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报道

A062024年10月19日 星期六 责编/董富勇 高凯 审读/刘云祥 美编/周斌

在路上走着走着，胸口一阵剧痛，竟然是胸椎骨折了；在阳台晒
个被子，突然感觉腰部疼痛，原来是腰椎骨折了……这些听起来似乎
匪夷所思的骨折，常在老年人身上发生，都是因为骨质疏松导致的一
种特别的骨折——脆性骨折。一些高龄老人往往在遭遇髋部骨折后
从此卧床不起，因此这种骨折也被称为“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

10月20日是世界骨质疏松日，今年的主题是“对脆弱的骨骼说
不”。记者从宁波市骨质疏松防治临床指导中心了解到，我国50岁
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患病率接近20%，在65岁以上人群中的患病
率超过30%。尽管骨质疏松症的发病率如此之高，但很多人并不
了解这种疾病。专家提醒，骨质疏松症危害不小，预防刻不容缓。

晒个被子竟然会骨折，这听起
来可能有些荒诞，但却真实发生在
今年66岁的王女士身上。几个月
前，她在阳台上晒被子，腰部用力
时突然感觉腰背部一阵剧烈酸痛，
她以为自己把腰扭伤了，在家卧床
休息，但怎么都好不了。这之后，
她去做了理疗，也做了中医针灸治
疗，但疼痛缓解不明显，严重影响
日常生活。

2个月后，疼痛难忍的王女士来
到宁波市第二医院就诊，腰椎磁共
振检查结果显示“腰1椎体压缩性
骨折”，医生还看得出她的第4节腰
椎也有陈旧性的骨折存在，这说明
她在此次腰椎骨折之前就已经存在
骨折，并没有来就诊。

经过诊断，医生判断王女士患
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症，两次骨折都
是因为骨质疏松导致的脆性骨折。

“骨质疏松症患者的骨头就像被白
蚁蛀空的木头，一点点外力就会导
致骨折，所以这类骨折也被称为脆
性骨折。”宁波市第二医院肾内科主
任医师、宁波市骨质疏松防治临床
指导中心常务副主任费锦萍介绍，

王女士住院后，骨科医生为她做了
椎体“骨水泥”手术，术后她在骨质
疏松科门诊继续接受抗骨质疏松药
物治疗。经过半年治疗，她没有再
发生骨折。

同样遭遇离奇骨折的，还有一
位75岁的女患者，她每天晚饭后都
有和老伴一起散步的习惯。有一天
傍晚，老人散步时突然腰背部咯噔
一下，当时剧烈的疼痛使得她站着
不能迈步，立即被家人送到医院急
诊。检查发现，老人第二节腰椎出
现了压缩性骨折。之后的骨密度测
试显示，老人同样患有骨质疏松症。

“我平时一直有吃钙片的习惯，
为什么还会骨质疏松？”老人很疑
惑。费锦萍介绍，补钙确实是骨质
疏松症的基础补充，但如果不同步
补充维生素D会影响钙的吸收，同
时还需要抗骨质疏松药物的治疗。
此外缺乏运动、药物影响等，也可能
导致骨质疏松。对于老年人来说，
跌倒或创伤是骨折的主要原因。但
有骨质疏松症的老年人，咳嗽、打喷
嚏、搬个高压锅、晒衣服、转身等都
可能发生骨折。

专家介绍，骨质疏松症是一种
全身性、代谢性骨骼系统疾病，以骨
量低下、骨微结构破坏导致骨脆性
增加、强度下降等为主要特征，女性
高发。

全国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调查
显示，5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患
病 率 为 19.2% ，在 女 性 中 占 比
32.1%，男性为6.9%；65岁以上人群
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32%，在女性
中占比51.6%，男性为10.7%。根据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资料估
算，目前我国骨质疏松症患病人数

约为9000万，其中女性为7000万。
“骨质疏松性骨折（也称脆性骨

折）是骨质疏松症最常见、最严重的
并发症，是老年患者致残和致死的主
要原因之一。”费锦萍介绍，统计数据
显示，年龄超过50岁的女性一生遭
受一次或更多次椎体骨折的占30％，
而男性虽然患病率较女性低，但老年男
性一旦发生股骨颈骨折，其死亡率大大
高于女性。髋部骨折病人一年后，死亡
率20%，致残率近50%。有统计数据
显示，每年我国治疗髋部骨折的经费
达200亿元人民币。

虽然骨质疏松症的发病率并
不低，但存在低知晓率、低诊断率、
低治疗率等问题。统计数据显示，
公众对骨质疏松症的知晓率及诊
断率分别仅为7.4%和6.4%；甚至
在脆性骨折发生后，骨质疏松症的
治疗率也仅为30%。

“每天有大量的骨质疏松症患
者走入医院，患者往往根据自己的
感受来寻求各个学科的帮助，有疼
痛就找疼痛科、风湿科，骨折了看
骨科。但各个专科对于骨质疏松
的诊治不够全面，导致骨质疏松症
患者误诊漏诊率极高，很多继发性
骨质疏松或者骨病患者得不到满
意的诊断，患者往往得不到系统和
规范化的治疗。”费锦萍介绍，为了
扭转骨质疏松专业人才严重缺乏
的局面，自2018年以来，宁波市骨

质疏松防治临床指导中心依托宁
波市第二医院专家团队，组建全市
骨质疏松相关专业专家，多措并举
进行人才培养，开展线上线下培
训，累计培训2000多人次，有300
多位医生通过考试获得了专业证
书，成为了市内各家医院的骨质疏
松防治人才。这些骨干人员在本
单位开设骨质疏松门诊或者将骨
质疏松纳入慢病一体化门诊，目前
已覆盖20多家基层医疗机构。

与此同时，宁波市骨质疏松防
治临床指导中心还持续深入社区，
指导社区医生开展骨质疏松筛查，
到2023年12月底累计筛查79628
人次，发现骨质疏松高危61993人
次。其中2023年一整年，22家基
层医院完成了骨质疏松筛查4万余
例，确诊1487例，确诊率4.12%。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预
防骨质疏松？费锦萍介绍，通过对
宁波45家社区卫生院早筛调查发
现，无摄入奶制品（65.64%）和缺乏
运动（40.94%）是常见危害骨骼的
不健康生活方式。

要想预防骨质疏松，建议大家
加强营养，均衡膳食，摄入富含钙
的食物。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
考摄入量建议，50岁以上人群推
进每日摄入元素钙为 1000mg~
1200mg，尽可能通过膳食摄入充
足的钙，推荐首位就是奶制品。当
通过饮食无法获得足够的钙时，可

使用适量的钙剂补充。还要保持
充足的日照或选择额外补充维生
素D，维生素D不仅对骨骼肌肉的
健康至关重要，还在人体免疫功
能、预防肿瘤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

此外，规律运动对骨骼有帮
助，如散步、慢跑、太极、瑜伽、跳舞
等。戒烟、限酒、避免过量饮用咖
啡及碳酸饮料。尽量避免或少用
影响骨骼的药物。

费锦萍还建议，50岁以上人群
要了解骨质疏松症，每年进行骨量
筛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宁波市骨质疏松防治临床指导
中心将于 10 月 22 日上午 9 点，在宁
波市第二医院7号楼2楼康复大厅门
口举办世界骨松日义诊活动。届时，
现场除了有骨质疏松相关专家与您
进行面对面咨询，还有免费超声骨密
度筛查、答疑活动和科普资料的发
放。建议参与的市民带上相关检查
资料与医保卡。

此外，宁波市
骨质疏松防治临床
指导中心还制作了
一份骨质疏松风险
评估问卷，用手机微信扫描下方二维
码，即可进行答题，如果您自测有骨
质疏松风险，建议到各医院的骨质疏
松防治门诊去就诊。

记者 孙美星 文/摄

打个喷嚏、晒个被子

就骨折了？
打造骨质疏松防治体系
这个中心动员各界力量
“对脆弱的骨骼说不”

晒个被子，她竟然骨折了

女性比男性更易发生骨质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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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发病率高但知晓率低

这两个习惯最危害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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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世界骨松日义诊请您参加

▲ 宁波市骨质疏松防治临床指导
中心举办的骨健康公益宣传教育活动
上，与会专家合影。▲

费锦萍主任在坐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