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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大学生骨强度指数特点及与体成分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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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藏族大学生的跟骨骨强度指数，获得该人群骨强度指数随性别及年龄的变化特点。同时分析藏族大学生骨

强度指数及其与体成分之间的关系，为该群体骨质疏松的预防和干预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超声骨密度仪及生物电阻

抗分析仪测量800例(男400例，女400例)藏族大学生右足跟骨骨强度指数及体成分等相关指标，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研

究骨强度指数与体成分各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1)藏族大学生骨强度指数曲线的一般变化特点为从2l岁组起随年龄的

增加先升高后降低，且男生各年龄组骨强度指数值均大于女性；(2)藏族男生骨强度指数最大值出现在22岁组，藏族女生骨

强度指数最大值出现在20岁组；(3)与其他民族、地区大学生群体比较得知，藏族大学生骨强度指数较高；(4)藏族大学生各

项体成分指标与骨强度指数之间均无相关性。结论藏族大学生骨强度指数较高，骨质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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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 changes of calcaneus bone strength index(SI)with sex and age in Tibetan

university students，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 and body composition(BC)，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data for the

prevention and diagnosis of osteoporosis(OP)in this population．Methods Ultrasonic bone densitometer and Bioelectric

impedance technique were used to test the bone strength index of right calcaneus and body composition in a sample of 800 Tibetan

university students(400 males，400 females)．The association between bone strength index and body composition was tested by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Results (1)The prevalence rate of bone strength index firstly increased then decreased with age

from 2 1 years old，and the SI of males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s in each sanle age group．(2)The peak of SI occurred at 22

years in males and 20 years in females．(3)Compared with university students of other nationalities and regions，the mean values of

S1 were higher in Tibetan university students．(4)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indexes of body composition and

SI．Conclusion The S1 was high and the sclerotin situation was fine in Tibetan university students

Key words：Tibetan；Bone strength index；Body composition

骨质疏松(osteoporosis，OP)是以骨量减少、骨组

织显微结构退化导致骨的脆性增高和骨折危险性增

加的一种系统性、全身性疾病⋯。已有研究显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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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疏松除与遗传、种族、环境、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密切

相关外，峰值骨量的水平以及到达峰值骨量的年龄与

骨质疏松发病的可能性密切相关。人从出生后骨量

就逐渐增加，到一定年龄时达到最高水平，即峰值骨

量。峰值骨量越低或出现越早，发生骨质疏松的危险

越大；反之，峰值骨量越高或出现越晚，发生骨质疏松

的机会越小12 o。大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后期，是骨密

度持续增长的关键时期，也是峰值骨量的重要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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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此阶段的骨质状况将影响骨峰值的高低与形成时

间。因此，研究大学生的骨质状况，早期监测骨量的

变化，对骨质疏松症的预防至关重要。

2001年，美国国家骨质疏松基金会将OP的定义

从骨密度指标转换到了骨强度”。。骨强度指数(bone

strength index，SI)是用来衡量抗弯曲的骨矿物质和骨

骼生物力学性能的一个指标，综合反映了骨密度和骨

强度，较全面地评价了骨的生物力学特征，并能更好

的预测骨骼风险"1。藏族是我国北方的主要少数民

族之一，本文选取藏族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

该人群骨强度指数在不同性别以及年龄组别中的特

点及其与体成分的关系，为藏族大学生运动健康指导

及骨质疏松的防治提供一定的依据。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选取来自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三省

的藏族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年龄在20～23岁之

间。所有调查对象对调查方案均知情同意。要求被

测试者双亲均为藏族，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样，

从20岁起，每1岁为1个年龄组，男、女各4个年龄

组，各年龄组测量人数为100人。最终获有效样本

800例(男400例，女400例)。

1．2方法

1．2．1 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一般状

况、饮食、运动情况以及其它与骨质状况有关的生活

方式。为确保调查问卷的真实性、可靠性，由经过培

训的调查人员直接将调查问卷发给被调查者，并向

调查对象详细讲解有关注意事项，由被调查者本人

填写，填写完毕由调查人员检查填写内容的完整性，

并当场收回。

1．2．2身高测量：被测者自然站立，应用马丁测高

仪测定身高，精确到0．1 cm∞1。

1．2．3体成分测定：选用生物电阻抗体体成分分析

仪(Et本，TANITA，MC一180)，输入被测定者的姓名、

身高、年龄、性别等相关数据后，受试者手握电极，站

在测试仪足部电极上，约20秒内完成测试，通过体

成分测试模块收集数据。测试体成分数据包括

BMI、瘦体重、脂肪量、肌肉量、矿物质、身体水分、蛋

白质、浮肿指数、体脂肪率、腰臀围比、基础代谢。

1．2．4 骨强度指数测定：选用超声骨密度测定仪

(日本，GE EXPRESS II)，消毒右足跟部内外两侧

(因为足跟部骨骼中的95％是代谢活跃的海绵状骨

质，故对骨质变化敏感，而且跟骨两侧面近于平行，

受试顺应性好，可减少由于位置变化而造成的测量

误差)，置于仪器的测定位置上测定骨强度指数。

1．3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l9．0软件进行分析。对计量资料首

先进行正态性检验，服从正态分布的数据，以均数±

标准差(面±s)表示，两组间比较用t检验进行分析。

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研究骨强度指数与体成分测

试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统计学检验均为双侧概率检

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藏族大学生骨强度指数的性别及年龄变化特

点

藏族大学生骨强度指数曲线的变化规律为曲线

的右半部分均呈“倒V”字型，从2l岁组起，男生各

年龄组骨强度指数值均大于女性。而藏族男生骨强

度指数随年龄增加表现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骨

强度指数最大值出现在22岁组。藏族女生骨强度

指数随年龄增加表现为先降低后升高再降低的趋

势，骨强度指数最大值出现在20岁组。经比较可

知，女生20岁组(t=5．225，P=0．001)骨强度指数

高于同龄男生，男生21岁组骨强度指数高于同龄女

生(t=3．859，P=0．001)。其他各组间比较均无统

计学差异。见图1、表1。

表1 藏族大学生骨强度指数随性别及年龄分布的特点(％)

Table 1 The distribution of bone strength index in Tibetan university students among different age and gender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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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age)

图1 藏族大学生骨强度指数的性别及年龄变化特点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bone strengh index in Tibetan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mong different ages and dengers

groups

2．2藏族大学生与其他民族、地区大学生群体的骨

强度指数资料比较

目前，sI指标测量仪器以及部位各不相同。近

年来，跟骨定量超声骨密度仪因其经济实惠、便于携

带，无辐射等优点，非常适宜大规模人群普查，是一

种测量骨强度指数，诊断骨质疏松和预测骨折危险

性的新技术，已广泛用于OP的预测与诊断。本文

也采用超声骨密度仪测量跟骨部位的骨强度指数，

因此仅与同样采用此仪器的其他民族、地区的大学

461

生骨强度指数群体资料“”o与藏族大学生比较，结

果显示藏族男生骨强度指数高于回族男生(t=

2．367，P=0．015)以及贵阳地区非体育专业男生，

但是低于贵阳地区体育专业男生(t=4．889，P=

0．000)。藏族女生骨强度指数高于蒙古族女生(t=

9．427，P=0．000)、壮族健康女生(t=8．789，P=

0．000)、壮族亚健康女生(t=5．064，P=0．000)、广

西民族地区医学女生(t=8．876，P=0．000)、回族女

生(t=3．197，P=0．001)以及贵阳地区非体育专业

女生(t=9．983，P=0．003)，但是却低于贵阳地区体

育专业女生(t=2．146，P=0．032)。见表2。

2．3骨密度和体成分指标的相关结果

藏族大学生骨强度指数和体成分指标之间均未

表现出相关性。见表3。

3 讨论

藏族现有人El约300．22万人(2010年第6次

人I=I普查)，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甘肃

省和四川省西部。藏族世居雪域高原，居住环境海

拔高、空气稀薄、降水量少、日照充足、风速大。酥

油、茶叶、糌粑、牛羊肉被称为藏族传统饮食的“四

宝”，此外，藏族还喜饮青稞酒和喜食各式奶制品，

表2 藏族大学生与其他民族、地区的大学生骨强度指数比较(i±s)

Table 2 The bone strength index with compared between the Tibetan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other national．regional university students(i±s)

。皇§pu三墨§董：0q一鞋颦型强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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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藏族大学生骨密度和体成分指标的相关结果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bone strength index and

body composition index in Tibetan university students

但很少食用蔬菜及水果。藏族人民能歌善舞，并有

赛牦牛、马术、抱石头、藏棋等传统体育活动。这些

独特的居住环境、膳食习惯、生活习俗等均对藏族人

群的骨质状况产生了重要影响。了解藏族大学生骨

质状况特点，获得藏族人群健康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从而对骨质疏松的防治和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提供

科学依据。

人体骨骼的生长、发育和衰老是一个正常的生

理过程。在生命的不同时期，人体骨量有着不同的

差异，表现为从出生至20岁，骨量随年龄增长持续

增加；20～30岁期间，骨量仍在缓慢增加；30～40岁

期间，骨骼生长处于相对平衡状态，骨密度也处于一

生的峰值期；随后，骨量随着年龄的增长，经过骨量

丢失前期、骨量快速丢失期和骨量缓慢丢失期几个

阶段而不断流失。青春期是骨矿物含量增长的快速

时期，青少年时期约获得峰值骨量的50％。因此，

在生长发育期使骨量最大化是预防骨质疏松的最佳

策略‘“。

藏族大学生骨强度指数曲线的一般变化特点为

从2l岁组起随年龄的增加先升高后降低，且男生各

年龄组骨强度指数值均大于女性。这与蒙古族大学

生骨强度指数的变化趋势相似∞。。从问卷调查来

看，23岁组骨强度指数的回落可能是因为毕业生面

临就业考研等心理以及学习方面的各种压力，以往

规律的生活、饮食等习惯发生了改变而导致的。藏

族男生骨强度指数最大值出现在22岁组，这与回族

大学生‘9J、蒙古族大学生相同¨1。藏族女生骨强度

指数最大值出现在20岁组，这与回族大学生相

同一1，与蒙古族大学生。61、壮族大学生不一致"1。

问卷调查显示，蒙古族女生在人校前饮食、生活习惯

等均较好，骨强度指数较高，人校集体住校生活后，

饮食生活习惯等的改变对骨强度指数产生了影响，

因此大一阶段骨强度指数下降较快。逐渐适应校内

生活后，骨强度指数也随之提高。而蒙古族男生入

校后的适应能力较强，因此骨强度指数反而持续增

长。

受民族差异、地区环境、生活习惯、居住条件等

因素的影响，不同群体的骨强度指数存在较大差异。

与其他大学生群体的骨强度指数比较可知，藏族大

学生sI值较高，男女生均仅低于贵阳地区体育专业

学生。已有研究显示，影响骨质状况的因素除性别、

年龄外，还与遗传、饮食、运动、生育史、吸烟等因素

密切相关⋯J。这是不同研究群体的骨强度指数变

化不尽相同的原因。

藏族大学生各项体成分指标与骨强度指数之间

均无相关性。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似。其原因为在

校大学生身体状况正处于人生的最佳时期，这个阶

段内无论是身体机能，还是骨密度状况均处于较高

水平，各项体成分指标处于相对稳定期，体成分构成

比也处于正常水平。因而，体成分对骨质的影响上

变化不明显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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