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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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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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本文
:

个年龄组随着年龄的

增长#与对照组比较#

2?(

均明显增高$

C

#

$8$"

%+但
:

组间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

$8$!

%+

'81

!4

型胶原占有机骨基质
'$9

以上#主要在骨中合成#

0

型

胶原
3

端状$

3?_

%亦是反映骨转换骨吸收特异指标+出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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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型

胶原被降解#短肽片段
3

末端肽排泄在尿中#测定这些物质变

化即可了解骨吸收情况)

"

*

+

:

个年龄段组血清
3?_

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8$!

%#女性绝经后较绝经前明显

增高#说明女性绝经后骨丢失增高+

'82

!

血清
3G

,磷$

2H@<

444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

C

$

$8$!

%+一般情况下钙离子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浓

度#而血清
3G

#

2H@<

之间处于相对恒定状态#

3Gf2Z:!

!

7$

$

K

=

"

/

%#两者乘积大于
7$

#则钙磷以骨盐形式沉积于骨组织#

如小于
:!

则防碍骨钙化)

:

*

+人体内的
W

=

含量大约为
%$

!

%#

=

#其中
5$9

存在于骨中#

:!9

存在于骨骼肌中#

W

=

是影响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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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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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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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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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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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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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

"

* 肖恩#孟萍
8

骨质疏松骨代谢生化指标的研究进展)

^

*

8

中

国骨质疏松杂志#

%$$#

#

"7

$

:

%!

%"%6%"58

)

%

* 刘沂
8

骨与关节损伤和疾病的诊断分类及功能评定标准

)

W

*

8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58

)

:

*

;GEBD@E2

#

+@LKG<2+8+<FD@

S

E@<I<8.BC@>EIB@LWDFGM

>LIB,@EFHD-K

#

"''&

#

%5

!

'":6':58

)

7

* 谈志龙#任海龙#白人骁
8

骨质疏松症与骨代谢生化测定

指标)

^

*

8

中国骨质疏松杂志#

%$$5

#

"%

$

"

%!

#'6':8

$收稿日期!

%$"$6"%6$:

%

老年体检人群尿酸水平检测结果及代谢综合征的

相关性分析

沈阿萍"江苏省吴江市震泽中心卫生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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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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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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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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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8$!

#$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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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

老年人%

!

高尿酸血症%

!

高血糖%

!

高血脂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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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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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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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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为了了解老年

人中高尿酸血症的患病情况#本室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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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

$

!

对象与方法

$8$

!

研究对象
!

本院老年健康体检者
":5!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5

岁+

$8/

!

仪器与方法
!

清晨空腹$禁食
"%H

%抽取静脉血并及时分

离血清+使用日立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检测#尿酸采

用尿酸酶
6

过氧化酶法#

X);

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三酰甘油

$

?;

%采用甘油磷酸氧化酶法#总胆固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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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统计学方法
!

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

!

结
!!

果

/8$

!

男女各年龄组间高尿酸血症发生率比较
!

男性高尿酸血

症检出率为
%$8"9

$

"!#

"

&#!

%#女性高尿酸血症检出率为

'8"9

$

!:

"

!#$

%#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8$"

%+随着

年龄的增高#高尿酸血症发生率也随之升高#见表
"

+

/8/

!

将
":5!

例老年体检者分为高尿酸组$

%""

例%与正常尿

酸组$

""!7

例%+高尿酸组中高血糖,高胆固醇,高三酰甘油的

患病率与正常尿酸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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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男女各年龄组间高尿酸血症发生率比较

年龄$岁%

男性

'

检出率)

'

$

9

%*

女性

'

检出率)

'

$

9

%*

!"

!

5$ :%% 7#

$

"78' %&# "#

$

58!

%

5"

!

&$ %:! 75

$

"'85

%

"'5 "#

$

'8%

%

&"

!

#$ "&: 7!

$

%58$

%

#: "%

$

78!

%

$

#$ !! "'

$

:78!

%

%: !

$

%"8&

%

合计
&#! "!#

$

%$8"

%

!#$ !:

$

'8"

%

!!

注!各年龄组男女高尿酸血症检出率比较#均
C

#

$8$"

+

表
%

!

高尿酸组与正常尿酸组的患病率比较)

'

%

9

&*

组别
'

高血糖 高胆固醇 高三酰甘油

高尿酸组
%"" ::

$

"!85

%

&#

$

:58'

%

"$#

$

!"8%

%

正常尿酸组
""!7 ""'

$

"$8:

%

%##

$

%78'

%

:#$

$

:%8'

%

C

#

$8$!

#

$8$"

#

$8$"

'

!

讨
!!

论

尿酸是嘌呤代谢的最终产物#其含量与体内核酸的分解代

谢速度,肾脏的排泄功能以及食物中的含量有关+高尿酸血症

是因体内代谢酶缺乏#合成和分解代谢出现紊乱#造成嘌呤合

成过多#使其代谢产物尿酸生产增多以及排泄减少所致+

高尿酸血症主要见于
7$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

*

#尤其是
5$

岁以上的老年人+本实验显示#老年人高尿酸血症的人数占总

检测人数的
"!8!9

#随着年龄的增高#患高尿酸血症的比例也

在逐渐增高#且男性的患病比例明显高于女性+有研究表明#

活动减少#体质量增加#肾功能下降等均可使血尿酸水平增高#

这可能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高#高尿酸血症患病率逐渐增高的

因素+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高尿酸血症常伴发代谢综合征+实验

显示#高尿酸血症组的高血糖,高血脂的发病率明显高于正常

尿酸组#表明高血糖,高血症与高尿酸血症明显相关+持续高

血糖可损伤肾脏功能#导致尿酸排泄减少#而长期高尿酸血症

可破坏胰腺
,

细胞而诱发糖尿病)

:

*

+血尿酸与血脂增高的主

要机制是肥胖伴脂质代谢异常#与饮食密切相关#尤其是富含

三酰甘油的食物#使尿酸生成增加#升高的尿酸水平促进低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氧化和脂质的过氧化#导致血脂升高+尿

酸,血糖,血脂在生理代谢中是互相影响,密切相关的+

高尿酸血症,脂质代谢紊乱,高血糖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

独立危险因素#且互为因果#互相影响+血尿酸水平对急性心

血管事件有预测价值)

7

*

+因此#加强对老年人血尿酸水平的监

测与血糖,血脂同样重要#可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对提高

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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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成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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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

探讨三踝骨折手术方法和注意事项$方法
!

对
!5

例采用切开复位内固定患者手术效果做回

顾性分析总结$结果
!

根据美国足踝外科学会"

-b6X-1

#制定的踝后足功能评分标准!

&5

!

"$$

"

##\:8#

#分为疗

效满意$结论
!

明确手术指征!选择合适的手术入路!解剖复位骨折断端!稳妥固定骨折及处理下胫腓联合分离!恢

复踝关节正常结构!是保证手术疗效!减少并发症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

!

三踝骨折%

!

踝关节%

!

手术治疗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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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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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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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至
%$"$

年
5

月本院采用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治疗三踝骨折
!5

例#疗效满意#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5

月三踝

骨折患者
!5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术前摄

正,侧位
_

线片检查+所有病例均有外伤史+受伤情况!机动

车撞击伤
:5

例#骑摩托车跌倒损伤
"7

例#重物砸
7

例#高处坠

落伤
%

例+其中开放性骨折
7:

例#闭合性骨折
L:

例+按

/GA

=

D6(GB<DB

分类)

"

*

!旋后外旋型
:%

例#旋前外旋型
%7

例+

$8/

!

治疗方法
!

在连续硬膜外麻醉下#患肢大腿中段上电动

气囊止血带+若为开放性骨折#则手术入路视开放伤口的位置

而定#一般优先以清创伤口为手术入路#适当延长扩大手术切

口+若为闭合性骨折#采用内外侧直线弧形双切口#经内后或

外后切口充分暴露后踝骨折端#整复后用克氏针暂时固定#直

视下确认解剖复位后#再以大小适当钻头由后向前或由前向后

钻孔#拧入长度适宜的松质骨拉力螺钉固定后踝+经该切口显

露腓骨及外踝骨折端#整复满意后放入
"

枚
7

孔或
5

孔的塑形

后的接骨板或解剖型钢板+术中
3

臂
_

线机透视#并用探钩

于腓骨远端内侧向外牵拉腓骨#了解下胫腓联合不稳定情况+

对明确有下胫腓联合分离,不稳定者#应在下胫腓联合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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