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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开展大兴区社区医务人员骨质疏松症认知基线调查，了解大兴区社区医务人员对骨质疏松症的认知程度，为后

期培训、干预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持。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大兴区社区医务人员进行调查。结果 在“对骨质

疏松症是否了解”方面，不了解占23．8％，基本了解占74．5％，完全了解占1．7％。在“工作中是否经常接诊骨质疏松症患者”

方面，几乎没有占25．4％，很少占39．4％，经常占35．2％。16．5％的社区医务人员知道0sTA评分，12．2％的社区医务人员知

道FRAx评分，12．8％的社区医务人员知道10F1min危险因素测试。针对骨质疏松症的相关专业知识调查显示：总体回答正

确率为42．00％。具体题目回答正确率较高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对骨质疏松症的定义”(85．03％)、“对于骨质疏松症患者来

说，以下生活方式正确的是”(78．12％)、“骨质疏松症的主要临床症状”(69．44％)等，具体题目回答正确率较低的是：“骨质

疏松症的分类”(9．14％)、“关于FRAx评分，以下哪项是正确”(8．06％)、“骨质疏松初级预防的目标”(4．43％)等题目。结

论 社区医务人员对骨质疏松症的认知情况较差，应加强相关培训，提升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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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 To conduct a baseline survey of osteoporosis knowledge among community medical workers in Daxing

District，Beijing，to eValuate the knowledge situation in medical workers in Daxing District community， and to proVide data to

suppon future仃aining and interVention．Methods Using clustcr random samplingmethod，the community medical staff in Daxing

District were investigated．Results For the item of“understanding of osteoporosis”，do not understand represented 23．8％，basic

understanding 74．5％，and complete understanding 1．7％．For the item“how often do you see patients with osteoporosis”，almost

no represented 25．4％，Very few 39．4％，and often 35．2％．There were 16．5％of the community medical staff who knew the

0STA score，12．2％ knew me FRAX score，and 12．8％ knew 10F one minute risk factor test． According to the osteoporosis

relate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urVey： the oVeraU response mte was 42．00％． The“ems wim high correct answer rate were：

“wHo definition of osteoporosis”(85．03％)，“for osteoporosis patients，the fbllowing is the right way of life”(78．12％)，and

“osteoporosis clinical symptoms” (69．44％)． The items with low correct answer rate were “classification of osteoporosis”

(9．14％)，“on the FRAx score，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me”(8．06％)，“osteoporosis prevention goals”(4．43％)and so on．

ConclusiOn The knowledge of osteoporosis in community medical workers is poor，so the related training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improve the knowledg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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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已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健康问题，其

并发症脆性骨折可使患者致残，并严重影响患者的

生活质量⋯，是由于多种因素导致的骨代谢紊乱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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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全身性疾病。常年的骨质破坏速度大于新骨生

成的速度，使骨质中矿物质含量的减少，骨质的微结

构遭到了破坏，这种变化使骨骼的韧性减低，增加了

发生脆性骨折的风险。2。。

为了解大兴区社区医务人员对骨质疏松症的认

知程度，为后期培训、干预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持，受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委托，我院开展此次基线调

查工作。

1材料和方法

1．1调查对象

随机选择北京市大兴区多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380名医务人员。

1．2人员抽样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大兴区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对机构内所有的社区医务人员进

行调查。

1．3 指标体系及问卷编制

以“骨质疏松症认知”等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

等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另外召开四组专家组座谈

会，最终确定调查问卷。分为背景情况、骨质疏松症

相关专业知识认知、相关知识学习培训等方面。其

中：骨质疏松症相关专业知识认知共18个题目，单

项选择题13个题目，多项选择题5个题目。

1．4调查问卷发放

采用机构现场问卷调查法，访问员携带调查问

卷，来到制定的机构，对机构内所有的社区医务人员

现场发放问卷并回收问卷。

1．5样本量与质量控制

实际发放380份调查问卷，回收372份，回收率

为97．89％，其中有效问卷为361份，有效率为

95．00％。

项目方专门招募了负责此次调查工作的访问

员，并从项目背景、问卷设置、答题注意事项等方面

对访问员进行了严格的项目培训和考核，考核合格

的访问员才开展实际调查工作。问卷回收后，由审

核员对问卷做逻辑性等审核。

1．6统计学处理

使用EPIDATA3．0软件进行数据双录入，采用

sPssl8．0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采用二分类Logistic

回归分析。

2 结果

2．1人员基本情况分布结果

此次调查的社区医务人员年龄以“18～40岁”

为主，占比为67．5％，其次是“41～60岁”

(32．2％)、“60岁及以上”(0．3％)。学历方以“大

学本科”(59．O％)、大专(31．0％)等为主。在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的工作年限以“≥11年”占比最高

(45．2％)，其次是“6～10年”(34．4％)、“≤5年”

(20．5％)。工作岗位主要是全科医师为主

(62．0％)、社区护士(28．4％)、防保医师(9．6％)。

职称方面主要是初级职称(56．0％)、中级职称

(30．9％)、高级职称(13．1％)。

2．2认知度结果

调查显示：在对骨质疏松症是否了解方面，

23．8％的社区医务人员表示不了解，74．5％的社区

医务人员表示基本了解，仅有1．7％的社区医务人

员表示完全了解。在“您在工作中是否经常接诊骨

质疏松症患者”方面，25．4％的社区医务人员表示

几乎没有，39．4％的社区医务人员表示很少，35．2％

的社区医务人员表示经常。另外，16．5％的社区医

务人员知道OsTA评分，12．2％的社区医务人员知

道FRAx评分，12．8％的社区医务人员知道

10F1min危险因素测试。

针对骨质疏松症的相关专业知识调查显示：总

体回答正确率为42．00％。从具体题目来看，“世界

卫生组织对骨质疏松症的定义”(85．03％)、“对于

骨质疏松症患者来说，以下生活方式正确的是”

(78．12％)、“骨质疏松症的主要临床症状”

(69．44％)、“为获得理想骨峰值，维护骨骼健康，我

国营养学会制定成人每日钙摄入推荐剂量”

(66．18％)、“0sTA评分如何实施”(62．26％)等题

目的回答正确率较高，而“骨质疏松症的分类”

(9．14％)、“关于FRAx评分，以下哪项是正确”

(8．06％)、“骨质疏松初级预防的目标”(4．43％)等

题目的回答正确率相对较低(见表1)。

以是否了解骨质疏松症为因变量(1=不了解；

0=了解)，以年龄、文化程度、在社区卫生机构的工

作年限、工作岗位、职称等作为自变量，进行二分类

Logistic回归分析，以P<0．05作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可以发现：年龄、工作岗位是否为全科医生显

著影响因素，年龄越高，越可能了解骨质疏松症；工

作岗位是全科医生，越可能了解骨质疏松症。(见

表2、表3)

2．3骨质疏松症的学习与培训需求

调查显示：在您认为是否需要加强骨质疏松症

知识的学习方面，99．4％的社区医务人员表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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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的相关专业知识回答正确率情况(％)

TabIe 1 Answer correct rate for questions on

osteoporosi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内容 回答正确率

世界卫生组织对骨质疏松症的定义

对于骨质疏松症患者来说，以下生活方式正确

的是

骨质疏松症的主要l临床症状

为获得理想骨峰值，维护骨骼健康，我国营养

学会制定成人每日钙摄人推荐剂量

0sTA评分如何实施

基于DxA测定，骨质疏松症的诊断标准

每天摄入维生素D的安全上限为

食物中含钙量最丰富的是

骨质疏松症的治疗药物中抗骨吸收的药物有

哪些

根据2003～2006年的一次全国性大规模流行

病调查，50岁以上人群以椎体和股骨颈骨密度
值为基础的骨质疏松症总患病率女性为

以下有关IOFlmin危险因素测试的选项中错

误的

存在骨质疏松症的老年人每日需摄入维生素

D的数量是

从运动的安全性、有效性出发，运动的适宜强

度为心率到达靶心率，靶心率的计算方式

跌倒的危险因素中，最常见的是哪

药物治疗适应症

骨质疏松症的分类

关于FRAx评分，以下哪项是正确

骨质疏松初级预防的目标是

85．03

78．12

69．44

66．18

62，26

60．19

44．28

41．67

41．OO

40．35

38．56

36．21

3l 13

29．88

10．25

9．14

8．06

4．43

表2哑变量设置

TabIe 2 Dummy Variable se ccings

0．6％的社区医务人员表示不需要。在如果开展骨

质疏松症相关知识培训课程，最希望接受哪方面的

培训方面，“骨质疏松症的发生原理”占比最高，为

35．5％，其他主要是“骨质疏松症的筛查及诊断方

法”(23．2％)、“骨质疏松症的生活方式干预”

(23．5％)、“骨质疏松症的药物治疗”(9．4％)、“骨

质疏松症的症状、并发症”(8．5％)。

3 讨论

我国是世界上骨质疏松症患者人数最多的国

家，约有1亿人，预计到2050年，不同程度的骨质

疏松症的患者将达到2．1亿。骨质疏松症已经成

为我国面临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政府已经将

骨质疏松症、糖尿病、老年痴呆症列为三大重点攻关

的老年性疾病¨1。

表3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Table 3 Dichotomou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8

3．1 社区医务人员对OsTA评分、FRAx评分、

IOFlmin危险因素测试的认知度较低，对相关专业

知识测试的回答准确率较低

社区医务人员平时接触骨质疏松症患者的频次

较多，但对骨质疏松症的认知程度较差，尤其对于

“骨质疏松症的分类”、“FRAx评分”、“骨质疏松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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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预防的目标”等内容缺乏正确的认知。从世界范

围来看，社区医务人员对骨质疏松症防治知识知晓

率普遍偏低，对骨质疏松症重视程度不够‘41。孙艳

格等¨’指出：社区医务人员骨质疏松症相关专业知

识认知较差，仅有18％能知晓骨质疏松症患病率，

17％知晓骨质疏松症诊断标准，11％知晓骨质疏

松症药物治疗适应症。远低于对其他慢病相关知识

的掌握。本研究与之较为相符。

3．2加强社区医务人员骨质疏松症相关培训，提高

筛查和诊治能力

调查显示：社区医务人员对骨质疏松症的培训

需求非常迫切，应根据他们的实际需求，发挥上级医

院骨科和内分泌科医生的专业优势∞1，开展“骨质

疏松症的发生原理”、“筛查及诊断方法”、“生活方

式干预”等更具针对性的培训，完善继续教育体系，

提高社区医务人员对骨质疏松症的认知水平，支持

社区医院掌握筛查和诊治骨质疏松症的基本能力。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越高，越可能了解骨质

疏松症；工作岗位是全科医生，越可能了解骨质疏松

症。提示在培训时，应尤其关注年龄较低的医务人

员、工作岗位是非全科医生的医务人员。

3．3 发挥基层优势，承担骨质疏松症预防工作

2015年9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制定了《关于

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以“强基

层”为重点完善我国的分级诊疗服务体系，到2020

年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

的分级诊疗模式。

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研究证实：改善不良生活

方式、及时采用干预性治疗有助于降低骨质疏松症

患病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和居民联系最密切的

医疗机构，社区医务人员拥有较强的疾病预防意识、

能进行定期随访、有慢性病管理经验和知识结构，提

示应发挥基层优势，可考虑将骨质疏松症纳入社区

慢性病管理，做好相关预防工作。

4 结论

社区医务人员对骨质疏松症认知情况较差，应

加强培训，提升基层对骨质疏松症的应对能力，保障

居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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