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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骨密度$4")+G%)+,'(E+)#%&0#UKV%是反映骨内矿物质的沉积水平#评价儿童生长发育(营养状

况及骨骼健康的一项重要指标' 该文对超声骨密度检测技术在评价新生儿骨骼发育中的应用研究概况进行

综述#旨在为促进儿童的骨骼健康发育#预防儿童期骨疾病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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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成长是一个生长发育的过程#在婴幼儿

期骨骼增长迅速#骨量累积#是骨骼发育的第一个高

峰期#也是人一生中骨量累积的关键时期#此期骨密

度$4")+G%)+,'(E+)#%&0#UKV%的持续增长决定着成

年骨量峰值' UKV代表着骨内矿物质的沉积水平#

是评价儿童骨骼健康及生长发育的一项重要指标'

骨矿量不足表现为骨量减少#骨组织微结构的退化

改变#如果骨矿含量持续落后#将很大程度地影响儿

童最终身高#且容易并发骨质疏松(骨骼畸形及骨折

等疾病' UKV降低是骨折的主要原因#脊柱(股骨

颈和腕部是骨质疏松好发部位#骨折的发生将会极

大加重家庭负担和消耗医疗资源' 因而测定儿童

UKV#尤其是新生儿#对促进骨骼健康发育#是至关

重要的' 定量超声$T.')&%&'&%F+.(&,'#".)E#_̀ Q%测

定UKV是是利用超声对物质密度(结构及材料的特

征表现来评价骨的质量#是目前唯一种经济(便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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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无创伤(无放射的检测方式#不仅可以反映骨量#

而且可以反映骨的弹性结构和骨质性能#可作为定

期监测并评估儿童骨骼健康的有效方式'

:6新生儿骨密度测定的研究现状

:;:6评价新生儿骨密度技术6UKV是骨骼强度的

主要指标#是骨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婴幼儿期的骨

折(骨骼脆弱及老年后的骨质疏松都与新生儿期骨

密度息息相关' 文献报道#新生儿期骨营养状况决

定着后期骨骼的发育#是人体骨的整个生长发育过

程的重要时期!9"

#据统计#新生儿期骨病的儿童#其

> a97 岁时身高普遍低于正常儿童!7"

#因此早期行

UKV测量了解骨状况#必要时早期干预#对促进儿

童健康成长尤其重要' 目前常用评价新生儿 UKV

的方法有以下几种&$9%生物化学标记物的检测)

$7%激素水平分析)$;%影像学' 其中影像学是UKV

测量的较好方法!;"

' 临床上常用的影像学方法是

双能b线吸收法#是成人和青少年 UKV测量的金

标准!:"

' 然而#双能b线吸收法需采用特殊的b线

设备#体积庞大#不易搬动#不适合床边新生儿的检

测#而且因其辐射大可增加诱发癌变(畸变的潜在危

险#因而并不能推广应用于新生儿!O"

' 近年来#_̀ Q

检测技术得到了快速地发展#超声骨密度测定仪由

于其自身诸多的优点#如无放射性(无创伤性(准确

度高(操作简便(检查结果快捷#自进入临床以来#很

快得到各学科的普遍认可和广泛应用!<"

' _̀ Q 采

用目前世界上最安全(舒适的测量方式#利用超声波

测定新生儿 UKV#将 UKV测量值与标准数据进行

比较#不仅可反映骨的质量(骨的弹性结构及性能#

而且对骨质情况及骨发育的生物力学因素作出可靠

的评价#并用于儿童骨骼健康评估的监测' 该方法

能较好地反映婴幼儿骨骼及人体钙营养的状况#尤

其适用于新生儿及婴幼儿#在 _̀ Q 监测并及时干预

下能有效预防骨量减少!N"

' _̀ Q 是一种在新生儿

骨密度早期筛查及儿童骨骼增长纵向评估的有效手

段!P"

#其可根据胎龄(重量和长度检测出骨矿物质

含量的细微差异#但其对骨密度的测量受骨质的影

响#而骨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目前该骨密度测

量方法更适用于小年龄段儿童!>"

' 与双能 b线吸

收法和定量c-相比#_̀ Q测量 UKV具有检查费用

较低(便携(操作简便#而且不受体型和骨骼形态大

小影响等优点#并且无辐射#可完全避免b线的致癌(

致畸副作用#从而 _̀ Q能广泛应用于评估儿童骨骼健

康发育'

:;<6超声骨密度技术在新生儿应用的可行性?_̀ Q

的基本原理是利用超声在媒体中速度及声辐衰减的

特性等对骨组织进行数量和质量估计' 超声波通过

骨组织时#由于骨组织对超声波进行吸收#使其速度

和能量均发生了衰减' 目前对临床研究中最常用的

评估值为超声在媒体中速度#最近已有部分使用超

声在媒体中的速度评价新生儿骨密度的文献报道'

文献认为 _̀ Q测量UKV在临床儿科中具有很高的

应用价值#适用于新生儿骨状况的研究#并可对新生

儿骨病作早期诊断#从而有效地预防儿童期佝偻病

及老年骨质疏松等!98"

' 廖祥澎等!99"使用 _̀ Q 对

9ON 名新生儿进行出生时胫骨声波速度测量#得出

了 _̀ Q适用于新生儿骨状况的研究结论)并获取了

新生儿UKV值的资料' 赵琳等!97"将 _̀ Q 应用到

新生儿骨状况的研究#对新生儿病房收治 dN E 的

早产儿采用 _̀ Q#选择胫骨中 9Z; 段内侧面测量声

波在该骨组织中走行速度#其结果显示 _̀ Q 可用于

早产儿骨量的评价' 刘强等!9;"应用 _̀ Q 技术对早

产儿骨发育进行了前瞻性队列研究#得出 _̀ Q 可以

准确评价胎儿骨营养状态' 综上#_̀ Q 是目前最适

用于新生儿UKV测量的方式'

<6新生儿骨密度及其影响因素

<;:6新生儿骨密度的影响因素6近几年来#随着人

们生活的改善及新生儿诊疗技术的提高#新生儿的

出生率及存活率日益上升#随之而来的是新生儿代

谢性骨病的增多#因而新生儿骨骼的发育日益受到

儿科医务人员的重点关注' UKV能够敏感反映人

体钙含量情况#反映骨量的多少#是评价骨骼强度的

主要指标' 新生儿早期骨营养状况将影响人体骨的

整个生长发育过程' 儿童时期充足的 c'摄入会增

加骨密度#减少骨质疏松的风险!9:"

' 近几年来#新

生儿UKV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日益兴起并在国内

外广泛开展#采用 _̀ Q对婴儿出生时骨状况的研究

取得了新生儿期骨测量声波传导速度值的资料!99#9O"

'

李霞等!9<"对 8 a; 个月新生儿 UKV影响因素进行

调查#发现了影响 UKV的因素有&$9%不同的喂养

方式#母乳喂养的新生儿UKV异常率低于吸吮牛奶

的)$7%哺乳期产妇饮食状况#合理的膳食#可以保

证乳汁中钙的含量)$;%产妇及新生儿钙剂补充'

钙主要贮存在人体骨组织中#当人体缺钙时#首先累

及的器官便是骨骼' 当人体内吸收钙和排泄钙持平

时即为钙平衡#机体钙平衡主要由钙的摄入水平决

定#生长期低钙可影响成人身高(骨量峰值和 UKV'

有研究证明无论在新生儿期还是婴幼儿期#血清钙

含量低者经适当补钙后UKV会明显增加#而血清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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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者补钙后UKV无明显改变' 对于生命前期而

言#足够钙摄入能够获得最佳峰值骨量#减少年老时

患骨质疏松症和降低骨折的发生率' 在青春期以

前#钙剂的补充对促进骨骼和身高的增长有促进作

用#但在青春期补钙作用不如青春期以前明显' 补

钙后增强了骨质#有效增加骨矿物质的沉积#因此#

补钙最好在儿童时期!9N"

' 张海霞等!9P"以新生儿出

生体重(胎龄及血微量元素为自变量因素#UKV为

因变量因素进行研究#发现出生体重(胎龄及血清

钙(铜含量对其 UKV有一定的影响' 闫晋仙!9>"在

UKV影响因素分析研究中#发现母孕期营养好#婴

幼儿UKV水平也相对较高)适当的日晒时间有利于

钙的吸收#因而可提高婴幼儿 UKV)此外#UKV也

与维生素V的补充及生长发育速度都有着密切的

关系' 曾国章等!78"在使用 _̀ Q 对早产儿与足月儿

UKV测定结果分析及干预研究中#发现新生儿UKV

与胎龄呈正相关#这是因为新生儿 P8f的骨量是在

怀孕后期从母体获得' 因而预防早产能促进新生儿

骨健康' 目前胎龄是影响新生儿 UKV的重要因素

已然达成共识#然而#出生体重对新生儿 UKV的影

响尚存在争议' 因为胎龄越小的新生儿通常伴随着

低体重#有学者对可能影响新生儿骨密度的众多因

素#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发现#新生儿出生体重并非影

响骨密度的重要因素' 此外#当人体活动时#骨骼将

不断适应肌肉收缩的强度#在肌肉质量或力量增加

的同时#为满足机体活动需要#骨骼强度也会随之增

加#通过机体调节更好地满足儿童骨骼的正常生长

和维持骨的强度#获取更高的骨峰值' 丰富的肌肉

与适度的体力活动亦可以增加UKV#促进骨骼的发

育!79"

' 青春期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高的骨矿物质

密度#关于性激素会不会影响骨密度的问题#国外学

者以实验动物为模型做了研究#证实了雌激素通过

骨细胞上的激素受体作用于骨组织#影响着 UKV#

性激素在儿童生长和骨骼发育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

色!77#7;"

' 人类疾病多是环境因素与基因共同作用

的结果#两者相互影响#相辅相成' 一个人接触环境

有害因素后是否致病#不仅决定于环境致病因素是

否会引起生物体基因表达的改变#以及不同的细胞(

组织(器官对环境因素反应的复杂调控过程#而且更

重要的是决定于自身的基因' 目前基因也越来越受

到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 文献报道#影响我们UKV

的基因位点有&cDRV9(gh̀K3;(WUL3b9(QDU-(和

-UD@7

!7:"

#研究结果发现以上基因与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向成骨分化过程有关#并且这些基因共同位于

蛋白质生物合成的基因通路中' 另有研究结果表

明#在不同的骨骼部位#UKV是由共同的(特定的遗

传和环境共同作用而成!7O"

' 通过在不同的骨骼基

因位点表达以实现这些差异#因而不难理解UKV在

不同骨骼部位的不一致及人体的个体差异' 新生儿

的UKV受诸多因素影响#如母孕期营养(生长发育

速度(胎龄(性别及钙剂补充等#同时受自身基因的

表达调控'

<;<6高危新生儿骨密度的研究6目前对骨密度的

研究#已逐渐深入到了有高危因素的新生儿#如早产

儿(肥胖新生儿(脑瘫新生儿及高危孕母的新生儿'

人体骨骼系统从发生到成熟需经历一个漫长的动态

持续过程#从胚胎早期开始直到成年期' 妊娠后期

是胎儿从母体胎盘获得较多骨量的时期#约占 P8f)

在孕约 ;O 周时#此时胎儿骨量增加迅速#而到足月

生产前期时#胎儿从母体获得的钙磷逐渐减少#因

此#胎龄较大的新生儿往往 UKV也较高#后期的骨

骼发育一般也会更健康' 早产儿 UKV显著低于足

月儿#同胎龄的低出生体重儿UKV亦低于正常出生

体重儿!7<"

' 早产和低出生体重是发生低UKV的因

素#早产儿体内骨矿物质较足月儿储备少#存在着不

同程度的低 UKV#而增加代谢性骨病的发病风险'

预防早产和减少低出生体重儿的出生#可以有效提

高新生儿平均UKV' 研究表明#早产儿早期静脉摄

入钙 NO GCZ/C*E和磷 :: GCZ/C*E将有助于预防

早产儿短期骨强度下降!7N"

' 此外#王涛涛等!7P"在

UKV测定对脑瘫患儿的随访研究中#发现脑瘫高危

儿存在不同程度的UKV异常' 王凌飞!7>"在肥胖新

生儿UKV的变化研究中#发现肥胖患儿 UKV水平

明显低于正常儿童' 妊娠期糖尿病$C+#&'&%")'(E%'H

4+&+#G+((%&.##5VK%母亲由于饮食受限制#往往矿

物质摄取不足#从而导致胎儿从胎盘获取矿物质减

少#直接影响胎儿骨形成#使出生的新生儿骨矿含量

低' 然而#对于 5VK母亲新生儿 UKV的研究#目

前国内尚未有相关文献报道#有研究表明#5VK母

亲血清钙虽然大多能维持在正常范围内#但仍普遍

低于健康孕母!;8"

' 由于糖代谢异常#5VK母亲孕

期高血糖透过胎盘导致宫内血糖升高#促进胎儿糖

原转化及蛋白质的合成#并阻止脂肪分解#使得胎儿

生长过快#因而 5VK母亲生产巨大儿的发生率较

高' 相关数据表明#5VK母亲新生儿平均出生体重为

$;XP>i9X79%/C明显高于正常新生儿$;X9; i9X;8%/C

!;7"

'

组成骨量的骨矿物质主要成分是钙#增加母亲怀孕

期补钙情况$钙剂摄入(牛奶摄入及日照时间%可显

*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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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增加新生儿 UKV#母孕期血钙情况是新生 UKV

的重要影响因素#这在众学者中已达成共识' 5VK

母亲新生儿出生体重及母孕期血钙情况#这两者因

素均有可能影响其新生儿的UKV' 然而#目前国内

对于5VK母亲新生儿的 UKV研究尚处于空白期#

因而对该研究将是学者们未来的研究热点#这对建

立5VK母亲新生儿出生时 UKV值的资料库#了解

其骨强度#促进儿童的骨骼健康发育#预防儿童期佝

偻病(骨质疏松及骨折有着重要的意义'

=6早期干预骨密度异常新生儿的临床价值

测定新生儿UKV后#发现异常者#应尽早干预#

对新生儿UKV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有效地指导预

防及诊治UKV异常者' 曾国章等!78"通过对早产儿

予维生素VP88.ZE及碳酸钙 NO GCZE 治疗#干预后

UKV测定值明显增加' 目前 5VK母亲新生儿的

UKV研究尚处于空白期#对其研究将成为儿科专业

的热点趋势#因此#通过对影响UKV因素及UKV异

常新生儿干预后的研究#指导 5VK母亲加强孕期

保健#预防早产#倡导 5VK母亲新生儿母乳喂养#

合理补充钙(磷和维生素 V等营养素#增加被动运

动#保障5VK母亲新生儿的正常骨代谢#对促进儿

童的骨骼健康发育有着重要意义'

>6结语

_̀ Q 骨密度技术是目前最适宜用于新生儿

UKV的监测手段' 近年来#采用 _̀ Q 对新生儿

UKV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成为新生儿科研究的一

个重要内容' 然而#就 5VK母亲新生儿 UKV研究

而言#目前#国内尚未有相关的报道' 5VK母亲新

生儿UKV测定尚有多方面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

究和探索#例如 5VK母亲新生儿 UKV状况(5VK

母亲新生儿的 UKV与出生体重的关系(早期干预

UKV异常新生儿的疗效观察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将为促进5VK母亲新生儿的骨骼健康发育提供科

学的临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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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慢性肾脏病全球发病率逐年攀升#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健康问题#慢性肾脏病$6!,")%6/H

%E)+0E%#+'#+#cAV%患者有较高发生认知功能障碍$6"C)%&%F+%G$'%,G+)&#cg%的风险#二者的关系受到国内外学

者重视' cg是健康老化与痴呆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早期诊断率低#预后差#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严重负

担' 该文就cAV患者cg的研究概况作一综述'

??!关键词"?慢性肾脏病)?认知功能障碍)?发病学

??!中图分类号"?W<>7?!文献标识码"?Y?!文章编号"?9<N: =;P8<#789P$8: =8:8> =8:

??E"%%982;><>Z[2%##)29<N: =;P8<2789P28:27>

?%&%."0@4"#$"%&&#'0#$,/(/2%/54./"5%,(/,4.(/%,(&9/(@0@"#,/03/*,%+ */&%.&%6$/#D&*,E'1*# D/#$

>'&3$61;.10&F<A882# G8.H'1*+ %&;'<12C822&+&I86#10'8*12'0'&=# $.1*+-'O;;888# CA'*1

??!71&(".0("?-!+%)6%E+)6+"I6!,")%6/%E)+0E%#+'#+$cAV% %#%)6,+'#%)CC("4'((00+',400+',# ')E cAV!'#

4+6"G+'C("4'($.4(%6!+'(&! $,"4(+G2W+#+',6!+#"I"F+,#+'#')E E"G+#&%6#6!"(',#%)E%6'&+&!'&&!+$'&%+)&#\%&!

cAV!'F+!%C!+,,%#/ "I6"C)%&%F+%G$'%,G+)&$cg%2cg%#'&,')#%&%")'($!'#+4+&\++) !+'(&!0'C%)C')E E+G+)&%'#

\%&! '("\,'&+"I+',(0E%'C)"#%#')E $"",$,"C)"#%#2g&C%F+#&!+I'G%(0')E #"6%+&0'!+'F04.,E+)2*+,+F%+\&!+

,+#+',6! $,"C,+##"I6"C)%&%F+%G$'%,G+)&%) &!+$'&%+)&#\%&! cAV%) &!%#$'$+,2

??!8%+ 9#"*&"?c!,")%6/%E)+0E%#+'#+)?c"C)%&%F+%G$'%,G+)&)?R&%"("C0

*>8:*

??中国临床新医学?789P 年?: 月?第 99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