁃１９９（ｉｎ Ｃｈｉｎｓｅ） ．

［ ９ ］ 　 白孟海，葛宝丰，白洁等． 兰州地区正常人群骨密度及骨质疏

松检出率结果分析． 中国骨质疏松杂志，２００８，１４（１０）：７３６⁃
７３７，７５０．
ＢＡＩ Ｍｅｎｇｈａｉ， ＧＥ Ｂａｏｆｅｎｇ， ＢＡＩ Ｊｉｅ，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ａｒｅａ［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２００８， １４ （ １０ ）： ７３６⁃７３７， ７５０ （ ｉｎ
Ｃｈｉｎｓｅ） ．

［１０］ 　 覃勇，樊继波，李莎等． 湖北省宜昌地区正常人骨密度调查及

骨质疏松症发病率研究． 湖北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１３（４）：
４８⁃５１．
Ｑｉｎ Ｙｏｎｇ， Ｆａｎ Ｊｉｂｏ， Ｌｉ ｓｈａ，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ｉｎ
Ｙｉｃｈａ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１，１３（０４）：４８⁃５１（ｉｎ Ｃｈｉｎｓｅ） ．

［１１］ 　 林伟，邓力平，邬恒夫等． 广州地区 １ ５３０ 例骨密度分析及骨

质疏松发病率研究． 中国骨质疏松杂志，２００３，９ （３）：２５７⁃
２５８，２７０．
ＬＩＮ Ｗｅｉ， ＤＥＮＧ Ｌｉｐｉｎｇ， ＷＵ Ｈｅｎｇｆｕ， ｅｔ 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ｂｙ ＤＥＸＡ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ｉｎ １５３０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 Ｊ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２００３，９（０３）：２５７⁃２５８，２７０（ｉｎ Ｃｈｉｎｓｅ） ．

［１２］ 　 邱耀辉，吴义森，兰宇频等． 漳州地区 ３７９６ 名体检人群前臂远

端骨密度调查分析． 解放军医药杂志，２０１３，２５（１０）：９５⁃９７．
ＱＩＵ Ｙａｏ⁃ｈｕｉ， ＷＵ Ｙｉ⁃ｓｅｎ， ＬＡＮ Ｙｕ⁃ｐｉｎ， 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Ｂｏｎ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ｓｔａｌ Ｆｏｒｅａｒｍ ｉｎ ３７９６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Ｊ］． Ｍｅｄ ＆ Ｐｈａｍ Ｊ
Ｃｈｉｎ ＰＬＡ，２０１３，２５（１０）：９５⁃９７（ｉｎ Ｃｈｉｎｓｅ）．

［１３］ 　 李敏． 上海城区 ４０ 岁以上女性骨质疏松患病率及危险因素

研究［Ｄ］． 复旦大学，２００５． ＤＯＩ：１０ ７６６６ ／ ｄ． ｙ９５２１２３．
Ｌｉ Ｍ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ｏｖｅｒ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ｉｔｙ． ［ Ｄ ］．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５． ＤＯＩ：１０ ７６６６ ／ ｄ． ｙ９５２１２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ｓｅ） ．

［１４］ 　 喻晶，刘佩文，王元英，等． 武汉地区 １１ ５５９ 名受试者跟骨骨

密度检测结果分析． 中华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杂志，２０１０，
３（４）：２４６⁃２５０
ＹＵ Ｊｉｎｇ， ＬＩＵ Ｐｅｉｗｅｎ， ＷＡＮＧ Ｙｕａｎｙ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ａｎｅ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１１ ５５９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Ｗｕｈ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０，０３（０４）：２４６⁃２５０（ｉｎ Ｃｈｉｎｓｅ） ．

［１５］ 　 杨晶，海克甫（阿古），宋兴华． 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和汉族人群

骨质疏松发病率的调查研究． 中国骨质疏松杂志，２０１３，１９
（１）：２６⁃２８，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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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疼痛的疗效观察［Ｊ］ ． 针灸临床杂志，２００４，１２（２０）：７⁃８．
Ｌｉｎ Ｚｈｉｗｅｉ，Ｌｉｎ Ｊｉａｎ，Ｇａｏ Ｌｉｐｉｎｇ， ｅｔｃ． Ｓｈｅｎｓｈｕ ｂｕｒｉｅｄ 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ｕｒ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ｉ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ｘｉｂｕｓｔｉｏｎ，２００４，
１２（２０）：７⁃８．

［１３］ 　 周德祥． 骨质疏松症的针灸治疗概况及评述［ Ｊ］ ． 针灸临床杂

志，２０００，１６（１）：５４．
Ｚｈｏｕ Ｄｅｘｉａ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ｘｉｂｕｓｔｉｏｎ，２０００，１６（１）：５４．

［１４］ 　 林志苇，黎健，高丽萍，等． 肾俞穴位埋线对原发性骨质疏松

症骨密度影响的研究［ Ｊ］ ． 中国骨质疏松杂志，２００６，１２（４）：
３８１⁃３８３．
Ｌｉｎ Ｚｈｉｗｅｉ， Ｌｉｎ Ｊｉａｎ， Ｇａｏ Ｌｉｐｉｎｇ， ｅｔｃ． Ｓｈｅｎｓｈｕ ｐｏｉｎｔｓ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ｗｉｒｅ ｔ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ｂｏｎ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２００６，１２（４）：３８１⁃３８３．

［１５］ 　 林志苇，潘文谦． 肾俞穴位埋线治疗原发性骨质疏松症 ５ 年

骨折率调查［Ｊ］ ． 中国针灸，２０１０，３０（４）：２８２⁃２８４．
Ｌｉｎ Ｚｈｉｗｅｉ， Ｐａｎ Ｗｅｎｑｉ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ｂｏｎｅ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ｔｈｒｅａｄ ａｔ
Ｓｈｅｎｓｈｕ （ＢＬ ２３）ｄｕｒｉｎｇ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ｘｉｂｕｓ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３０（４）：２８２⁃２８４．

［１６］ 　 周乙雄，姚力，薛延，等． 中老年女性骨关节炎患者骨密度的

特点［Ｊ］ ． 中国骨质疏松杂志，２００２，８：２１９⁃２２１．
Ｚｈｏｕ Ｙｉｘｉｏｎｇ， Ｙａｏ Ｌｉ， Ｘｕｅ Ｙａｎ， ｅｔ ａｌ．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ｋｎｅｅ 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
２００２，８：２１９⁃２２１．

［１７］ 　 罗小光，姜铭，罗能先． 穴位埋线、中药对去势大鼠 ＧＭ⁃ＣＳＦ、
ＴＮＦ⁃α 的影响 ［ Ｊ］ ． 中华中医药杂志 （原中国医药学报），
２０１０，２５（９）：１４０１⁃１４０３．
Ｌｕｏ Ｘｉａｏｇｕ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 Ｍｉｎｇ， Ｌｕｏ Ｎｅｎｇｘｉ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ａｔｇｕｔ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ａｃｕｐ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ｏｎ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 ｉｎ ｏｖａｒｉｅｃｔｏｍｉｚｅｄ ｒａｔｓ［ Ｊ］ ．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２０１０，２５（９）：１４０１⁃１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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