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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经后妇女的骨密度与身高关系的回顾性研究

熊焱昊 , 杜  宁 , 陈伟珍 , 刘  涛 , 唐旭升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伤科 , 上海市伤骨科研究所 , 上海 200025 )

[摘要 ]  目的  探讨绝经前后妇女的身高缩短值和骨密度的关系。方法  记录 191 例绝经前后妇女的身高 , 采用双能 X 线

骨密度测量仪 ( DEXA )检测腰椎和髋关节的骨密度。结果  绝经后妇女身高缩短值越多其骨密度值越低 , 身高每缩短 2 cm ,

腰椎的骨密度大约降低 0 .025 5 g/ cm2 ,而髋关节的骨密度大约降低 0 .029 2 g/ cm2 , 患有骨质疏松症的绝经后妇女的身高缩

短值比没有患骨质疏松症的绝经后妇女的身高缩短值要高 ,二者具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 ( P < 0 .01)。结论  通过了解绝经后

妇女身高缩短值的多少能够大概估计其骨密度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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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spectiv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of height difference and bone density of postmenopausal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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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 hip of the height difference and bone density ( BD ) of premenopausal and

post menopausal women . Methods  The height values of 191 premenopausal and postmenopausal women were recorded , and the

BD values of lumbar vertebrae and hip were detected by double energy X-ray BD detector . Results  The lower the height of the

post menopausal women , the less the BD value . The BD of lumbar ver tebrae dropped 0 .025 5 g/ cm2 with each 2 cm of the

s hortened height , and the BD of hip join t dropped 0 .029 2 g/ cm2 . The shortened value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with osteo-

porosis was statistically greate r than that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without osteoporosis . Conclusion  The BD of the post m-

enopausal women can be estimated by the calculation of their shor tened height val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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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快 , 骨质疏松症作为

老年人的常见病及多发病 , 已经引起人们的极大重

视 ,对于骨质疏松症的诊断主要依据临床表现及双

能 X 线骨密度测量仪 (DEXA ) 的检查 , 但目前只有

一些大型医院具有双能 X 线骨密度测量仪这种设

备。我科自 1998 年开设骨质疏松症专病门诊以来

发现患者身高的缩短、驼背畸形是骨质疏松后出现

的重要临床体征之一。我们通过对 191 例门诊患者

资料的回顾性研究 , 发现患者身高的缩短值和骨密

度值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 , 通过了解患者身高

缩短值的多少我们能对患者的骨密度值做一简单的

判定。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临床资料  本科室收集了 279 例患者的资料 ,

回访到了 191 例患者的完整资料。这 191 例患者全

部有全身性骨痛的临床表现 ,全部是绝经后妇女 ( 其

中有的患者已手术切除双侧卵巢 ) , 年龄 45～84 岁 ,

平均 (63 .95±8 .49 ) 岁。排除有影响骨代谢疾病的

患者如糖尿病、甲亢患者及在第 1 次门诊前 6 个月

服用过激素类药物和氟化物等药物的患者。

1 .2  研究方法  记录患者的年龄 , 绝经年龄 , 青年

时期的身高 ,第 1 次测量骨密度时的身高 ;采用美国

Lunar 公司生产的双能 X 线骨密度测量仪检测研究

对象第 2～4 腰椎正位片及髋关节的骨密度 (g/ cm2 )。

1 .3  统计学方法  全部数据采用 SPSS 10 .0 软件

进行处理。

2  结  果

2 .1  身高的缩短值和 L2 ～4 、髋关节的骨密度值  

身高缩短在 2 cm 内的患者 75 例 , L2～ 4 的骨密度值

为 0 .879 12 g/ cm
2

,髋关节的骨密度值为 0 .782 01

g/ cm2 ; 身高缩短在 2～4 cm 间的患者 57 例 , L2～ 4 骨

密度值为 0 .869 18 g/ cm2 , 髋关节的骨密度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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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75 28 g/ cm2 ; 身高缩短在 4～6 cm 间的患者 28

例 , L2～ 4 骨密度值为 0 .836 57 g/ cm
2

,髋关节的骨密

度值为 0 .703 61 g/ cm
2

; 身高缩短在 6～8 cm 间的

患者 16 例 , L2 ～4 骨密度值为 0 .791 44 g/ cm2 , 髋关

节的骨密度值为 0 .686 06 g/ cm2 ; 身高缩短在 8～

10 cm 间的患者 9 例 , L2 ～4 骨密度值为 0 .768 78g/

cm
2

, 髋关节的骨密度值为 0 .661 33g/ cm
2

; 身高缩

短 > 10 cm 的患者 6 例 , L2 ～4 骨密度值为 0 .751 83

g/ cm
2

, 髋关节的骨密度值为 0 .636 00 g/ cm
2
。身

高缩短值与 L2～ 4 骨密度值相关分析结果 : 相关系数

r = - 0 .244 , P = 0 .001。身高的缩短值和 L2～4 骨

密度值的变化关系见图 1。身高缩短值与髋关节的

骨密度值相关分析结果 :相关系数 r = - 0 .360 , P =

0 .000。身高的缩短值和髋关节骨密度值的变化关

系见图 2。

图 1  绝经后妇女身高的缩短值和 L2～4

骨密度值的变化关系

图 2  绝经后妇女身高的缩短值和髋关节

骨密度值的变化关系

2 .2  身高的缩短值和骨质疏松的关系  依据Ⅰ型

骨质疏松症 ( osteoporosis , OP ) 的诊断标准 , 我们将

这 191 例绝经后妇女分为有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病

人和非骨质疏松症的病人 2 组。骨质疏松组的患者

平均身高缩短值 h = 3 .92 cm , 非骨质疏松组的患者

平均身高缩短值 h = 2 .52 cm。用 t 检验比较她们

的身高缩短值 , F = 11 .993 , P = 0 .001。

3  讨  论

骨质疏松症是以骨量减少、骨组织显微结构退

化为特征 ,以致骨脆性增高及骨折危险性增加的一

种全身性骨病。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症的骨组织病

理表现为松质骨骨小梁变细、断裂和数量减少 , 骨皮

质多孔、变薄 , 这些因素导致了绝经后妇女骨折的危

险度增加。能预测骨折的最佳指标是骨密度的测

量。通过对骨密度的测量我们能早期干预骨密度的

降低 ,减少其并发症的发生。骨密度的测量方法有

单光子吸收法 ( SPA )、双光子吸收法 (DPA )、双能 X

线测量法 (DEXA )、定量 C T ( QCT )、超声波检查法

等 ,其中双能 X 线测量法 (DEXA ) 是目前用于骨质

疏松症诊断、骨折危险度评价及治疗效果监测的重

要手段。但这种设备价格比较昂贵 , 难以在我国普

及 ,影响了对骨质疏松症的预防、诊断及治疗。

绝经后妇女骨密度的降低跟很多因素有关 , 如

绝经时的年龄、运动、日光的照射、遗传、体重等。目

前国内外许多学者试图通过对身高、体重、绝经的年

限等简单因素的观察来简便地判断患者骨密度值的

多少 ,以便为普及对骨质疏松症的预防、诊断及治疗

带来方便。对于身高和骨密度的关系国内外研究比

较多 ,如王子莲等 [ 1 ] 和卢一生等 [ 2 ] 等认为矮个子比

高个子易患原发性骨质疏松症 ; 申志祥等
[ 3 ]

认为身

高与骨密度的降低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 而与体重指

数有明显的相关性 ; 孙国强等
[ 4 ]

认为身高与腰椎和

髋部的骨密度相关性较差 ( r = 0 .087～0 .197) ,体重

与腰椎及髋部的骨密度相关性较好 ( r = 0 .226～

0 .352 , P < 0 .01 ) , 体重指数与腰椎的相关性最好 ,

然后是股骨颈及大转子。但对于身高降低的差值与

骨密度关系研究的文献报道较少。本文通过对 191

例绝经后妇女的身高缩短值与骨密度关系的回顾性

研究发现 , 身高缩短值与骨密度有很好的相关性。

如图 1 所示 ,身高缩短值与腰椎的骨密度有明显的

相关性 ,平均身高每缩短 2 cm , 腰椎的骨密度就大

约降低 0 .025 5 g/ cm
2

; 如图 2 所示 , 身高缩短值与

髋关节的骨密度也有明显的相关性 , 平均身高每缩

短 2 cm , 髋关节的骨密度就大约降低 0 .029 2 g/ cm
2
。

我们按照我国Ⅰ型骨质疏松症的诊断标准 , 把这

191 例绝经后妇女分为 2 组 , 一组患有骨质疏松症 ,

另一组未患骨质疏松症 , 发现 2 组身高缩短值有明

显的差异性 ,说明绝经后妇女身高缩短值的多少对

骨质疏松症的预防、诊断及治疗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人体身高的降低是由脊柱、下肢的短缩引起。

妇女绝经后身高的降低可由于骨质疏松症并发明显

骨折和不明显骨折引起。 T rivitayarat ana
[ 5 ]

等发现

上肢和下肢的长度和骨密度有中度的相关性。而脊

柱的短缩和椎体的骨折、椎间隙变窄有关。V erslu-

is 等[ 6 ] 和 Rodriguez 等 [ 7 ] 发现椎体的骨折、身高与

骨密度有密切的相关性。而椎体骨折除了 X 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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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能发现的骨折外 ,还有我们在 X 线平片中所不

能发现的椎体骨折 , Radiol 等
[ 8 ]

发现通过读 X 线平

片 ,放射科医生只能发现 9 .5%的椎体骨折 , 而通过

他们设计的软件 ( QVM ) 读片可发现 13 .7% 的椎体

骨折。椎体骨折包括 X 线平片中能显示的骨折和

能显示的微细骨折 , 而这些骨折均能引起椎体高度

的降低。

本文的研究由于样本例数尚不够多 , 没有正常

对照组 ,只考虑了椎体高低及下肢长度对身高缩短

的影响 ,没有考虑椎间盘变性后椎间隙变窄、关节间

隙变窄等对身高缩短的影响 ,所以只能得出身高差值

与骨密度关系的初步结果 ,有待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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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异位妊娠 (ectopic pregnancy , EP)是指受精卵种植在子宫

体腔以外部位的妊娠 , 又称宫外孕 ,其中最常见者为输卵管妊

娠。本文分析了 82 例 EP 药物治疗的临床疗效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我院 1999 年 11 月～2003 年 2 月共收治宫

外孕 203 例 ,均根据临床表现、血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β-

H CG)及超声检查予以确诊 ,其中的 82 例纳入此项研究。患

者年龄 18～41 岁 ,平均 (23 .7±2 .9 )岁 ; 既往有流产史者 57

例 ,安置节育环者 7 例 ,结扎者 5 例 , 2 次以上宫外孕者 7 例。

患者停经 40～70 d , 65 例有腹痛 , 69 例有不规则阴道流血 ,

75 例有附件包块。入选标准 [ 1 ] : ( 1 ) 输卵管妊娠直径 < 4

cm ; ( 2)输卵管妊娠未破裂或流产 ; ( 3)无明显内出血 ; (4 )血

β- H CG < 2 000 U/ L。本文 82 例 EP 中有 6 例血β- H CG >

2 000 U/ L 但坚决要求保守治疗。

1 .2  治疗方法  82 例 EP 随机分成两组 , A 组 44 例 , 甲氨

蝶呤( MTX) 75 mg 静脉推注 , 24 h 后用甲酰四氢叶酸解毒 ,

同时加服中药。方剂为 : 丹参 15 g、赤芍 10 g、桃仁 15 g、没

药 10 g、天花粉 6 g、蜈蚣 4 条 , 1 剂/ d。B 组 38 例 ,用 MTX

和甲酰四氢叶酸 , 剂量同 A 组。用药后第 4、7 天检测血

β- H CG ,连续 2 次血β- H CG 下降 > 50% 则停药 , < 50%则进

行下 1 个疗程 ,疗程的间隔时间 MTX 为 7 d。本研究中接受

MTX 2 个疗程者 16 例 ,其中 A 组 4 例 ,B 组 12 例 ,中药用量

3～15 剂 ,平均 7 .8 剂。

1 .3  观察指标  治疗期间观察血压、脉搏、腹痛、血β- H CG、

血常规、肝肾功能 , 每周复查 B 超 1 次。

1 .4  疗效评价  治愈 : 血β- H CG 降至正常 , 附件包块缩小

或消失 , 生命体征正常。无效 : 血β- HCG 不降或上升 , 附件

包块增大 , B 超见成活胚胎。治疗过程中腹腔内出血增多 ,

即行腹腔镜手术或开腹手术。

1 .5  统计学方法  采用χ2 检验和 t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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