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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骨碎补总黄酮联合全身振动（ｗｈｏｌｅ⁃ｂｏｄｙ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ＷＢＶ）对绝经后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 ＰＶＰ 术后的

影响。 方法　 １２９ 例的绝经后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纳入本研究，随机分为骨碎补总黄酮组、全身振动组及联合治疗组，
所有患者均接受经皮椎体成形术（ＰＶＰ）治疗；骨碎补总黄酮组术后给予骨碎补总黄酮治疗，全身振动组术后给予全身振动治

疗；联合治疗组术后给予骨碎补总黄酮联合全身振动治疗，治疗为期 ６ 个月。 对 ３ 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疼痛 ＶＡＳ 评分、腰椎及

髋部骨密度、血清总碱性磷酸酶 （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ＡＬＰ）、血清Ⅰ型胶原羧基端肽交联 （ ｃａｒｂｏｘｙ⁃ｔｅｌｏｐｅｐｔｉｄｅ ｏｆ ｔｙｐｅ Ｉ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β － ＣＴＸ） 及血钙（Ｃａ）、磷（Ｐ）变化情况进行对比，同时对患者服药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进行比较。 结果　 治疗 ６ 个

月后 ３ 组患者 ＶＡＳ 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Ｐ ＜ ０ ０５），且联合治疗组患者评分明显低于骨碎补总黄酮组及全身振动组

（Ｐ ＜ ０ ０５）。 治疗 ６ 个月后，３ 组患者骨密度较治疗前显著改善（Ｐ ＜ ０ ０５），血清 Ｃａ、Ｐ、ＡＬＰ 和 β － ＣＴＸ 较治疗前有显著改变

（Ｐ ＜ ０ ０５），且联合治疗组均明显优于骨碎补总黄酮组及全身振动组（Ｐ ＜ ０ ０５）。 ３ 组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结论　 骨碎补总黄酮联合全身振动降低绝经后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 ＰＶＰ 术后 ＶＡＳ 评分，且能改善

髋部腰椎骨密度，安全性较高，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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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ｗｉｄｅ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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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ｎ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以骨强度受损，骨组织显微

结构退化和骨折危险性增加的骨骼疾病，骨强度是

骨密度和骨质量的综合反映。 骨质疏松症及其严重

合并症骨折不仅导致患者活动能力下降、躯体疼痛，
而且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１］。 目前预防和治疗

主要应用维生素 Ｄ 和钙剂，由于绝经妇女骨质疏松

症多因钙沉积和流失所致，因此单纯补钙不能产生

良好的预防和治疗作用［２］。 目前中国女性平均寿

命延长，使绝经后骨质疏松更为严重，由此导致的绝

经后骨质疏松胸腰椎骨折比例也随之增加，严重威

胁老年人生活及健康［３］。 骨碎补总黄酮具有增加

骨量、改善骨质量、维持骨微结构的完整程度、增强

成骨细胞活性、促进成骨细胞分化与增殖、促进钙在

骨的沉积、增强骨的矿化、调节骨代谢过程中的细胞

因子、抑制骨吸收和止痛等作用［４］。 随着医疗器械

的发展，振动作为一种非药物的措施，其在防治骨质

疏松方面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目前短时间、低强

度、高频率的全身振动（ｗｈｏｌｅ⁃ｂｏｄｙ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ＷＢＶ）
已被广泛用于防治 ＯＰ 的研究。 近年来的研究表

明［５⁃７］，ＷＢＶ 可以不同程度的增加骨质疏松状态下

骨量效果，而且没有明显副作用［７］，使得其在骨质

疏松的防治方面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被认为是一

种安全有效的、新型的防治方法。 但目前关于 ＷＢＶ
联合骨碎补总黄酮对绝经后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

骨折 ＰＶＰ 术后的疗效如何未进行详细研究。 本研

究的目的是探讨骨碎补总黄酮联合 ＷＢＶ 结合 ＰＶＰ
治疗绝经后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的疗效。

１　 材料和方法

１ １　 临床资料

凡年龄在 ５０ ～ ７０ 岁，出现胸 １２ ～ 腰 ４ 段单个

节段压缩性骨折，经双能 Ｘ 线骨密度仪检测，Ｌ１⁃４椎

体的骨密度的 Ｔ 值低于⁃２ ５ＳＤ 的绝经后妇女纳入

本研究观察。 排除标准①不符合骨质疏松症诊断标

准。 ②代谢性骨病、慢性肝、肾疾病及自身免疫系统

疾病等干扰骨代谢的疾病。 ③继发性骨质疏松患

者，如：患严重糖尿病、甲状腺机能亢进、甲状旁腺机

能亢进等内分泌性疾病；肝、肾功能明显异常；曾摘

除过卵巢；患类风湿性关节炎；患骨肿瘤或 Ｐａｇｅｔ’ ｓ
病。 ④半年内曾使用过雌激素、钙剂、双膦酸盐、维

生素 Ｄ 等抗骨质疏松药物或其他影响骨代谢药物

者，服用过糖皮质激素、非甾体类抗炎药、免疫调节

剂等影响细胞因子产生的药物。 患有其他低骨量代

谢性疾病及其他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⑥合并

子宫乳腺疾病者及对骨碎补总黄酮过敏患者。 １２９
例患者纳入本次研究，患者均为胸腰段单个节段压

缩性骨折，患者随机分为 ３ 组：骨碎补总黄酮组、全
身振动组及联合治疗组。 骨碎补总黄酮组 ４３ 例，年
龄 ５０ ～ ６９ 岁，平均（５４ ２ ± ７ ３）岁；全身振动组 ４３
例，年龄 ４９ ～ ６８ 岁，平均（５５ ６ ± ７ ２）岁；联合治疗

组 ４３ 例，年龄 ５１ ～ ６９ 岁，平均（５６ １ ± ６ ９）岁，３ 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 本研究经我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受试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 ２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接受 ＰＶＰ 手术治疗及钙尔奇 Ｄ（美
国惠氏制药）６００ ｍｇ ／ ｄａｙ 作为基础治疗。 术后骨碎

补总黄酮组患者接受强骨胶囊（每粒含骨碎补总黄

酮 １８０ ｍｇ，北京岐黄制药有限公司，批号：１４１２０９）
治疗，每次口服 ２ 粒，每日 ３ 次。 早、中、晚餐后温开

水送服。 全身振动组给予振动治疗仪（北京迈康达

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 ＺＤ１０ 型振动治疗仪，两
手握于扶把，振动方式为垂直平台的上下运动，频率

为 ３０ Ｈｚ，振幅为 ０ ５ ｍｍ，每次振动治疗 １０ ｍｉｎ，３
次 ／周，共 ６ 个月）治疗方案。 联合治疗组术后给予

强骨胶囊加用振动治疗仪治疗方案，治疗为期 ６ 个

月。
１ ３　 观察指标

１ ３ １　 药物的安全性：治疗期间观察并记录 ３ 组患

者药品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并监测患者血、尿常规，
肝、肾功能的变化情况。
１ ３ ２　 ＶＡＳ 评分：分别在药物治疗前后 ６ 个月对 ３
组患者进行视觉模拟疼痛评分（ＶＡＳ），即治疗前后

疼痛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 评分标准：０ ～ １０ 分代表不

同程度的疼痛，其中 ０ 分为无痛，１ ～ ２ 分为疼痛轻

微，３ ～ ４ 分为疼痛尚能忍受，５ ～ ９ 分为疼痛难忍受，
１０ 分为剧烈疼痛。
１ ３ ３　 血生化指标：治疗前、后分别采用自动分析

仪和化学发光法测量骨形成指标血清总碱性磷酸酶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ＡＬＰ）、骨吸收指标血清Ⅰ型

胶原羧基端肽交联 （ ｃａｒｂｏｘｙ⁃ｔｅｌｏｐｅｐｔｉｄｅ ｏｆ ｔｙｐｅ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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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ｌａｇｅｎ，β⁃ＣＴＸ） 及血钙、磷水平。 β⁃ＣＴＸ 检测的批

内及批间变异系数分别为 ２ ０％ 和 ３ １％ 。 测量

治疗前及治疗后 ６ 个月钙、磷、ＡＬＰ 及 β⁃ＣＴＸ 水平

变化。
１ ３ ４　 骨密度：美国生产 ＬＵＮＡＲ 双能 Ｘ 线吸收骨

密度仪测量治疗前及治疗后 ６ 个月各组患者腰椎 １⁃
４ （Ｌ１⁃４）、股骨颈、股骨大转子及全髋 ＢＭＤ。
１ 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软件包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ｘ
± ｓ表示，采用 ｔ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相关性

采用 Ｓｐｅ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果

２ １　 药品不良反应

骨碎补总黄酮组患者在治疗前后出现 ３ 例药品

不良反应，均为胃肠道反应；联合治疗组治疗期间出

现 ４ 例胃肠道反应不良反应，予以对症处理后均症

状消退。 ３ 组患者治疗期间血、尿常规及肝、肾功能

无异常变化。
２ ２　 ３ 组治疗前后 ＶＡＳ 评分变化比较

３ 组患者治疗前 ＶＡＳ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 ＞ ０ ０５）。 药物治疗 ６ 个月，３ 组患者 ＶＡＳ
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明显降低（Ｐ ＜ ０ ０５），且联合治

疗组评分均低于骨碎补总黄酮组及全身振动组同期

（Ｐ ＜ ０ ０５），这表明骨碎补总黄酮联合全身振动可

以明显改善老年绝经后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

ＰＶＰ 术后患者 ＶＡＳ 评分，见表 １。
表 １　 ３ 组治疗前后 ＶＡＳ 评分比较（ｎ， ± ｓ）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ＶＡＳ ｓｃｏｒ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ｎ， ｘ ± ｓ）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ＶＡＳ
评分（分）

治疗后 ＶＡＳ
评分（分）

骨碎补总黄酮组 ４３ ７ ９８ ± ０ ９３ ２ ６７ ± ０ ５４∗

全身振动组 ４３ ８ ０１ ± ０ ９４ ３ ０２ ± ０ ７９∗＃

联合治疗组 ４３ ８ ０１ ± ０ ９４ １ ８９ ± ０ ５９∗＃＆

　 　 注：与本组治疗前后比较，∗Ｐ ＜ ０ ０５；与骨碎补总黄酮组同期比

较，＃Ｐ ＜ ０ ０５；与全身振动组同期比较，＆Ｐ ＜ ０ ０５

２ ３　 ３ 组患者治疗前后骨密度比较

３ 组患者治疗前骨密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 ＞ ０ ０５）。 治疗 ６ 个月，３ 组患者骨密度较治疗

前明显提高 Ｐ ＜ ０ ０５），且联合治疗组明显高于同期

骨碎补总黄酮组及全身振动组（Ｐ ＜ ０ ０５）。 见表 ２。

表 ２　 治疗前及治疗后 ６ 个月骨密度比较 ｘ ± ｓ，ｇ ／ ｃ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ＢＭ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６ ｍｏｎｔｈ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ｘ ± ｓ，ｇ ／ ｃｍ２）

组别 腰椎（Ｌ２⁃４） 股骨颈 大转子 全髋

骨碎补总黄酮组 治疗前 ０． ７８３ ± ０． ０８１ ０． ７１８ ± ０． ０８１ ０． ５７９ ± ０． ０５４ ０． ７４２ ± ０． ０５４
治疗后 ０． ８１８ ± ０． ０４２∗ ０． ７３２ ± ０． ０７１∗ ０． ５９１ ± ０． ０６６∗ ０． ７５４ ± ０． ０６８∗

全身振动组 治疗前 ０． ７８４ ± ０． ０９３ ０． ７１９ ± ０． ０９５ ０． ５７９ ± ０． ０５４ ０． ７４２ ± ０． ０６５
治疗后 ０． ８２２ ± ０． ０８２∗＃ ０． ７３０ ± ０． ０７１∗＃ ０． ５９３ ± ０． ０６６∗＃ ０． ７５７ ± ０． ０７４∗＃

联合治疗组 治疗前 ０． ７８４ ± ０． ０９３ ０． ７１８ ± ０． ０７９ ０． ５８０ ± ０． ０７５ ０． ７４３ ± ０． ０５４
治疗后 ０． ８６２ ± ０． ０５２∗＃＆ ０． ７６１ ± ０． ０９６∗＃＆ ０． ６０９ ± ０． ０８３∗＃＆ ０． ７８９ ± ０． ０８７∗＃＆

　 　 注：与本组治疗前后比较，∗Ｐ ＜ ０ ０５；与骨碎补总黄酮组同期比较，＃Ｐ ＜ ０ ０５；与全身振动组同期比较，＆Ｐ ＜ ０ ０５

２ ４　 ３ 组患者治疗前后骨代谢指标的比较

３ 组患者治疗前血 Ｃａ、Ｐ、ＡＬＰ、β⁃ＣＴＸ 水平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药物治疗 ６ 个月，治
疗组患者血 Ｃａ、Ｐ、β⁃ＣＴＸ 较治疗前明显下降，ＡＬＰ

明显上升（Ｐ ＜ ０ ０５），且改变明显高于同期对照组

（Ｐ ＜ ０ ０５）。 而对照组与治疗前比较无明显变化（Ｐ
＞ ０ ０５）。 见表 ３。

表 ３　 治疗前后 ３ 组骨代谢指标比较（ｘ ± ｓ）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ｂｏｎ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ｉｎｄｅｘ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３ ｇｒｏｕｐ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ｘ ± ｓ）

组别 血钙（ｍｍｏｌ ／ Ｌ） 血磷（ｍｍｏｌ ／ Ｌ） ＡＬＰ （Ｕ ／ Ｌ） β⁃ＣＴＸ （ｎｇ ／ ｍＬ）

骨碎补总黄酮组
治疗前 ２． ５６ ± ０． １２ １． ４６ ± ０． １９ ７０． ５６ ± １９． ３２ ０． ４１８ ± ０． １６７
治疗后 ２． ４３ ± ０． ０９∗ １． ２７ ± ０． １８∗ ８８． ３７ ± ２１． ４３∗ ０． ６３２ ± ０． １７４∗

全身振动组
治疗前 ２． ５７ ± ０． １１ １． ４６ ± ０． １９ ７０． ８９ ± １９． ０１ ０． ４１８ ± ０． １６４
治疗后 ２． ４０ ± ０． ０９∗＃ １． ２２ ± ０． １８∗＃ ９２． ２３ ± ２４． ２４∗＃ ０． ６５７ ± ０． １５４∗＃

联合治疗组
治疗前 ２． ５５ ± ０． １３ １． ４７ ± ０． １９ ７０． ２６ ± １９． ３４ ０． ４１９ ± ０． １８９
治疗后 ２． ２６ ± ０． ０９∗＃＆ １． １２ ± ０． １１∗＃＆ １０８． ４８ ± １５． ３４∗＃＆ ０． ７９４ ± ０． ０７８∗＃＆

　 　 注：与本组治疗前后比较，∗Ｐ ＜ ０ ０５；与骨碎补总黄酮组同期比较，＃Ｐ ＜ ０ ０５；与全身振动组同期比较，＆Ｐ ＜ 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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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本研究对绝经后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

ＰＶＰ 术后前瞻性使用骨碎补总黄酮联合全身振动进

行干预，选取 １２９ 例绝经后骨质疏松性胸腰椎单节

段压缩性骨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所有患者在治疗

前都通过双能 Ｘ 仪测量其 Ｌ１⁃４的骨密度，结果显示

这些患者都是 Ｔ 值低于 － ２ ５ ＳＤ。 我们把上述患者

随机分成两组，所有患者均接受 ＰＶＰ 手术，术后治

疗组通过使用骨碎补总黄酮联合全身振动进行 ６ 个

月的干预治疗，研究结果表明骨碎补总黄酮联合全

身振动可以显著的降低患者 ＰＶＰ 术后 ＶＡＳ 评分，极
大提高患者腰椎 １⁃４ （Ｌ１⁃４）、股骨颈、股骨大转子及

全髋 ＢＭＤ，改变血清中 Ｃａ、Ｐ、ＡＬＰ、β⁃ＣＴＸ 水平，这
些结果显示骨碎补总黄酮联合全身振动不仅可以促

进成骨作用，改善患者 ＰＶＰ 术后疼痛，还可以最大

限度的提高骨密度，是一种结合骨碎补总黄酮及全

身振动促进成骨两者优点的治疗方法。
骨质疏松症引起骨痛、身高变矮、骨畸形、活动

能力下降、骨折风险及死亡率增加，对患者心身及社

会生活造成影响，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骨质疏

松症的治疗药物包括骨吸收抑制剂和骨形成促进剂

２ 大类，双膦酸盐类药物至今已发展成为最有效的

骨吸收抑制剂，能抑制破骨细胞介导的骨吸收，有效

增加骨密度［８］。 但是口服双膦酸盐［９］ 有多种不利

因素，它们胃肠道吸收不佳，生物利用度较差，须空

腹服用；同时为了避免上消化道刺激，服用后患者至

少需直立 ３０ ｍｉｎ 等。 文献报道患者坚持口服双膦

酸盐药物达 １ 年以上的比例不到 ５０％ ［１０］。 骨碎补

总黄酮具有增加骨量，改善骨质量，维持骨微结构的

完整程度，增强成骨细胞活性，促进成骨细胞分化与

增殖，促进钙在骨的沉积，增强骨的矿化、改善骨调

节激素的紊乱状态，调节骨代谢过程中的细胞因子、
抑制骨吸收和止痛，抗炎；同时减轻骨质疏松症骨

痛，升高骨密度，正成为防治骨质疏松症的合适的药

物之一，近年来，骨碎补总黄酮逐渐为人们所重视。
骨代谢是一个由成骨细胞的骨形成和破骨细胞

的骨吸收构成的动态平衡过程，一旦这种平衡被打

破，破骨作用大于成骨作用，就会导致骨质疏松。 应

力是调节骨生长与重建的重要因素。 研究表明，作
为力学刺激形式之一、低于引起骨组织损伤的机械

振动信号具有良好地促进骨形成和骨折愈合的作

用［１１］。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中低强度高频率复合振

动可以调节骨代谢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１２］，促进骨

形成，抑制骨吸收。 细胞实验进一步证实了低强度、
高频 ＷＢＶ 可以直接促进成骨细胞的增殖和分

化［１３］，也通过调节骨细胞分泌因子间接抑制破骨细

胞的成熟和活性［１４］。 最近的研究表明 ＷＢＶ 可以不

同程度改善肌肉、骨骼和神经系统异常等方面的异

常，其最大的特点是能够用较小的负荷达到有效的

治愈效果，对机体的心血管系统等重要器官的影响

较小，在增加肌肉骨骼力量的同时，也能够改善人体

烦人平衡和运动协调性［１５］。
本研究中充分考虑了 ＷＢＶ 及骨碎补总黄酮各

自的特点，将两者联合使用，可以显著提高绝经后女

性骨质疏松骨折术后骨代谢状态，骨碎补总黄酮具

有抑制破骨细胞活性，抑制骨吸收，且几乎无副反

应。 ＷＢＶ 可以最大限度减少骨碎补总黄酮和其他

抗骨质疏松药物联合使用出现的不适，同时 ＷＢＶ
有较好促进成骨作用，ＡＬＰ 的升高很好的证实这点。
同时 ＷＢＶ 可以不同程度改善肌肉、骨骼和神经系

统的异常，对防治骨质疏松患者跌倒有着重大的意

义。 两者联合使用可以显著提高骨质疏松骨折预

后。
本研究也有其局限性；首先，患者数目较少，没

有男性患者，是否合适男性患者不能明确给予建议。
其次，本研究在一家医院所取得的结果，是否存在误

差也不得而知。 并且我们本次研究选取的患者身体

较好，是否合适身体较差的患者还有待于进一步研

究。 总的来说，骨碎补总黄酮联合全身振动是一种

合适的改善绝经后骨质疏松骨折预后的方法，治疗

方案切实可行，安全有效，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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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ｉｎ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ｗｏｍｅｎ： ２０１０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ｅ， ２０１０， １７（１）： ２５⁃５４．

［ ３ ］ 　 Ｐｅｒｏｖｉｃ′ Ｄ， Ｂｏｒｉｃ′ Ｉ．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ｔｉｃ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 Ｒｅｕｍａｔｉｚａｍ， ２０１４， ６１（６１）： ７５⁃７９．

［ ４ ］ 　 Ｌｉｕ Ｈ， Ｚｏｕ Ｓ， Ｑｉ Ｙ， ｅｔ 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ｕｒ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ｈｉｚｏｍｅｓ ｏｆ Ｄｒｙｎａｒｉ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Ｋｕｎｚｅ） Ｊ． Ｓ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２０１２，
６６（２）： ４１３⁃４１９．

［ ５ ］ 　 Ｇａｒｍａｎ Ｒ， Ｇａｕｄｅｔｔｅ Ｇ， Ｄｏｎａｈｕｅ ＬＲ， ｅｔ ａｌ． Ｌｏｗ⁃ｌｅｖｅｌ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ｉｇｈｔ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ｒａｂｅｃｕｌａｒ ｂｏｎ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ｐａｅｄ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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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７， ２５（６）： ７３２⁃７４０．
［ ６ ］ 　 Ｊｏ Ｔ ＤＺ， Ｇｉａｎｇｒｅｇｏｒｉｏ ＬＭ， Ｃｒａｖｅｎ ＢＣ． Ｗｈｏｌｅ⁃ｂｏｄｙ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０９， ４６（４）： ５２９⁃５４２．

［ ７ ］ 　 Ｃｈａｐｕｒｌａｔ ＲＤ， Ｄｅｌｍａｓ ＰＤ． Ｄｒｕｇ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Ｂｉｓｐｈｏｓｐｈｏｎ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 ＆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２００６， ２（４）： ２１１⁃２１９．

［ ８ ］ 　 印平， 马远征， 马迅， 等． 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的治

疗指南． 中国骨质疏松杂志， ２０１５，２１（６）： ６４３⁃６４８．
Ｙｉｎｇ Ｐ， Ｍａ ＹＺ， Ｍａ Ｘ， ｅｔ 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ｔｉｃ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 Ｃｈｉｎ Ｊ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 ２０１５，２１ （６）： ６４３⁃
６４８．

［ ９ ］ 　 张晓梅， 刘忠厚． 唑来膦酸盐与骨质疏松症． 中国骨质疏松

杂志， ２００９， １５（１１）： ８５７⁃８６３．
ＺｈａｎｇＸＭ，Ｌｉｕ ＺＨ． Ｚｏｌｅｄｒｏ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Ｃｈｉｎ Ｊ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 ２００９， １５ （１１）： ８５７⁃８６３．

［１０］ 　 Ｌｏ ＪＣ， Ｐｒｅｓｓｍａｎ ＡＲ， Ｏｍａｒ ＭＡ， ｅｔ ａｌ．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ｗｅｅｋｌｙ
ａｌｅｎｄｒｏｎａｔｅ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ｍｏｎｇ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ｗｏｍｅｎ．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０６， １７（６）： ９２２⁃９２８．

［１１］ 　 Ｒｕｂｉｎ Ｃ， Ｔｕｒｎｅｒ ＡＳ， Ｂａｉｎ Ｓ，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ｂｏｌｉｓｍ： Ｌｏｗ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ｌｏｎｇ ｂｏｎｅｓ．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１， ４１２（６８４７）： ６０３⁃
６０４．

［１２］ 　 Ｊｕｄｅｘ Ｓ， Ｚｈｏｎｇ Ｎ， Ｓｑｕｉｒｅ ＭＥ， ｅｔ 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ａｎａｂｏｌｉｃ ａｎｄ ｃａｔａｂｏｌ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ｂｏｎ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０５， ９４ （５ ）：
９８２⁃９９４．

［１３］ 　 Ｌｕｕ ＹＫ， Ｃａｐｉｌｌａ Ｅ， Ｒｏｓｅｎ ＣＪ， ｅｔ 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ｗｈｉｌ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ｄｉｅｔａｒｙ⁃ｉｎｄｕｃｅ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ｏｎｅ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 １５（１）： ２３１３⁃２３２１．

［１４］ 　 Ｌａｕ Ｅ， Ａｌｄｕｊａｉｌｉ Ｓ， Ｇｕｅｎｔｈｅｒ Ａ，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ｏｗ⁃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ｏｓｔｅｏｃｙ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ｃｌａｓｔｓ． Ｂｏｎｅ， ２０１０， ４６（６）： １５０８⁃１５１５．

［１５］ 　 马磊， 张焱， 刘少燕，等． 应用全身振动疗法对提高老年人平

衡能力的研究． 中国社区医师， ２０１６， ３２（２４）： １６８⁃９．
Ｍａ Ｌ， Ｚｈａｎｇ Ｙ， Ｌｉｕ ＳＹ， 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ｏｌｅ ｂｏｄｙ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 ２０１６， ３２ （ ２４ ）： １６８⁃
１６９．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２⁃２０，修回日期：２０１７⁃０４⁃２５）

（上接第 １１９０ 页）
　 　 　 Ｙｕ Ｍ， Ｃｈｅｎ Ｙ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３２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４，９ （１）： １２⁃１４．

［１１］ 　 王慧，陆进明． 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骨质疏松性骨折风险

ＦＲＡＸ 评估的研究进展． 安徽医学，２０１４，３５（１）：１３７⁃１３９．
Ｗａｎｇ Ｈ， Ｌｕ ＪＭ．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ｔｉｃ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ＦＲＡＸ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ｈｕｉ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４，３５ （１）： １３７⁃１３９．

［１２］ 　 沈晓濛，徐胜前． 骨代谢指标在类风湿继发骨质疏松中的研

究进展． 中华临床医师杂志 （电子版），２０１２，６ （７ ）：１８０２⁃
１８０５．
Ｓｈｅｎ ＸＭ， Ｘｕ ＳＱ． Ｂｏｎ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ｔｏ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２，６ （７）： １８０２⁃
１８０５．

［１３］ 　 孔小阳． 综合干预对老年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影响［ Ｊ］ ． 现

代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３，２２（３１）：３５２３⁃３５２４．
Ｋｏｎｇ ＸＹ．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３，２２ （３１）： ３５２３⁃３５２４．

［１４］ 　 柴云，汪文新，徐汉成，等． 慢性病社区管理患者相关知识、态
度、行为调查． 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１０，２６（１）：１０４⁃１０６．
Ｃｈａｉ Ｙ， Ｗａｎｇ ＷＸ， Ｘｕ ＨＣ， ｅｔ 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０，２６ （１）： １０４⁃１０６．

［１５］ 　 张丽丽，董建群． 慢性病患者自我管理研究进展． 中国慢性病

预防与控制． ２０１０，１８（２）：２０７⁃２１２．
Ｚｈａｎｇ ＬＬ， Ｄｏｎｇ ＪＱ．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ｅｌ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２０１０，１８ （２）： ２０７⁃２１２．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２⁃０９，２０１７⁃０４⁃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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