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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南京地区成年女性骨质疏松的患病情况，及衰老过程中各部位骨密度的变化。 方法　对南京地区成年女
性，２０ ～７９岁，共计 ３８８人，均排除继发性骨质疏松症，运用双能 Ｘ线骨密度仪，对所有患者进行腰椎及髋部骨密度测定。 结
果　１．南京地区成年女性，骨量正常者占 ３３畅５％，骨量低下者占 ４８畅５％，骨质疏松者占１８％；其中绝经前成年女性骨量正常者
占 ５２畅７％，骨量低下者占 ４７畅３％，无骨质疏松患者；绝经后女性骨量正常者占 １２％，骨量低下者占 ４９畅７％，骨质疏松患者占
３８畅３％；２畅２０ ～３９岁年轻女性，随年龄增加，各部位骨密度均无明显下降；但自 ４０ 岁开始至 ４９ 岁，股骨颈骨密度首先开始下
降，而此时腰椎及总髋部骨密度无明显变化；到 ５０岁开始，各部位骨密度均明显下降；其中 ５０ ～６９岁时，腰椎骨密度 T值与股
骨颈骨密度 T值之间的差异消失，但均低于总髋部骨密度 T值。 结论　１．南京地区年轻女性骨量低下者患病率较高，随年龄
增加，绝经后女性骨量低下者进一步增多，且骨质疏松患病率高达 ３８畅３％；２．在女性 ５０岁前，股骨颈骨密度下降最早，诊断骨
质疏松最敏感，而 ５０岁后，腰椎骨密度与股骨颈骨密度均明显下降，诊断骨质疏松同样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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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evalence of osteoporosis in Nanjing adult females， and the changes of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 at various skeletal sites during ageing．Methods　BMD of the lumbar spine and the hip was measured using 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in ３８８ adult females in Nanjing， aging from ２０ to ２９ years old．The secondary osteoporosis was
excluded．Results　The percentage of normal bone mass， osteopenia， and osteoporosis in Nanjing adult females was ３３畅５％，
４８畅５％， and １８％， respectively．In premenopausal women， the percentage was ５２畅７％， ４７畅３％， and ０， respectively．In
postmenopausal women， the percentage was １２％， ４９畅７％， and ３８畅３％， respectively．There was no age-related change of BMD at
all skeletal sites in females aging from ２０ to ３９ years．BMD of the femoral neck but not the spine and the hip decreased from age of
４０ to ４９ years．BMD decreased gradually at all skeletal sites from age of ５０ years．The T score of BMD in the lumbar vertebrae and
the femoral neck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total hip in femoles aging from ５０ to ６９ years．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osteopenia in Nanjing young females is high， and become higher during aging．The incidence of osteoporosis is up to ３８畅３％．BMD
of the femoral neck decreases first and is most sensitive in diagnosis of osteoporosis in females younger than ５０ years old．However
in females older than ５０ years old， BMD of the lumbar spine and the femoral neck both decreases most obviously， and the sensitivity
in diagnosis of osteoporosis are same．
Key words： Nanjing adult females； Ageing； Bone mineral density； Osteoporosis； Various skeletal sites

　　骨质疏松症（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ＯＰ）是以骨量低下、
骨微结构损坏，导致骨脆性增加、易发生骨折为特征

的全身性骨病［１］ 。 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和世界人
口的老龄化，骨质疏松症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同时，
由于目前不良生活方式的影响，如户外活动减少、吸
烟、酗酒、过度饮用咖啡、饮食不均衡等，导致骨质疏
松症的发病趋于年轻化，目前骨质疏松症已成为一
种常见的临床疾病［２］ 。 据 ２００６ 年全国大规模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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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学调查显示，我国 ５０ 岁以上人群中约有 ６９４４ 万
人患有骨质疏松症，２ 亿多人存在骨量低下，其导致
的骨折占中老年骨折的 ７０％ ～８０％，不但造成老年
人生活不能自理，需要长期护理，更导致老年人死亡
率明显上升，每年给我国造成了超过百亿元的医疗
花费，预期到 ２０２０ 年还将超过 ２１７ 亿元［１］ 。 可见，
骨质疏松症引起的危害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严重危害着人类健康。
因此，早期筛查骨质疏松症，早期干预、预防

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是非常重要的。 基于骨质疏松
症的高患病率及发病趋于年轻化，需要尽早的进
行筛查，但目前缺乏我国年轻人的骨质疏松患病
率的大规模调查数据，因此，本研究旨在分析南京
地区 ２０ ～７９ 岁的成年女性骨质疏松及骨量低下
的患病情况，以及衰老过程中各部位骨密度的下
降程度。

1　材料和方法
1畅1　对象

２０１３年７月至２０１４ 年６月，至江苏省人民医院
进行双能 Ｘ 线骨密度检查的成年女性 （２０ ～７９
岁），体重正常或超重（体重指数 １８畅５ ～２８ ｋｇ／ｍ２ ），
绝经年龄≥４５ 岁，无任何影响骨代谢的疾病（如糖
尿病、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Ｃｕｓｈｉｎｇ综合征、性腺
功能异常、风湿免疫疾病、严重肝肾疾病、严重胃肠
道疾病、肿瘤、长期卧床等），无任何影响骨代谢的
药物使用史（如激素、精神调节剂、抗凝药、质子泵
抑制剂、袢利尿剂、双膦酸盐、降钙素等），无腰椎或
髋关节骨折、手术史，Ｌ１-Ｌ４的 Ｔ值相差小于 ２，共计
３８８人，均为目前居住在南京市的市民。
1畅2　方法

运用美国 Ｈｏｌｏｇｉｃ公司的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Ｗ型双能 Ｘ
线骨密度仪，对所有患者进行腰椎及髋部骨密度测
定，按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推荐的骨质疏松诊断标
准，即腰椎、股骨颈或总髋部骨密度 Ｔ 值最低值作
为诊断标准，T值≥ －１畅０ 为骨量正常， －２畅５ ＜T值
＜－１畅０为骨量低下，T值≤－２畅５为骨质疏松。
1畅3　统计学处理

所有结果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畅０ 软件进行分析，实验
结果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差异采用 t检验，以
P ＜０畅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畅1　不同年龄成年女性骨质疏松的患病率

表 1　不同年龄南京地区成年女性骨质疏松患病率
Table 1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ｉｎ ａｄｕｌｔ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 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年龄
（岁） 例数

骨量正常
Ｔ 值≥ －１ 剟剟畅０

骨量低下
－２ 牋牋畅５ ＜Ｔ 值 ＜－１ d畅０

骨质疏松
Ｔ 值≤ －２ LL畅５

例数 百分比 例数 百分比 例数 百分比

２０ －２９ 父５０ 憫２９ 崓５８％ ２１ 耨４２％ ０ C０％
３０ －３９ 父６５ 憫３３ 崓５０ ff畅８％ ３２ 耨４９ 铑铑畅２％ ０ C０％
４０ －４９ 父７５ 憫３６ 崓４８％ ３９ 耨５２％ ０ C０％
５０ －５９ 父８０ 憫２６ 崓３２ ff畅５％ ３８ 耨４７ 铑铑畅５％ １６ U２０％
６０ －６９ 父７０ 憫６ {８ TT畅６％ ３５ 耨５０％ ２８ U４１ ..畅４％
７０ －７９ 父４８ 憫０ {０％ ２３ 耨４７ 铑铑畅９％ ２５ U５２ ..畅１％
总计 ３８８ ⅱ１３０ 灋３３ ff畅５％ １８８  ４８ 铑铑畅５％ ７０ U１８％

表 2　南京地区成年女性绝经前后骨质疏松的患病率
Table 2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ｉｎ ｐｒｅ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分组 例数
骨量正常

Ｔ 值≥ －１ 剟剟畅０
骨量低下

－２ 牋牋畅５ ＜Ｔ 值 ＜－１ d畅０
骨质疏松

Ｔ 值≤ －２ LL畅５

例数 百分比 例数 百分比 例数 百分比

绝经前 ２０５ ⅱ１０８ 灋５２ ff畅７％ ９７ 耨４７ 铑铑畅３％ ０ C０％
绝经后 １８３ ⅱ２２ 崓１２％ ９１ 耨４９ 铑铑畅７％ ７０ U３８ ..畅３％

表 １结果显示，参与研究的南京地区 ２０ ～７９ 岁
成年女性，共 ３８８ 人，其中骨量正常者占 ３３畅５％，骨
量低下者占 ４８畅５％，骨质疏松患者占 １８％。 按是否
绝经将参与研究者分为两组，结果显示（见表 ２），绝
经前成年女性共 ２０５ 人，其中骨量正常者占
５２畅７％，骨量低下者占 ４７畅３％，无骨质疏松患者；绝
经后女性共 １８３ 人，其中骨量正常者占 １２％，骨量
低下者占 ４９畅７％，骨质疏松患者占 ３８畅３％。
2畅2　成年女性衰老过程中各部位骨密度的变化

将参与研究的南京地区 ２０ ～７９ 岁成年女性，按
照年龄分组，每 １０ 岁为 １ 组，共计 ６ 组。 图 １ 分析
了成年女性衰老过程中，腰椎、股骨颈、总髋部 ３ 个
部位骨密度的变化。 其中 ３０ ～３９ 岁年龄组，与 ２０
～２９岁年龄组相比，上述 ３个部位骨密度及 T值均
无差异；４０ ～４９岁年龄组，与更年轻的两组相比，股
骨颈骨密度及 T值下降，而腰椎与总髋部骨密度及
Ｔ值均无差异。 随年龄增加，５０ ～５９ 岁年龄组，与
２０ ～２９ 岁、３０ ～３９ 岁年龄组相比，上述 ３ 个部位骨
密度及 T值均下降；６０ ～６９ 岁年龄组，与更年轻的 ４
组相比，上述 ３个部位骨密度及 T值均明显下降；至
７０ ～７９岁，与 ６０ ～６９ 岁年龄组相比，股骨颈与总髋
部骨密度及 T值均进一步下降，而腰椎骨密度无差
异。 结果提示：２０ ～３９ 岁年轻女性，随年龄增加，各
部位骨密度均无明显下降；但自 ４０ 岁开始，股骨颈
骨密度首先开始下降，而此时腰椎与总髋部骨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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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成年女性衰老过程中各部位骨密度的变化
Fig．1　Ａｇ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ＢＭＤ ａｔ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ａｄｕｌｔ ｆｅｍａｌｅｓ

注：倡P ＜０畅０５，倡倡P ＜０畅０１，倡倡倡P ＜０畅００１

　

图 2　相同年龄组成年女性各部位骨密度的比较
Fig．2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ＢＭ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
注：倡P ＜０畅０５，倡倡P ＜０畅０１，倡倡倡P ＜０畅００１

　

无明显变化；到 ５０ 岁，各部位骨密度均有下降；６０ ～
７９岁，各部位骨密度均进一步下降。

图 ２分析了同年龄各部位骨密度 T 值的差异，
结果提示：随年龄增加，４０ ～４９ 岁年龄组，股骨颈骨
密度 Ｔ值最低，低于腰椎及总髋部骨密度 Ｔ 值；到

了 ５０ ～６９岁时，腰椎与股骨颈骨密度 T值之间的差
异消失，但均低于总髋部骨密度 T值。

3　讨论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常见的老年性疾病，其发病

受遗传、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可控危险因素
有老龄、低体重、性腺功能低下、体力活动缺乏、光照
少、钙摄入减少、吸烟、过度饮酒、过度饮用咖啡。 随
着人口的老龄化及不良生活方式的影响，骨质疏松
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且趋于年轻化［３］ 。 同时，骨质疏
松易引起骨质疏松性骨折（脆性骨折），即由于轻微
损伤如从站立的高度或较低处跌倒而导致的骨折，
不但发病率高，骨折后死亡率也高，危害极大，研究
发现，５０岁以上髋部骨折患者中约 ２４％于 １年内死
亡，２０％的患者将需要长期护理［４］ ；在 ６５ ～７４岁、７５
～８４岁以及≥８５ 岁的患者中，髋部骨折后的 ５ 年死
亡率竟高达 ３８％、４９％及 ６４％，椎体骨折后的 ５ 年
死亡率亦高达 ２９％、３６％及 ５０％［５］ 。 因此，由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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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疏松的高发病率及高危害性，骨质疏松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重视，是人们密切关心的重要健康问题，而
早期筛查、早期防治骨质疏松已成为人们的迫切需
要。
目前世界上测定骨密度的金标准是双能 Ｘ 线

吸收测定法（ＤＸＡ 法），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推荐
的骨质疏松诊断标准是基于 ＤＸＡ法测定的腰椎、髋
部或前臂骨密度值。 腰椎、股骨颈或总髋部骨密度
作为诊断标准，３者中取最低值；只有在无法检查腰
椎和髋部骨密度时，才建议检测前臂骨密度（桡骨
前 １／３）作为诊断标准。 ＷＨＯ 推荐，绝经后女性和
年龄≥５０岁的男性，骨密度 T 值 ≥ －１畅０ 为骨量
正常， －２畅５ ＜T值 ＜ －１畅０ 为骨量低下，T值 ≤
－２畅５或发生了脆性骨折为骨质疏松［４］ 。
我们对南京地区 ２０ ～７９ 岁成年女性，共 ３８８

人，运用 ＤＸＡ法进行骨质疏松筛查，研究发现，骨量
低下及骨质疏松者总患病率分别为 ４８畅５％及 １８％。
其中绝经前成年女性骨量低下者患病率为 ４７畅３％，
无骨质疏松者；而绝经后女性骨量低下及骨质疏松
者总患病率则高达 ４９畅７％及 ３８畅３％。 这一研究结
果与 ２０１２年 Ｚｈａｎｇ 等［６］研究的长春地区成年女性

骨质疏松的患病率结果类似。 我们的研究结果提
示，目前南京地区年轻女性骨量低下者患病率较高，
随年龄增加，绝经后女性骨量低下者进一步增多，且
骨质疏松患病率高。 这可能与目前南京市区女性体
力活动及日照较少，钙摄入不足关系较大，需要引起
足够的重视。
我们进一步研究了骨质疏松诊断常用的 ３个部

位，即腰椎、股骨颈及总髋部，其随年龄增加，骨密度
下降的程度及对诊断骨质疏松的价值。 研究发现，
２０ ～３９岁年轻女性，随年龄增加，各部位骨密度均
无明显下降；但自 ４０ 岁开始至 ４９岁，股骨颈骨密度
　　

首先开始下降，而此时腰椎及总髋部骨密度无明显
变化；到 ５０岁开始，各部位骨密度均明显下降；其中
５０ ～６９岁时，腰椎骨密度 T值与股骨颈骨密度 T值
之间的差异消失，但均低于总髋部骨密度 T 值。 因
此，在女性 ５０岁前，股骨颈骨密度下降最早，诊断骨
质疏松最敏感，而 ５０ 岁后，腰椎与股骨线骨密度下
降最明显，诊断骨质疏松同样敏感。
总之，目前南京地区成年女性骨质疏松及骨量

减少者患病率高，且趋于年轻化，需要及早进行双能
Ｘ线骨密度筛查，并改善不良生活方式，加强骨质疏
松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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