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 2019 年 7 月 第 17 卷第 7 期 Clinical Education of General Practice Jul. 2019，Vol.17，No.7

DOI：10.13558/j.cnki.issn1672-3686.2019.07.019
作者单位：311500 浙江杭州，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骨科

·经验交流·

骨质疏松性骨折相关危险因素的临床研究

俞云峰 龚震文 王善明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因骨质疏松

症引起的骨折有逐年上升的趋势。骨质疏松性骨折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给家庭及医疗保健

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本次研究旨在了解骨质疏

松性骨折危险因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从

而提高并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6 年 9月至 2018 年 7月在

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住院治疗的确诊为骨质疏

松性骨折患者 300例为病例组，其中男性 92例、女性

208例；年龄 55～96岁，平均年龄（75.76±10.26）岁。

纳入标准：①低能量损伤引起的骨折；②排除有引起

继发性骨质疏松症的各种内分泌疾病；③排除骨肿

瘤及骨结核所致的病理性骨折。选择同期本院骨科

住院治疗的排除骨质疏松性骨折患者 300例为对照

组，其中男性 198例、女性 102例；年龄 19～72岁，平

均年龄（44.26±10.87）岁。本次研究经患者签署知

情同意书及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

1.2 方法 以问卷调查及专科诊断测试的方式对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重指数、骨密度（应用双能

X线骨密度仪检测腰椎正位腰 2～腰 4和左侧股骨

颈的骨密度）、跌倒、即往病史（高血压、糖尿病及脆

性骨折病史）、日常生活方式（吸烟史、饮酒史）等情

况进行数据采集。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统计软件包进行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

计量资料采用 t检验；骨质疏松性骨折的独立危险

因素采用二元 logistic回归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设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

组别

年龄/岁

性别（男/女）

体重指数/kg/m2

骨密度/g/cm2

高血压/例（％）

糖尿病/例（％）

吸烟/例（％）

饮酒/例（％）

跌倒/例（％）

脆性骨折史/例（％）

病例组（n=300）

75.76±10.26 *

92/208*

21.20± 2.39*

-2.84± 0.65*

206（68.67）*

33（11.00）*

37（12.33）*

47（15.67）*

288（96.00）*

44（14.67）*

对照组（n=300）

44.26±10.87

198/102

23.10± 2.40

-0.30± 0.80

50（16.67）

11（ 3.67）

110（36.67）

120（40.00）

73（24.33）

4（ 1.33）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由表 1可见，病例组的年龄指标高于对照组，体

重指数、骨密度指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t分别=36.50、9.72、42.68，P均＜0.05），病例组

中女性、高血压、糖尿病、跌倒及既往脆性骨折史比

例高于对照组，吸烟、饮酒比例低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χ2分别=74.99、165.81、11.87、321.46、
36.23、48.02、44.22，P均＜0.05）。
2.2 骨质疏松性骨折影响因数的二元 logistic回归

分析见表2
由表 2可见，年龄、骨密度、性别、既往脆性骨折

史及跌倒是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

（P均＜0.05）。
3 讨论

骨量减少、骨微细结构损伤导致骨脆性增高是

骨质疏松症骨折发生的主要原因。本次调查研究发

现低骨密度是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重要危险因素之

一，非条件 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得出低骨密度更

容易发生骨折。张崇蝉等[1]研究发现随着骨密度 T
值降低，骨折发生率增加。骨密度每下降 1 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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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风险增加 1.5~3倍[2]。本次研

究结果与国内外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既往脆性骨

折史在临床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独立于骨密

度的骨折风险预报因子。国外研究发现既往存在

低能量骨折史的女性和男性，其再次骨折发生风险

的相对率分别为 20％和 35％[3]。程继武等[4]研究发

现存在前臂远端骨折史者，46％的女性和 30％的男

性将在未来 7年内发生骨折。本次调查研究分析得

出既往有脆性骨折史较无脆性骨折相比更容易发

生骨折。跌倒是引起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重要直接

因素。由于老年人神经肌肉协调性降低和中枢神

经系统运动神经元调控功能的下降，使其在应激状

态下不能调整自身身体平衡，而容易发生跌倒，导

致骨折。国外研究发现：跌倒的危险因数与骨折的

发生率的关系为：下肢功能障碍 OR：1.7，95％ CI

1.9～2.8，视觉损害OR：5.1，95％ CI 1.9～13.9，早先

脑卒中OR：2.0，95％ CI 1.0～4.0[5]。本次调查研究

分析得出跌倒是引起骨质疏松性骨折的主要危险

因数。年龄在所有影响骨质疏松骨折的因素中最

为突出。本次调查研究分析得出年龄越大，发生骨

质疏松性骨折的风险也越大。年龄主要通过骨密

度影响骨折发生的风险，随着年龄的增长，骨吸收

大于骨形成致骨量逐渐减少，导致老年性骨质疏松

症，其与年龄呈正相关[5~7]。与国内外研究结果基本

一致。本次调查研究分析得出女性发生骨质疏松

性骨折的风险较男性高，与既往研究一致[1]。这是

由女性的生理特点决定的，女性绝经后雌激素、降

钙素水平快速下降，导致骨量快速丢失。女性绝经

越早，其卵巢的功能衰退越早，骨代谢发生改变，加

速了骨量的丢失，其患骨质疏松的危险性就越高。

综上所述，骨密度低、既往有脆性骨折史、易跌

倒及增龄的女性可能是骨质疏松性骨折相关影响

因素。因此，通过对具有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高

危人群进行重点监测，进行积极的健康教育，让其

认识到骨质疏松骨折的危害及后果，嘱咐高危人群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根据老年人自身的身体情

况，采取适合自身的锻炼方式，避免摔倒，同时给予

合理的膳食及抗骨质疏松的药物治疗，降低骨折的

发生率，从而提高并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本次

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次研究中样本数

相对较少，这样可能会在统计学中产生一定的偏

倚，其次引起骨质疏松性骨折的相关危险因素较

多，比如饮食、遗传、社会地位及经济收入等均未在

本次研究范围内，还值得在后续的临床研究中进一

步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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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骨质疏松性骨折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年龄

骨密度

体重指数

性别

既往脆性骨折史

饮酒

吸烟

高血压

糖尿病

跌倒

B

0.12

-4.14

-0.06

-1.96

5.01

-0.36

-0.64

0.39

-0.56

6.98

S.E.

0.06

0.86

0.11

0.84

2.75

0.70

0.77

0.51

0.83

1.35

Wald

3.64

22.94

0.35

5.40

3.31

0.26

0.70

0.59

0.45

26.58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OR

1.13

0.02

0.94

0.14

149.55

0.70

0.53

1.48

0.57

107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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