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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不同人群对骨质疏松症知晓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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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南京市一般人群、医护人员和骨质疏松症患者对骨质疏松症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合

理有效的骨质疏松症健康教育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对三类人群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结果 医

护人员正确认识骨质疏松症的知晓率83．1％，明显高于一般人群的49．1％和患者的44．8％(P=0．000)。关于骨质疏松健康

危害的调查选项只有2名医护人员答案完全正确。预防骨质疏松的知识知晓率，医护人员为31．3％，明显高于一般人群

10．2％和患者人群7．9％(P=0．000)。调查相关信息的获取和愿意接受的来源中，医护人员主要来自于医疗结构，一般人群

和患者人群主要来自媒体机构。结论一般人群和骨质疏松症患者关于骨质疏松症的知识知晓率低，医疗机构在对社会人

群的骨质疏松症健康教育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医护人员的骨质疏松症知识也仍然需要加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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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awareness status of osteoporosis—related knowledg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general

population，health care workers and patients with osteoporosis in Nanjing，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making rational and

effective health education strategy for osteoporosis．Methods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was administered in the three groups．

Results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osteoporosis in health care workers was 83．1％．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49．1％in

general population and 44．8％in patients(P=0．000)．Only two health care workers’answered osteoporosis health hazards

question correctly．Knowledge on prevention of osteoporosis among health care workers was 3 1．3％．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general population(10．2％)and patients(7．9％)(P=0．000)．When investigating the sources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accept，health care workers mainly obtained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health system，whereas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nd patients mainly from the media．Conclusion The knowledge of osteoporosis among general population and patients

of this disease is poor，medical institutions did not play its due role in the society for osteoporosis related health education，and

osteoporosis knowledge in health care workers still needs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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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OP)及其引起的骨折

在目前常见疾病中位于第7位，且危害巨大，可导致

病残率及病死率增加，严重威胁着中老年人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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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公共健康问题。在美

国，将近3000万的50岁及50岁以上的女性患有骨

量低下或骨质疏松症旧o。我国原发性骨质疏松症

的人数约占总人口的6．97％。50岁左右的男性和

女性在一生中患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可能性分别为

13．1％和39．7％¨。。健康教育作为预防原发性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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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疏松症最经济、有效、基础的手段已广泛为国内外

学者所倡导和使用。所以无论是在医疗机构还是在

社区，医护人员都应广泛开展健康教育工作，以预

防和减少骨质疏松症的发生。

两组不同特征的人群骨质疏松知识得分比较用

两样本均数t检验，多组人群骨质疏松知识得分比

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SPSSl3．0统计软件包对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材料和方法 2结果

1．1 对象

2015年3月至12月，在南京市随机选取一般

人群、医护人员和已确诊为骨质疏松症患者3类人

群。

1．2调查方法

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问卷分两部分：①一般情

况调查：包括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等。②骨质

疏松症知识包括骨质疏松症现状、相关知识获得途

径、危害、检查方式等内容。

1．3统计学处理

2．1一般情况

一般人群和医护人群的年龄以20～50岁为主

(≥86．8％)，而患者人群20～50岁比例为57．0％，

50岁以上人群占43．0％(表1)。受调查的一般人

群和医护人群的性别以女性为主(58．1％和

73．2％)，患者人群女性比例也高(占67．6％)。文

化程度，患者人群中小学文化比例为50．6％(表

2)，高于一般人群和医护人员，(大专以上文化分别

占20．4％和2．8％)。三组的家庭收入均以中等和

良好为主(表3)。

表1不同人群的年龄分布情况(％)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age for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2．2骨质疏松综合症健康知识知晓情况

对骨质疏松症的正确认识情况，医护人员的知

晓率83．1％(419／504)，高于一般人群49．1％

(246／501)和患者44．8％(253／564)(P=0．000)。

骨质疏松的健康危害知晓中，只有2名医护人

员选的答案是全部正确的。部分正确的比率，一般

人群为89．2％(447／501)人，医护人员为81．9％

(413／504)，患者人群为89．2％(503／564)，患者知

晓率高于其他两组(P=0．000)。

在骨质疏松发生的危险因素调查中，回答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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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不同人群的家庭收入情况(％)

Table 3 Family income of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1305

正确的比例，一般人群为1．8％(9／501)人，医护人员

为20．8％(105／504)，患者人群为2．1％(12／562)。

医护人员在该项的知晓率明显高于其他两个人群(P

=0．000)，但患者人群与一般人群之间无差别。

骨质疏松的筛查方法选择正确率，一般人群为

49．7％(249／501)，医护人员为53．8％(271／504)，

患者人群为45．6％(257／564)。3组对此问题的回

答正确率均较低，仅有50％左右，3组间有统计学差

异(P=0．028)。

对预防骨质疏松的因素调查，回答完全正确的

比率，一般人群为10．2％(51／501)，医护人员为

3I．3％(158／504)，患者人群为7．9％(44／560)。医

护人员在该项的知晓率明显高于其他两个人群(P

=0．000)，但也未达到半数。

2．3骨质疏松综合症健康教育情况

医护人员对骨质疏松综合症健康教育的关注度

(87．3％)也高于一般人群(80．9％)和患者

(77．2％)。

表4是否关注骨质疏松的健康教育情况(％)

Table 4 Awareness of health education about 0P

获取预防骨质疏松保健知识的来源，医护人员 识获取途径更多来自于媒体(表6)。

主要来自于医疗结构，而一般人群和患者人群的知 ．

表5获取健康教育的方式情况(％)

Table 5 Means for the Acquisi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Table 5 Means on the acquisi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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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愿意让家人获取更多的骨质疏松保健知

识，一般人群为80．6％(87／108)，医护人员为

86．6％(110／127)，患者人群为78．5％(95／121)，3

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218)。

在调查最愿意接受的健康教育方式中，医护人

员主要通过医疗结构来获得相关知识，而一般人群

和患者主要是通过视听媒体、报纸。

表6 推荐家人接受健康教育的方式情况(％)

Table 6 Means recommended to family members on how acquire health education

3 讨论

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OP)是一种以骨量低

下、骨微结构破坏、导致骨脆性增加、易发生骨折为

特征的全身性骨病¨1。国内有关资料表明：内蒙古

西部地区蒙古族的OP患病率为14．33％Es]，杭州市

50岁以上女性OP患病率27．20％，上海市50岁以

上女性OP患病率为31．12％E6]，随着年龄的增长，

发病率有增高的趋势¨1。由于我国骨质疏松症的

发病率高，涉及人群广泛，已成为政府及医疗工作者

的关注目标¨1。一旦患者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会

出现各种合并症，其生活质量会大幅度下降，可致

残、致死，所以对于骨质疏松预防重于治疗。

骨质疏松症是可以预防的。薛延‘91在骨质疏

松症的三级预防和实施细则中提到：一级预防是无

病防病，降低发病率，积极预防继发性骨质疏松症，

防止并发症的发生。二级预防是有病早治，提高生

活质量。三级预防是综合防治，重点是防止骨折。

本次调查发现：无论是患者人群还是一般人群，对于

骨质疏松症的相关知识的知晓、疾病的预防等的了

解度均较低，而且患者人群的知晓情况并不总高于

一般人群，其原因可能与两方面有关，一方面，由于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悄然发生的疾病，并未引起社会

的广泛重视；另一方面，有关骨质疏松症的研究起步

较晚，相关知识普及程度较低。做好疾病的三级预

防，对社会大众的健康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医务人员是骨质疏松症防治工作最好的承担

者，知晓骨质疏松症相关知识是进行骨质疏松症管

理的基础和先决条件。但是，本次调查发现：对骨质

疏松症的正确认识情况，医护人员的知晓率为

83．1％，在3组人群中最高，但对于骨质疏松的危害

调查中只有2名医护人员的回答是全对的，部分全

对的人群中，一般人群为89．2％(447／501)人，医护

人员为81．9％(413／504)，患者人群为89．2％

(503／564)，患者知晓率高于其他两组(P=0．000)。

是在哪些事项容易导致骨质疏松的发生时，全对的

人群中，尽管医护人员在该项的知晓率明显高于其

他两组人群(P=0．000)，但是医护人员也仅达到

20．8％。疾病的防治首先在于诊断，骨质疏松症是

一种“静悄悄”的疾病，早期无明显症状，重视早期

诊断才能及时防治以达到最好的防治效果。但是在

调查中，关于早期发现骨质疏松应选择的检查时，医

护人员的知晓率为52．0％，高于杜雪平等‘1叫的研

究，主要是因为前者是三甲医院而后者是社区医务

人员；但类似于Chenot等⋯’对德国全科医生的

51．7％知晓率。总之，目前医务人员对骨质疏松相

关知识的关注度不高，为了能够更好的承担起该项

工作，需要不断的进行继续教育，更新知识。

获取预防骨质疏松健康知识的来源，医护人员

主要来自于医疗结构，而一般人群和患者人群的知

识获取途径更多来自于媒体，说明医务人员在疾病

的防治工作中承担的责任不足，我们需要改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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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过专业学会组织，如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

矿盐学分会、中华骨科学会、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

学会骨质疏松委员会、全国妇科内分泌学会等，与公

众媒体相协作，积极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

进行健康教育，有目的、大范围的进行健康知识的推

广；二、骨质疏松症所涉及的主要专业医师如骨科、

内分泌科、妇科内分泌、老年科、影像科等，相关科室

应该主动传播骨质疏松预防的正确知识，多方位开

展骨质疏松症相关健康知识的宣传、多方面加强医

护人员的知识体系，推动健康教育，更好地提高中老

年人对骨质疏松症的认知，降低骨质疏松症的发病

率，降低骨折及再骨折的发生，提高全民生活质量。

三、二十一世纪的医学模式已经由“生物医学模式”

向“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强调了人的

健康是由“生物．心理．社会”三方面因素共同决定

的，医学目的是以促进群体健康为主要目标，由原来

的治疗疾病、延长寿命、降低死亡率转变为预防疾

病、减少发病率、提高生活质量，优化生存环境，增进

身心健康。总之，骨质疏松健康教育是个社会问题，

作为医务人员，深入开展疾病预防和公众教育，义不

容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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