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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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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6"&$"&(

&

!临床探讨!

!"#

!

$%&'()(

"

*

&+,,-&$)./0(122&/%$3&%(&%'3

不同性别老年人髋部骨折愈合期骨代谢标志物的变化特征

吴
!

宁

"云南省老年病医院检验科!昆明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不同性别老年患者骨折愈合期骨代谢标志物变化特征%方法
!

选取该院
#&$-

年
#

月

至
#&$(

年
#

月收治的老年髋部骨折患者
$&&

例!分别在骨折初期与术后愈合期进行骨代谢生化指标
&

胶原特

殊序列"

&

"V7a

$&骨钙素片段中断"

1"QO+

$检测!并对不同性别的患者进行比较%结果
!

老年髋部骨折患者在

骨折愈合期血
&

"V7a

呈逐渐升高的趋势!在升高程度方面!男性不如女性#在第
(

周愈合时!男性呈现降低趋

势#在第
$

周的愈合时!男性的血
1"QO+

水平呈下降趋势!后逐渐升高!而女性先升高!后下降!再逐渐升高!术

后
$

周不同性别患者
1"QO+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不同性别的髋部骨折患者骨折愈合期

的骨代谢标志物的变化特点不同%

关键词"老年髋部骨折#

!

愈合期#

!

骨代谢标志物#

!

性别#

!

特征

中图法分类号"

3'60%0

文献标志码"

5

文章编号"

$'(#"*-..

"

#&$6

$

&*"$0#*"&0

!!

髋部骨折是老年人常见疾病#随着老龄化社会的

到来#发病率也逐渐升高)老年人由于代谢改变#骨

吸收与合成失去平衡#在髋部骨折治疗后愈合程度

差#较多采用内固定方式的患者会出现松动的现象#

造成骨折部位不能尽快的愈合'

$

(

)在骨转换的过程

中会出现骨代谢标志物#有研究显示骨代谢标志物与

患者性别有一定关系#尤其是老年骨折患者具有自身

变化特征'

#"0

(

)了解骨代谢的特点#帮助了解骨折愈

合情况#对改善骨代谢#促进患者骨折愈合具有重要

意义)本研究对本院收治的不同性别的髋部骨折老

年患者骨代谢标志物在愈合期的变化进行了分析#现

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老年髋部骨折患者
$&&

例#其中男
06

例#女

'#

例%年龄
'.

#

6.

岁#平均$

(0%-Z-%.

&岁%病程
$

#

#&B

#平均$

6%'Z0%#

&

B

%

.(

例股骨颈骨折%

-0

例股骨

粗隆间骨折#手术方式为空心加压螺钉#股骨近端锁

定板及股骨近端髓内钉内固定*关节置换术等)排除

有严重心*肺功能不全或肝*肾功能异常等慢性疾病

患者%无骨折史者%入院半年前服用过影响骨代谢的

药物者)入组患者均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

$%/

!

方法
!

所有患者均进行骨折时间登记#在入院

后第
#

天#术后
$

*

#

*

-

*

(

周#采取空腹静脉血
0GN

#血

清经过低温离心后放置于
[#&i

保存#以光化学发光

定量法#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罗氏公司&测定患

者的血清
&

胶原特殊序列 $

&

"V7a

&*骨钙素片段中断

$

1"QO+

&水平#试剂盒生产厂家为美国
3+

公司)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S,,$*%&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ZD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A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不同性别骨折愈合期
&

"V7a

水平变化情况比

较
!

所有患者入院后第
#

天血清
&

"V7a

水平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

&#术后第
$

周#男性低于女性#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术后第
#

*

-

周差异均

+

*#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N?JQ;BVC)9

!

Q?

H

#&$6

!

W8C%$.

!

18%*



无统计学意义$

!

%

&%&.

&#术后第
(

周时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在术后
-

周及以前#

#

组均为递增

水平#男性增长情况慢于女性#第
(

周男性有下降趋

势#见表
$

)

/%/

!

不同性别骨折愈合期
1"QO+

水平变化比较
!

入院后第
#

天血清
1"QO+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术后第
$

周男性血清
1"QO+

水平为下降

趋势#女性为增长趋势#不同性别患者
1"QO+

水平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后男性组逐渐增长#而女

性组术后第
#

周下降后逐渐增长#但除术后
$

周外#

其他时期
#

组血清
1"QO+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不同性别骨折愈合期
&

"V7a

水平变化#

/ZD

(

9

>

)

GN

$

性别
)

入院第
#

天 术后
$

周 术后
#

周 术后
-

周 术后
(

周

男
06 &%.-Z&%## &%'6Z&%#6 &%(*Z&%0# $%#$Z&%0( $%&0Z&%00

女
'# &%.'Z&%#0 &%66Z&%#( &%6*Z&%#. $%$#Z&%0. $%06Z&%-$

A &%-00 0%.$- $%'-0 $%#&. -%'6'

!

%

&%&.

$

&%&.

%

&%&.

%

&%&.

$

&%&.

表
#

!!

不同性别骨折愈合期
1"QO+

水平变化#

/ZD

(

9

>

)

GN

$

组别
)

入院第
#

天 术后
$

周 术后
#

周 术后
-

周 术后
(

周

男
06 $.%(.Z.%$# $$%6-Z-%#$ $.%'-Z.%($ $6%$#Z'%$# #(%$-Z*%-#

女
'# $'%.6Z.%6( $*%.(Z'%#- $.%$6Z.%$# $'%60Z.%.6 0&%#-Z*%6*

A &%(-0 (%066 &%-'. $%&.( $%.'(

!

%

&%&.

$

&%&.

%

&%&.

%

&%&.

%

&%&.

'

!

讨
!!

论

!!

骨组织与其他组织一样#进行着新陈代谢#共同

维持骨的强度与耐力#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内分泌

及营养等多因素影响#动态平衡被打破#骨吸收大于

骨形成#容易发生骨折'

-"'

(

)为了更好促进老年术后

愈合#本研究对髋骨骨折愈合期骨代谢标志物变化进

行了研究分析)

骨代谢标志物种类很多#本研究对
&

"V7a

*

1"

QO+

水平进行分析#在骨基质的有机成分中#

*

型胶

原占
*&Y

#在骨代谢过程中#进行有序的合成与分解#

在骨中合成#并分解成碎片#释放到血中#通过肾脏排

出'

("*

(

)在生理性或是病理性骨吸收增强时#

*

型胶

原的分解也会增强#血中分解片段随之增高'

$&

(

)其中

分解片段中重要的成分是
V

端肽#在骨成熟过程中
V

端肽的
!

"

田东氨酸转化成
&

"V7a

#检测血清中的
V

端

肽可了解骨吸收情况'

$$

(

)骨钙素为骨形成的特异性

标志物#血清中所检测出的水平则为骨形成与骨吸收

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可以作为很好的骨代谢标志

物'

$#

(

)由于骨钙素在外周血中不稳定#容易被蛋白酶

水解#而分裂出的
1"QO+

则更为稳定#所以检测
1"

QO+

水平有助于了解骨疾病再吸收水平'

$0

(

)

本研究对老年髋部骨折患者的骨折后
&

"V7a

与

1"QO+

进行检测#在骨折愈合期整体呈现出增加的趋

势#同时骨折愈合期的骨吸收过程活跃#其中老年男

性血清
&

"V7a

水平前
-

周为逐渐升高#而在第
(

周时

明显下降#但老年女性逐渐升高#并且在第
$

周增长

高于男性#后增长缓慢)而
1"QO+

水平老年男性在

术后第
$

周降低#第
#

周恢复骨折时水平#后逐渐升

高#而老年女性术后第
$

周先升高#第
#

周下降至骨

折时水平#后逐渐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说明在前
-

周患者骨吸收过程相对活跃#但

是骨形成受到了抑制#而在第
(

周时骨代谢标志物均

达到了较高水平#说明骨形成和吸收过程都处于比较

活跃的状态)本研究结果与邹明等'

(

(及龚福科等'

$-

(

研究结果相类似)

综上所述#不同性别老年人骨代谢存在其自身特

点#尤其是老年女性受到激素水平的影响#导致骨代

谢与男性骨代谢存在差异#也与外科手术术后对骨组

织造成的创伤等多种因素有关)所以老年男性*女性

髋部骨折愈合期骨代谢标志物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

变化特点#但能否应用于临床对骨折愈合的评价#还

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

$

( 李晓玉#李新萍#刘晓艳#等
%

原发性骨质疏松患者椎体压

缩性骨折后股转换生化标志物的早期变化'

_

(

%

中华骨质

疏松和骨矿盐疾病杂志#

#&$.

#

6

$

-

&!

#06"#0*%

'

#

( 唐鹏#孟国林#王军#等
%

长期应用双膦酸盐类药物对老年

性骨质疏松骨折愈合过程的影响'

_

(

%

中国骨质疏松杂

志#

#&$#

#

$6

$

-

&!

0$("0##%

'

0

( 林坚平#宋世锋#姚伦龙
%

骨转换指标和骨密度预测骨折

危险性的可行性'

_

(

%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

#&$&

#

$-

$

#

&!

0$("0#&%

'

-

( 陈振#陈泽钦#高斌#等
%

丹参注射液对
SON̂ 1

骨折愈合

及
RQS"(

#

7!T"

&

$

及
JT!T

表达的影响'

_

(

%

海南医学

院学报#

#&$'

#

##

$

##

&!

$(#"$((%

'

.

( 张英
%

中老年人骨代谢生化标志物骨钙素测定的临床价

值'

_

(

%

慢性病学杂志#

#&$&

#

$#

$

$&

&!

$#-0"$#--%

'

'

( 唐三元#谭文成#杨辉#等
%

多种骨代谢生化指标联合预测

老年骨质疏松性髋部骨折风险的意义'

_

(

%

中国矫形外科

杂志#

#&$.

#

#0

$

$6

&!

$'.0"$'.'%

'

(

( 邹明#徐文#张峰#等
%

不同性别的老年髋部骨折愈合期骨

代谢标志物的变化'

_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

$

##

&!

0$$-"0$$.%

+

&0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N?JQ;BVC)9

!

Q?

H

#&$6

!

W8C%$.

!

18%*



'

6

( 杨辉#唐三元#詹鹏#等
%

骨密度结合
,)9

>

@

指数预测老年

髋部骨折风险的意义'

_

(

%

中国矫形外科杂志#

#&$#

#

#&

$

$&

&!

*&&"*&#%

'

*

(

V/ ŜO1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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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以任务为导向的循环训练法在脑卒中患者康复中的应用

黄效梅!周
!

丹#

"大足区人民医院医务科!重庆
-&#0'&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以任务为导向的循环训练法在脑卒中患者康复中的应用%方法
!

选取
#&$'

年
$[#

月

在该院接受康复治疗的
(.

例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成对照组和干预组!对照组仅接受

常规治疗和护理!干预组在此基础上进行为期
6

周的循环训练!继而通过脑卒中影响量表"

,O,

$&疲劳严重度量

表"

T,,

$&修订版跌倒效能量表"

QTM,

$&医院焦虑抑郁量表"

/5+,

$&

TF;9A@?

H

活动量表&

3):;FG;?B

运动指

数&

'G)9

步行测试&计时,起立
"

行走-测试对所有患者进行评估%结果
!

整个循环训练过程中无不良事件发

生!且训练结束至
$'

周各组均有
$

例患者因脑卒中复发死亡#

6

&

$'

周后!组间比较发现!除
,O,

中记忆与思维

这一维度外!干预组其他各项指标评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且除
,O,

记忆与思维这一

维度外!干预组其他各项指标评分均优于基线状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脑卒中患者康复过

程中结合使用以任务为导向的循环训练法有助于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改善患者焦虑与抑郁情绪!对患者的康复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值得在脑卒中患者康复治疗中进一步推广使用%

关键词"循环训练法#

!

脑卒中患者#

!

康复治疗#

!

生存质量

中图法分类号"

3-(0%.

文献标志码"

5

文章编号"

$'(#"*-..

"

#&$6

$

&*"$00$"&-

!!

据估计全球约有
.&

万脑卒中幸存者#且在日常

生活中需要他人帮助或完全依赖他人照顾的占

#.Y

#

(-Y

)日常生活中对个体独立性影响最大的

活动是行走#脑卒中患者最需要解决的也是个体移动

问题'

$

(

)另外#为预防急性脑卒中患者后期的脑损伤

加重#对患者进行有针对性的适度训练是脑卒中康复

护理的主要原则'

#

(

#且脑卒中后前几个月是获得更好

康复效果及降低残疾率的绝佳时机)有研究表明在

脑卒中前
'

个月#进行以平衡控制*移动*步态*与步

态相关的活动$例如爬楼梯等&为主的任务为导向的

训练或干预对脑卒中患者康复具有明显的效果'

0"-

(

)

目前#鲜有关于脑卒中患者康复实施循环训练法的研

究#因此本研究将探讨以任务为导向的循环训练法在

脑卒中患者康复中的应用)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本院接受康复

治疗的
(.

例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

&

符合
`/^

对脑卒中的定义#并在本院经头颅
V7

或

Q3O

诊断为脑卒中%$

#

&在没有其他协助的情况下至

少能独立行走
$&G

距离#即功能性步行分级在
#

级

以上%$

0

&首次发病#现处于康复期%$

-

&愿意继续接受

康复治疗以改善步行能力和身体状况%$

.

&具备签署

书面知情同意书的能力#能进行无障碍沟通#并具有

较好的配合依从性%$

'

&对本研究持积极的态度)排

除标准!排除存在认知障碍*其他严重系统性疾病及

精神病史者)所有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对照组和干预组#其中对照组
0(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

.0%.Z'%6

&岁#病程
$

#

*

个月%干预组
06

例#男
#6

例#女
$&

例#平均$

.-%$Z'%0

&岁#病程
$

#

*

个月)

#

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病况等资料上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本研

究在获得本院伦理委员会的许可后实施#且所有参与

者均已签署参与本研究的书面同意书)

$%/

!

方法
!

康复治疗期间
#

组患者均接受常规治疗

+

$0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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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H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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