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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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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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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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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7=L5E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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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HC

JC

N

?HK>=J657KGGKJ

A

>?G=JC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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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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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

8

%!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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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

!经验交流!

血清
<

'

OP

'

R-)+

%

水平与老年男性骨质疏松的关系

郑
!

青!梁
!

宁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

"8#%#:

#

!!

摘
!

要"目的
!

观察老年男性骨质疏松患者血清睾酮"

<

#%一氧化氮"

OP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

"

R-)+

%

#水平变化!探讨其

在老年男性骨质疏松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和意义$方法
!

抽取
80

!

:#

岁的老年男性患者
:%

例!扫描骨密度"

'T^

#!根据
<6E=JC

值!分为骨质疏松组"

$h!8

#和骨量减少组"

$h0"

#&另选年龄
9#

!

""

岁健康者
$#

例为健康对照组$同时!抽取该院健康男性体

检人员
$9!

例!年龄
$0

!

:#

岁!以每
0#

岁进行分组$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
<

!硝酸还原酶法测定
OP

!免疫放射法测定
R-)+

%

水平$结果
!

老年男性患者血清
<

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

)

$

#2#0

#!骨质疏松组又明显低于骨量减少组"

)

$

#2#"

#&

OP

%

R-)+

%

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

)

$

#2#"

!

)

$

#2#0

#!骨质疏松组又明显低于骨量减少组"

)

$

#2#"

#$不同年龄组!受试者
<

水

平
$#

!

$3

%

9#

!

93

岁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

"#

岁以上则逐渐下降"

)

$

#2#"

!

)

$

#2#0

#&血清
OP

%

R-)+

%

水平!

$#

!

$3

%

9#

!

93

%

"#

!

!#

岁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

!#

岁以上则逐渐下降"

)

$

#2#"

!

)

$

#2#0

#$血清
<

%

OP

%

R-)+

%

与年龄呈负

相关"

:hg#2!09

!

:hg#293:

!

:hg#29$0

#!与
'T^

呈正相关"

:h#2"0%

!

:h#2!#$

!

:h#2"93

#$结论
!

血清
<

%

OP

%

R-)+

%

不足

或相对缺乏与老年男性骨质疏松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血清
<

%

OP

%

R-)+

%

可作为更加准确而且易于检测的预测骨质疏松发病

的重要参考指标$

关键词"骨质疏松&

!

睾酮&

!

一氧化氮&

!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

!

0#2$3!3

"

4

2566720!8$+90$#2%#0020:2#$3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0!8$+90$#

"

%#00

#

0:+%0%!+#%

!!

老年性骨质疏松症又称为退行性骨质疏松症#是生物衰老

在骨髂方面的特殊表现#属低转换型'男性大约在
8#

岁以上

发病#男性骨峰值较女性高#其增龄性的骨量丢失速度与程度

比女性低#骨质疏松的发病率较女性低#且程度也轻'随着人

口平均寿命的延长#男性骨质疏松的发病率呈明显升高趋势#

且骨质疏松引起的髋骨骨折中男性占
$#1

#老年男性髋骨骨

折的死亡率至少是女性的两倍*

0

+

'因此#老年男性骨质疏松逐

渐受到人们的关注'雄激素与一氧化碳$

75>J5E=X5@C

#

OP

%均

参与骨质疏松的病理生理过程#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

$

576?+

H57+H5YC

N

J=?>BDKE>J=+

%

#

R-)+

%

%的降低是骨代谢老龄化的重

要原因*

%+$

+

'现研究观察老年男性血清睾酮$

>C6>=6>CJ=7C

#

<

%(

OP

(

R-)+

%

水平#以及健康男性不同年龄
<

(

OP

(

R-)+

%

水平

变化规律#旨在探讨老年男性骨质疏松的发病机制'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抽取
%##9

年
%

月至
%#00

年
0

月该院老年科

门诊及住院男性患者
:%

例#年龄
80

!

:#

岁#平均$

8"29$_

!2:0

%岁'测定扫描骨密度$

M=7CG57CJKH@C765>

A

#

'T^

%值#

<6E=JC

值低于正常
0

!

%

个标准差者为骨量减少组$

$h0"

%#平

均年龄$

8"2%#_"2%$

%岁&

<6E=JC

值低于正常
%2"

个标准差者

为骨质疏松组$

$h!8

%#平均年龄$

8!2$%_"2"3

%岁&两组的年

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另选年龄
9#

!

""

岁健康男

性成人
$#

例为健康对照组#平均年龄$

982%$_!2%"

%岁'同

时#抽取该院健康男性体检人员
$9!

例#年龄
$0

!

:#

岁#以每

0#

岁进行分组#分为
$#

!

$3

岁组
:#

例#

9#

!

93

岁组
""

例#

"#

!

"3

岁组
":

例#

!#

!

!3

岁组
8%

例#

8#

岁以上组
:0

例'所

有受检者均排除过胖或病理性肥胖(营养不良#无其他内分泌

疾病(恶性肿瘤(肝肾病变#未接受激素治疗'

>2?

!

方法

>2?2>

!

标本采集
!

所有受检者均清晨空腹采血#

%B

内分离

血清#

g%#f

保存待检'

>2?2?

!

血清
<

测定
!

电化学发光法#采用罗氏
E=MK6C!#0

电

化学发光仪及配套试剂#严格按说明书进行操作'

>2?2@

!

血清
OP

测定
!

硝酸还原酶法#试剂盒由南京通成生

物工程研究所提供#严格按说明书进行操作'

>2?2A

!

血清
R-)+

%

测定
!

免疫放射法#试剂盒由上海原子能

研究所提供#测量用中国科技大学中佳公司生产的
-(300

自

动
-

计数仪'

>2?2B

!

'T^

测定
!

应用
)<+!98

型骨矿含量测定仪#测定非

优前臂中(远
0

"

$

交界处桡骨
'T^

'

>2?2I

!

统计学处理
!

结果均以$

5_9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

?

!

结
!!

果

?2>

!

老年男性及健康对照组各指标水平结果比较
!

老年男性

骨量减少组与骨质疏松组#

<

(

OP

(

R-)+

%

水平显著低于健康

对照组$

)

$

#2#"

#

)

$

#2#0

%#而骨质疏松组又明显低于骨量减

少组$

)

$

#2#"

%'见表
0

'

?2?

!

不同年龄组血清
<

(

OP

(

R-)+

%

水平结果比较
!

统计学

分析结果表明#血清
<

(

OP

(

R-)+

%

水平均随年龄的增加而降

低#以每
0#

岁进行分组#发现血清
<

水平在
"#

岁以上组开始

逐渐下降#

$#

!

$3

岁组与
9#

!

93

岁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2#"

%#与
8#

岁以上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0

%#与
!#

!

!3

岁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

"#

!

"3

岁组与
!#

!

!3

岁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与
8#

岁以上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

)

!%0%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00

年
00

月第
$%

卷第
0:

期
!

R7>SQKMTC@

!

O=FCGMCJ%#00

!

U=H2$%

!

O=20:



OP

及
R-)+

%

水平在
!#

岁以上组开始逐渐下降#

$#

!

$3

岁(

9#

!

93

岁(

"#

!

"3

岁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与

8#

岁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0

%#与
!#

!

!3

岁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见表
%

'

表
0

!!

老年男性与健康对照组各指标水平结果比较#

5_9

$

项目 健康对照组 骨量减少组 骨质疏松组

<

$

7

N

"

GQ

%

$2%9_02:: 02!0_#2::

#

02#$_#289

"+

OP

$

"

G=H

"

Q

%

8!2#:_320: !#2$9_82"8

#

"%2:8_823!

"+

R-)+

%

$

"

N

"

Q

%

$#82"0_09829% %0"28"_0$92#8

#

0892!%_892$%

"+

'T̂

$

N

"

EG

%

%

#28:9_#2#93 #2!!%_#2#8!

#

#2"8#_#2#9:

"+

!!

#

(

"

!分别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2#0

#

)

$

#2#"

&

+

!与骨量减少

组比较#

)

$

#2#"

'

表
%

!!

各年龄组血清
<

'

OP

'

R-)+

%

水平结果比较#

5_9

$

组别$岁% 例数$

$

%

<

$

7

N

"

GQ

%

OP

$

"

G=H

"

Q

%

R-)+

%

$

"

N

"

Q

%

$#

!

:#

$2!%_%2%:

"+

8!2%$_:23#

"+

$0$293_09:23!

"+

9#

!

""

$2!9_02!9

"+

882""_32$%

"+

$#32:8_0"#2%$

"+

"#

!

":

%289_02"8

#

892%$_0#200

"+

$#"239_09!23"

"+

!#

!

8%

%2%:_029!

#

!"2:0_:2%$

#

%!"28"_0%323:

8#

!

:0 02":_#2:" "323:_823: 03823$_0032%"

!!

"

(

#

!分别与
8#

岁以上组比较#

)

$

#2#0

#

)

$

#2#"

&

#

!与
!#

!

!3

岁组比较#

)

$

#2#"

'

?2@

!

受试者各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

血清
<

(

OP

(

R-)+

%

水平

与年龄呈负相关$

:hg#2!09

#

:hg#293:

#

:hg#29$0

%#与

'T^

呈正相关$

:h#2"0%

#

:h#2!#$

#

:h#2"93

%'见表
$

'

表
$

!!

受试者各指标相关性分析

项目
'T^

$

N

"

EG

%

%

;

N

C

$岁%

<

$

7

N

"

GQ

%

OP

$

"

G=H

"

Q

%

R-)+

%

$

"

N

"

Q

%

'T^

%

g#2!$#

"

#2"%0

"

#2!#$

"

#2"93

"

;

N

C g

%

g#2!09

"

g#29:3

"

g#29$0

#

< g g

%

#2$:9

#

#2#3#

OP g g g

%

#2#$#

R-)+

%

g g g g

%

!!

"

(

#

!分别与
<

(

OP

比较#

)

$

#2#0

#

)

$

#2#"

&

g

!无数据'

@

!

讨
!!

论

目前临床认为男性和女性同样存在更年期#男性虽不像女

性那样有明显症状#但血清学检测表明随着年龄增长#

<

水平

不断下降*

9

+

'本组的检测结果也证实#

$#

岁以上至
"#

岁的男

性体内血清
<

水平无显著变化#但进入
"#

岁后#血清
<

的表

达水平明显下降'在无年龄差异的老年男性骨质疏松组血清

<

水平明显低于骨量减少组'临床多项研究结果表明
'T^

常与血清
<

水平相关'本组的检测结果显示#血清
<

均值与

'T^

呈正相关#提示缺乏
<

可引起骨质疏松'

本检测结果证实#

$#

岁以上至
!#

岁男性#体内
OP

水平

无显著变化#

!#

岁以上逐渐降低#老年男性无年龄差异#骨质

疏松组
OP

水平明显低于骨量减少组'

OP+OP,

系统在参与

促进骨质疏松的病理生理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

+

'适度的
OP

使破骨细胞胞浆收缩(降低破骨细胞表面积(改变其形状#抑制

破骨细胞在骨基质上黏附和质子泵分泌
\b

功能#并可直接

抑制破骨细胞黏附机制#特别是整合素
*

(

$

$

表达#引起破骨细

胞脱离吸收部位#类似降钙素的
]

效应'还可抑制破骨细胞

前体细胞增殖而抑制破骨细胞的形成#从而预防骨质疏松的

发生'

R-)+

%

是依赖于生长激素的多肽蛋白#血清
R-)+

%

的水

平有赖于生长激素刺激且水平稳定#是生长激素水平变化的指

标'生长激素水平随年龄老化而降低#

R-)+

%

也随之降低#同

时#低水平的血清
<

水平也可致
R-)+

%

水平的降低*

!

+

'本研

究显示#随着年龄增加#

R-)+

%

生成减少'受试者
R-)+

%

与年

龄呈负相关'

R-)+

%

在骨形成中起重要作用#其降低是骨代谢

老龄化的重要原因#

R-)+

%

降低可能是老年性骨质疏松的始

动环节*

$

+

'

R-)+

%

是骨髂中最丰富的生长因子#它能增强成骨

细胞的活性#刺激骨髂细胞有丝分裂#刺激
%

型胶原的合成#通

过抑制胶原酶的表达来减少骨胶原的降解#因而
R-)+

%

在骨

形成的过程和维持骨量方面起重要作用*

8

+

'其可能的作用机

制是在骨组织中与
R-)+

%

受体结合#发生受体自身磷酸化后

激活酪氨酸蛋白酶#促进胰岛素受体底物磷酸化#从而调节骨

细胞的生长(增殖与代谢'

R-)+

%

不仅可呈剂量依赖刺激前成

骨细胞增殖及向成骨细胞的分化#促进碱性磷酸酶(

%

型胶原(

骨钙素等成骨标志物的表达#而且还能刺激破骨细胞的活性和

促进其数目的增加#但一般认为其对破骨细胞作用远小于对成

骨细胞作用*

:

+

'

综上所述#老年男性由于增龄所致
<

(

OP

(

R-)+

%

水平下

降#与骨质疏松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血清
<

(

OP

(

R-)+

%

水

平可作为一种更加准确而且易于检测的预测骨质疏松发病的

重要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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