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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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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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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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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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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云南省文山州妇幼保健卫生计生服务中心妇科!云南文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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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

&$&(

%#联合检测的符合率为
SS$S6̂

!均高于

X/

'骨钙素单独检测"

!

"

_(S$!S!S

!

S!$S!S"

!

7

$

&$&(

%#联合检测的
-J

55

J

值为
&$;S#

!均高于
X/

'骨钙素单

独检测"

!

"

_!!$#;%'

!

!#$(%%'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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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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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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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S

年
!

月间

云南省文山州人民医收治的
6&

例老年女性疑似骨质

疏松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年龄
(S

&

;(

岁%平均

(

%#$(e%$%

)岁&纳入标准!(

!

)所有患者均为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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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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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龄均在
((

岁以上-(

#

)患者及家属均同意本次

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且依从性良好&排除标准!

(

!

)合并甲亢'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

"

)近半年内服

用过影响磷'钙代谢的药物-(

#

)恶性肿瘤患者-(

'

)合

并其他骨骼疾病的患者&骨质疏松诊断标准按照世

界卫生组织(

b3+

)制定的+金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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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方法
#

X/

扫描!应用螺旋
X/

扫描机(由美国

)*

公司生产提供%型号!

F8

H

CB9

5

AAL

型)&研究对象取

仰卧位%双膝屈曲&将自制固定标准件体膜垫在患者

腰下%并将标准体模与人体长轴保持平行%体模中心

与第三腰椎对准后%用定位线穿过第
"

&

'

腰椎椎弓

根层面以及椎体上下缘%进行平行扫描&根据计算公

式得到被测骨的
X/

值-根据骨质疏松定量
X/

诊断

标准进行诊断#

(

$

&所有患者禁食
!"C

后%清晨采取空

腹静脉血
'KU

%经离心后留取上层血清%置于
[S&g

冰箱中待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U0.2

)法测

定骨钙素%正常水平为
'

&

;:

H

"

U

%当低于
':

H

"

U

时

认为骨质疏松#

%

$

&

@$B

#

统计学处理
#

运用统计学数据处理软件包

.4..!S$&

对本次数据做统计分析与比较&定性资料

采用四格表
!

" 检验进行分析%数据以百分率(

^

)来

表示&检验水准是
'

_&$&(

%

7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骨质疏松及非骨质疏松患者定量
X/

'血清骨钙

素水平的比较
#

+金标准,分组下%骨质疏松患者的

X/

值及血清骨钙素水平均低于非骨质疏松患者%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7

$

&$&(

)&见表
!

&

表
!

##

骨质疏松及非骨质疏松患者定量
X/

#血清

###

骨钙素水平的比较%

1e,

&

分组
% X/

(

5

K>F

"

U

) 血清骨钙素水平(

:

H

"

KU

)

骨质疏松
;' #$S(e!$;% "$!#e!$""

非骨质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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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
X/

'血清骨钙素水平诊断骨质疏松

A$A$@

#

定量
X/

单一检测老年女性骨质疏松的结果

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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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A$A$A

#

血清骨钙素水平单一检测老年女性骨质疏松

的结 果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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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表
#

&

表
"

##

定量
X/

单一检测老年女性骨质疏松的

###

结果分析 $

%

%

^

&'

分组
X/

j [

合计

骨质疏松
('

(

%&$&&

)

"&

(

""$""

)

;'

(

S"$""

)

非骨质疏松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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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合计
%&

(

%%$%;

)

#&

(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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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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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及血清骨钙素水平联合检测老年女性骨

质疏松的结果分析
#

X/

及血清骨钙素水平联合检

测%诊断为骨质疏松的患者有
%'

例%非骨质疏松的患

者有
"S

例%经+金标准,确诊的骨质疏松患者有
(S

例%非骨质疏松患者有
""

例&见表
'

&

表
#

##

血清骨钙素水平单一检测老年女性骨质

###

疏松的结果分析$

%

%

^

&'

分组
骨钙素水平

j [

合计

骨质疏松
(&

(

(($(%

)

"'

(

"%$%;

)

;'

(

S"$""

)

非骨质疏松
%

(

%$%;

)

!&

(

!!$!!

)

!%

(

!;$;S

)

合计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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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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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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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及血清骨钙素水平联合检测老年女性

###

骨质疏松的比较$

%

%

^

&'

分组
X/j

骨钙素

j [

合计

骨质疏松
(S

(

%'$''

)

%

(

S$S6

)

%'

(

;!$!!

)

非骨质疏松
'

(

'$''

)

""

(

""$""

)

"%

(

"S$S6

)

合计
%"

(

%S$S6

)

"S

(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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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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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及血清骨钙素水平联合检测与

###

单一检测的比较%

^

&

项目 灵敏度 特异度 符合率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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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6; %"$(& ;!$!! &$'&%

骨钙素
%;$(; %"$(& %%$%; &$#6'

X/j

骨钙素
6&$%# S'$%" SS$S6 &$;S#

A$A$C

#

X/

及血清骨钙素水平联合检测与单一检测

的比较
#

X/

和骨钙素联合检测的灵敏度为
6&$%#̂

%

即所有患者的指标至少
!

种为阳性%而
X/

'骨钙素单

独检测的灵敏度为
;"$6;̂

'

%;$(;̂

%联合检测的灵

敏度均高于
X/

'骨钙素单独检测%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

!

"

_#($%&"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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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检测特

异度为
S#$##̂

%均高于
X/

'骨钙素单独检测%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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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SS'#

%

#$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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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符合率为
SS$S6̂

%均高于
X/

'骨钙素单独检

测%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

_(S$!S!S

%

S!$S!S"

%

7

$

&$&(

)-联合检测的
-J

55

J

值为
&$;S#

%均高于

X/

'骨钙素单独检测%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

_

!!$#;%'

%

!#$(%%'

%

7

$

&$&(

)&见表
(

'图
!

&

图
!

##

定量
X/

#血清骨钙素水平诊断骨质疏松的
,+X

曲线

B

#

讨
##

论

##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以骨矿含量降低'骨微观结构

退化'骨强度降低及骨脆性增大为特征的全身性骨骼

疾病%骨质疏松症是威胁人类日常生活及工作的常见

骨科疾病%骨质疏松症最大的危害即为骨折#

;

$

&骨质

疏松症患者常有腰腿疼痛'抽筋'肌肉乏力'甚者会发

生骨折等症状&骨质疏松有
#

种类型%一是原发性骨

质疏松症%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生理性退行性病

变%包括绝经后骨质疏松和老年性骨质疏松-二是继

发性骨质疏松症%一般是由其他疾病和药物导致的骨

质疏松症-三是特发性骨质疏松症%此类患者大多数

具有家族史%女性多发#

6

$

&绝经后的妇女骨质疏松发

生率是男性的
%

倍%随着绝经期后雌激素水平的不断

下降%以及女性松质骨骨量大量丢失%椎体骨折及桡

骨远端骨折的发生率大大增加%绝经后骨质疏松更为

严重#

!&

$

&

骨质疏松患者的骨形成减少%同时骨吸收增加%

骨转换呈现出负性平衡-由于骨小梁变细'骨体积减

小等变化%使骨小梁数量减少%进而增大剩余骨小梁

的负荷'降低骨强度'增加骨脆性%加之外力的作用%

从而导致骨折的发生#

!!

$

-骨质疏松的本质特征是骨的

力学强度降低%骨微结构在骨质疏松骨折中也起到重

要作用#

!"

$

&由于骨质疏松对患者的健康具有较大影

响%因此早期诊断骨质疏松'早期预防骨质疏松具有

重要的意义&由于骨量的减少以及骨折危险性的增

加%测量骨密度可作为预测骨质疏松的可靠方法#

!#

$

&

从上世纪
6&

年代开始%定量
X/

在骨质疏松诊断中的

应用较为广泛%诊断价值较高-应用定量
X/

可以精确

地测量出骨量值%对于骨折危险性能够及时作出评

价%对高危人群进行较为准确地筛选%尤其对于减少

严重的骨折具有重要意义#

!'

$

&单纯应用定量
X/

对

骨质疏松进行筛选%其诊断价值仍具有一定的局限

性-骨钙素是成熟骨细胞分泌的一种非胶原骨机制蛋

白%具有抑制软骨矿化速率'维持骨正常钙化速率的

作用%可作为骨形成和骨重建的反映指标之一#

!(

$

&当

患者骨质疏松时%血清的骨钙素水平会降低&骨钙素

作为骨代谢的标志物%测量比较简单方便%因此可作

为骨质疏松及其他骨病的诊断指标#

!%

$

&本研究通过

应用定量
X/

及测量血清骨钙素水平对
6&

例疑似骨

质疏松患者进行了联合诊断%结果显示%二者联合检

测诊断骨质疏松的灵敏度'特异度'一致性及
-J

55

J

值均高于单一检测%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7

$

&$&(

)&

综上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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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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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血清淀粉样蛋白
2

与
Z<

二聚体#甘胆酸水平分析

邹长进!

!孙承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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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江?人民医院检验科!湖北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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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夷陵医院检验科!湖北宜昌
''#!&&

%

##

摘
#

要"目的
#

观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X+4Z

%患者血清淀粉样蛋白
2

"

.22

%'

Z<

二聚体"

Z<Z

%'甘胆酸

"

X)

%水平变化!探讨三者在
X+4Z

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回顾分析
X+4Z

患者
S&

例!其中
X+4Z

患者急性加

重期"

2*X+4Z

组%

''

例"

"'

例合并肝损伤'

"&

例未合并肝损伤%'稳定期"稳定期组%

#%

例!和同期体检健康者

"对照组%

'(

例&平行检测对照组及
X+4Z

患者各组治疗前后血清
.22

'

Z<Z

'

X)

水平&结果
#

对照组'稳定

期组'

2*X+4Z

组血清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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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

'

X)

水平依次增高!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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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Z

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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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

'

X)

水平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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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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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后
X+4Z

稳定期组'

2*X+4Z

未合并

肝损伤组'

2*X+4Z

合并肝损伤组血清
.22

'

Z<Z

'

X)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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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清
.22

'

Z<Z

'

X)

水平与
X+4Z

患者肺'肝损伤程度呈正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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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联

合检测
X+4Z

患者血清
.22

'

Z<Z

'

X)

水平对
X+4Z

的诊断及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关键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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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X+4Z

)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

疾病%其病情复杂%并发症较多%尤以肝脏损伤较为常

见#

!

$

&血清淀粉样蛋白
2

(

.22

)是一种急性相蛋白%

由炎性介质产生%可作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

期(

2*X+4Z

)生物标志物#

"

$

&

Z<

二聚体(

Z<Z

)是交联

纤维蛋白的特异性降解产物%是体内高凝和血栓形成

的标志#

#

$

%也可用作感染性疾病的炎症标志物#

'

$

&甘

胆酸(

X)

)是胆酸与甘氨酸结合成的结合型胆酸之

一%是肝脏损伤的敏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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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检测
X+4Z

患者血清
.22

'

Z<Z

'

X)

水平%探讨其对
X+4Z

的诊

断及临床运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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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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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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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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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人民医院和宜昌市夷陵医院呼吸内科及重症监

护室
X+4Z

住院患者
S&

例%所有患者均符合.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

"&&;

修订版)/标准#

%

$

%其中

2*X+4Z

患者
''

例为
2*X+4Z

组%其中合并肝损

伤组
"'

例%男
!(

例%女
6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e'$(

)岁-未合并肝损伤组
"&

例%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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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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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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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岁-稳定期患者

#%

例为稳定期组%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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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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