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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髋关节假体周围骨质疏松发生情况及
唑来磷酸的防治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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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探讨老年髋关节假体周围骨质疏松发生情况及唑来磷酸的防治效果ꎮ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期间在我院住院治疗的 ６０ 例老年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ꎬ按照患者年龄

将其划分为甲、乙、丙三组ꎬ以评估不同年龄阶段患者的临床疗效是否存在差异ꎬ其中甲组患者 １０ 例ꎬ年
龄处于 ６０~６９ 岁ꎻ乙组患者 ２８ 例ꎬ年龄处于 ７０~７９ 岁ꎻ丙组患者 ２２ 例ꎬ年龄处于 ８０~８９ 岁ꎮ 所有骨质

疏松老年患者均在实施手术后 １ 周静脉用唑来磷酸一次ꎬ术后 １ 年内静脉用 １ 次ꎬ同时每天服用 ２ 次

６００ｍｇ 的钙尔奇 Ｄꎮ 随访 １ 年ꎬ比较患者术前和 １ 年后的腰椎以及对侧髋关节的骨密度情况ꎮ 结果:三
组患者术后经过长达 １ 年的服用唑来磷酸钠进行治疗后ꎬ其腰椎骨密度情况均显著优于本组术前(均 Ｐ
<０.０５)ꎮ 三组患者术后经过长达 １ 年的服用唑来磷酸钠进行治疗后ꎬ其对侧股骨颈骨密度情况均显著

优于本组术前(均 Ｐ<０.０５)ꎮ 三组患者术后经过长达 １ 年的服用唑来磷酸钠进行治疗后ꎬ其对侧全髋关

节骨密度情况均显著优于本组术前(均 Ｐ<０.０５)ꎮ 结论:对于老年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使用唑来磷酸钠

进行治疗能够有效预防其假体周围骨质疏松的出现ꎬ值得在临床上加以推广运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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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质疏松是临床上老年男性及绝经后女性中较为

常见的一组骨病ꎬ在此基础上对于患者实施人工髋关

节置换术会存在较高的远期假体松动率[１ꎬ２]ꎮ 根据有

关研究资料提示ꎬ对于该类患者早期并且长期使用唑

来磷酸进行治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骨质疏松ꎬ
同时还可以延长其人工关节的使用寿命[３]ꎮ 我院为

了分析探讨老年髋关节假体周围骨质疏松发生情况及

唑来磷酸的防治效果ꎬ选取了 ６０ 例老年髋关节置换术

后患者展开研究ꎬ结果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期间

在我院住院治疗的 ６０ 例老年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ꎬ其
中股骨头坏死患者有 ７ 例ꎬ股骨颈骨折患者有 ５３ 例ꎻ
女性患者有 ３９ 例ꎬ男性患者有 ２１ 例ꎻ所有患者均处于

６０~８９ 岁之间ꎬ平均为(７７.４７±３.２９)岁ꎮ
１.２　 纳入与排除标准:所有患者年龄均不低于 ６０ 周

岁ꎻ经过我院医学影像学确诊后ꎬ所有患者均根据病情

需要采取髋关节置换术进行治疗ꎻ经过医学伦理委员

会审批后ꎬ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表示知情同意ꎬ签署知

情同意书自愿参与本次研究ꎮ 排除临床资料不完整的

患者ꎻ排除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完成 １ 年随访的患者ꎮ
１.３　 研究方法:按照患者年龄将其划分为甲、乙、丙三

组ꎬ以评估不同年龄阶段患者的临床疗效是否存在差

异ꎮ 其中甲组患者年龄处于 ６０ ~ ６９ 岁之间ꎬ共 １０ 例ꎬ
其中男性和女性患者分别有 ６ 例和 ４ 例ꎬ其中股骨头

坏死患者有 ２ 例ꎬ股骨颈骨折患者有 ８ 例ꎻ乙组患者年

龄处于 ７０~７９ 岁之间ꎬ共 ２８ 例ꎬ其中男性和女性患者

分别有 １０ 例和 １８ 例ꎬ其中股骨头坏死患者有 ３ 例ꎬ股
骨颈骨折患者有 ２５ 例ꎻ丙组患者年龄处于 ８０ ~ ８９ 岁

之间ꎬ共 ２２ 例ꎬ其中男性和女性患者分别有 ５ 例和 １７
例ꎬ其中股骨头坏死患者有 ２ 例ꎬ股骨颈骨折患者有

２０ 例ꎻ所有骨质疏松老年患者均在实施手术后 １ 周静

脉用唑来磷酸一次ꎬ术后 １ 年内静脉用一次ꎬ同时每天

服用 ２ 次 ６００ｍｇ 的钙尔奇 Ｄꎮ 随访 １ 年ꎬ分别采用美

国 Ｌｕｎａｒ 公司出产的 ＤＰＸ－Ｂｒａｖｏ 双能 Ｘ 线骨密度测

试仪对患者术前及术后 １ 年的腰椎以及对侧髋关节的

骨密度情况ꎮ
１.４　 统计学方法:临床资料使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 软件统计

分析ꎬ计量资料采用 ｘ±ｓ 表示ꎬ比较采用双侧 ｔ 检验ꎬ
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　 果

２.１　 比较术前及 １ 年后三组患者的腰椎骨密度情况:
三组患者术后经过长达 １ 年的唑来磷酸钠进行治疗

后ꎬ其腰椎骨密度情况均显著优于本组术前(均 Ｐ<０.
０５)ꎬ见表 １ꎮ

表 １　 比较术前及 １ 年后三组患者的腰椎骨密度情况(ｇ / ｃｍ２)

组别 ｎ 术前 １ 年后 Ｐ

甲组 １０ ０.７９８±０.０１３ ０.８４２±０.０２１ <０.０５

乙组 ２８ ０.６６３±０.０１２ ０.７７３±０.０１８ <０.０５

丙组 ２２ ０.６２１±０.０１４ ０.７０８±０.０１１ <０.０５

２.２　 比较术前及 １ 年后三组患者的对侧股骨颈骨密

度情况:三组患者术后经过长达 １ 年的唑来磷酸钠进

行治疗后ꎬ其对侧股骨颈骨密度情况均显著优于本组

术前(均 Ｐ<０.０５)ꎬ见表 ２ꎮ

表 ２　 比较术前及 １ 年后三组患者的对侧股骨颈骨密度情况(ｇ / ｃｍ２)

组别 ｎ 术前 １ 年后 Ｐ

甲组 １０ ０.７１０±０.０１３ ０.７８２±０.０２１ <０.０５

乙组 ２８ ０.６８１±０.０１２ ０.７４３±０.０１８ <０.０５

丙组 ２２ ０.６７７±０.０１４ ０.７７１±０.０１１ <０.０５

２.３　 比较术前及 １ 年后三组患者的对侧全髋关节骨

密度情况:三组患者术后经过长达 １ 年的唑来磷酸钠

进行治疗后ꎬ其对侧全髋关节骨密度情况均显著优于

本组术前(均 Ｐ<０.０５)ꎬ见表 ３ꎮ

表 ３　 比较术前及 １ 年后三组患者的对

侧全髋关节骨密度情况(ｇ / ｃｍ２)

组别 ｎ 术前 １ 年后 Ｐ

甲组 １０ ０.７５４±０.０１３ ０.８０１±０.０２１ <０.０５

乙组 ２８ ０.７０８±０.０１２ ０.７５５±０.０１８ <０.０５

丙组 ２２ ０.６１２±０.０１４ ０.６８３±０.０１１ <０.０５

３　 讨　 论

骨质疏松在临床上可见于不同的年龄阶段及性

别ꎬ该病史由于多种原因共同作用形成的一组骨病ꎬ特
点为单位体积内的骨组织量减少ꎬ主要表现为骨骼疼

痛和容易骨折等[４]ꎮ 随着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趋

势的不断加重ꎬ老年髋部骨折的临床发生率也逐年增

加ꎬ该病不仅危害性和严重性高ꎬ其并发症和死亡率也

同样居高不下[５]ꎮ 目前临床上对于有移位的老年股

骨颈骨折患者较常采用的治疗方式是进行髋关节置

换ꎬ而该类患者大多数已经有不同程度的骨质疏松ꎬ并
且也鲜有人会采取积极治疗ꎬ因此该类患者的远期假

体松动率非常高[６]ꎮ 作为目前临床上髋关节翻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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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原因之一ꎬ髋关节假体松动主要表现为行走时的

髋关节疼痛ꎬ经 Ｘ 线片检查会提示有股骨柄假体周围

出现有骨质疏松、骨吸收、骨溶解等表现ꎬ甚至还会出

现假体下沉和假体周围骨折等情况[７ꎬ８]ꎮ 对于出现假

体松动的患者而言ꎬ翻修髋关节置换术成为必然结果ꎬ
而翻修手术不仅仅费用昂贵、并发症发生率高ꎬ并且患

者的骨缺损也会使得其假体再次植入后的稳定性难以

得到有效保障[９]ꎮ 因此ꎬ对于需要实施髋关节置换术

进行治疗的患者而言ꎬ积极有效地对骨质疏松进行预

防和治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ꎮ 作为临床治疗骨质疏

松最为具有代表性的药物之一ꎬ唑来磷酸钠在临床运

用的时间最长ꎮ 该药物不仅仅具有较强的抗骨吸收作

用ꎬ同时其不良反应较小ꎬ而且还能够有效增加患者腰

椎和髋部的骨密度ꎬ因此常常作为一线预防骨质疏松

药物被运用于临床ꎮ 根据有关研究资料显示ꎬ该药物

还可以较好地抑制患者髋关节假体周围界膜ꎬ减少肿

瘤坏死因子 α 的分泌ꎬ从而降低炎症反应ꎬ进而减少

患者的骨吸收和溶解[１０]ꎮ 在本次研究中ꎬ三组患者术

后经过长达 １ 年的唑来磷酸钠进行治疗后ꎬ其腰椎骨

密度情况均显著优于本组术前ꎻ三组患者术后经过长

达 １ 年的唑来磷酸钠进行治疗后ꎬ其对侧股骨颈骨密

度情况均显著优于本组术前ꎻ三组患者术后经过长达

１ 年的唑来磷酸钠进行治疗后ꎬ其对侧全髋关节骨密

度情况均显著优于本组术前ꎮ 由此提示了对于老年髋

关节置换术后的患者进行早期且长久使用唑来磷酸钠

进行治疗能够较好地改善患者腰椎、对侧股骨颈、全髋

关节等骨密度情况ꎬ在改善患者骨质疏松方面具有较

大效果ꎬ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ꎮ 究其原因可能在于该

药物可以对破骨细胞产生抑制作用ꎬ在减少骨吸收的

情况下还能够促进成骨细胞成骨ꎬ使得患者的骨小梁

变密、变粗ꎬ起到增加患者骨密度的作用ꎬ最终达到防

治骨质疏松的效果ꎮ
综上所述ꎬ对于老年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使用唑

来磷酸钠进行治疗能够有效预防其假体周围骨质疏松

的出现ꎬ值得在临床上加以推广运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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