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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评价骨定量超声"

fd+

#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Ne.I

#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纳入随诊的稳定期
Ne.I

患者
4*

例!分别测定其肺功能%圣乔治量表评分"

+'/f

#%

6H39

步行距离"

6-]I

#%呼吸困难"

--/N

#指数!并借助
fd+

的方

法!测定
Ne.I

患者的跟骨宽带超声振幅衰减"

Qd,

#%超声声速"

+e+

#%骨硬度指数"

+;W

#!比较与患者肺功能%生活质量%活动能

力%呼吸困难等方面的相关性$结果
!

患者
Qd,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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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与患者第
$

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

(_̂ $P

K

B=1

#%

6-]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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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均显示了不同程度的正相关"

7Y%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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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6*

#'而与患者生活质量呈负相关"

7Ya%0#4)

!

a%06)#

#$结论
!

fd+

技术

可以用于
Ne.I

患者骨质疏松的病情评估!并可以预测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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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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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定义为不完全可逆的气流受限#气流受限进行

性发展并与肺部的慢性炎症和有毒颗粒有关'虽然
Ne.I

是

一种肺部疾病#它却有着显著的肺外表现#包括恶病质*体质量

下降*营养不良*贫血*骨质疏松*焦虑和骨骼肌功能障碍等(

$

)

'

其中骨质疏松常常被忽略'事实上#骨质疏松是一种系统性骨

骼疾病#以低骨量和骨组织微结构蜕变导致骨骼脆性增加和骨

折风险增加为基本特点#对
Ne.I

患者生活质量危害极大(

:

)

'

因此#有必要对老年
Ne.I

患者的骨质疏松在
Ne.I

发病中

的作用加以深入研究'骨定量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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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无创*能识别骨质疏松的骨量变化并可评估因骨

脆性增加的新技术'该技术已广泛应用于临床研究#其不仅能

反映骨密度$

Q-I

%#还能反映骨的微结构*脆性及几何形

态(

4

)

'最常用的
:

种超声测量是声波经过骨组织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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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超声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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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

究的目的在于评估骨定量超声在
Ne.I

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为骨定量超声在老年
Ne.I

患者病情评估中的应用打下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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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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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随诊的稳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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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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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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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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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

月于当地镇医院筛查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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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期患

者'诊断*分级标准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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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创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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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根据

患者的吸烟史*临床症状*体征及肺功能检查#以及吸入支气管

舒张剂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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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患者#患者的年龄*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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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功能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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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肺功能测定仪测定肺通气功能'主要测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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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问卷调查
!

采用
+'/f

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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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划分为
4

个能区!症状评分*活动评分和影响评分'在肺功

能检查的当天完成调查表#自我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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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能力
!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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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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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H39

步行试验操作指南中说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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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跟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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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的
dQW+4%%%

型定量超声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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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6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测定

结果以
3XC

进行统计描述#计量资料采用
8

检验#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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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分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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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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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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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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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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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患者
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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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显示了不同程度的相

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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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性分析

骨定量超声
(_̂ $P

K

B=1 6-]I --/N

Qd, %0":%

$

%0%$*

%

%0#6%

$

%0%:*

%

%0#)"

$

%0%$%

%

+e+ %04"5

$

%0%%"

%

%0##*

$

%0%4#

%

%0:5*

$

%0%$#

%

+;W %066*

$

%0%%%

%

%0")*

$

%0%::

%

%04$%

$

%0%%$

%

!!

表格中数值给出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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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相关检验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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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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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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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跟骨
Qd,

*

+e+

与
Ne.I

患者生活质量
+'/f

评分

相关性分析
!

结果显示#患者
Qd,

*

+e+

*

+;W

与患者生活质量

呈负相关$

7Ya%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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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

%#说明
Ne.I

患者骨质疏松

的严重程度显著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见表
4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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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

患者病情与生活质量
+'/f

的相关性比较

骨定量

超声

+'/f

评分

症状评分 活动评分 影响评分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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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中数值给出形式为
+

K

=@BH@9

等级相关检验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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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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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已有的文献表明(

"

)

#

4%P

!

"%P

的慢性肺部疾病患者包括

Ne.I

*肺囊性纤维化*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患者骨质疏松'

在另一些研究中#慢性肺部疾病患者骨质疏松的发病率高于对

照组
"

倍以上#如果患者使用激素治疗#则发病风险增至
5

倍

以上'横断面的研究显示肺功能和骨质疏松的关系'在这些

研究中#骨密度下降伴随着肺功能的下降和骨质疏松发病率的

升高'骨折的发生率在
Ne.I

患者中可达
:5P

#

=̂8>=B

?

@@B1

等(

6

)研究发现
Ne.I

和肺气肿与
$0:

!

$0"

倍的骨折风险有

关#吸入糖皮质激素增加了这些风险'

本研究中采用
fd,

技术#评价骨质疏松与
Ne.I

患者病

情的相关性#以全面了解
Ne.I

患者的病理生理特点#提高

Ne.I

的诊治水平'目前#骨定量超声评价骨质疏松的公认较

好的指标是跟骨的
Qd,

和
+e+

'已有研究报道应用骨定量

超声技术在
Ne.I

患者中#跟骨的
Qd,

和
+e+

显著低于正常

对照组(

)

)

'本研究发现跟骨
Qd,

*

+e+

和
+;W

与患者的肺功

能*生活质量*活动能力和呼吸困难程度呈显著的负相关'提

示骨质疏松是
Ne.I

患者病情进展中的重要病理环节#在今

后的研究中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与
g

线检查相比#

fd,

技术可以减少患者辐射剂量#费

用低廉#可以较好地评估患者病情'目前#文献报道中已将该

项技术应用于骨质疏松防治的多个领域#包括!$

$

%预测骨折风

险&$

:

%诊断骨质疏松&$

4

%骨质疏松开始治疗或预防的指征&

$

#

%骨质疏松治疗的疗效评价&$

"

%骨质疏松病例的筛选和发现

等方面(

*

)

'本研究也证实了
fd+

技术可以用于
Ne.I

患者

骨质疏松的病情评估#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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