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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骨质疏松症（OP）

构成骨的物质减少 骨量低下

骨组织微结构破坏 骨强度下降

骨脆性增加 易致骨折



骨质疏松症（OP）的四大症状

驼 背

脊柱畸形和伸展受限

疼 痛

腰背痛或周身骨骼痛

骨 折

脊椎、髋部、腕部

身高变矮

身高比年轻时减少
超过3cm以上



“沉默”是骨质疏松症的特点之一



骨质疏松性骨折是骨质疏松症的特点之二



椎体压缩性骨折



髋部骨折

严
重
骨
折

高
死
亡
率

髋部骨折是最严重的骨质疏松性骨折

髋部骨折后生活质量严重下降
髋部骨折后1年内死亡率高达23.44%



临床上如何诊断骨质疏松症（OP）

02
骨密度降低高危因素

01

病理性骨折
03

骨代谢指标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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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的高危因素

绝经后
老年女性 胃肠疾病

营养不良症

糖尿病
风湿病和关节炎

肾脏病

低体重
多次怀孕史

中风后、偏瘫
长期卧床

药物：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
肝素、抗癌药、抗癫痫药、慢性氟
中毒/磷中毒…

OP



骨密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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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

中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

骨质疏松症已成为我国面临的重要
公共健康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中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 女性老龄化趋势较男性更加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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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骨质疏松症形势日益严峻，半数以上老龄女性患有骨质疏松症

中华人名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民网-人民健康网. http://health.people.com.cn/n1/2018/1019/c14739-30352051.html

2010-2016 中国骨质疏松
流行病学Meta分析

中国≥60岁老人骨质疏松发病率
2018 CDC及CSOBMR完成的中国骨质疏松症患病率



我国骨质疏松性骨折导致沉重经济负担沉重

Si L，et al.Osteoporos Int. 2015 Jul;26(7):1929-37.

• 一项研究采用微观模拟模型来预

测中国医疗系统中骨质疏松性骨

折的实质经济负担。

预计花费（2050年）

25.43 亿/美元

19.25 亿/美元

6.18 亿/美元

预计2015-2050年中国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例次

 预计2050年，中国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例次约为 599万例次，其中女性发生率高达 79%

例次



髋部骨折是最严重的骨质疏松性骨折，中国髋部骨折发生率急剧上升

1.Lin X，et al.Clin Interv Aging. 2015 Jun 25;10:1017-33.                  2.Xia WB，et al.J Bone Miner Res. 2012 Jan;27(1):125-9.
3.Si L，et al.Osteoporos Int. 2015 Jul;26(7):1929-37. 

1990-1992年至2002-2006年
中国北京不同年龄性别髋部骨折发生率2 预计2015-2050中国髋部骨折发生例次3

活动能力下降 生活质量下降 对家庭依赖性增加 对医疗护理人员和社会服务需求增加 身体、精神和经济负担沉重髋部骨折患者1：

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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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预防和长期治疗OP可减少骨折风险
中国卫健委呼吁普及骨质疏松症防治

1.Caro JJ，et al.Osteoporos Int. 2004 Dec;15:1003-1008. Epub 2004 May 27.

2.http://www.nhc.gov.cn/cms-search/xxgk/getManuscriptXxgk.htm?id=f5ad1eb0d35f42e58fd1a61940d6c726

一项研究纳入加拿大11249例女性OP患者，分析
其用药情况。

研究显示：

使用抗骨质疏松药物可降低

12.2%的骨折风险（HR:0.878，

P=0.052）

长期用药高依从性显著降低患者

15.7%的骨折风险（HR:0.843，

P=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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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的药物治疗

A
钙

B
维生素D

C
双膦酸盐

D
其他



补钙必须补充维生素D

鱼肝油
（维生素AD）

活性维生素D3
（阿法骨化醇、骨化三醇）

晒太阳
户外活动

钙

VitD

富含钙的食物：牛奶、奶制品、
豆制品、虾皮、海带、肉类

钙剂
（碳酸钙

醋酸钙
柠檬酸钙
磷酸氢钙
乳酸钙
葡萄糖酸钙）



醋酸钙 29%

钙剂的选择

乳酸钙 13%

碳酸钙 40%

柠檬酸钙 21%

碳酸钙含钙量最高，但吸收
要消耗胃酸，可能导致消化不良；
乳酸钙、葡萄糖酸钙是有机钙，利
于吸收，但含钙量相对低。

晚上临睡前补钙，吸收利用度
最高，还可防止夜间低钙抽搐的发
生。

钙剂需要单独服用，避免与
牛奶、含草酸的食物（菠菜、土豆、
莴笋、海带、芹菜等）、锌剂、铁
剂同时服用。

葡萄糖酸钙 9%



双膦酸盐

阿仑膦酸钠（福善美）“用法123”
 每周固定1日、晨起空腹口服1粒（70mg）

 200ml温水送服

 服药后30min内保持上半身直立位

利塞膦酸钠 每日空腹口服1粒（5mg）

唑来膦酸（密固达）
 指南推荐的一线治疗药物

 不影响骨折愈合，可增加术后融合率

 提高关键部位骨密度，降低再发骨折风险

 1年1次（5mg）静滴，依从性更好



其他抗骨质疏松药物

降钙素

皮下注射剂/鼻喷剂
鲑鱼/鳗鱼降钙素

有中枢性止痛药效

雷洛昔芬

选择性雌激素受体
调节剂（SERM）
仅用于绝经后妇女

骨质疏松症

特立帕肽

皮下注射剂
人甲状旁腺素
（PTH）片段
促进骨形成

地舒单抗

皮下注射剂
RANKL抑制剂



药物治疗是OP的主要防治措施

骨质疏松症
的防治措施

 基础措施
• 调整生活方式
• 补充钙剂/维生素D

 目前国内常用抗骨质疏松症药物
• 骨吸收抑制剂

• 双膦酸盐（阿仑膦酸钠、唑来膦酸等）
• 降钙素（鳗鱼降钙素类似物、鲑降钙素）
• 雌/孕激素
• SERMs*

• 骨形成促进剂
• 甲状旁腺激素类似物（特立帕肽）

• 其他
• 活性维生素D 及其类似物
• 维生素K 类
• 锶盐（雷奈酸锶）



OP的临床防治困难重重

Yeam CT ，et al. Osteoporos Int. 2018 Dec;29(12):2623-2637. 

经济负担

患者防治意识观念薄弱

合并其他疾病

身心功能低下

治疗效果不理想

对OP抱有错误观念

医疗水平和
公共服务设施欠缺

药物副作用

服药频率高

失败的抗OP治疗史

生活方式不健康（抽烟/饮酒）



中国指南推荐

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中国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杂志.2017.10(5):413-443. 



SUMMARY

骨质疏松 ≠ 缺钙

各种原因导致的骨含量减少
、骨密度下降、骨强度下降
，导致各种病理性骨折，其
中髋部骨折的危害巨大。

老龄化社会形势显露，
2018年数据，65岁以上老
年女性骨质疏松的患病率
高达51.6%。

骨质疏松的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是OP的主要防治
措施，钙+维生素D+抗骨松
药物三者综合治疗，必须坚
持3年以上的长期治疗。

骨质疏松症形势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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