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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海南省某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ＰＤ）合并骨质疏松患者营养状况及

其影响因素。 方法　 使用问卷法收集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在本院住院治疗的 ６２８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骨质疏松

患者的资料，采用 Ｇｕｉｇｏｚ 等人研制的微型营养评估量表对患者进行营养状况评估，收集患者相关临床资料、血红蛋白、血清蛋

白浓度等。 结果　 ６２８ 例 ＣＯＰＤ 合并骨质疏松患者的微型营养评估量表平均得分为（１６ ４３ ± ４ １２）分，其中 ４２１ 例（６７ ０３％ ）
存在营养不良，１１３ 例（１７ ９９％ ）存在营养不良风险，９４ 例（１４ ９７％ ）营养状况良好。 年龄（ＯＲ ＝ ２ １１）、受教育程度（ＯＲ ＝
２ ５３）、病程（ＯＲ ＝ ２ ３３）、居住地区（ＯＲ ＝ ３ １５）、医疗费支付方式（ＯＲ ＝ ４ ５７）、ＣＯＰＤ 疾病严重程度（ＯＲ ＝ １ ７８）、骨质疏松症

分级（ＯＲ ＝ １ ９４）、膳食摄入状况（ＯＲ ＝ ２ １４）是 ＣＯＰＤ 合并骨质疏松患者营养状况的影响因素（Ｐ ＜ ０ ０５）。 结论　 ＣＯＰＤ 合

并骨质疏松患者营养状况较差，并与年龄、受教育程度、病程、居住地区、医疗费支付方式、ＣＯＰＤ 疾病严重程度、骨质疏松症分

级、膳食摄入等有关，医护人员应及时提供针对性的预防措施，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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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民政部公布的《２０１５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

报》显示［１］，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我国 ６０ 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 ２２ ２００ 万人，占总人口 １６ １％ ，其中 ６５ 岁及以

上人口 １４ ３８６ 万人，占总人口 １０ ５％ 。 随着年龄的

增长，老年患者各个器官、系统的增龄性改变，更容

易受到营养不良所导致的不利影响，比如免疫功能

下降、创面愈合能力下降、体力下降、肌肉萎缩、住院

时间延长、住院费用增多、并发症产生及死亡率增加

等［２⁃４］。 有研究显示［５，６］，老年患者出现营养不良的

情况较为普遍，且会导致如术后并发症和死亡率增

高、预后不佳、生活质量降低等多种不良临床结局。
２０１２ 年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老年营养

支持学组组织的全国老年住院患者的营养调查结果

显示，具有营养不良风险的老年患者高达 ４９ ７％ ，
已发生营养不良者为 １４ ７％ ［７］。 目前，关于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ＰＤ）合并骨质疏松患者营养不良状况的相关研

究甚少，为了充分了解 ＣＯＰＤ 合并骨质疏松患者的

营养状况，本研究拟调查 ＣＯＰＤ 合并骨质疏松患者

的营养不良发生状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旨在为临

床制定策略和干预措施、改善患者营养状况及促进

疾病康复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采用整群样法，抽取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本院住院治疗的 ＣＯＰＤ 合并骨质疏松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 骨质疏松症的诊断标准：参照 ＷＨＯ 推荐

的骨质疏松诊断标准［８］：骨密度值低于同性别、同
种族健康人的骨峰值≥２ ５ 个标准差为骨质疏松

症；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患者为重度骨质疏松症。
入选标准：符合 ＣＯＰＤ 诊断标准，且合并骨质疏松诊

断的患者；神志清楚，且具有较好的语言交流沟通能

力者；排除标准：严重认知障碍、恶性肿瘤晚期、严重

慢性消耗性疾病的患者。 最终纳入研究的患者为

６２８ 例。 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自愿参加，本研

究通过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无违反医学

伦理道德。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调查工具：①一般资料调查问卷表：由研究

者自行设计一般资料调查问卷，主要内容：性别、年
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区（城市、农村）、婚姻状况、
居住状况、每月收入、医疗费支付方式、膳食摄入、吸
烟（每天吸卷烟 １ 支以上，连续或累计 ６ 个月）、饮

酒（一天饮用酒的酒精量大于 ２５ ｇ）；②疾病相关资

料：病程、ＣＯＰＤ 疾病严重程度；③微型营养评估量

表：采用 Ｇｕｉｇｏｚ［９］等人研制的微型营养评估量表评

估患者的营养状况，该量表包括人体测量、综合评

定、膳食情况、主观评价等四个方面，总共 １８ 个条

目，满分为 ３０ 分，得分越高营养状况越好。 等级分

类：总分﹤ １７ 分为营养不良；１７ ～ ２３ ９ 分为潜在营

养不良风险；≥２４ 分为营养状况良好。 骨密度测

量：采用法国 ＭＥＤＩＬＩＮＫ 公司生产的 ＯＳＴＥＯＣＯＲＥ
双能 Ｘ 线（ＤＸＡ）骨密度检测仪。
１ ２ ２　 资料收集方法：患者入院后 ２ 天内对患者进

行营养状况评估，由经过统一培训并考核合格的调

查员进行问卷调查，调查过程使用统一的指导用语，
调查完成后由研究者审核调查问卷表，如出现漏项、
错项，则当场进行补充。
１ ３　 统计学分析

运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建立数据库并实行双录入，数
据分析采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 １９ ０，单因素分析采用 ｔ
检验或方差分析，多因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
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进行相关性分析，以 Ｐ ＜ ０ ０５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 １　 ＣＯＰＤ 合并骨质疏松患者营养状况

本研究 ６２８ 例 ＣＯＰＤ 合并骨质疏松患者的微型

营养评估量表得分为 １２ ～ ２４ 分，平均分为（１６ ４３ ±
４ １２）分，其中 ４２１ 例（６７ ０３％ ）存在营养不良，１１３
例（１７ ９９）存在营养不良风险，９４ 例（１４ ９７％ ）营

养状况良好。
２ ２　 ＣＯＰＤ 合并骨质疏松患者营养状况的单因素

分析

ＣＯＰＤ 合并骨质疏松患者的微型营养评估量表

得分比较，其中患者的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病程、
居住地区、医疗费支付方式、ＣＯＰＤ 疾病严重程度、
骨质疏松症分级和膳食摄入存在统计学差异（Ｐ ＜
０ ０５），而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居住状况、每月收

入、吸烟、饮酒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显示，骨质疏松症分级

与膳食摄入状况负相关（ ｒ ＝ － ０ ５１， Ｐ ＝ ０ ０１２），膳
食摄入不合理的患者骨质疏松症分级越严重。 年龄

＜７０ 岁的患者营养状况得分较年龄≥７０ 岁的患者

高，高学历的患者营养状况得分较高，病程短的患者

营养状况得分较高，居住地为城市的患者营养状况

得分较高，医疗费支付方式为医保的患者营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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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较高，ＣＯＰＤ 疾病严重程度较轻的患者营养状

况得分较高，膳食合理摄入的患者营养状况得分较

高，骨质疏松分级较轻的患者营养状况得分较高。
见表 １。

表 １　 ＣＯＰＤ 合并骨质疏松患者营养状况的单因素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ＣＯＰ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项目 分类 例数 营养状况得分（分） ｔ 值 ／ Ｆ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３９２ １５ ９６ ± ２ １６
女 ２３６ １６ １１ ± ２ ６４

０ ７７４ ０ ４３９

年龄（岁）
＜ ７０ ３７１ １４ ４２ ± ２ ９７
≥７０ ２５７ １２ ０７ ± ３ １４

９ ５２３ ０ ０００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１６６ １２ １２ ± ２ １１
高中或中专 ３１４ １４ ２３ ± ２ ７６
大专及以上 １４８ １６ ２６ ± ２ ２７

１６ ６７６ ０ ０００

病程（年）

０ ～ １０ １８６ １５ ６４ ± ２ １１
１１ ～ ２０ ２２６ １３ ２４ ± ２ ２２
２１ ～ ３０ １４２ １２ ４２ ± ２ ２８
﹥ ３０ ７４ １１ １４ ± ２ ４３

１３ ２２３ ０ ０００

居住地区
城市 ２６７ １４ ２８ ± ２ ３１
农村 ３６１ １２ ４１ ± ２ ２８

１０ １０４ ０ ０００

婚姻状况
已婚 ４４４ １６ １２ ± ２ ６３

离婚或丧偶 １８４ １６ ２４ ± ２ ３４
０ ５３７ ０ ５９１

居住状况

独居 ８１ １５ １８ ± ２ ４４
与配偶 ４０２ １５ ４４ ± ２ ２４
与子女 １４５ １５ ２６ ± ２ ３７

０ ９３９ ０ ３４８

每月收入（元）
５００ ～ １０００ ２８６ １５ １８ ± ２ ２１
１００１ ～ ２０００ ２２６ １５ ２７ ± ２ ４６

﹥ ２０００ １１６ １５ ３６ ± ２ ３１
０ ４５３ ０ ６５１

医疗费支付方式
医保 ５８６ １６ ２８ ± ２ ４２
自费 ４２ １２ ４２ ± ２ ８７

９ ８５５ ０ ０００

ＣＯＰＤ 疾病
严重程度

Ⅰ级 ２０４ １６ ２７ ± ２ ６７
Ⅱ级 １８８ １５ ３１ ± ２ ３７
Ⅲ级 １６６ １３ ２７ ± ２ ６４
Ⅳ级 ５０ １２ ４２ ± ２ ４７

３ ７５２ ０ ０００

骨质疏松分级 骨质疏松 ５７０ １６ ３８ ± ２ ４２ ７ ９５６ ０ ０００
严重骨质疏松 ５８ １２ ８６ ± ３ ２８

膳食
摄入

合理 １２６ １６ ８４ ± ２ ６４
不合理 ５０２ １３ ６２ ± ２ １６

９ ６４８ ０ ０００

吸烟
有 １１２ １５ ８６ ± ２ ３３
无 ５１６ １５ ７８ ± ２ ８７

０ ２７６ ０ ７８３

饮酒
有 ２０４ １５ ４１ ± ２ ４８
无 ４２４ １５ ６２ ± ２ ５４

０ ９７８ ０ ３２９

２ ３　 ＣＯＰＤ 合并骨质疏松患者营养状况的多因素

分析

根据 Ｐ ＜ ０ ０５ 统计结果，筛选年龄、受教育程

度、病程、居住地区、医疗费支付方式、ＣＯＰＤ 疾病严

重程度、骨质疏松症分级、膳食摄入作为因变量，以
微型营养评估量表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病程、居住地

区、医疗费支付方式、ＣＯＰＤ 疾病严重程度、膳食摄

入是 ＣＯＰＤ 合并骨质疏松患者营养状况的影响因素

（Ｐ ＜ ０ ０５）。 见表 ２。

３　 讨论

３ １　 ＣＯＰＤ 合并骨质疏松患者营养状况较差

牛玉梅等［１０］的研究报道，营养不良是 ＣＯＰＤ 常

见的并发症之一，患者常伴有免疫力下降、呼吸肌功

能减退、体重减轻等。 也有研究［１０］ 报道，营养不良

与骨质疏松症的发生有密切关系，改善营养状况对

缓解老年骨质疏松患者的病情及提高他们的生活质

量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良好的营养状况是 ＣＯＰＤ
合并骨质疏松患者治疗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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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ＣＯＰＤ 合并骨质疏松患者营养状况的多因素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ＣＯＰ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变量 β Ｓｂ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ＯＲ ＯＲ９５％ ＣＩ

常数项 １ ８１１ ０ ５５２ １０ ５０４ ＜ ０ ００１
年龄 １ ２４２ ０ ５２１ ７ １８４ ０ ０２１ ２ １１ １ ７２ ～ ５ ６８

受教育程度 １ ６５８ ０ ４６７ ６ ２０６ ０ ０２３ ２ ５３ １ ７６ ～ ６ ０１
病程 １ ７７６ ０ ５０１ ０ ２５３ ０ ０２３ ２ ３３ １ ８３ ～ ５ ７７

居住地区 ３ ７２２ ０ ９６５ ０ ２７６ ﹤ ０ ００１ ３ １５ ２ ４６ ～ ７ ５１
医疗费支付方式 ３ ９６８ ０ ８３２ ０ ３８７ ﹤ ０ ００１ ４ ５７ ３ ２４ ～ ９ ６７

ＣＯＰＤ 疾病严重程度 ２ １５６ ０ ７１１ ０ ２２１ ０ ０３５ １ ７８ １ ５６ ～ ４ ６４
骨质疏松症分级 ２ ２０８ ０ ５４７ ３ ０３２ ﹤ ０ ００１ １ ９４ １ １２ ～ ３ ０３

膳食摄入 １ ９７８ ０ ５０４ ０ １８６ ０ ０２８ ２ １４ １ ７６ ～ ５ ３２

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６２８ 例 ＣＯＰＤ 合并骨质疏松

患者中，有 ４２１ 例（６７ ０３％ ）存在营养不良，１１３ 例

（１７ ９９％ ）存在营养不良风险，９４ 例（１４ ９７％ ）营

养状况良好。 李秀霞等［１２］ 报道，有 ９ ４％ 的老年骨

质疏松患者存在营养不良，有 ５１ ０％ 的患者存在营

养不良风险，有 ３９ ６％的患者营养状况良好。 熊明

顺等［１３］研究报道，有 ６ ３％ 的老年骨质疏松患者存

在营养不良，有 ４６ ６％ 的患者属于高危状况，有
４７ １％ 患者营养状况良好。 储霞［１４］ 研究报道，
ＣＯＰＤ 患者营养不良发生率为 ４４ ５％ 。 上述研究表

明，单纯患 ＣＯＰＤ 或骨质疏松症者，其营养不良发生

率均处于较高的发生水平。 本研究 ＣＯＰＤ 合并骨质

疏松患者营养不良发生率均高于上文献报道，可能

原因是 ＣＯＰＤ 合并骨质疏松患者在 ２ 种疾病作用

下，机体处于长期消耗状态，且由于患者年龄越大，
消化吸收功能越差，机体长期处于负氮平衡状态，所
以患者营养不良发生率极高。 ＣＯＰＤ 合并骨质疏松

患者营养状况不容乐观，直接影响疾病的发展及预

后，须引起医护人员高度关注。
３ ２　 ＣＯＰＤ 合并骨质疏松患者营养状况受多种因

素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年龄、病程、膳食摄入等是

ＣＯＰＤ 合并骨质疏松患者营养状况的影响因素，研究

与文献报道相一致［１５，１６］，可能原因分析：随着患者年

龄的增长及病程的延长，老年患者机体各个器官的功

能出现明显衰退，导致患者的自我管理和膳食管理能

力明显下降，患者咀嚼或吞咽功能下降引起食物摄入

量和摄入种类明显减少。 此外，由于老龄化，大部分

患者合并多种急慢性疾病，导致机体的消耗增加或食

欲减退及胃肠道功能出现明显下降，机体组织代谢率

增加，经过长时间的能量消耗，容易发生营养不良。
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的受教育程度是其营养状况的

影响因素，大量研究证实，营养状况与受教育程度呈

正相关，受教育程度越低的患者，其营养状况越差，其

营养不良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受教育程度高的患

者［１７］。 可能原因分析：不同受教育程度的 ＣＯＰＤ 合

并骨质疏松患者由于文化水平不同，其生活方式也有

所不同，受教育程度高的患者对其自身的营养需求更

为了解和关注。 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的居住地是其

营养状况的影响因素，具研究［１８］报道，居住在农村的

老年患者，其营养不良及营养不良发生率均明显高于

在城市居住的老年人。 可能原因分析：居住在城市的

患者，其经济状况较好，能获得丰富的营养物质。 此

外，住在城市的患者其受教育程度相对比较高，患者

更关注其自身的饮食状况，更了解和关注自身的营养

需求。 研究结果提示医护人员，应密切关注居住地为

农村的患者，了解其营养状况，并提出针对性的干预

措施。 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的医疗费支付方式也是

其营养状况的影响因素，有医保的患者，其疾病治疗

的经济压力较小，可以自行采购营养丰富的食物，而
无医保的患者，其经济状况比较差，不仅要负担疾病

治疗费用，还要负担营养食物的购买费用，患者往往

徘徊于购买食物还是药物的选择之间［１９］。 疾病严重

程度对营养不良的影响在不同研究中基本相一致，病
情严重程度不同的 ＣＯＰＤ 患者，其存在的营养不良程

度不同，ＣＯＰＤ 病情越重，营养不良越严重［２０，２１］。 本

研究结果显示，ＣＯＰＤ 疾病严重程度、骨质疏松症分

级也是其营养状况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与上述文献

报道相一致。 ＣＯＰＤ 合并骨质疏松患者存在不同的

严重程度，与正常人相比较，ＣＯＰＤ 合并骨质疏松患

者的基础消耗能量较高，疾病严重程度越高，能量效

果越多，如果患者每日摄入的能量不足，就容易出现

营养不良。
综上所述，ＣＯＰＤ 合并骨质疏松患者营养状况

较差，并与年龄、受教育程度、病程、居住地区、医疗

费支付方式、ＣＯＰＤ 疾病严重程度、骨质疏松症分级

膳食摄入等有关，医护人员应及时提供针对性的预

防措施，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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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Ｍ üｌｌｅｒｏｖａ Ｈ， Ｍａｓｅｌｌｉ ＤＪ， Ｌｏｃａｎｔｏｒｅ Ｎ， ｅｔ ａｌ．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ＰＤ：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ＬＩＰＳ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Ｃｈｅｓｔ， ２０１５， １４７ （４）：９９９⁃１００７．

［ ４ ］ 　 Ｃｈａｎ ＴＣ， Ｗａｎｇ ＨＷ， Ｔｚｕ⁃Ｊｕｎｇ Ｔ， 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 ＣＯＰ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５， １２ （１２）：１５７１６⁃１５７２７．

［ ５ ］ 　 王丹， 郝瑞瑞， 姜春燕． 老年住院患者营养状况对预后影响

的临床 观 察． 临 床 和 实 验 医 学 杂 志， ２０１６， １５ （ １６ ）：
１５７１⁃１５７４．
Ｗａｎｇ Ｄ， Ｈａｏ ＲＲ， Ｊｉａｎｇ ＣＹ．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ｎ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６， １５ （１６）：
１５７１⁃１５７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６ ］ 　 龚勋， 王绚璇， 周尚成，等． 湖北省老年住院患者营养状况

调查及评． 中国公共卫生， ２０１５， ３１ （７）：９１２⁃９１４． Ｇｏｎｇ Ｘ，
Ｗａｎｇ ＸＸ， Ｚｈｏｕ ＳＣ， 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５， ３１ （７）： ９１２⁃９１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７ ］ 　 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老年营养支持学组． 老年患

者肠外肠内营养支持中国专家共识． 中华老年医学杂志，
２０１３， ３２ （９）：９１３⁃９２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ｎ ｐａｒｅｎｔ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３２ （ ９ ）： ９１３⁃９２９．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８ ］ 　 杜桂迎， 余卫， 林强，等． ＷＨＯ 双能 Ｘ 线吸收仪骨质疏松症

诊断标准及其相关问题． 中华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杂志，
２０１６， ９ （３）： ３３０⁃３３８．
Ｄｕ ＧＹ， Ｙｕ Ｗ， Ｌｉｎ Ｑ， ｅｔ ａｌ． ＷＨＯ ｄｕ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Ｘ⁃ｒａｙ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ｍｅｔｒｙ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 ９ （３）： ３３０⁃３３８．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９ ］ 　 Ｇｕｉｇｏｚ Ｙ， Ｖｅｌｌａｓ Ｂ， Ｇａｒｒｙ ＰＪ．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ｔｈｅ ｍｉｎｉ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ｓ， １９９６， ５４ （１）：ｓ５９⁃ｓ６５．
１０］ 　 牛玉梅， 徐爱晖． ＣＯＰＤ 患者营养指标与病情的关系

研究． 临床肺科杂志， ２０１５， ２８ （２）：２６５⁃２６８． Ｎｉｕ ＹＭ， Ｘｕ
Ａ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Ｐ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Ｌｕｎ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２０１５， ２８
（２）： ２６５⁃２６８．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潘云菲， 赵费敏， 韩虹． 归脾颗粒对老年营养不良性骨质疏

松症患者疗效及对血清离子水平的影响． 中国生化药物杂

志， ２０１６， ３６ （１２）：１３０⁃１３２．
Ｐａｎ ＹＦ， Ｚｈａｏ ＦＭ， Ｈａｎ Ｈ． Ｇｕｉｐｉ Ｇｒａｎｕｌｅ ｏｎ ｓｅｎｉｌｅ ｄｙｓｔｒｏｐｈｉｃ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ｓｅｒｕｍ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Ｃｈｉｎ Ｊ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Ｐｈａｒｍ， ２０１６， ３６ （１２）： １３０⁃１３２．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李秀霞， 宋志雪， 陈长香． 老年骨质疏松患者营养状况及影

响因素分析． 中国骨质疏松杂志， ２０１６， ２２ （７）： ８９４⁃８９８．
Ｌｉ ＸＸ， Ｓｏｎｇ ＺＸ， Ｃｈｅｎ ＣＸ．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Ｃｈｉｎ Ｊ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 ２０１６， ２２ （７）： ８９４⁃８９８．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熊明顺， 刘小平， 孟玉杰，等． 影响老年骨质疏松患者营养状

况的因素． 职业与健康， ２０１６， ３２ （１６）： ２２１４⁃２２１６．
Ｘｉｏｎｇ ＭＳ， Ｌｉｕ ＸＰ， Ｍｅｎｇ ＹＪ， ｅｔ 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６， ３２ （１６）： ２２１４⁃２２１６．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储霞． ＣＯＰＤ 患者营养不良发生情况调查及营养支持效果探

讨． 西南国防医药， ２０１４， ４２ （ １０ ）： １０７１⁃１０７４． Ｃｈｕ Ｘ．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ＰＤ．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４， ４２ （１０）： １０７１⁃１０７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吴泽龙． ＣＯＰＤ 并发骨质疏松相关危险因素研究． 临床肺科

杂志， ２０１２， １７ （１０）：１８８０⁃１８８１．
Ｗｕ Ｚ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ＯＰＤ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Ｌｕｎ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２０１２， １７ （１０）：
１８８０⁃１８８１．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陈澄， 黄建安， 张秀琴． ＣＯＰＤ 继发骨质疏松症机制的研究

进展． 国际呼吸杂志， ２０１４， ３４ （１９）：１５０４⁃１５０７．
Ｃｈｅｎ Ｃ， Ｈｕａｎｇ ＪＡ， Ｚｈａｎｇ ＸＱ．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ｉｎ ＣＯＰ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 ３４ （１９）： １５０４⁃１５０７．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赵芸芸， 曾维． 老年脑卒中患者营养现状及营养不良的影响

因素． 中国老年学， ２０１６， ３６ （１０）： ２３７２⁃２３７３．
Ｚｈａｏ ＹＹ， Ｚｅｎｇ Ｗ．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ｓｔｒｏｋ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 ３６ （１０）： ２３７２⁃２３７３．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熊甜， 王静， 何华英． 老年病人营养不良的影响因素研究进

展． 护理研究， ２０１７， ３１ （１６）：１２３３⁃１２３５． Ｘｉｏｎｇ Ｔ， Ｗａｎｇ Ｊ，
Ｈｅ Ｈ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 ３１ （ １６ ）：
１２３３⁃１２３５．

［１９］ 　 王瑞萍， 杨莉， 王煜，等． 老年 ＣＯＰＤ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与营

养状况的临床分析． 中国社区医师， ２０１４， ３０ （８）： ３１⁃３２．
Ｗａｎｇ ＲＰ， Ｙａｎｇ Ｌ， Ｗａｎｇ Ｙ， ｅｔ 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Ｐ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 ２０１４， ３０ （ ８ ）： ３１⁃３２．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Ｒａｍａｃｈａｎｄｒａｎ Ｋ， Ｍａｎｉ ＳＫ， Ｇｏｐａｌ ＧＫ，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Ｂｏｎ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ａ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Ｃａｒ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 Ｊ Ｃｌｉｎ Ｄｉａｇｎ Ｒｅｓ，
２０１６， １０ （９）：３２⁃３４．

［２１］ 　 Ｍａｈｎａｚ Ａ，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ａｌｉ Ｚ， Ｂａｎａｆｓｈｅｈ Ａ，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ＣＯＰＤ ｉｎ Ｑａｚｖ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６）：１⁃６．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８⁃１４；修回日期： ２０１７⁃１０⁃２３）

９９４中国骨质疏松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第 ２４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８，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