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年女性骨质疏松患者骨转换生化标志物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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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是骨强度削弱导致发生骨折的危险性升高的

一种骨骼疾病#并且说明骨强度是骨密度和骨质量两个指标的

集中表现)

"

*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退化性全身性骨骼疾病#因而

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其特征为骨量减少#骨组织微结构退行性

变#骨脆性增加的全身性疾病#与年龄有关+由于病状轻潜#病

程式发展缓慢而常被忽视#直到发生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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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为老年疾病#随着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

骨质疏松症在我们国家也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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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老

年人半数以上患有骨质疏松症+骨折是骨质疏松症的最终结

局+而绝经后妇女由于卵巢功能减退#雌激素水平降低#骨质

疏松更易发生+骨代谢过程中会释放多种物质入血#因此测定

某些血的生化指标就可反映骨代谢情况#以下对骨代谢生化指

标作一简述#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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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调节体液钙离子浓度#升高血钙和降低血磷的作用#是维

持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数是相对平衡并保障其功能耦联的激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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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成和分泌受体内其他激素的调节#更重要受血

钙浓度的调节+健康人成年后随年龄增加具有免疫活性的

2?(

也逐渐增加#此种变化与年龄相关的骨质丢失#以及老年

性骨质疏松的发病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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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中浓度最高#随着年龄增加逐渐下降#生长终止时处于相对

恒定状态#高转换型骨质疏松症明显升高+骨骼更新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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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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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含量的重要元素+

W

=

能从羟基磷灰石中置换出钙#使钙与

磷酸盐结合成非结晶的磷酸钙#不能转化成矿质#如果骨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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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降低可使钙从骨的释放减少+在本观察组中#镁与对照组

比较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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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高龄女性患

者摄入减少有关#原因需进一步验证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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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转换标志物增高表示骨高转换状态#骨丢失速率加快+

骨量随年龄增加而减少#骨转换增高是主要原因之一#在
#!9

绝经后妇女和老年人#处于高转换状态+骨转换标志物不能用

作疾病诊断#但可应用于疾病进程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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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不同年龄段

老年女性骨质疏松患者血清中
5

种骨转换标志物之间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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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生化检查常只能反应骨形成

和骨吸收生理拮抗过程的动态消长状况#不能反映骨质疏松的

程度+骨代谢的生化指标检查具有快速,灵敏及在短期内观察

骨代谢动态变化的特点#而骨密度检查一般需半年以上才能在

动态变化#因此#生化检查对观察药物治疗在短期内对骨代谢

的影响是必不可少的指标#并可指导及时修正老年女性骨质疏

松患者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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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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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老年人群中高尿酸血症发生率与代谢综合征的关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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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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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老年健康体检者

进行尿酸&血糖&血脂检测!并进行相关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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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老年体检者中高尿酸血症患者占
"!8!9

!其中男性高

尿酸血症率明显高于女性!二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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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高尿酸血症组与正

常尿酸组中高血糖&高胆固醇血症&高三酰甘油血症患病率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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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尿酸血症

在老年人群中发生率高!并存在年龄和性别的差异!与代谢综合征密切相关$加强对高尿酸血症的筛查有着非常重

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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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高尿酸

血症的发病率也在日趋升高+特别是老年患者#高尿酸血症常

与高脂血症,高血压,糖尿病及冠心病并存#有报道称#高尿酸

血症可成为心脑血管疾病的又一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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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老年

人中高尿酸血症的患病情况#本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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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老年健康体检者

进行尿酸,血糖,血脂的检测并对结果进行相关分析#现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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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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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空腹$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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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静脉血并及时分

离血清+使用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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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检测#尿酸采

用尿酸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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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化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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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三酰甘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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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甘油磷酸氧化酶法#总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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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胆固醇氧化

酶法+试剂由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质控物为

罗氏质控血清+男女血尿酸值均大于
7%$

*

K@L

"

/

作为高尿酸

血症的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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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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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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