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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新疆汉、维两民族育龄女性腰椎峰值骨密度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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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非遗传因素对新疆地区汉族、维吾尔族育龄女性峰值骨密度的影响。方法对新疆地区无亲缘关系、年龄

在20一40岁的216例维吾尔族健康妇女和305例汉族健康妇女进行体型、锻炼情况、脑体力劳动(职业)、饮茶习惯、饮奶茶习

惯、食用水果习惯、饮牛奶习惯、饮酸奶习惯、初次生育年龄、生育情况、哺乳史等非遗传因素的问卷调查及育龄女性腰椎的骨

密度定量CT检查。结果对汉族育龄女性的峰值骨密度有影响的因素有：饮牛奶习惯、锻炼情况、食用水果习惯、脑体力劳

动，提示本研究中这4个因素是影响汉族育龄女性峰值骨密度的主要因素；对维吾尔族育龄女性峰值骨密度有影响的因素有：

饮茶习惯、饮奶茶习惯、饮牛奶习惯、食用水果习惯，提示本研究中这4个因素是影响维吾尔族育龄女性峰值骨密度的主要因

素。结论影响峰值骨密度的非遗传因素中，新疆地区汉族、维吾尔族育龄女性主要的影响因素有相同之处，又存在差异。

关键词：峰值骨密度；非遗传因素；育龄女性；汉族；维吾尔族

Analyze of the non-genetic factors for peak bone mineral density in Han and Uyghur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in Xinji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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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non．genetic influential factors of bone mineral density(BMD)in female Uygur and Han

nationality of childbearing age in Xinjiang area．Methods The study group consisted of 2 16 Uygurs and 305 Hans who are 20一40

years old and have no relations．Physical activity and life styles were assessed by a questionnaire，including body shape，exercise，

occupation，drinking habit，fruit eating，milk and yogurt intake，age of first birth，childbearing status，breastfeeding history and

other non．genetic factors．BMD of the lumbar spine was measured using quantitative computed tomography(QCT)．Results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e peak bone mass included habit of milk consumption，exercise，

habit of fruit consumption，and occupation in Han people，and
habits of tea consumption，milk tea consumption，milk consumption，

and fruit consumption in Uygur people．Conclusion Some main factors of peak BMD are same but some are different between

Uyghur and Han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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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值骨密度是由多个基因和环境因子协同作用

的复杂数量性状，因此除了遗传因素的影响，非遗传

因素即后天可控因素中诸如生活方式、膳食习惯等

都会影响骨密度。新疆汉族、维吾尔族占总人口近

88％，维吾尔族是世居在新疆的主要少数民族之一，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基金项目(2014211C030)

}通讯作者：刘文亚，Email：wenyaliu2002@163．corn

由于饮食文化的背景不同，维吾尔族形成自成体系、

风格独特饮食、生活特点及风俗习惯；新疆地区长期

居住的汉族受本地区饮食、生活习惯的影响，其生活

方式、膳食习惯也有别与其他城市。本研究主要探

讨影响新疆地区汉族、维吾尔族女性峰值骨密度的

饮食、生活习惯，通过多因素分析找出主要的非遗传

因素因子，期望通过改善环境因子的方式对峰值骨

密度及后期中老年时期骨密度产生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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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于201 1年7月至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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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

尔族女性240人、汉族女性322人作为研究对象并

发放问卷，回收问卷并删除资料不全及不符合纳入、

排除标准者，有效样本率为92．7％，维吾尔族女性

为216人，汉族女性为305人。

1．1．1 纳人标准：(1)年龄20～40岁(包括20岁

和40岁)；(2)符合长期居住在新疆20年及以上的

城镇居民；(3)符合三代纯系该民族；(4)研究对象

之间无直接或间接亲缘关系。

1．1．2排除标准：(1)排除子宫、卵巢切除者及绝

经者；(2)排除近一年内有生育史、哺乳史；(3)排除

影响四肢活动疾病如脊髓灰质炎后遗症及有外伤骨

折者；(4)排除患有各种影响骨代谢的疾病，如严重

的肝病及肾病、糖尿病、胶原病、骨肿瘤及骨关节病、

甲状腺疾病及甲状旁腺疾病等；(5)排除服用过影

响骨代谢药物者，如雌激素、降钙素、活性维生素D、

二磷酸盐、钙剂等药物；(6)排除有吸烟史、酗酒史、

长期饮咖啡史者。

1．2内容与方法

每一位研究对象必须进行体格检查及实验室检

查，体格检查项目包括身高、体重、血压及内外科查

体，其中测量身高体重时，要求被检者脱去鞋帽，由

体检中心的专业人员使用全自动身高体重仪进行检

测并自动打印测量结果。根据伦理学要求，每一位

自愿接受骨密度检测及问卷调查的研究对象均签署

定量CT骨密度检测及相关情况调查知情同意书，

本研究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骨密度检测前要求每人填写一份骨密度相关情

况调查表，内容主要包括年龄、身高、体重、民族、居

住史、职业、文化程度、月收入、月经史，生育史、哺乳

史、生活习惯、既往病史、长期服药史、运动锻炼情

况及24小时膳食情况等。定量CT骨密度相关情

况调查表的应答率达到90％，资料可信度好。

1．2．1健康妇女骨密度调查表对研究对象的基本

情况：年龄指足岁；体重：指做健康体检当日所测得

结果，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数字；本研究为体检资

料，所以职业包括工人、银行职员、公务员、保洁员、

教师及其它专业技术人员；初潮年龄、月经周期、月

经经期、初次妊娠年龄、妊娠次数、生育次数、哺乳次

数等以实际情况填写；哺乳时间：1胎或多胎的哺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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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时间需大于3月；疾病史：指患有各种影响骨代

谢的疾病，如严重的肝病及肾病、糖尿病、胶原病、骨

肿瘤及骨关节病、甲状腺疾病及甲状旁腺疾病等；影

响四肢活动疾病如脊髓灰质炎后遗症及有外伤骨折

者；服药史：影响骨代谢药物者，如雌激素、降钙素、

活性维生素D、二磷酸盐、钙剂等药物，连续服用1

月以上。

1．2．2体型定义：根据我国用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判断超重或肥胖的分类标准，将调查对

象分为4组，BMI<18．5 ks／m2为体重过低组，18．5

≤BMI<24 kg／m2为体重正常组，24≤BMI<28 kg／

m2为超重组，>128 kg／m2为肥胖。

1．2．3生活及饮食习惯的定义：饮茶：不饮用或偶

尔饮用，经常饮用是指每个星期饮用超过3次，每次

超过200 ml，持续超过6月以上，不规则饮用介于二

者之间；饮奶茶：不饮用或偶尔饮用，经常饮用是指

每个星期饮用超过3次，每次超过200 ml，持续超过

6月以上，不规则饮用介于二者之间；牛奶摄入史：

不饮用或偶尔饮用，经常饮用指每个星期饮用超过

3次，每次超过200 ml者，持续超过6月以上，不规

则饮用介于二者之间；酸奶摄人史：不食用或偶尔食

用；经常饮用指每个星期饮用超过3次，每次超过

200 ml者，不规则饮用介于二者之间；水果食用情

况：不食用或偶尔食用，经常食用指每个星期超过3

～5个，不规则食用介于二者之间。

1．2．4体力活动的评价：(1)重度体力活动主要包

括搬家(搬家具，彻底的打扫卫生)、在花园除草、挖

地、爬山、参加社区舞蹈、锣鼓或其他的有氧活动

(不包括气功或太极拳等)、跑步、快速骑车、竞赛性

的羽毛球、乒乓球；(2)中度体力活动主要包括气

功、太极拳、空竹、慢跑等，妇女每天的家务活动，一

般速度的骑车，社区常见的各种健身活动(锻炼柔

韧性的各种活动)非竞赛性的羽毛球、乒乓球；(3)

散步和行走(轻度体力活动)：包括专门的散步和平

常买菜、接送小朋友、其他生活中非固定站着的时间

也可以看成是散步和行走。

1．2．5职业评价：体力劳动者指从事以消耗体力为

主的劳动的人员。他们一般不担任管理工作，主要

分布在农业、工业、建筑等以体力劳动付出为主的行

业。目前我国的体力劳动者主要包括商业、服务业

的基层工作人员；直接从事农、林、牧、副、渔业的劳

动者；工业、建筑、交通运输、邮电等部门的生产工人

等。第三产业中的服务工作也是劳动，是人以自身

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人文物质之间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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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变换过程。因此，从事服务工作的劳动者也归类

为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是指以脑力劳动为主的

人们，如理论工作者、作家、教师、律师、编辑人员等。

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其必须经常性的使用脑力去

分析、思维和记忆。脑力劳动者的工作特征是思维

劳动大于体力劳动。

1．2．6 定量CT(quantitative computed tomograghy，

QCT)骨密度测定：(1)检测仪器。所有研究对象均

采用美国通用(GE)公司生产的lightspeed plusl6排

多层螺旋CT机和美国QCT3000骨密度分析系统进

行骨密度检测。(2)测量方法。扫描技术参数：机

架转速为0．6 s／ROT，电压120 kV，电流260 mA常

规层厚10 mm；检查部位：腰2、3、4椎体松质骨；病

人位置：病人采取仰卧位，双下肢略弯曲，以减少腰

椎前凸，以第3腰椎为中心，将标准参考体模放置于

人体腰部的下方并与之平行，尽可能贴近腰部的皮

肤，与人体(研究对象)同步扫描；扫描方法：先做腰

椎侧位的定位相，然后在扫描定位相上设置穿过第

2、3、4腰椎椎体中央并平行于椎间隙的三条扫描线

进行扫描，扫描结束后，用感兴趣区(ROI)键分别测

量并记录3个椎体中央松质骨的CT值和相应层面

的标准参考体模中4个不同药物浓度区域的CT

值。椎体的测量区域采用腰椎横断面皮质骨内侧最

大的椭圆形区域，同时应尽量避开有血管、骨岛等影

响骨密度测量的区域。最后将所测得的数据输入

QCT3000骨密度分析系统中，自动得到骨密度分析

结果，包括第2、3、4腰椎的骨密度值及平均腰椎骨

密度值。

1．3质量控制

1．3．1研究设计阶段：(1)骨密度相关调查表的设

计要科学、合理、全面，通俗并准确。(2)纳入标准

及排除标准明确、统一，避免选择偏倚、信息偏倚等，

控制混杂因素，使维吾尔族和汉族两组的基线资料

尽量达到组间均衡。

1．3．2资料收集阶段：本研究于调查之前按照相关

规定，与健康体检中心签订了共享医疗信息资源的

文件，由本研究小组成员认真分析、学习调查表内

容，统一调查时的方法及术语，进行模拟调查训练后

开始资料收集。调查填表主要利用研究对象在新疆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体检与健康管理中心参加体

检的时间，填写调查表前统一讲解调查表的内容及

填写须知，实行统一填写并回收。调查人员现场复

查，对于项目填写不全者，及时督促补充，对于汉语

不熟练的部分维吾尔族研究对象，本研究小组成员

予以翻译、解释。

1．3．3资料录入与结果的分析：回收的问卷调查表

由调查人员统一编号，复查。数据录入至Epidata数

据库，录入时由两名调查员完成，录入结束后随机抽

取20％问卷复核录人内容，并采用统计软件检查输

入的一致性。

1．4数据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所得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多因素分析采用多

重线性回归。检验水准为ot=0．05，P<0．05认为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影响汉族女性骨密度的多个非遗传因素逐步

回归分析(表1、2)

表1 影响汉族育龄女性峰骨密度的

环境因子筛选

Table 1 Screening of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for

peak BMD in Han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表1显示影响汉族育龄女性骨密度的诸多环境

因子中体力活动情况、脑体力劳动、食用水果习惯、

饮牛奶习惯、饮酸奶习惯在单因素回归中与育龄女

性骨密度有关，差异存在显著性(P<0．05)。

表2影响汉族女性骨密度的多个非遗传因素逐步

回归分析

Table 2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lion-genetic

factors for peak of BMD in Han women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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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可见，将体力活动情况、脑体力劳动、食

用水果习惯、饮牛奶习惯、饮酸奶习惯与骨密度有关

的非遗传因素作为自变量，以汉族育龄女性的峰值

骨密度作为因变量，引入到回归方程，引入的水平为

0．05，选取0．10为剔除水平，筛选出对汉族育龄女

性的峰值骨密度有影响的因素：饮牛奶习惯、锻炼情

况、食用水果习惯、脑体力劳动，提示本研究中这4

个因素是影响汉族育龄女性峰值骨密度的主要因

素。

2．2影响维吾尔族女性骨密度的多个非遗传因素

逐步回归分析(表3、4)

表3影响维吾尔族育龄女性峰骨密度

的环境因子筛选

Table 3 Screening of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for peak

BMD in Uyghur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表3显示影响维吾尔族育龄女性骨密度的诸多

环境因子中饮茶习惯、饮奶茶习惯、食用水果习惯、

饮牛奶习惯、饮酸奶习惯在单因素回归中与育龄女

性骨密度有关，差异存在显著性(P<0．05)。

表4影响维吾尔族女性骨密度的多个非遗传

因素逐步回归分析

Table 4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non—

genetic factors for peak BMD in Uyghur women．

由表4可见，将饮茶习惯、饮奶茶习惯、食用水

果习惯、饮牛奶习惯、饮酸奶习惯与骨密度有关的非

遗传因素作为自变量，以维吾尔族育龄女性的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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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密度作为因变量，引入到回归方程，引入的水平为

0．05，选取0．10为剔除水平，筛选出对维吾尔族育

龄女性的峰值骨密度有影响的因素：饮茶习惯、饮奶

茶习惯、饮牛奶习惯、食用水果习惯，提示本研究中

这4个因素是影响维吾尔族育龄女性峰值骨密度的

主要因素。

3 讨论

骨质疏松作为骨骼系统性疾病⋯，骨密度随着

年龄增长逐渐减低，这个过程受遗传因素控制，同时

也是自然规律的演化。骨质疏松已经不是一个简单

缺钙引起的疾病，而是一种由于骨骼质与量发生改

变所导致的疾病。前期研究显示维吾尔族、汉族女

性骨密度随年龄变化有其自身特点，其峰值骨密度、

一些候选基因多态性的分布及频率等与本地区汉族

女性有不同之处旧⋯。

峰值骨密度是由多个基因和环境因子协同作用

的复杂数量性状，因此除了遗传因素的影响，环境因

子即后天可控因素中诸如生活方方式、膳食习惯等

都会影响骨密度。如何维系峰值骨密度水平，减慢

骨量丢失速度，目前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并期望

通过改善影响峰值骨密度的环境因子对其产生正向

影响。

影响女性峰值骨密度的环境因子有许多，本研

究从生活、饮食习惯、职业、生育、月经等方面研究，

以期从这些因素中发现影响峰值骨密度。研究中将

BMI、锻炼情况、脑体力劳动、饮茶习惯、饮奶茶习

惯、食用水果习惯、饮牛奶习惯、饮酸奶习惯、初潮年

龄、初次生育年龄、生育情况、哺乳史与骨密度有关

的非遗传因素作为自变量，以汉族育龄女性的峰值

骨密度作为因变量，引人到回归方程，筛选出对汉族

育龄女性峰值骨密度有影响的因素有饮牛奶习惯、

锻炼情况、食用水果习惯、脑体力劳动，提示本研究

中这4个因素是影响族育龄女性的峰值骨密度的主

要因素。在控制其它因素的干扰时，经常或不规则

饮用牛奶习惯以及经常或不规则食用水果会增加汉

族女性峰值骨密度，是其保护性因素；脑力劳动相对

于体力劳动对峰值骨密度是负向影响，即危险性因

素；此外轻中度体力活动对峰值骨密度并没有显示

其保护性。

运动可以促进松质骨和密质骨的骨积累，不仅

可以提高骨峰值同时还可以减少随年龄增长而产生

的骨丢失，尤其对于生长发育阶段的青少年而言，适

量的运动可以提高在30岁左右时形成的骨峰值，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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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运动可以增加肌肉含量，提高骨骼的承受力，而且

在骨骼受到运动刺激的作用下，使成骨细胞代谢活

跃，促进骨骼成长。如果骨骼始终处在没有负荷、没

有应力的状态下，骨量就会逐渐减少，所以运动有利

于维系骨密度以及推迟骨质疏松的发生¨⋯。相关

文献报道：年青女性骨密度与运动关系的研究结果

显示坚持规律高强度运动者比一般休闲活动者可以

获得更高的腰椎峰值骨密度和全身骨密度，本研究

中汉族女性重度体力活动所占比例相对少为

18．7％，主要以轻度体力活动、中度体力活动为主。

轻度体力活动主要有散步和行走，其中包括平常买

菜、专门的散步、接送孩子以及日常生活中非固定站

着的时间；中度体力活动主要有女性日常家务活动、

社区健身活动、慢跑、气功、太极拳、常速骑车、非比

赛性质的羽毛球、乒乓球等；重度体力活动主要有爬

山、社区舞蹈、跑步、快速骑车、比赛性质的羽毛球、

乒乓球、搬家等。这4个入选的影响因子对汉族女

性腰椎峰值骨密度的影响程度不同，从其标准化偏

回归系数的还可以得出饮用牛奶习惯和体力活动对

椎峰值骨密度的影响要高于食用水果和脑体力劳

动。对于体力活动方面，本研究结果显示诸如散步、

行走、女性日常家务活动、社区健身活动、慢跑、气

功、太极拳、常速骑车、非比赛性质的羽毛球、乒乓球

等对汉族女性腰椎峰值骨密度可能没有起到保护性

影响，因此提倡进行一些诸如爬山、社区舞蹈、跑步、

快速骑车的重度体力活动。

本文在分析影响维吾尔族育龄女性峰值骨密度

的环境因子中，筛选出对维吾尔族育龄女性的峰值

骨密度有影响的因素，进入回归方程的有饮茶习惯、

饮奶茶习惯、饮牛奶习惯、食用水果习惯，上述均为

饮食生活习惯，提示这4个因素是影响维吾尔族育

龄女性的峰值骨密度的主要因素。通过控制其它因

素的干扰，本研究显示有经常饮茶习惯和饮奶茶习

惯不能增加维吾尔族育龄女性峰值骨密度，是其危

险性因素，新疆维吾尔族主要以喝红茶和茯砖茶为

主。对于饮茶与骨密度的关系文献报道不一，可能

与茶的种类及制作过程有关。维吾尔族饮用的奶茶

是以牛奶和茯砖茶混合烧制而成，根据个人喜好二

者比例不同。由于茶叶里除多酚类物质之外，草酸

是影响矿物质吸收的主要因素，把牛奶加入到茶里，

牛奶里的钙会有一部分被草酸结合导致吸收障碍。

回归方程中显示有经常或不规则饮用牛奶习惯以及

经常或不规则食用水果会增加峰值骨密度，是其保

护性因素，说明饮用牛奶和食用水果对于维吾尔族

育龄女性有强骨的影响。此外这4个人选的影响因

子对维吾尔族女性腰椎峰值骨密度的影响程度略有

所不同，标准化偏回归系数表明饮奶茶习惯、饮牛奶

习惯对椎峰值骨密度的影响略高于饮茶习惯和食用

水果习惯。因此在维吾尔族女性饮食生活习惯中更

要提倡少喝奶茶，多喝牛奶。

由于钙的摄入主要依靠食物，因此需要饮食的

多样化。目前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往往使饮食品种

单一化和过于精细，因此摄人一些含钙量较多的食

物是非常必要的。牛奶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喜爱的

饮食之一，是最古老的天然饮料之一。牛奶除不含

膳食纤维外，几乎含有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奶

类含钙量很高，每100克牛奶可提供钙125毫克，且

牛奶容易吸收，每次饮250～500ml的牛奶基本可以

满足钙的需求。此外牛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包括酪

蛋白、球蛋白、白蛋白、乳蛋白等，消化率高达98％。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不仅是我国畜牧业生产基

地和五大牧区之一，也是产奶的重要地区。居住在

新疆的居民多数有饮用奶制品的习惯。一项关于奶

产品与钙补充剂钙摄人量对骨密度的定量研究显示

两种方式补钙效果至少一样好"-，在之后的随访中

发现，在后续使用牛奶萃取磷酸钙干预组其骨量累

积保持良好，而使用钙补充剂在后期随访观察骨量

累积效应消失¨。。这些研究表明，牛奶和奶制品补

钙效果对于骨骼的影响更有持久性。因此喝牛奶已

被推荐作为预防缺钙的一种手段。

水果和蔬菜影响骨骼的机制目前尚不清楚，可

能是多因素的，其中维生素C、水果特异性的抗氧化

剂可能发挥作用。相关研究表明∽1，较高的水果和

蔬菜的摄入量在年轻和老年群体可能对骨矿物质状

况起到积极的影响，尤其是对脊椎和股骨颈。较高

的酸性食物负荷比碱性食物负荷更易导致骨质溶解

和骨吸收，从而使碳酸盐、柠檬酸盐、钙、钠和钾释

放。当饮食中富含水果或蔬菜，人体处在碱性环境

中有利于减少尿钙排泄¨⋯。由于水果蔬菜也含有

丰富的抗氧化维生素，如维生素c和B胡萝b素，

这些抗氧化维生素可以通过对抗氧化应激效应，后

者被证明对成人BMD起消极作用。此外维生素C

在成骨细胞分化和胶原的形成中起着调节作用，因

此可能对骨骼健康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影响峰值骨密度的环境因素中，新疆地区汉族、

维吾尔族育龄女性主要的影响因素有相同之处，又

存在差异。基于上述研究通过改善这些对汉族、维

吾尔族育龄女性峰值骨密度有负向影响的饮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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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等非遗传因素方式，对维系较高峰值骨密度水平，

延缓骨量丢失速度，从而对中老年时期骨密度产生

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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