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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骨质疏松性骨折老年患者健康行为及影响因素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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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目的
!

了解临床骨质疏松性骨折老年患者健康行为现状!为下一步制定该人群行为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

采用

现场问卷调查!分别对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和石河子市人民医院住院的
#%%

例
6%

岁及以上的骨质疏松性骨折患者进

行一对一问卷调查$结果
!

临床骨质疏松性骨折老年患者与骨质疏松相关健康行为平均得分为"

:504"X#0)%

#分!得分率

"#0#P

!得分
44

分及以上者
$$%

例!及格率为
:)0"P

$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性别及医疗保障是影响临床骨质疏松性骨折老年

患者健康行为的主要因素$结论
!

重点加强老年男性患者及无医疗保障的老年患者骨质疏松健康行为教育力度$

关键词"骨质疏松性骨折'老年患者'健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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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是以骨量减少*骨的微观结构退化为特征#致使

骨的脆性增加以及易于发生骨折的一种全身性骨骼疾病(

$

)

'

骨质疏松性骨折又称脆性骨折#是指患骨质疏松后#因骨密度

和骨质量下降导致骨强度减低#受到轻微外伤甚至在日常活动

中即可发生骨折#是骨质疏松最严重的后果(

:

)

'老年骨折导致

死亡率较高#美国学者研究发现!

:"P

的骨折患者在骨折后
$

年内死亡(

4

)

'二次骨折还带来严重的经济问题#有相关报道!

美国仅因患者二次骨质疏松性骨折每年的花费就达
$5%%

万

美元(

#

)

'影响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因素有很多(

"

)

#包括吸烟*饮

酒等在内的可控因素(

6!)

)和既往骨折史*绝经等不可控因素(

*

)

#

可控因素中相关行为是影响骨质疏松性骨折患病直接因素之

一(

5

)

'国内外学者在骨质疏松相关行为方面也做了大量的研

究#结果发现!仅
$"P

的男性和
"%P

的女性补充了钙剂(

$%

)

'

女性较男性及教育水平越高者骨质疏松性骨折预防行为越

好(

$$

)

'国外文献报道!在骨质疏松相关行为方面主要针对中

老年人群进行研究(

$:

)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了解石河子地区临

床骨质疏松性骨折老年患者相关行为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以便为下一步进行有目的的*分类别的*侧重点不同的健康教

育提供科学依据#减少二次骨折发病率'

>

!

对象与方法

>0>

!

对象
!

石河子地区骨质疏松性骨折老年患者
#%%

例'纳

入标准!$

$

%年龄大于或等于
6%

岁&$

:

%在石河子地区居住时间

大于或等于
:%

年&$

4

%老年患者均有因摔倒或其他非暴力骨折

病史#有明确骨折时间及部位#且均经本院放射科摄
g

线片

$本地区无骨密度测量仪器%证实#并且未经过骨质疏松的正规

治疗&$

#

%研究对象对本调查知情同意并配合调查#研究得到石

河子大学医学院及其石河子市人民医院学术伦理委员会同意'

排除标准!$

$

%神志不清#智力障碍#无法配合完成问卷者&$

:

%

排除非骨质疏松性骨折患者'

>0?

!

方法

>0?0>

!

研究对象的收集
!

收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

在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和石河子市人民医院骨科

住院的脆性骨折且符合纳入标准的老年患者
#%%

例'

>0?0?

!

调查工具
!

自设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的确定#在文献检

索的基础上对骨质疏松相关行为进行研究#总结形成初步问

卷#经有关护理专家修订#通过
"%

个小样本预调查验证其内容

效度和内部一致性#在此基础上结合石河子市的实际情况修改

而成'问卷内容效度为
%05*#

#

NB29C@GAh8

&

系数为
%0)4$

'问

卷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一般情况!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

$

:

%骨质疏松性骨折相关行为包括饮食*运动*摄钙行为共
$*

个项目#总分为
"#

分#全部总分的
6%P

即
44

分为及格'

-

近

6

个月饮食习惯!按每周饮"食用牛奶*碳酸饮料*豆制品等的频

率计分#每天饮"食用计
4

分#每周大于或等于
4

次计
:

分#

#

4

次计
$

分#不饮"食用计
%

分$碳酸饮料等采用反向计分法%&摄

盐量!

#

6

?

"

1

计
4

分#

6

!

$%

?

"

1

计
:

分#

$%

!

$"

?

"

1

计
$

分#

'

$"

?

"

1

计
%

分&吸烟*饮酒!否计
4

分#

#

$%

年计
:

分#

$%

!

$5

年

计
$

分#

)

:%

年计
%

分'

.

近
6

个月运动行为$是否做符合预防

骨质疏松要求的每次大于或等于
4%H39

的负重运动及每次大

于或等于
$"H39

的手面部户外阳光照射%!每天计
4

分#每周大

于或等于
4

次计
:

分#

#

4

次计
$

分#否计
%

分'

/

近
6

个月摄

钙行为$是否按照医生或说明书剂量规律服用钙片%!每天计
4

分#每周大于或等于
4

次计
:

分#

#

4

次计
$

分#否计
%

分'

4$":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0?0@

!

质量控制
!

调查员经统一培训#合格后方可进行调查'

在调查现场#调查员一对一询问调查'调查完毕#随机抽取

"P

的问卷检查#发现错误和遗漏项目及时补充更正'

>0?0A

!

统计学处理
!

原始问卷经审核合格后由
_

K

31@>@40%:

录入#录入过程中设计逻辑检错#发现问题及时核对#保证录入

质量'使用
+.++$4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统计方法为方

差分析$

2

检验%*

8

检验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以
!

#

%0%"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0>

!

调查对象一般人口学特征
!

调查
#$"

例骨质疏松性骨折

住院患者#收回有效问卷
#%%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560#P

&其

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6%

!

54

岁#平均$

):0:#X)0%)

%

岁'调查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见表
$

'

表
$

!!

临床调查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

'Y#%%

$

人口学特征
'

构成比$

P

%

性别

!

男
$#* 4)0%

!

女
:": 640%

年龄$岁%

!

6%

!

65 $#% 4"0%

!

)%

!

)5 :%$ "%04

!)

*% "5 $#0*

婚姻状况

!

已婚
:6% 6"0%

!

非在婚$离婚*丧偶*独居%

$#% 4"0%

文化程度

!

文盲
$6" #$04

!

小学
$"# 4*0"

!

初中
": $40%

!

高中及以上
:5 )04

既往职业

!

工人
:"4 6404

!

国家公务员及专业技术人员
") $#04

!

其他$无业*个体*自由职业者%

5% ::0"

既往工作性质

!

体力劳动为主
44) *#04

!

脑力劳动为主
:$ "04

!

两者兼有
#: $%0"

月收入$元%

!

无
:" 604

!#

$"%% $:" 4$04

!)

$"%% :"% 6:0"

医疗保障

!

有
4*: 5"0"

!

无
$* #0"

骨折部位

!

髋部骨折$股骨颈和股骨粗隆%

:%$ "%04

!

胸*腰椎骨折
6) $60*

!

前臂骨折
"# $40"

!

肱骨骨折
$6 #0%

!

其他部位$髌骨*踝部%

6: $"0"

骨折次数

!

$

次
:5$ ):0*

!

:

次
5$ ::0*

!)

4

次
$* #0"

?0?

!

临床骨质疏松性骨折老年患者相关行为得分情况
!

#%%

例调查对象中#骨质疏松行为平均得分为$

:504"X#0)%

%分#得

分率$所有调查对象所得平均分数与总分的比值%为
"#0#P

&

得分
44

分及以上者
$$%

例#及格率为
:)0"P

'临床骨质疏松

性骨折老年患者相关行为一级指标得分情况见表
:

'

表
:

!!

临床骨质疏松性骨折老年患者相关行为

!!

得分情况#

'Y#%%

$

项目$一级指标% 行为得分$

3XC

#分% 得分率$

P

%

行为项目总分
:504"X#0)% "#0#

!

饮食行为
:"0)"X40"5 #)0)

!

运动行为
:0$4X$06: 405

!

摄钙行为
$0#*X$0)5 :0)

表
4

!!

临床骨质疏松性骨折老年患者行为得分

!

单因素分析#

'Y#%%

$

变量
'

行为得分$

3XC

%

2 !

性别

!

男性
$#* :)05:X"044 :40$$6 %0%%%

!

女性
:": 4%0$5X#0%6

年龄$岁%

!

6%

!

65 $#% :*05:X#06) $0$$* %04:*

!

)%

!

)5 :%$ :50#*X#0)5

!)

*% "5 :5054X#0#$

婚姻状况

!

已婚
:6% :*05*X#0)# #06%: %0%44

!

非在婚
$#% 4%0%#X#0""

文化程度

!

文盲
$6" :50)4X#0*" $05%# %0$:*

!

小学
$"# :504*X#04)

!

初中
": :)056X#06*

!

高中及以上
:5 :50""X"0:6

既往职业

!

工人
:"4 :50:%X#0)5 %065" %0#55

!

公务员及技术人员
") :50:$X"0%#

!

其他$无业等%

5% :50*)X#0$5

既往工作性质

!

体力劳动为主
44) :50:*X#0"% :06#" %0%):

!

脑力劳动为主
:$ 4$0")X#0)"

!

两者兼有
#: :*0*6X"0**

月收入$元%

!

无
:" :506%X#0"5 :0):* %0%6)

!#

$"%% $:" 4%0$4X#0"4

!)

$"%% :"% :*05#X#0)"

医疗保障

!

无
$* :60):X#055 "055%

%0%$"

"

!

有
4*: :50#*X#06"

骨折部位

!

髋部骨折$股骨颈和

股骨粗隆%

:%$ :50$"X#0*$ %046* %0*4$

!

胸*腰椎骨折
6) :50#*X#0#5

!

前臂骨折
"# :50*5X#0""

!

肱骨骨折
$6 :*0)"X40)4

!

其他部位$髌骨*踝部%

6: :50""X#05"

骨折次数

!

$

次
:5$ :50:)X#0*$ %0##4 %06#4

!

:

次
5$ :50)4X#0#*

!)

4

次
$* :*0*4X4056

?0@

!

临床骨质疏松性骨折老年患者相关行为得分单因素的分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析
!

对影响临床骨质疏松性骨折老年患者相关行为得分进行单

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婚姻状况以及医疗保障是影响临床

骨质疏松性骨折老年患者相关行为得分的主要因素$表
4

%'

?0A

!

临床骨质疏松性骨折老年患者相关行为得分多因素分析

!

为进一步了解影响临床骨质疏松性骨折老年患者行为得分的

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临床骨质疏松

性骨折老年患者行为总分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

意义的变量为自变量#在引入水准
&

Y%0%"

*剔除水准
)

Y%0$%

情况下#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筛选出影响临床骨质疏松

性骨折老年患者行为得分影响因素是性别和医疗保障$表
#

%'

表
#

!!

临床骨质疏松性骨折老年患者行为得分的

!!!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进入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8 !

常数项
$*0"$6 :045# )0)46 %0%%%

性别
:0:6$ %0#)# #0)): %0%%%

医疗保障
40$4" $0%54 :0*6* %0%%#

@

!

讨
!!

论

@0>

!

临床骨质疏松性骨折老年患者预防行为有待提高
!

本研

究调查结果显示!临床骨质疏松性骨折老年患者预防行为较

差#行为得分及格率仅为
:)0"P

'分析可能原因!$

$

%临床骨

质疏松性骨折老年患者缺乏意识或者相关知识#故没有主动改

变不良行为&$

:

%临床骨质疏松性骨折老年患者在医院治疗过

程中没有系统接受过临床医师相关指导#从而缺乏改变不良行

为动机'本研究骨质疏松性骨折老年患者人群#在摄钙行为一

级指标中每天按照医生或说明书剂量规律服用钙片的不足

4%P

#与美国
&e(

$国家骨质疏松基金会%资料中对成人的研

究结果基本一致(

$4

)

#但比
[@8

K

=B

等(

$#

)对不同年龄阶段妇女调

查的
$%P

高&在运动行为一级指标中#不到
$%P

的人每天进行

了系统的运动锻炼#比
[@8

K

=B

等(

$#

)调查的
"%P

低&在饮食行

为一级指标中#不足
4%P

的老年患者每天饮用牛奶#不足
"P

的老年患者每天吃豆制品#不足
$"P

的老年患者摄盐量达到

了
6

?

"

1

及以下的标准'

@0?

!

临床骨质疏松性骨折老年患者相关行为缺乏的原因分析

@0?0>

!

性别
!

本研究显示#在临床骨质疏松性骨折老年患者

人群中#男性与女性在预防行为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0%$

%#女性行为得分高于男性'分析可能原因!老年女

性较男性有更强的耐性和毅力保持良好的行为方式'因此#关

注临床骨质疏松性骨折老年患者中的男性群体#帮助其促进行

为的转变极为重要'

@0?0?

!

医疗保障
!

医疗保障对临床骨质疏松性骨折老年患者

的预防行为有显著的影响$

!

#

%0%$

%'本研究发现有医疗保

障的老年患者预防行为要明显好于无医疗保障的老年患者#导

致的原因!$

$

%无医疗保障者相对于有医疗保障的老年患者文

化程度较低且保健意识较差&$

:

%有医疗保障的老年患者有较

好的医疗保障基础促使其保持相关的健康行为#如按照医生或

说明书剂量长期规律摄入钙片等'因此#关注临床骨质疏松性

骨折老年患者群体时要特别关注老年患者中的无医疗保障者'

本地区临床骨质疏松性骨折老年患者中#老年男性患者*

无医疗保障的老年患者骨质疏松预防行为较差'提示相关部

门开展骨质疏松干预措施时首先要优先考虑这些人群特点'

其次#临床及社区医务人员在健康教育方面把好各自关口#对

老年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时#采用多途径的健康教育方式#针对

不同需要的老年患者健康行为给予不同的支持和帮助&最大程

度降低二次骨折发生#节约卫生费用#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本研究样本量不属于大样本量#其结果能否为本地区临床

骨质疏松性骨折老年患者骨质疏松相关行为的健康干预提供

全面的指导还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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