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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东北地区老年人骨质疏松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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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渝东北地区老年人骨质疏松及骨折发生的现状，为骨质疏松的一级防治提供理论基础。方法采用随机抽

样选择渝东北地区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进行调查，以自编老年人骨质疏松现状调查表、骨密度测定进行研究。结果

渝东北地区老年人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为70．9％，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发病率为12．7％。结论 渝东北地区骨质疏松的发病率

较高，且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病率也较其他地区高，应积极防治骨质疏松，减少骨质疏松性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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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0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osteoporosis and incidence of行actllre in older people liVing in the

northeast area of Chongqing，and to provide tll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osteoporosis．Methods Adults

aged 60 years and over living in t11e nonheast area of Chongqing were randomly sampled for mis survey．A questionnaife deVel叩ed

for the assessment of osteoporosis status was used and bone mineral density was measured．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osteoporosis in old people living in tlle nonheast area of Chongqing was 70．9％，and tlIe incidence of osteoporotic厅actures was

12．7％．Conclusion The prevalence of osteoporosis in old people in the northeast of Chongqing was high． The incidence of

osteoporotic fractures in this region is higher tllan that of other regions．Therefore strategies should be undenaken to preVent and n℃at

osteoporosis in this population，in order to feduce osteoporotic厅actll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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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作为人口大国，现已进入老年社会，老年人

的健康问题明显突出，防治形势非常严峻。现北京、

上海、成都等地均已行骨质疏松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为骨质疏松防治提供理论基础，而渝东北地区作为

重庆及库区的一部分，其经济条件及生活条件相当

落后，老年人骨质疏松的患病率及可能相关的影响

因素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的有所不同，笔者现经过

调查统计，为渝东北地区骨质疏松防治提供理论依

据。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2013年6月一2015年6月，选择渝东北地区

}通讯作者：程军，Email：15295912@qq．com

1000例60岁及以上，长期居住在该地区(>5年)

的老年人，其中男性471例，女性529例，年龄在

60—95岁，平均年龄在68．3岁。以10岁为1个年

龄段，分为3组。排除标准：(1)各种影响骨代谢的

疾病，如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卵巢切除术后等患者；

(2)绝经后妇女长期使用雌激素者；(3)服用骨代谢

药物者，如糖皮质激素、甲状腺素、抗惊厥药等。

1．2方法

研究由骨科专科人员完成，采用自编调查问卷

逐个提问并认真填写。同时采用双光子骨密度测试

仪测定骨密度，生化机测定骨代谢指标及骨矿物含

量。

1．3诊断标准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规定，以标准差

(SD)值和T值来定量骨密度，从而定义骨质疏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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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骨量。T值为测量对象的骨密度与同性别峰值骨

量的差除以峰值骨量的标准差。T值>一1为正常

骨量，一2．5<T值<一1为低骨量，T值≤一2．5为

骨质疏松。

1．4统计学分析

收集资料、数据并输入电脑，采用SPSS 17．0进

行数据处理，同时采用x2或u检验。

2 结果

2．1骨密度与年龄

1051

在1000例调查对象中，骨密度正常者32例，占

3．2％，骨量减少者为259例，占25．9％，骨质疏松

者347例，占34．7％，重度骨质疏松者362例，占

36．2％，总的骨质疏松患病率为70．9％，男性骨质

疏松患病率为62．2％，女性骨质疏松患病率为

78．6％。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为127例，占

12．7％。随着年龄增加，骨量逐渐下降，骨质疏松的

发生率明显增加(P<o．001)，80岁以上的患病率最

高，达94．4％，且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患病率亦

升高，为15．9％(见表1)。

表1 被调查者各年龄段骨质疏松发生率

Table l The prevalence of osteoporosis in men and women of aU ages participated in this sur、，ey

2．2骨质疏松的认识状况

对骨质疏松是一种疾病的认识正确率为

80．2％，且通过周围人、电视等媒介所了解。约

19．8％的老年人从未听说过骨质疏松症，其中约

72．4％的老年人认为自己缺钙；对骨质疏松是否可

以预防及缺钙是否可引起骨质疏松等问题的正确认

识率为67．3％，对于要求补钙的老年人中，约

90．5％的患者认为骨头汤为最佳补钙食物，对于其

他疾病及药物是否会引起骨质疏松的正确认识率仅

为38％，对于长期补钙就不会发生骨质疏松的认识

错误率高达37．8％。

2．3骨密度与地区分布

674例城市老年人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

BMD)均值为(0．519±0．108)g／cm2，骨质疏松的患

病率为48．9％；326例农村老年人的BMD均值为

(0．572±0．104)g／cm2，骨质疏松的患病率为

39．3％，城市老年人BMD均值明显低于农村老年人

(P<0．001)，而骨质疏松的患病率明显高于农村老

年人(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4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部位

本组1000例老年人中，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共

127例，骨折发生率为12．7％，其中男性45例，女性

82例，男性老年人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率为9．5％，

女性老年人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率为15．5％，两者

相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127例骨

质疏松性骨折患者具体骨折部位为：髋部骨折发生

42例，腕部骨折为29例，椎体骨折为38例，其他部

位骨折发生18例，有3例患者发生2次骨折(见表

2)。

表2被调查者不同性别各年龄段老年性骨质疏松

性骨折发生情况(n)

Table 2 Incidence of aged—related osteoporotic fracture

in men and women of difference age groups(n)

3 讨论

骨质疏松是由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

疾病，其以骨量减少，骨微结构破坏，骨强度下降，骨

脆性增加，容易导致骨折的全身性骨骼疾病⋯。骨

质疏松疾病罹患于绝经后老年妇女及老年男性，以

脊柱、髋部及桡骨远端骨折为常见，尤其是髋部骨折

的危害性最大，为老年人死亡的原因之一‘21。根据

IOF统计，50岁以上的女性一生中发生1次或者多

次骨折至少为40％，男性为15％～30％。而我国老

年人中，90％的女性和60％～70％的男性患骨质疏

松症¨1，随着经济的发展，抗骨质疏松的防治，骨质

疏松性骨折的发生率却逐年上升，且研究表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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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的骨质疏松及相关骨折的发生率均不相

同。上海地区报道。41，60岁以上老年人骨折患病率

城区为20．1％，农村地区为8．83％，城市患病率较

农村患病率高。李澍¨o报道西宁地区老年女性骨

质疏松患病率为83．33％，男性为51．19％。本调查

总的骨质疏松患病率为70．9％，男性骨质疏松患病

率为62．3％，女性骨质疏松患病率为75．3％。城市

老年人骨质疏松的患病率为48．9％，农村老年人骨

质疏松的患病率为39．3％，与其他地区调查结果相

吻合，但患病率较上海等城市明显增高，与对骨质疏

松及其危害的认识程度有关，没有进行早期干预。

渝东北地区作为中国内陆经济相对欠发达地

区，知识及文化水平有限，老年人对骨质疏松的认识

存在明显不足，尤其农村人口，与其他地区研究相

同¨J，而城市老年人认识程度相对于其他报告的城

市人口低，究其原因为该地区城市部分人口为三峡

农村移民进入城市生活。随着社会的进步，健康意

识的增强，老年人期望获取更多的骨质疏松的防治

知识。调查中，约98．2％的老年人期望骨质疏松疾

病得到更好防治。骨质疏松的宣传及教育在该地区

需要进一步加强，为减少骨质疏松性骨折打下基础。

随着年龄的增大，骨质疏松的发病率越高，而骨质疏

松性骨折的发生率也增大。防治骨质疏松应从早期

做起，增强骨钙储备，减少骨量丢失。女性骨质疏松

的患病率较男性高，是由其女性生理特点所决定的，

女性随着绝经时间的越长，雌激素分泌减少，骨骼中

雌激素受体减少，骨量丢失越多，且女性生育情况对

骨质疏松亦有显著影响，随着生育次数、哺乳时间的

增多，体内钙丢失较多，造成其储备钙减少，患病率

越高，且骨量丢失更多。

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患者中，脊柱压缩性骨折常

被临床所忽视，即便伴有疼痛或者生活质量下降，也

只有不到10％的患者选择住院治疗，椎体骨折常发

生于胸腰段，该部位活动度较大。近年来，国内外资

料提示骨质疏松患病率逐渐增高，且地域差异大。

而在调查中18．4％的脊柱骨折选择住院手术治疗，

髋部骨折患者中，因其不能下床活动，90．4％的患者

选择住院手术治疗，其余4例患者因经济或身体原

因不能耐受手术而选择保守治疗。腕部骨折中，

93．1％的患者选择石膏等外固定方式保守治疗。对

于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患者中，32．7％的患者主动要

求手术治疗，47．8％的患者被动接受手术治疗，

19．5％的患者行保守治疗。在选择治疗方式的意愿

中，67．3％的患者最初要求保守治疗，可见老年人对

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危险性认识仍不足。

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的高危因素：高龄、低骨

量、低体重、容易受伤等，故对骨质疏松的防治应避

免高危因素，且应有效的抗骨质疏松治疗。本调查

分析发现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率与骨密度高低无明

显正相关。骨密度越低，其骨折的概率却越低。骨

质疏松性骨折的发生率无法使用骨密度值评估，对

于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时的骨密度阈值没有确定

性。最近WHO推荐使用骨折评估新方法

(FRAX)"J，该方法计算简单，按照性别、年龄、体重

指数及高危因素，计算患者10年发生骨质疏松性骨

折的概率，从而根据计算结果决定是否干预治疗。

但该计算方法需要本地区骨质疏松药物经济数据及

前瞻性骨折发生率，且是否适合临床使用具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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