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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不同性别健康体检人群骨密度与血脂&血糖&血压的相关性'方法
!

重庆市
#+$.

名

健康体检人群!测量骨密度&血脂和血糖&身高&体质量&血压!根据骨密度结果将体检者分为骨密度正常组和骨

密度异常组!分析不同性别骨密度与血脂&血压&血糖的相关性'结果
!

女性骨密度正常者占
#!,-D

!男性骨密

度正常者占
-0,0D

!女性骨密度异常者占
-0,$D

!男性骨密度异常者占
0,+D

'女性骨密度异常率高于男性

"

$

#

3,3$

%!女性骨密度异常组的年龄&空腹血糖&血压&三酰甘油&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O<9A

%高

于骨密度正常组!

:O<9A

和双股骨&腰椎"

<

!

#

+

%骨密度明显低于骨密度正常组!男性骨密度异常组的年龄&血糖

明显高于骨密度正常组!双股骨&腰椎"

<

!

#

+

%骨密度明显低于骨密度正常组'进一步进行
2RISQP5

相关分析表

明年龄&血糖&血压和血脂是女性骨密度下降的影响因素"

$

#

3,3$

%!年龄和体质量指数"

=BM

%是男性骨密度下

降的影响因素!血脂&血压和血糖与男性骨密度无相关性"

$

$

3,3$

%'结论
!

女性的年龄&血糖&血压和血脂与

骨密度下降存在着相关关系!男性的年龄和
=BM

与骨密度下降存在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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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5PS'IUSIHR45WR'IUR ÌQ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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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PV

J

SRQQYSRI5V ÛPPVU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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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

PQHRP

J

PSPQ4Q

"

>2

#是一种以骨量低下

和骨组织微结构破坏及骨脆性和骨折危险性增加为

特征的骨骼系统疾病"同时
>2

也是一种年龄相关性

疾病&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日趋增加"

>2

严重影响

人们生活质量"给我国带来沉重的疾病和经济负担"

其早期诊断和早期预防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因此"

如何早期诊断及预防
>2

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9-

+

&

骨密度!

P̂5R'45RSIUVR5Q4H

X

"

=BO

#是目前诊断
>2

的最佳定量指标"而双能
c

线吸收法!

O@c6

#是一种

可靠的检测
=BO

(诊断
>2

的仪器"是诊断
>2

的金

标准"具有非创伤性(操作简单等优点*

#

+

&本研究对

健康体检人群
=BO

进行检测"分析人群
>2

发生情

况及与血脂(血糖(血压的相关性"为有针对性地采取

干预措施"及早预防和治疗
>2

提供科学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3!.

年
!

月至
-3!/

年
!

月在

本院体检中心选择
O@c6

测量
=BO

的健康体检者

资料"进行腰椎正位 !

<

!

#

+

#(左右侧股骨近端检测"所

有调查对象应排除有影响骨代谢的慢性疾病如慢性

肾病(糖尿病(代谢性疾病(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或减

退(恶性肿瘤病史及无长期激素类药物服用史等影响&

符合条件且资料齐全者共
#+$.

名"其中男
!#$.

名"女

-!33

名"年龄
!0

#

1!

岁"女性平均年龄!

$+,!+%

!!,/3

#岁"男性平均年龄!

$-,!#%!!,-#

#岁"男女按每

!3

岁
!

个年龄段分组"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方法

!,",!

!

常规体格检查
!

包括身高(体质量(体质量指

数!

=BM

#值和静息状态血压&用
>'SP5

体检秤测量

身高(体质量"用血压仪测量血压&

=BM"

体质量$身

高-

!

(

)

$

'

-

#&

!,","

!

实验室检查
!

使用
:4HI&84

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测定空腹血糖(三酰甘油(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

:O<9A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O<9A

#&

!,",#

!

骨密度测量
!

测量骨密度时"根据体检报告

结果输入身高(体质量(年龄(性别"采用双能
c

线骨

密度仪!

O2c=SITP

型"美国#扫描腰
<

!

#

+

和双侧股

骨"其原理利用
c

线一次曝光即时数字成像技术对人

体骨矿物质密度进行测量"图像经骨密度仪配备的计

算机软件分析"获取双侧股骨骨面积密度!

)

$

&'

-

#"腰

椎
<

!

#

+

骨面积密度&与同性别骨密度正常人群的峰

值骨量对比"计算
;

和
b

值"

;

值
"

!测定值
C

骨峰

值#$正常成人骨密度标准差'

I

值
"

!测定值
C

同龄

人骨密度均值#$同龄人骨密度标准差&相应的骨密

度分别给予
;

值(

b

值评分最终结果来评价患病率及

相关因素&

!,",$

!

骨密度诊断标准
!

围绝经期(绝经后期女性

和大于或等于
$3

岁男性"用
;9Q&PSR

标准%

;

$

C!,3

骨密度正常"

C-,$

#

;

#

C!,3

骨密度减少"

;

#

C-,$

骨质疏松'绝经前女性和小于
$3

岁男性及

儿童用
b9Q&PSR

标准%

b

$

C-

同龄骨密度范围"

b

'

C-

低于同龄骨密度范围"参考值来源于中国骨密

度正常人参照值数据库&骨量减少及
>2

均统计为骨

量异常&

!,",D

!

分组
!

根据
;

值和
b

值将
#+$.

例分为骨密

度正常组和骨密度异常组"骨密度异常包括骨质疏松

和骨密度减少"其中骨密度正常组
-!!-

例"骨密度异

常组
!#++

例"各组再按每
!3

岁
!

个年龄段分组&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7277!0,3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整理和分析"计量资料以
"%#

表示"计数资料以

频数!百分率#表示&采用
2RISQP5

相关分析男(女的

异常骨密度与血糖(血脂(血压的关系"以
$

#

3,3$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不同性别年龄段骨密度检测结果
!

骨密度正常

者占
.!,!D

"骨密度异常者占
#1,0D

&骨密度异常

的发生率女性为
-0,$D

"男性为
0,+D

"骨密度正常

组男(女所占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3$

#"女性

骨密度异常组高于男性骨密度异常组!

$

#

3,3$

#&同

时随年龄增加"女性骨量异常发生率明显高于男性"

尤其是在大于
$3

#

.3

(

$

.3

#

/3

两个年龄段"见表
!

&

","

!

受检者基础参数比较
!

检测和登记被检查者的

一般情况"不同性别的骨密度正常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骨密度异常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
!

#&

女性骨密度异常组的年龄(空腹血糖(血压(三酰甘

油(总胆固醇(

:O<9A

(

<O<9A

均高于骨密度正常组

!

$

#

3,3$

#'男性骨密度异常组的年龄和血糖较骨密

度正常组高!

$

#

3,3$

#"其余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

$

3,3$

#"见表
-

&

表
!

!!

不同性别和各年龄段骨密度分布情况

组别 性别
!0

#

#3

岁
$

#3

#

+3

岁
$

+3

#

$3

岁
$

$3

#

.3

岁
$

.3

#

/3

岁
$

/3

#

13

岁
$

13

岁

骨密度正常组 女
#3 -#3 ./3 !-3 -3 3 !3

男
#. !.1 +13 -!. 0. #. 3

骨密度异常组 女
3 3 $3 #-3 +$3 !/3 #3

男
3 3 -+ !++ 0. .3 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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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第
+/

卷第
-#

期



表
-

!!

不同性别骨密度正常组和骨密度异常组的基本情况!

"%#

"

组别 性别
!

年龄
=BM

空腹血糖 收缩压 舒张压

骨密度正常组 女
!313 +$,3-%1,3$ --,$.%-,.# +,0.%3,.1 !!!,+0%!/,0+ /!,3$%!#,0/

男
!3#- +1,/#%!3,3$ -+,!/%#,1. $,30%3,00 !-$,!#%!1,.1 //,!-%!$,#+

骨密度异常组 女
!3-3 .#,+.%1,-3

I

-#,$.%-,0!

I

$,$#%!,-#

I

!#-,1!%!/,3-

I

/.,+.%!-,3$

I

男
#-+ .-,-0%1,-+

I

-#,$0%-,$0 /,3.%3,1.

^

!#-,#/%!$,#- /0,$0%0,30

续表
-

!!

不同性别骨密度正常组和骨密度异常组的基本情况!

"%#

"

组别 性别 总胆固醇 三酰甘油
:O<9A <O<9A

腰椎
<

!

#

+

骨密度 双股骨骨密度

骨密度正常组 女
#,+1%!,/1 3,0/%3,$- !,1/%3,/- -,$#%3,1- !,!#%3,!- 3,0.%3,!3

男
+,/#%3,/0 #,3.%!,.0 !,0!%3,0$ -,+3%3,/1 !,!!%3,!- 3,01%3,!#

骨密度异常组 女
+,/.%3,0.

I

!,/$%!,33

I

!,#0%3,+0

I

#,!/%3,00

I

3,11%3,!!

I

3,/1%3,30

I

男
+,/.%!,3. #,-+%-,33 -,!.%!,!$ -,.1%3,0. 3,0-%3,!!

I

3,1$%3,30

I

!!

I

%

$

#

3,3!

'

^

%

$

#

3,3$

"与同性别的对照组比较

表
#

!!

女性骨密度与基本情况的
2RISQP5

相关分析

项目 相关性 年龄
=BM

血糖 收缩压 舒张压 总胆固醇 三酰甘油
:O<9A <O<9A

腰椎骨密度
; C3,.3/ C3,3.# C3,!0/ C3,+!. C3,!$3 C3,-1$ C3,-.. 3,-#- C3,-.3

$ 3,33! 3,#.- 3,33+ 3,333 3,3#3 3,333 3,333 3,33! 3,33!

股骨骨密度
; C3,$0$ C3,3-0 C3,!/1 C3,#10 C3,!#/ C3,!./ C3,-+! 3,!+3 C3,!#+

$ 3,333 3,./- 3,3! 3,333 3,3+/ 3,3!$ 3,333 3,3+# 3,3$-

续表
#

!!

男性骨密度与基本情况的
2RISQP5

相关分析

项目 相关性 年龄
=BM

血糖 收缩压 舒张压 总胆固醇 三酰甘油
:O<9A <O<9A

腰椎骨密度
; C3,!1/ 3,!.1 C3,!$+ C3,331 C3,3!1 C3,3-. C3,3+- C3,!31 C3,!3#

$ 3,3+/ 3,3/. 3,!33 3,0#3 3,0#$ 3,/1! 3,.$/ 3,-$# 3,-//

股骨骨密度
; C3,-0$ 3,--! C3,31. C3,310 C3,3+3 C3,31$ C3,33$ 3,3/+ C3,311

$ 3,33- 3,3!1 3,#.$ 3,#+. 3,./. 3,#/- 3,0$0 3,+#$ 3,#$-

",#

!

不同性别的骨密度与年龄(

=BM

(血糖(血压(血

脂的相关性分析
!

以腰椎(股骨骨密度为因变量"分

别以年龄(

=BM

(空腹血糖(收缩压(舒张压(总胆固

醇(三酰甘油(

:O<9A

(

<O<9A

为自变量"进行相关分

析&结果表明女性年龄(血糖(血压(三酰甘油(总胆

固醇和
<O<9A

与腰椎骨密度呈负相关"年龄(血糖(

血压(三酰甘油和总胆固醇与股骨骨密度呈负相关"

:<O9A

与腰椎和股骨骨密度呈正相关'男性腰椎和

股骨骨密度与年龄呈负相关"与
=BM

呈正相关

!表
#

#&

#

!

讨
!!

论

!!

>2

是一种全身骨代谢障碍的疾病"骨密度的高

低受多种因素影响"如性激素(钙调节激素(维生素
O

摄入不足(年龄(性别(运动(吸烟及生活方式等*

+91

+

"

目前
>2

还没有安全有效的根治方法"加之此病是隐

蔽缓慢渐进的发展过程"容易被大多数人所忽视"导

致该病的高发病率(高致残率和低生活质量&早发

现(早预防是阻止
>2

和骨量下降最有效的方法"应积

极通过健康体检"进行骨密度测定可以及早发现骨密

度异常"为尽早诊断和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治疗措

施提供了依据"并达到加强疾病控制"防止病情恶化"

并最终控制整体医疗成本的目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骨密度正常率逐渐下降和骨量

丢失加速"这与人体衰老密切相关"在不同年龄段人

群的骨量流失水平有所不同&本研究表明"女性骨密

度异常率在大于
#3

#

+3

年龄段骨密度异常率逐渐升

高"

$

$3

#

.3

(

$

.3

#

/3

年龄段明显升高"且明显高于

男性"这可能与女性绝经后卵巢功能减退"雌激素分

泌不足有关"影响骨代谢"导致骨密度下降&

;6N69

KMO6

等*

0

+发现绝经后女性高脂血症可以加速骨量的

丢失'

MEO:6FMF6O:6E6

等*

!3

+研究表明股骨颈

=BO

与腰围增加"血清
:O<9A

浓度降低和代谢综合

征的影响因素有关&

Z6bMAM

等*

!!

+研究表明在
$3

岁

以上的男性和更年期女性"血压增高与骨密度降低有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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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年
1

月第
+/

卷第
-#

期



密切关系'马剑侠等*

!-

+发现绝经后女性
-

型糖尿病患

者骨密度改变及
>2

的发生与年龄(

;A

(

<O<9A

(收缩

压密切相关&

_@M*:

等*

!#

+研究表明糖基化终末产

物(糖化血红蛋白的过度生成可以诱导成骨细胞凋

亡(抑制成骨细胞分化"进而导致骨密度下降'杨爱格

等*

!+

+研究表明胰岛素分泌不足则会直接影响胰岛素

与相应的胰岛素受体结合"导致成骨细胞无法接受到

足够的信号刺激"胶原(骨基质的合成减少也会造成

骨密度下降'王亚琦等*

!$

+研究发现血尿酸(空腹血糖

均是影响骨密度的危险因素"且空腹血糖对骨密度的

影响较大&本研究表明女性年龄(血糖(血压(三酰甘

油(总胆固醇和
<O<9A

与腰椎骨密度呈负相关"年

龄(血糖(血压(三酰甘油和总胆固醇与股骨骨密度呈

负相关"

:<O9A

与腰椎和股骨骨密度呈正相关'男性

腰椎和股骨骨密度与年龄呈负相关"与
=BM

呈正相

关&因此年龄(血糖(血压和血脂是女性骨量下降的

重要影响因素'男性的年龄和
=BM

是骨量下降的影

响因素"男性的血脂(血压和血糖与骨密度无相关性&

本研究和大量文献均表明了血脂(血糖及血压对骨密

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综上所述"年龄(

=BM

(血脂(血糖及血压对
=BO

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为预防骨质疏松和骨量减少的

发生"应提前对影响
=BO

的不良因素进行干预"通过

健康教育(饮食调整以及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戒烟(

戒酒"适当的户外运动"及时补充钙和维生素
O

'定期

做
=BO

检查"并检测
=BM

(血糖(血压及血脂情况"便

于及时发现异常并采取防治措施"注重自我预防与保

护"强化健康意识"做到未病先防"把健康管理作为防

控慢病和提高国民健康水平重要手段和策略"促进中

国健康产业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中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骨密度受到腰椎疾病的

影响"生活方式也不同"该研究对象不能完全代表一

般人群&接下来将进一步研究代谢综合征对骨密度

的影响"在为病患提供全面(连续(主动的管理"达到

促进健康(延缓病程(减少并发症(减低伤残率(提高

生活质量"同时减少医疗成本支出&总之"双能
c

线

骨密度测定对骨量减少或骨质疏松的诊断提供了一

个比较准确的检测方法"有助于提高医师对骨密度异

常的判断"更好地指导骨质疏松和骨量减少的治疗和

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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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QPS

J

H4P'RHS

X

I5V&PSH4&IUTPUY'RHS4& P̂5R'45RSIUVR5Q4H

X

'RIQYSRV^

X

a

YI5H4HIH4TR&P'

J

YHRVHP'P

)

SI

J

8

X

*

L

+

,LAU45OR5Q4HP'

"

-3!.

"

!0

!

-

#%

--.9-##,

*

+

+

7:@;;Z7

"

K62>>NE

"

E6MKO

"

RHIU,>QHRP

J

PSPQ4Q45

8RIUH8

X

7PYH8M5V4I5'IURQI5VH8R45WUYR5&RPWU4WRQH

X

UR

WI&HPSQI5VT4HI'45VQHIHYQP5 P̂5R'45RSIUVR5Q4H

X

*

L

+

,L

>QHRP

J

PSPQ

"

-3!+

"

-3!+

%

/-#-#1,

*

$

+

=<@MA:@NK

"

A[BBME*N*

"

E6*6E6;:6EF

"

RH

IU,<4WRQH

X

URWI&HPSQ

"

'RV4&IH4P5Q

"

I5VV4QRIQR45WUYR5&R

P̂5R'45RSIUVR5Q4H

X

45PUVRS 'R5

%

W45V45

)

QWSP' H8R

A:6B2QHYV

X

*

L

+

,>QHRP

J

PSPQM5H

"

-3!!

"

--

!

0

#%

-+-!9

-+#/,

*

.

+ 王春萍"修桂英
,

健康人群骨密度测定及骨密度影响因素

分析*

L

+

,

吉林医学"

-3!+

"

#$

!

!

#%

!!.9!!/,

*

/

+

AFML@;MA7

"

=6NMAMA

"

76;6<MAb

"

RHIU,M5WUYR5&RPW

5YHS4H4P5I5VU4WRQH

X

URP5 P̂5R'45RSIUVR5Q4H

X

45&84UVSR5

WSP'IVP

J

H4TRI5V 4̂PUP

)

4&IUWI'4U4RQ

*

L

+

,L@

J

4VR'4PU

"

-3!+

"

-+

!

#

#%

-309-!$,

*

1

+ 白静雅"海向军"汪玉堂"等
,

蒙古族大学生骨质状况及其

相关影响因素的分析*

L

+

,

解剖学报"

-3!.

"

+/

!

+

#%

$$!9

$$.,

*

0

+

;6N6KMO66

"

MME>K

"

6=@K

"

RHIU,:

XJ

RS&8PURQHRSPU9

R'4II&&RURSIHRQ P̂5RUPQQ45

J

PQH'R5P

J

IYQIU P̀'R5

*

L

+

,

AU4'I&HRS4&

"

-3!!

"

!+

!

!

#%

!3$9!!!,

*

!3

+

MEO:6FMF6O:6E6 7

"

N6;;6E67NM;:>E* 2,

;8RSRUIH4P5Q84

J

R̂H̀RR5 P̂5R'45RSIUVR5Q4H

X

I5V'RH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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