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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此%有必要对罕见突变进行鉴定%从而进一步研究

其人群发生率和临床危害性&

根据患者血液学表型%这
"

例患者疑似为
#

<

地中

海贫血携带者%而通过地中海贫血常规基因检测并未

检出我国常见的
!;

种
#

基因突变类型&因此推测这

"

例患者可能存在非中国人常见的
!;

种突变位点之

外的突变%随后通过对
3YY

基因进行测序验证%从而

成功检出这
"

例罕见突变&由此可见%目前的常规地

中海贫血检测试剂盒往往会造成罕见突变的漏检%因

此在临床检验中%应严格遵循血液学表型与基因型相

结合的原则%当血液学表型与地中海贫血基因型不相

符合时%应该考虑珠蛋白基因测序的方法%以明确是

否存在罕见或新发的地中海贫血突变类型%避免

漏诊&

本研究报道了
"

例罕见型
#

&

地中海贫血
<(

(

<X/

)%进一步扩展了云南
#

珠蛋白基因突变谱&通

过基因型和表型探讨%

#

&

地中海贫血
<(

(

<X/

)杂合子

表现为轻型地中海贫血&由于云南是地中海贫血高

发区%为了避免复合杂合子的产生%联合运用血液学'

血红蛋白电泳'常规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测以及基因测

序等%有利于明确患者基因型%更好地指导临床诊治'

产前诊断和遗传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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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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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论著!

定量
X/

与血清骨钙素水平联合诊断老年女性骨质疏松的临床价值分析

刘
#

江!

!陆加寿!

!马凌川"

!彭新虹#

"

!$

云南省文山州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云南文山
%%#&&&

#

"

云南省文山州人民医院影像科!云南文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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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文山州妇幼保健卫生计生服务中心妇科!云南文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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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探讨定量
X/

与血清骨钙素水平联合诊断老年女性骨质疏松的临床价值&方法
#

选取云南

省文山州人民医院收治的
6&

例老年女性疑似骨质疏松患者!所有患者均采用定量
X/

增强扫描!并抽取外周血

检测血清骨钙素水平!并对定量
X/

'血清骨钙素以及二者联合检测结果与-金标准.诊断进行对比!分析二者的

临床诊断价值&结果
#

-金标准.为世界卫生组织"

b3+

%制定的骨质疏松诊断标准!

/

值
(

["$(.Z

为骨质疏

松!

6&

例疑似骨质疏松患者中有
;'

例为骨质疏松患者!

!%

例非骨质疏松患者&

X/

诊断为阳性
%&

例

"

%%$%;̂

%!阴性
#&

例"

##$##̂

%!其中-金标准.证实
('

例为骨质疏松患者!

!&

例为非骨质疏松患者&骨钙素

水平诊断为阳性
(%

例"

%"$""̂

%!阴性
#'

例"

#;$;Ŝ

%!其中-金标准.证实
(&

例为骨质疏松患者!

!&

例为非骨

质疏松患者&

X/

及血清骨钙素水平联合检测!诊断阳性
%'

例!阴性
"S

例!-金标准.证实
(S

例为骨质疏松患

者!

""

例为非骨质疏松患者&

X/

和骨钙素联合检测的灵敏度为
6&$%#̂

!高于
X/

单独检测的
;"$6;̂

以及骨

钙素单独检测的
%;$(;̂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

_#($%&"S

!

("$%'%'

!

7

$

&$&(

%#联合检测特异度为

S#$##̂

!均高于
X/

'骨钙素单独检测"

!

"

_#$SS'#

!

#$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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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检测的符合率为
SS$S6̂

!均高于

X/

'骨钙素单独检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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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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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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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钙素单

独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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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定量
X/

与血清骨钙素水平联合诊断老年女性骨质疏松的

灵敏度及特异度均较高!具有较高的可行性!临床诊断价值较高!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骨质疏松#

#

老年女性患者#

#

定量
X/

#

#

血清骨钙素水平#

#

临床价值

!"#

!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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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

,''%$!!

文章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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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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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识码"

Y

##

骨质疏松是以骨强度降低'骨脆性升高为特征的

全身性骨骼疾病%骨质疏松患者的骨量较低%骨组织

微结构发生损坏%易导致骨折#

!

$

&随着我国人口寿命

的不断延长%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剧%

"(̂

&

;&̂

的老

年患者患有骨质疏松症%且由于老年女性本身体内的

雌激素水平降低%对骨代谢的影响较大%老年女性已

成为骨质疏松症的高发人群%该病对患者的日常生活

造成较大的困扰%因此%做好对骨质疏松的筛查工作

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

$

&如果只应用定量
X/

及超声

等影像学检查并不能满足确诊所需要的特异性%而血

清骨钙素水平是反映骨量的有效指标之一&骨钙素

由成骨细胞合成后进入血液中%血中骨钙素的水平能

够反映成骨细胞的活性%血清中骨钙素水平是骨转换

及骨形成的特殊标志%在骨质疏松的诊断中发挥着重

要意义#

'

$

&关于定量
X/

及骨钙素水平联合检测在老

年女性骨质疏松症患者诊断中的应用%这方面的研究

甚少%本研究通过对
6&

例老年女性疑似骨质疏松症

患者进行了定量
X/

及骨钙素水平联合检测%取得较

满意的结果%现对本研究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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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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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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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S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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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间

云南省文山州人民医收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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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老年女性疑似骨质

疏松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年龄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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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

%#$(e%$%

)岁&纳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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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患者均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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