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听起来骨质疏松症是
非常可怕的疾病，怎样才能早期
发现患上骨质疏松症？

高毅：确实是非常可怕，由
于骨质疏松症没有明显的早期症
状的“隐形杀手”，我认为目前
骨质疏松症存在“三高一低”的
状况。“三高”即是：高发病
率、高并发症、高危害，这些我
们前面已经谈到过，而“一低”

就是认知度低，这反映在医生和
普通人群对该病均存在认识程度
低的情况。由于认知度较低，存
在防治欠规范、干预时间晚等，
导致骨折和其他并发症的发生。
因此，对于此病的防治已经成为
世界各国医疗和卫生工作中的研
究重点。世界卫生组织将2000年
～2010年确定为“骨与关节疾病
的十年”，以号召人们重视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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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一旦被确诊患有骨质
疏松症，要怎样治疗？需要补钙
吗？怎样预防骨质疏松症的发
生？

高毅：如果已经确诊骨质疏
松症，是需要药物干预的，单纯
的进行补钙并无太多的效果。而
实际上骨质疏松的药物非常多，
现在药物的治疗主要包括三大类
药物，最广的是抑制骨吸收的药
物，之后有促进骨形成的药物，
另外还有兼有抑制骨吸收，又有
促进骨形成的多途径作用药物，
患者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合
适的抗骨质疏松药物冶疗。

谈到骨质疏松症的预防，应
该说骨质疏松是可防可治的病，
而预防比治疗更为重要！如何科
学规范的预防是最重要的，一是
饮食：牛奶、酸奶，豆浆，新鲜
水果等。奶制品含钙量丰富，安
全可靠。根据相关研究，50岁左
右的人群，每日应该摄入1000毫
克以上的钙才比较足量，但是中
国人平均每日的钙摄入量还不足
400毫克，远远低于1000毫克的
标准，因此，应该适当通过钙片
来补充。二是光照：我们国家维
生素D缺乏比较普遍和严重，其
实晒太阳是一个免费获得维生素
D最好的方法，只要到户外活动

就可以获得。天气一暖和的时
候，多晒一点太阳，存储更多维
生素D在体内。因为维生素D的
半衰期比较长，有一句俗话叫
“收点太阳好过冬”，可能就包
含获得更多的维生素D。三是运
动：运动有助于骨骼健康，可选
择快速步行，球类等，但运动要
注意因人而异，有利于骨骼健康
的有氧运动都可以。

记者：骨质疏松症是不是只
有老年人要预防。

高毅：骨质疏松症从防治角
度来讲绝非老年人“专利”，而
是任何年龄、任何性别的人都应
关注的疾病。骨质疏松症的预防
也应该从娃娃抓起。骨质疏松症
的防治是比高血压、糖尿病更要
关注的一生工程。

为了生命的支撑，青少年时
期就要注意加强骨骼的营养，注
意锻炼身体，不吸烟酗酒，少喝
咖啡、浓茶和碳酸饮料。尽可能
在年轻时就将骨峰值提高到最大
值，为今后一生储备最充足的骨
量；中年时期，要注意营养，运
动、晒太阳等等维持骨骼平衡强
壮；女性的绝经后及男性老年以
后，是骨质疏松症开始显现的时
期，要及早的筛查，及早的发
现，及早的预防和治疗。

记者：高教授，请您谈一下
我们国家目前骨质疏松患病率情
况是怎样的？

高毅：我们国家骨质疏松病
人到底有多少一直缺乏准确的流
行病学资料。就2003年至2006年
一次全国性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
显示，5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
总患病率女性为20 . 7%，男性为
14 . 4%。60岁以上人群中骨质疏
松症的患病率明显增高，女性尤
为突出，在5 0岁以上绝经后女
性，三分之一会有骨质疏松症。

伴随着我们国家已经逐渐进
入老龄社会，也就意味着骨质疏
松的患病率会越来越高。有资料
报道预计到2020年，骨质疏松症
患者将增至2 . 866亿人，髋部骨
折人数将达163 . 82万。

记者：您刚才谈到人口老龄
化是骨质疏松症患病增加的危险
因素，除此外，还有哪些原因会
导致骨质疏松症的发生？

高毅：的确，年龄对于骨质
疏松症是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

年龄越大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就
会越高。但还有很多其他的危险
因素会诱发或者促使骨质疏松症
的发生，比较明显的是生活方
式，比如缺乏运动、光照不足，
饮食中钙摄入不够，和维生素D
的缺乏等；还有吸烟、过度饮酒
或咖啡等，这些都是骨质疏松症
的危险因素。

骨质疏松症也有一定家族
史，妈妈或者外祖母有骨质疏松
症，意味着她发生骨质疏松症的
危险会增加。

记者：为什么绝经后女性更
容易患有骨质疏松症？

高毅：这是因为女性在绝经
后女性雌激素水平会显著降低，
由于雌激素的减少，骨骼代谢失
去了原有的平衡，会出现骨吸收
比骨形成要多，就出现了骨量的
丢失，所以绝经的过程中由于雌
激素的减少，会出现快速的骨流
失，这个年龄的女性就很容易发
生骨质疏松。

50岁以上女性三分之一存在骨质疏松

记者：从前面谈到我们国家
骨质疏松症的患病人群是非常多
且逐渐扩大。那骨质疏松症到底
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对患者和
社会有什么样的危害。

高毅：骨质疏松症及由此引
发的并发症会给患者本人、家庭
和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最大的
危害是造成老年人骨折。

由于骨质疏松症病程缓慢而
常被忽略，许多骨质疏松患者并
不知道自己是骨质疏松症患者，
直到发生骨折才引起重视，但为
时已晚。所以我们把骨质疏松症
称作静悄悄的流行病，或者是一
个无声无息的疾病，但是它的后
果是非常严重的，它可以引起髋
部骨折、椎体骨折、前臂、足踝
等部位的骨折。如脊柱骨折会造
成背部疼痛，身高变矮和驼背
等。而腕部的踝部骨折也会因疼
痛影响患者的活动能力，造成生
活质量的下降。髋部骨折更为严
重，有调查显示，如果病人出现
髋部骨折以后，20%的老年人会
在一年之内死亡，因为骨折后需

要卧床，会出现一些并发症，像
肺炎、褥疮、静脉血栓等，最终
导致死亡。即便能够存活，多数
会留有残疾，有50%左右生活不
能自理。

女性一生发生骨质疏松症骨
折的危险性(40%)高于乳腺癌、
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的总和，男
性一生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危
险性(13%)高于前列腺癌。

从费用来讲，2006我国髋部
骨折的全国医疗支出约63 . 5亿
元，而2020年医疗花费将达到850
亿元。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已将骨
质疏松症与糖尿病、心血管病共
同列为危害中老年人健康的三大
杀手。

同时，由于原发性骨质疏松
症是老年性疾病，因此骨质疏松
与其他年龄相关的慢性病有密切
联系。目前已证实的2型糖尿病并
发症脆性骨折风险增加；骨质疏
松症与动脉粥样硬化具有相关
性；骨质疏松症的发生与免疫因
素相关等。

骨质疏松症危害等同高血压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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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中医院

骨质疏松门诊专家

高毅：男，教授，主任

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擅

长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

疗骨质疏松症以及内科常见

病、多发病、疑难重症。如

用 “ 平 衡 阴 阳 调 治 亚 健

康”、“痰瘀相关”理论治

疗冠心病、高血脂症、水肿

等病症，用祛邪养正法治疗

增生性关节炎、祛痰化瘀法

治疗眩晕，益阴平火法治疗

外感热病，以保胃气为本，

祛邪为标，调理升降为大法

治疗脾胃病等均具有独到之

处。

专业特长：

主治内科杂病；如急性

呼吸道感染；胃肠道疾病

等。

应诊时间：

西区 星期二下午

东区 星期三上午

山东省中医院

骨质疏松症门诊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

始，山东省中医院就在骨质

疏松症诊疗方面做了大量的

研究工作。当时，医院成为

第一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老

年病重点专科建设单位，骨

质疏松症即为三个主要研究

方向之一。2010年8月，为响

应卫生部门积极开展骨质疏

松症规范化诊治的号召，服

务广大患者，"骨质疏松症诊

疗技术协作基地"在医院正式

挂牌成立，成为全国首批重

点医院"骨质疏松症诊疗技术

协作基地"之一。同期正式开

设了骨质疏松症诊疗门诊。

目前该门诊包括由风湿病

科、肾病科、内分泌科、老

年病科等在内的内科、骨

科、妇科等多学科组成的专

家团队共同参与临床工作，

具有较高的中西医结合防治

骨质疏松症诊疗水平。

关节疾病，尤其是骨质疏松症给
人类生命健康带来的危害。

针对骨质疏松症的防治急需
做到“三个规范”，即“规范的
诊断、规范的治疗、规范的预
防”。大多数骨质疏松症患者无
临床症状，给早期诊断带来困
难，目前诊断骨质疏松症、预测
骨质疏松骨折风险等的最佳定量
指标是对骨量减低的诊断，即进

行骨密度测量。
如何排解罹患骨质疏症的风

险?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及时了
解自身的骨密度变化，然后根据
自身情况针对性地进行预防和保
护。对于45岁以上中老年人特别
是绝经期妇女来说，每一年进行
一次骨密度检测是非常有必要
的。

记者：请您谈一些有关中医
药防治骨质疏松症有哪些优势？

高毅：应该说中医药防治骨
质疏松症有其独特的优势和特
色，中医认为“肾”与“骨”密
切相关，认为骨之固密和空疏是
肾精盛衰的重要标志。现在临床
治疗和研究都证实，补益肝肾方
药具有明显改善骨密度和骨强度
的作用，表明中医药治疗骨质疏
松症不仅可提高骨量，增加骨密
度，还可改善骨的显微结构，增
加骨的强度，从而减少骨折的发
生率；骨质疏松最常见、最主要
的症状是疼痛，而通经活血中

药、针刺、艾灸、穴位贴敷、熏
洗、温熨等中医疗法，具有使气血
流通，经络通畅，强骨止痛的作
用；未病先防的防治理念，标本兼
顾的治疗思路，良好的临床疗
效，显现出中医药防治骨质疏松
症方面的独特优势和广阔前景。

骨骼的第一大功能就是支撑
人的身体。由于骨骼具有弹性和
坚固性，使它能成为人体这座
“大厦”的支撑，为了生命的支
撑，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
骨，护骨，促进骨骼健康，增进
全身健康，提高生命质量。

中医药防治骨质疏松症前景广阔

骨骨质质疏疏松松日日义义诊诊现现场场

骨骨密密度度检检测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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