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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位于西南地区的重庆市健康成年男性、女性的骨密度现状，为骨质疏松症的筛查、预防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 Ｓｕｎｌｉｇｈｔ ＯｍｎｉｓｓｅｎｓｅＴＭ ７０００超声骨密度仪，调查测量了自 ２０１２年 ９月～２０１３年 １月期间在西南大学体检中心参加健康
体检的 １４２４（女性 ６４３，男性 ７８１）名汉族成年人桡骨远端骨密度，根据 Ｔ值判定骨量减少和骨质疏松，并计算其检出率。 结果
女性骨量减少 ２４８例，检出率为 ３８．５７％，骨质疏松 １８７例，检出率为 ２９．０８％；男性骨量减少 ３３９ 例，检出率为 ４３．４１％，骨质
疏松 ９６例，检出率为 １２．２９％。 重庆地区骨量减少和骨质疏松的检出率与贵阳、广州、北京地区比较男性在 ２０岁段～４０岁段
均有显著差异（P ＜０．００１），与杭州地区相比男性在 ２０岁段、３０岁段、６０岁段、７０岁段有显著差异（P ＜０．００１），与沈阳地区相
比男性在 ２０岁段、５０岁段、６０岁段均有差异（P ＜０．０５）；与贵阳地区比较女性在 ５０ 岁段和 ７０ 岁段有显著差异（P ＜０．００１），
与广州地区相比女性在 ２０岁段、４０岁段、６０岁段、７０岁段均有显著差异（P ＜０．００１），与杭州、沈阳地区相比女性在 ５０ 岁段和
６０岁段有显著差异（P ＜０．００１），与北京地区相比女性在 ２０ 岁段～５０ 岁段有显著差异（P ＜０．００１）。 结论　重庆地区男女性
在 ５０岁以前 Ｔ值水平相当并保持相对稳定，５０岁以后女性 Ｔ值明显低于男性；随年龄增加男女性 Ｔ值均逐渐下降，女性在围
绝经期下降迅速。 重庆地区在骨量减少及骨质疏松的检出率上较我国其他地区处于中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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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 of healthy men and women in Chongqing， and to provide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the screening and prevention of osteoporosis （OP）．Methods　BMD of １４２４ Han people， who received
health examination in the Health Examination Center of Southwest China University from September ２０１２ to January ２０１３， was
tested using ultrasound absorptiometry （Sunlight Omnissense TM ７０００）．Osteopenia or OP was judged according to the T－value．
The detection rate was calculated respectively．Results　 The number of osteopenia and OP was ２４８ （３８．５７％） and １８７
（２９．０８％）， respectively， in women， and ３３９ （４３．４１％） and ９６ （１２．２９％）， respectively， in men．The detection rates of
osteopenia and OP in ２０ －４０ －year－old men in Chongqing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compared to those in Guiyang， Guangzhou，
and Beijing （P ＜０．００１）．The detection rates in ２０， ３０， ６０， and ７０ years old men in Chongqing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compared to those in Hangzhou （P ＜０．００１）， and in ２０， ５０， and ６０ years old men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compared to those in
Chongqing and Shenyang （P ＜０．００１）．In women， the detection rat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compared to those in ５０ and ７０
years old women in Guiyang （P ＜０．００１）， in ２０， ４０， ６０， and ７０ years old women in Guangzhou （P ＜０．００１）， in ５０ and ６０ years
old women in Hangzhou and Shenyang （P ＜０．００１）， and in ２０ －５０ －year－old women in Beijing （P ＜０．００１）．Conclusion　The
T－value of both genders is stable before ５０ years old in Chongqing．The T－value in women is lower than that in man after ５０ years
old．The T－value in women and men gradually decreases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of age．The T－value in women decreases more
rapidly during perimenopause period．Comparing to those in other cities， the detection rates of osteopenia and OP in Chongqing is at
the middle level in china．
Key words： Bone mineral density； Osteoporosis； Distal radius； Health examination； Ultras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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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质疏松（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ＯＰ）是一种以骨量低下
和骨组织微结构破坏为特征，导致骨脆性和骨折危
险性增加的全身性骨病［１］ 。 ２００１ 年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ＮＩＨ）提出，ＯＰ 是以骨强度下降、骨折风险
性增加为特征的骨骼系统疾病，骨强度主要反映骨
骼的两个方面，即骨矿密度和骨质量［２］ 。 ＯＰ是一种
年龄相关性疾病，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患病人数越
多。 我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亦是老年人口绝对数
量最多的国家，伴随老龄化群体数量的持续增长，可
以预见不远的将来 ＯＰ会为我国带来沉重的疾病负
担［３］ 。 因此，了解人群骨密度（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ＢＭＤ）的变化规律和 ＯＰ 带来的并发症具有重要的
意义。

ＢＭＤ作为目前诊断骨质疏松、预测骨质疏松性
骨折的最佳定量指标，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推荐使
用双能 Ｘ线吸收法（ＤＸＡ）测量。 除开 ＤＸＡ的辐射
安全性及运作成本高等问题，近来的研究和临床应
用发现，ＤＸＡ法诊断 ＯＰ也有相当的局限性，因其测
量所得 ＢＭＤ是一种投影骨密度，而根据其定义，ＯＰ
是指单位体积骨矿含量 （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ＢＭＣ）的减少。 相对于同样体积的 ＢＭＣ，骨的几何
尺寸越大则投影 ＢＭＤ就越高，从而造成体型较大的
患者诊断为正常，体型较小的则可能诊断为
ＯＰ［４，５］ 。 近些年在西方国家广泛用于临床筛查的骨
密度定量超声测量技术 （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ＱＵＳ）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国内
也可见少数研究探索了 ＱＵＳ 技术在特定人群中的
ＯＰ诊断应用［６，７］ ，但是多选用跟骨或者胫骨等承重
骨进行测量，而桡骨作为非承重骨的研究却鲜见公
开报道。 本研究通过测量 １４２４ 例健康体检人群的
桡骨远端 ＢＭＤ来了解重庆市常住人口 ＢＭＤ的变化
情况，以及 ＯＰ患病情况，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收集 ２０１２年 ９ 月～２０１３ 年 １ 月期间在西南大
学医院体检中心进行体检的 １４２４ 名健康体检者资
料。 所有研究对象均为在重庆市市区居住 ５年以上
汉族成年人，排除了心脑肝肾等主要脏器慢性疾病、
影响骨代谢的内分泌性疾病以及长期服用激素类药

物患者，无骨折史、无行动受限、无躯体畸形。 其中
女性 ６４３ 名，年龄 ２２ ～９０ 岁，平均 ５４．４２ ±１９．１１
岁，男性 ７８１名，年龄２３ ～９８岁，平均５６．４５ ±１８．５５
岁，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４２４名研究对象以 １０

岁为一个年龄组，将 ８０岁及以上的研究对象归为一
组，共分为 ７组。
1．2　研究方法

测量仪器为以色列 Ｓｕｎｌｉｇｈｔ ＯｍｎｉｓｓｅｎｓｅＴＭ ７０００
超声骨密度仪，测量部位为无骨折的非优势侧上肢
桡骨远端（桡骨 １ ／３ 处，即手臂自然伸直状态的中
指末端至鹰嘴直线距离的一半处）［８］ ，受检者皮肤
表面涂以标准超声凝胶，探头与桡骨长轴平行，通过
凝胶与皮肤充分藕合，测量指标为超声传导速度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ｓｏｕｎｄ，ＳＯＳ） （ｍ／ｓ）。 所有测量由固定的
专业技术人员操作，每次开机测量均进行标准校正，
系统测定误差小于 ０．３％。
1．3　ＯＰ诊断标准

参照经过修正的 ＷＨＯ 推荐标准［１］ ，采用 Ｔ 值
评定法（受检者与同种族、同性别的健康成年人群
的 ＳＯＳ平均值相比较，以人群标准差为单位表示），
即 Ｔ≥－１．０为骨量正常、 －２．５ ＜Ｔ＜－１．０ 为骨量
减少、Ｔ≤－２．５为 ＯＰ。 同时兼顾 Ｚ值评定法（受检
者与同性别、同年龄人群 ＳＯＳ 平均值相比较，以人
群标准差为单位表示）。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和
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以
频数（百分率）表示。 计量资料的两组比较采用独
立 ｔ 检验，多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
卡方检验分析。 P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ＢＭＤ检测结果的性别差异

我中心检出的健康女性及健康男性的平均骨密

度 Ｔ值分别为－１．７１ ±１．４３ 和－１．２０ ±１．１２，差异
显著（P ＜０．００１）。 分年龄段比较可见，女性在 ５０
岁段开始骨密度 Ｔ值均低于同年龄段男性，且骨密
度呈迅速下降趋势；男性在 ４０岁段开始骨密度呈现
缓慢下降趋势。 详见表 １及图 １。
2．2　骨量异常检出情况及其性别和年龄差异

骨量异常情况包括骨量减少及骨质疏松两种情

况。 本次研究的骨量异常检出率在不同性别均呈现
随年龄的增大而逐渐增高的趋势；女性受检者自 ５０
岁年龄段开始，骨量异常的检出率显著高于男性（P
＜０．００１ ）。 女性骨量减少 ２４８ 例， 检出率为
３８．５７％，骨质疏松 １８７ 例，检出率为 ２９．０８％；男性
骨量减少 ３３９ 例，检出率为 ４３．４１％，骨质疏松 ９６
例，检出率为 １２．２９％。 不同性别组中，男性各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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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段骨量减少及 ＯＰ 的检出率无显著差别（P ＞
０．０５），而女性在 ２０ 岁段与 ３０ 岁段、４０ 岁段与 ５０
岁段、５０ 岁段与 ６０ 岁段、６０ 岁段与 ７０ 岁段骨量减

少及 ＯＰ检出率均有差异（P ＜０．０５），其中 ４０ 岁段
与 ５０岁段检出率差异显著（P ＜０．００１）。 详见表 ２
及图 ３ ～５。

表 1　各年龄段不同性别超声骨密度检测 Ｔ值比较
Table 1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ｖａｌｕｅ ａｍｏ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ｓ

年龄

（岁）

男性 女性

ｎ（％） Ｔ值 ｎ（％） Ｔ 值 ｔ P

２０ ～２９ ＄５３（３ 　　．７２） －１ ▊▊．１３６ ±０ ▊．９１６ ７２（５ ｚｚ．０６） －０ 　　．９５３ ±１ （．００１ １ ｝｝．０４７ ＞０ ▊▊．０５
３０ ～３９ ＄１３２（９ ＆＆．３０） －０ ▊▊．９３６ ±１ ▊．０５６ １２０（８ 帋帋．４３） －０ 　　．７３１ ±０ （．８４３ １ ｝｝．７０８ ＞０ ▊▊．０５
４０ ～４９ ＄１１３（７ ＆＆．９４） －０ ▊▊．８３７ ±０ ▊．９６２ ６９（４ ｚｚ．８５） －０ 　　．７７４ ±１ （．２３８ ０ ｝｝．３６３ ＞０ ▊▊．０５
５０ ～５９ ＄１４５（１０ ：：．１８） －１ ▊▊．０６９ ±１ ▊．１２７ １２２（８ 帋帋．５７） －１ 　　．８７３ ±１ （．２２２ ５ ｝｝．５８８ ＜０ ⒂⒂．００１
６０ ～６９ ＄１０４（７ ＆＆．３０） －１ ▊▊．２４７ ±１ ▊．１７９ ８７（６ ｚｚ．１１） －２ 　　．２０２ ±１ （．３９２ ５ ｝｝．１３５ ＜０ ⒂⒂．００１
７０ ～７９ ＄１３３（９ ＆＆．３４） －１ ▊▊．４６２ ±１ ▊．０４２ １０４（７ 帋帋．３０） －２ 　　．５９５ ±１ （．３４２ ７ ｝｝．０９７ ＜０ ⒂⒂．００１
≥８０ ▊１０１（７ ＆＆．０９） －１ ▊▊．７４６ ±１ ▊．１９６ ６９（４ ｚｚ．８５） －２ 　　．８９４ ±１ （．２６７ ６ ｝｝．００２ ＜０ ⒂⒂．００１

图 1　各年龄段不同性别 Ｔ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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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年龄段不同性别骨量减少／骨质疏松检出率［ｎ（％）］
Table 2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ｅｎｉａ ａｎｄ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ａｇｅ

年龄（岁） 性别 骨量正常 骨量减少 骨质疏松 χ２ ▊P
２０ ～２９ ｖ男 ２３（４３ ▊▊．４０） ２７（５０ ▊▊．９４） ３（５ ▊▊．６６） ０ 噰噰．３４３ ＞０ ｌｌ．０５

女 ３４（４７ ▊▊．２２） ３３（４５ ▊▊．８３） ５（６ ▊▊．９４）
３０ ～３９ ｖ男 ７４（５６ ▊▊．０６） ５０（３７ ▊▊．８８） ８（６ ▊▊．０６） ３ 噰噰．５７ ＞０ ｌｌ．０５

女 ７５（６２ ▊▊．５０） ４３（３５ ▊▊．８３） ２（１ ▊▊．６７）
４０ ～４９ ｖ男 ６２（５４ ▊▊．８７） ４７（４１ ▊▊．５９） ４（３ ▊▊．５４） ２ 噰噰．３８４ ＞０ ｌｌ．０５

女 ３８（５５ ▊▊．０７） ２５（３６ ▊▊．２３） ６（８ ▊▊．７０）
５０ ～５９ ｖ男 ６７（４６ ▊▊．２１） ６４（４４ ▊▊．１４） １４（９ 　　．６６） ２５ 噰噰．８３１ ＜０ ｌｌ．００１

女 ２８（２２ ▊▊．９５） ５６（４５ ▊▊．９０） ３８（３１ 　　．１５）
６０ ～６９ ｖ男 ４６（４４ ▊▊．２３） ４１（３９ ▊▊．４２） １７（１６ 　　．３５） ２２ 噰噰．６９５ ＜０ ｌｌ．００１

女 １９（２１ ▊▊．８４） ２７（３１ ▊▊．０３） ４１（４７ 　　．１３）
７０ ～７９ ｖ男 ４８（３６ ▊▊．０９） ６１（４５ ▊▊．８６） ２４（１８ 　　．０５） ３８ 噰噰．６７ ＜０ ｌｌ．００１

女 ８（７ 帋帋．６９） ４４（４２ ▊▊．３１） ５２（５０ 　　．００）
≥８０ Ｎ男 ２６（２５ ▊▊．７４） ４９（４８ ▊▊．５１） ２６（２５ 　　．７４） ２３ 噰噰．６９３ ＜０ ｌｌ．００１

女 ６（８ 帋帋．７０） ２０（２８ ▊▊．９９） ４３（６２ 　　．３２）

2．3　我中心骨量异常发生情况与其他地区资料的
比较

我中心所在重庆地区与贵阳、广州、杭州、沈阳、
北京等城市［９－１３］的男女性骨量减少发生情况相比较

详见图 ６ ～７，男女性 ＯＰ的检出情况比较详见图 ８ ～
９。 经Χ２ 检验，我中心所在重庆地区骨量减少和骨质

疏松的检出率与贵阳地区比较男性在２０岁～４０岁段
均有显著差异（P ＜０．００１），女性在 ５０岁段和 ７０岁段
有显著差异（P ＜０．００１）；与广州地区相比男性同样在
２０岁～４０岁段均有显著差异（P ＜０．００１），女性在 ２０
岁段、４０ 岁段、６０ 岁段、７０ 岁段均有显著差异（P ＜
０．００１）；与杭州地区相比男性在 ２０ 岁段、３０ 岁段、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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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年龄段不同性别骨量异常检出率
Fig．2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ｅｎｉａ ａｎｄ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ａｇｅ

　

图 3　各年龄段男性骨量异常检出率
Fig．3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ｅｎｉａ ａｎｄ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ｌ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

　

图 4　各年龄段女性骨量异常检出率
Fig．4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ｅｎｉａ ａｎｄ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ａｍｏｎｇ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

　

图 5　男性骨量减少检出率不同地区间比较
Fig．5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ｅｎｉａ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ｌ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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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女性骨量减少检出率不同地区间比较
Fig．6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ｅｎｉａ ａｍｏｎｇ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

　

图 7　男性骨质疏松检出率不同地区间比较
Fig．7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ｌ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

　

图 8　女性骨质疏松检出率不同地区间比较
Fig．8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ａｍｏｎｇ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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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段、７０ 岁段均有显著差异（P ＜０．００１），女性在 ５０
岁段和 ６０岁段有显著差异（P ＜０．００１）；与沈阳地区
相比男性 ２０ 岁段、５０ 岁段、６０ 岁段均有差异（P ＜
０．０５），女性在 ５０ 岁段与 ６０ 岁段有显著差异（P ＜
０．００１）；与北京地区相比男性在 ２０岁段～４０ 岁段均
有显著差异（P ＜０．００１），女性在 ２０岁段～５０岁段均
有显著差异（P ＜０．００１）。

3　讨论
3．1　骨密度检测结果

随着骨骼影像学检查方法的不断进步，其在 ＯＰ
的预防、诊断、疗效观察、骨折危险性预测等方面，日
益发挥着重要作用。 现阶段临床上测量骨密度准确
性和灵敏度较高的方法以双能 Ｘ 线骨密度仪
（ＤＸＡ）、定量计算机 Ｘ 线断层扫描（ＱＣＴ） 等为主，
但这些测定方法普遍存在着放射污染危险、价格昂
贵、操作复杂、不便于随访观察等缺点。 近年来，一
种操作简便、安全、便携、经济、具有较高灵敏度和精
确度的定量超声骨密度测量技术（ＱＵＳ） 获得了广
泛应用。 部分研究表明 ＱＵＳ 测定结果与 ＤＸＡ、ＱＣＴ
相关性较高［１４， １５］ 。 ＱＵＳ 可反映骨骼的密度、微结
构、弹性和脆性，因而具备诊断 ＯＰ、骨折危险性预测
的临床应用能力［１６］ 。 但是基于 ＱＵＳ 技术的骨密度
标准，国外报道是以白种人群建立起来的，国内鲜见
关于桡骨 ＱＵＳ 标准的研究报道。
从我中心的调查研究可以看出，重庆地区桡骨

骨密度女性表现为 ３０ 岁以后随年龄的增长而递减，
男性在 ４０ 岁后随年龄增长而递减，且女性 ５０ 岁后
递减显著，说明骨密度有明显的年龄差异，女性更年
期后骨矿物质丢失增速。 同时还可以看出桡骨骨密
度在 ５０ 岁以后男性大于女性，并有高度显著性差异
（P ＜０．００１），说明骨密度还有明显的性别差异，所
以在确定正常值范围或诊断骨质疏松时应予以考

虑，这些发现与国内相关的研究结果相一致［１７］ 。 女
性 ５０ 岁年龄段正处于围绝经期，绝经早期雌激素开
始下降，而雌激素在骨代谢中的作用已相当明确，其
对于维持骨量至关重要，因此能抓住此窗口期对患
者进行激素补充治疗将会在预防骨质疏松中收到良

好效果。 目前国际绝经协会、中华医学会绝经学组
等组织已将预防和治疗绝经后骨质疏松症作为激素

补充治疗的适应症之一。 但对于男性患者来说骨质
疏松与性激素的关系尚不明确，对其补充雄激素或
雌激素是否能预防骨质疏松国内外研究尚无定

论［１８－２１］ 。

本研究中处在峰值骨量年龄段的检测人群 Ｔ
值明显下降，与国内相关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３］所

发现的“男性在 ２０ －３０岁骨量达峰值，而女性在 ３０
－４０岁达峰值”结果不相符。 这可能与检测结果只
利用了超声骨密度仪出产公司所提供的软件背景数

据为参考值，而没有主动建立自己的骨密度数据库、
确立自己的峰值骨量有关。 需继续扩大检测样本
量，同时参照双能 Ｘ线骨密度仪的检测结果不断校
正桡骨超声骨密度检测的准确度和精确度，建立我
中心所在区域的峰值骨量及地区骨量数据库，进一
步验证本次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3．2　骨量异常检出率

我中心本次调查研究发现，女性骨量减少检出
率为 ３８．５７％，ＯＰ检出率为 ２９．０８％，男性骨量减少
检出率为 ４３．４１％，ＯＰ检出率为 １２．２９％，并且各年
龄组骨密度达高峰后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渐降低， ＯＰ
的检出率随年龄的增加显著升高，男女性规律性一
致。 骨量减少和 ＯＰ 的检出率在 ４０ 岁年龄段以后
的中老年人群中增加明显，并且 ＯＰ 检出率在 ４０ 岁
以后年龄组女性也明显高于男性，这种规律性与孙
晶、段绪伟等对重庆地区人群骨密度调查结果高度
一致［２２， ２３］ 。 国外研究表明，女性原发性骨质疏松最
主要的病因为：①雌激素缺乏引起骨的吸收和重建
平衡失调；②直接作用破骨细胞而抑制骨的吸收的
降钙素也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水平的降低；③女性
往往较男性缺乏锻炼， 缺少户外活动也是造成骨密
度下降较男性快的重要的因素［２４－２６］ 。 因此，在女性
ＯＰ治疗方案中，除了强调激素替代疗法，还应给予
生活方式干预，倡导适度户外活动。
为了解重庆地区与我国其他地区人群骨量异常

检出情况是否存在较大差异，我中心将本次调查研究
结果分别与贵阳、广州、杭州、沈阳、北京 ５ 个具有相
同年龄分组的省会级城市人群骨密度情况进行了比

较。 从图 ５ ～９可以发现，重庆地区骨量异常检出率
随人群年龄变化趋势与贵阳等城市的调查结果基本

一致，总体处于中等水平。 其中重庆男性在 ５０ 岁以
后 ＯＰ检出率除低于北京以外，明显高于其他城市；
重庆女性在 ５０岁年龄组的 ＯＰ检出率亦显著高于其
他城市。 出现此种差异，我们推测可能的原因如下：
①重庆市地处西南地区四川盆地，全年以阴天为主，
日照时间相对不足，导致人群维生素 Ｄ 合成受影响；
②较之沿海地区，生活水平及饮食习惯存在较大差
异；③重庆人口的遗传背景可能与其他地区不同；④
调查研究的样本量相对较小，调查范围局限在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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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⑤测量部位、检查设备、操作人员的不同。
综上所述，桡骨定量超声作为一种便捷、经济、

无创、安全的骨密度检测工具，在临床 ＯＰ筛查应用
中具有较大价值，值得推广应用。 同时基于国内人
群数据库建立桡骨定量超声骨密度检测的诊断标准

势在必行，需要更大样本、多中心、多地区的联合调
查研究支持，在建立不同地区桡骨定量超声骨密度
诊断参考模型的同时，辅助我国 ＯＰ 诊断标准的制
定。 从本次研究可见， 重庆地区 ４０ 岁以上女性和
５０岁以上男性骨质疏松发病率明显增高，因此 ４０
岁以上女性和 ５０ 岁以上男性应及早预防骨质疏松
的发生，定期进行骨密度检测，早期发现骨量减少等
异常情况。 除此之外，本研究结果也填补了重庆地
区桡骨定量检测调查研究的空白，为本地区人群骨
密度情况分析提供了有价值的数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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