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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因内分泌*免疫系统功能紊乱和退化等情

况易发生骨质疏松症%其作为一种全身骨病%除个别

发病较快外多发病缓慢%以骨骼疼痛*易骨折为主要

特征%严重影响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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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年人发生骨质疏松性髋部骨折后多预后较差%常存在

骨折后不愈合*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关节僵硬等不良

情况&髋关节置换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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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直接切除病

灶*取代病变关节的治疗手段%对治疗该疾病发挥了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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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骨质疏松所致的骨量丢失将对患者

恢复造成严重影响&唑来膦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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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型双膦酸

盐类药物%在改善骨吸收方面疗效显著%并可避免常

规抗骨质疏松药物用药连续性难以保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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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老年骨质疏松性髋部骨折患者的术后治疗&对

此%本研究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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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年骨质疏松性髋部骨折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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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的应用情况%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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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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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据%该量表包括疼痛*功能*活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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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总计
#$$

分%评分越高表示髋关节功能

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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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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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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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时

采集两组患者清晨空腹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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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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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羧基末端肽#

!&X

$*脱氧吡啶啉#

Q%Q

$*性激素结

合球蛋白#

Pc,b

$水平%试剂盒均来自上海润裕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于
&#

*

&"

时采用
<QU)<#3$$

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检测两组患者血清钙#

!H

$*磷#

%

$水平&

按照
bKDGB

法'

(

(将假体周围测定范围分为
0

个测量

兴趣区%于
&#

*

&"

时采用
QOP

公司
!c<**WVbW/

双能
X

线骨密度仪测量假体周围骨密度#

,OQ

$%计

算平均值&于
&#

*

&"

时评估两组患者髋关节功能

#

cHKK8.

$&

B>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PP"$>$

软件分析%计量资

料用
&Y@

表示%使用
6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

采用
!

" 检验+

9

$

$>$C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两组
&#

*

&"

时血清
,b%

*

)b\'#

水平比较
"

&"

时%两组血清
,b%

水平均较
&#

时降低%且研究组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

$

$>$C

$+血清
)b\'#

水平均较
&#

时升高%且研究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9

$

$>$C

$&见表
#

&

C>C

"

两组
&#

*

&"

时血清
!&X

*

Q%Q

*

Pc,b

水平比

较
"

&"

时%两组血清
!&X

*

Q%Q

*

Pc,b

水平均较
&#

时降低%且研究组低于对照组#

9

$

$>$C

$&见表
"

&

)

"C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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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

两组
&#

*

&"

时血清
!H

*

%

水平比较
"

两组
&#

*

&"

时血清
!H

*

%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9

%

$>$C

$&见表
4

&

C>E

"

两组
&#

*

&"

时假体周围平均
,OQ

及
cHKK8.

评

分比较
"

&"

时%研究组假体周围平均
,OQ

与
&#

时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9

%

$>$C

$%对照组假体周围

平均
,OQ

较
&#

时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

$

$>$C

$+两组
cHKK8.

评分均较
&#

时升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9

$

$>$C

$%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9

%

$>$C

$&见表
@

&

表
#

""

两组
&#

"

&"

时血清
,b%

"

)b\'#

水平比较$

&Y@

'

,[@4

%

组别
,b%

#

B

7

"

L*

$

&# &" 6 9

)b\'#

#

B

7

"

L*

$

&# &" 6 9

研究组
#(>$#Y">13 #">(@Y">"3 3>@$" $>$$$ #1C>@3Y4@>C#"4">"1Y41>3" (>@1C $>$$$

对照组
#C>34Y">0" #4>3(Y">@4 C>$#0 $>$$$ #1">14Y44>3("#4>$"Y40>1# 4>(0# $>$$$

6 $>"14 ">@$# 2 2 $>4@( ">"13 2 2

9 $>00# $>$#1 2 2 $>04$ $>$"@ 2 2

""

注!

2

表示无此项

表
"

""

两组
&#

"

&"

时血清
!&X

"

Q%Q

"

Pc,b

水平比较$

&Y@

'

,[@4

%

组别
!&X

#

%

7

"

L*

$

&# &" 6 9

Q%Q

#

B

7

"

L*

$

&# &" 6 9

Pc,b

#

B

7

"

L*

$

&# &" 6 9

研究组
C"@>1#Y10>@"43">"3Y(3>3C##>"C$ $>$$$ #$1>(#Y#3>"0 33>"#Y#@>@" 3>C3C $>$$$ C4>#"Y#$>@C 41>13Y0>3C 1>@#0 $>$$$

对照组
C4#>#"Y13>"4@"0>#3Y0@>04 0>33# $>$$$ ##">#(Y"$>"@ 1(>0CY#(>4@ C>C"C $>$$$ C">3$Y#$>4( @C>((Y1>#$ @>3#" $>$$$

6 $>"1@ ">313 2 2 $>(#4 ">C0$ 2 2 $>#@4 4>$11 2 2

9 $>0(1 $>$$C 2 2 $>C@# $>$#" 2 2 $>330 $>$$4 2 2

""

注!

2

表示无此项

表
4

""

两组
&#

"

&"

时血清
!H

"

%

水平比较$

&Y@

'

,[@4

%

组别
!H

#

BL65

"

*

$

&# &" 6 9

%

#

BL65

"

*

$

&# &" 6 9

研究组
">"$Y$>#C ">"(Y$>"# #>((3 $>$11 #>C4Y$>"3 #>@1Y$>"@ #>$$1 $>4#(

对照组
">"#Y$>#( ">"CY$>#1 #>@11 $>#43 #>C#Y$>"( #>@(Y$>"# #>41C $>#(0

6 $>"11 $>"4" 2 2 $>4@4 $>(#0 2 2

9 $>0(( $>3#0 2 2 $>04" $>C41 2 2

""

注!

2

表示无此项

表
@

""

两组
&#

"

&"

时假体周围平均
,OQ

及
cHKK8.

评分比较$

&Y@

'

,[@4

%

组别
假体周围平均

,OQ

#

7

"

:L

"

$

&# &" 6 9

cHKK8.

#分$

&# &" 6 9

研究组
#>C4Y$>"1 #>@(Y$>"0 #>(41 $>#$C @4>34YC>C@ (C>"CY0>#4 "">#0" $>$$$

对照组
#>C0Y$>4# #>"1Y$>"@ (>(00 $>$$$ @@>$#YC>(0 (@>$(Y(>3" "#>$C4 $>$$$

6 $>(#3 4>$3( 2 2 $>#@1 $>01# 2 2

9 $>C43 $>$$4 2 2 $>33" $>@4# 2 2

""

注!

2

表示无此项

D

"

讨
""

论

""

老年骨质疏松症患者骨强度因骨密度*骨质量下

降而减弱%易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文献显示%老年

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率约为
#4?

!

"@?

%较为常见的

髋部骨折在老年骨质疏松性骨折患者中的发病率约

为
@$?

!

@4?

'

0

(

&随人口老龄化加剧%骨质疏松性髋

部骨折已成为危害老年人身体健康的严重问题&骨

质疏松性髋部骨折的
&c<

术后康复过程漫长%骨质

疏松易加快患者术后骨量的降低%对患者预后造成严

重影响%抗骨质疏松治疗对促进患者恢复*降低再次

骨折发生率有重要意义&

阿仑膦酸钠作为双膦酸盐类骨吸收抑制剂%可通

过抑制破骨细胞介导的骨吸收%有效增加骨密度'

3

(

&

d<

属于含氮双膦酸盐%其
/"

侧链基团为含双氮的咪

唑环%使其与骨表面羟磷灰石有更强的结合力%显著

优于其他双膦酸盐类&陈锐雄等'

1

(研究也发现%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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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性地聚集于骨吸收活跃部位%在骨吸收过程中

一同被破骨细胞摄入%对法尼基焦磷酸合酶产生抑

制%从而使破骨细胞内微小结构蛋白的合成减少%破

骨细胞功能丧失并最终凋亡&药理研究也证实%

d<

与骨表面羟基磷灰石的结合力强于其他双膦酸盐类

药物%其抑制骨吸收活性分别为第一*第二代双膦酸

盐类药物的
"$$$

*

#$$

倍'

#$

(

&此外%部分
d<

可在破

骨细胞凋亡后被释放并再次发挥作用%从而发挥强效

持久的抗骨质疏松作用%较其他双膦酸盐类药物显著

减少了用药频次&

,b%

可通过特异性结合羟磷灰石促进羟磷灰石

结晶的形成%进而增加骨盐含量%提高骨强度%常作为

反映成骨活性的特异性指标%血清
,b%

水平降低提

示骨质疏松有所改善'

##

(

&

)b\'#

作为一种骨生成的

强刺激因子%可增强成骨细胞的活性%刺激
&

型胶原

的合成和骨骼细胞有丝分裂%抑制骨胶原的降解%是

维持骨量的一个强有力因素'

#"

(

&本研究中%予以
d<

的研究组血清骨形成标志物#

,b%

*

)b\'#

$改善情况

均优于予以阿仑膦酸钠的对照组%提示
d<

对促进老

年骨质疏松性髋部骨折患者
&c<

术后骨质疏松改善

有一定帮助&老年人雌二醇#

W"

$缺乏与破骨细胞活

性增加密切相关%高浓度
Pc,b

可通过降低游离雌激

素的生物学活性导致骨吸收增加'

#4

(

&

!&X

与
&

型胶

原水平呈负相关%

&

型胶原分解显示骨吸收作用增

强%

Q%Q

即作为降解产物释放到血液循环中%可反映

骨吸收程度'

#@

(

&本研究中%予以
d<

的研究组骨吸收

标志物#

!&X

*

Q%Q

*

Pc,b

$水平改善情况均优于予以

阿仑膦酸钠的对照组%提示
d<

在改善老年骨质疏松

性髋部骨折患者
&c<

术后骨吸收方面更具优势&同

时%两组血清钙磷代谢调节指标#

!H

*

%

$水平维持良

好%提示
d<

对患者钙磷代谢无明显影响&此外%本研

究中%两组假体周围平均
,OQ

均较治疗前降低%但研

究组较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照组较治疗前有

显著性差异%术后
#

年时两组
cHKK8.

评分均较术前显

著升高%且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
d<

可有

效缓解老年骨质疏松性髋部骨折
&c<

术后的骨丢

失%且并未影响患者术后髋关节功能恢复&纪泉等'

#C

(

研究也发现%老年骨质疏松性股骨转子间骨折内固定

术后应用
d<

未对骨折愈合和髋关节功能恢复造成影

响%术后
#

年骨密度明显升高%与本研究基本一致&

E

"

结
""

论

""

综上所述%

d<

可有效改善老年骨质疏松性髋部

骨折患者
&c<

术后骨代谢情况%缓解假体周围
,OQ

下降%同时并未影响患者髋关节功能的恢复%于改善

患者预后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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