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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J@

%

%c

G5E5#:

'

!

%

5E5!

&'

),;(02

%

%cG5E5::

'

!

%

5E5!

&'

*K@8K9@+>A

[

>A--+<,),)9

H

-+-<]9K8*)>-

W

+,A

(0S-J<̂ A;@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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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5E54#

!

!

%

5E54

'#体重&

%cG5E5#:

!

!

%

5E5!

'和
(02

值&

%cG5E5::

!

!

%

5E5!

'相关!但腰椎
(0S

与地区#

年龄#身高#体重及
(02

的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地区

与年龄是
(0S

的影响因素&

%c5E##"

!

!

%

5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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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骨质疏松的防治在于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

疗"早期诊断骨质疏松的常用方法是骨密度测量!主

要有
SOR

和
k/%

骨密度测量)

"

*

"

k/%

最早是由

aA,),@

等在
!F:&

年提出利用临床
/%

机进行骨密度

测量的方法)

:

*

!但由于技术条件限制并没有在临床得

到广泛应用"而同期出现的
SOR

具有辐射量

低#操作 方便 等优势!获得 了
3XU

的认

可)

"

!

F7!5

*

"随着
/%

技术的进步和普及!

2T/S

于
&55$

年组织国际一流专家对
k/%

的研究

现状和临床应用进行了全面评估!形成了
k/%

临床应用的共识)

'74

*

"

k/%

的优点$

#

容积扫

描!可以进行体积测量%

$

可以区分松质骨和

皮质骨!选择更敏感的松质骨进行测量!反映

早期的骨丢失和对治疗的反应%

%

不受骨质增

生及周围组织钙化的影响)

"

!

!!7!&

*

"

本研究显示北京地区的腰椎
(0S

低于南

京地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5E5!

'!与伍

贤平等)

!"

*采用
SRO

对中国多地区腰椎等部位

骨密度的研究不一致!可能与
k/%

仅测量更

敏感的松质骨有关"张默等)

!'

*研究显示运动

组与不运动组骨密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虽然本研究未统计运动量参数!但由于南北两

地区气候差异!北方冬季时间较长!户外运动相对受

限!因此推测两地区骨密度差异可能和运动量相关!有

待进一步研究"

南京地区女性腰椎骨密度峰值出现在
"!

!

'5

岁

年龄组!为&

!F5E4$e"5E!&

'

8

[

+

?8

"

%男性腰椎骨密度

峰值 出 现 在
&!

!

"5

岁 年 龄 组!为 &

!:!E#"e

&!E'5

'

8

[

+

?8

"

"北京地区女性和男性腰椎骨密度峰值

均出现在
&!

!

"5

岁年龄组!分别为 &

!#'E&!e

&&E:#

'

8

[

+

?8

"和&

!$!E$#e&"E!4

'

8

[

+

?8

"

"两地区

女性在
'5

岁以后腰椎
(0S

随年龄增长呈明显下降

趋势!骨密度丢失率显著增加"

45

岁以后!女性腰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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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南京和北京地区各年龄组男*女受检者骨密度平

均值!

!

图
'

!

南京和北京地区各年龄组男*女受检者

累计骨丢失率!

骨密度平均值低于本地区男性骨密度平均值!

$

#5

岁

后腰椎
(0S

累计丢失率
$

'4Y

"男性腰椎
(0S

下

降趋势较平稳"

本组研究显示骨密度峰值出现在
&5

!

'5

岁年龄

段!与国内其他研究骨峰值出现时间一致)

!47!#

*

"南京

地区女性腰椎骨密度峰值较北京地区高
!"E:Y

!达峰

时间较北京延后一个年龄组%南京地区男性腰椎骨密

度峰值较北京地区高
4E'Y

"随后骨密度值随年龄增

加逐渐下降!

45

岁以后女性腰椎骨密度下降尤为明

显!与女性绝经后雌激素水平降低有关"

$

#5

岁以

后!女性腰椎骨密度值累计丢失率
$

'4Y

!与
1+

[[

-

等

研究结果相仿)

!$

*

%男性腰椎骨密度值累计丢失率
$

"5Y

"

本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仅对南京和北京地

区健康查体人员骨密度进行分析!并未对两地地质差

别#相关的饮食#生活习惯等因素对骨密度的影响进行

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应用
k/%

测量健康人群腰椎

(0S

发现南京地区比北京地区高%虽然南京地区女性

腰椎
(0S

达峰时间稍晚!但两地区骨丢失曲线及累

计骨丢失率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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