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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骨代谢生化标志物动态监测对老年股骨近端骨折延迟愈合的预测价值(方法
"

选取

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股骨近端骨折正常愈合'延迟愈合老年患者各
>:

例!分别作为对照组与

观察组!测定并比较两组骨折后
&:O

!

*

'

:

'

'

'

*&

周的血清骨生化代谢标志物+骨钙素"

SQC

$'

&

型胶原氨基端前

肽"

C

&

NC

$'碱性磷酸酶"

?GC

$'胰岛素生长因子
*

"

%QW,*

$,水平(结果
"

观察组骨折后
'

周血清
SQC

水平高

于对照组!

C

&

NC

'

%QW,*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

%

"6">

$#观察组骨折后
*&

周
SQC

'

C

&

NC

'

?GC

'

%QW,*

与骨折后
&:O

的比值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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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

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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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SQC

'

C

&

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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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

等骨生化代谢标志物检测对老年股骨近端骨折延迟愈合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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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I]<.V1ILVL.71YLI<

"

H

%

"6">

$

6EO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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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折延迟愈合即正常愈合时间内未愈合!

_

线上

存在明显骨折线!无明显或少骨痂形成"骨折延迟愈

合除了使患者恢复时间延长外!还会增加患者痛苦!

影响其生活质量!部分患者可能需要二次手术&

*

'

"以

往对骨折延迟愈合的研究偏向于对物理因素的研究!

而关于生化指标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少"近年来的相

关研究发现!血清$微循环及骨代谢指标对骨折愈合

均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

'

"其中骨代谢指标多用

于骨质疏松症诊断及中老年人骨折预测&

>,(

'

!而关于

其预测股骨近段骨折延迟愈合的相关报道基本没有"

因此!本研究将延迟愈合患者与正常愈合患者进行了

比较!旨在探讨骨生化代谢标志物&骨钙素(

SQC

)$

&

型胶原氨基端前肽(

C

&

NC

)$碱性磷酸酶(

?GC

)$胰

岛素生长因子
*

(

%QW,*

)'动态监测对老年股骨近端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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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延迟愈合的预测价值!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6$

"

一般资料
"

将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

收治的老年骨折延迟愈合患者
>:

例纳入研究并作为

观察组"纳入标准%(

*

)经影像学$手术确诊为股骨近

端骨折#(

&

)年龄
("

"

'"

岁#(

)

)经临床$

_

线确诊为

延迟愈合#(

:

)术后
(

个月内均有随访#(

>

)配合完成

相关检查!资料完整"排除标准%(

*

)病理性骨折$近

期有骨折史#(

&

)近期有激素类药物$维生素
D

等补充

剂干预史#(

)

)酒精依赖者$甲状腺功能异常者#(

:

)合

并颅脑外伤$多个肢体骨折者#(

>

)不符合纳入标准

者"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6&>h)6*(

)岁#

体质量指数(

SF%

)为(

&&6&"h&6*)

)

]

4

*

-

&

#

?B

分

型%

?

型
**

例!

S

型
&;

例!

$

型
*(

例#受伤原因%摔伤

)"

例!交通事故
*:

例!高处坠落
:

例!砸伤
(

例"另

外!选取同期收治的老年股骨近端骨折正常愈合患者

>:

例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6*)h:6&>

)岁#

SF%

平均(

&&6):h&6)"

)

]

4

*

-

&

#

?B

分型%

?

型
*:

例!

S

型
&)

例!

$

型
*;

例"对比两

组上述一般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H

$

"6">

)"所

有患者或其家属均签订知情同意书"

$6%

"

方法
"

分别于骨折后
&:O

$

*

周$

:

周$

'

周$

*&

周清晨空腹抽取两组患者外周静脉血
>-G

!以
)>""

L

*

-/2

转速离心
*"-/2

!提取上清液后保存于
A'"d

冰箱中!待测"通过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

(

+G%#?

)测定血清
SQC

$

C

&

NC

$

?GC

$

%QW,*

水平!

相关试剂盒均由上海润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严

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采用不同时间点(除骨折

后
&:O

)骨生化代谢指标的比值来反映这些指标水平

增长的情况!骨生化代谢指标的比值
e

不同时间点的

检测值*骨折后
&:O

检测值"

$6&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C##&"6"

统计软件处理数

据!计量资料以
Rh(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不同

时间点骨生化代谢标志物水平行重复测量数据方差

分析"

H

%

"6">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6$

"

两组不同时间点骨生化代谢标志物变化情况
"

观察组骨折后
:

$

'

$

*&

周血清
SQC

水平均高于对照

组!

%QW,*

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H

%

"6">

)#观察组骨折后
'

$

*&

周
C

&

NC

水平均小

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

%

"6">

)#两组骨折

不同时间点
?GC

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H

$

"6">

)"见表
*

"

表
*

""

两组不同时间点相关骨生化代谢指标比较$

Rh(

%

组别
+

骨折后时间
SQC

(

2

4

*

-G

)

C

&

NC

(

2

4

*

-G

)

?GC

(

$

4

*

G

)

%QW,*

(

2

4

*

-G

)

观察组
>: &:O *(6:"h:6!& *'6!>h&6)( *)6)(h>6(' &&)6*:h*&6)"

*

周
**6!:h)6>" *!6"!h&6*> *)6!:h>6'! &):6('h*>6(:

:

周
&*6'&h:6>'

#

&&6&"h)6(' *>6>'h>6!: &':6(;h*>6)&

#

'

周
&>6*(h:6*"

#

&>6:;h)6;:

#

*;6>*h>6(; )&>6)>h*>6("

#

*&

周
&'6):h)6!)

#

&'6&!h:6>;

#

*(6:)h>6:& ):>6;!h)"6""

#

对照组
>: &:O *(6"&h>6)( *!6""h&6*' *:6)(h>6>: &&:6)(h*)6":

*

周
**6;&h:6>" *!6**h&6*( *>6)'h>6&" &)'6*(h*(6":

:

周
*!6!>h:6*& &)6*(h&6>' *;6**h>6*( )""6"*h*(6>;

'

周
&&6*!h:6"> &;6;"h:6"> *;6)"h:6!" )')6>!h*;6'"

*&

周
&)6;:h:6&) )>6"!h>6'" *:6('h>6:) :">6*(h&&6;(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H

%

"6">

表
&

""

不同时间点骨生化代谢指标与骨折后
&:O

的比值及比较$

Rh(

%

组别
+

骨折后时间
SQC

比值
C

&

NC

比值
?GC

比值
%QW,*

比值

观察组
>: *

周
"6;)h"6*> *6"*h"6&) *6":h"6&" *6">h"6&(

:

周
*6))h"6): *6*;h"6)" *6*;h"6&' *6&'h"6)"

'

周
*6>)h"6)( *6)>h"6): *6)&h"6)* *6:(h"6);

#

*&

周
*6;:h"6:)

#

*6>"h"6:"

#

*6&)h"6)"

#

*6>>h"6)&

#

对照组
>: *

周
"6;)h"6*; *6""h"6&> *6";h"6&& *6"(h"6&'

:

周
*6&>h"6)( *6&&h"6:* *6*!h"6): *6))h"6&!

'

周
*6:"h"6)' *6::h"6:) *6&*h"6)> *6;"h"6):

*&

周
*6:;h"6:> *6'(h"6)! *6"&h"6&> *6'&h"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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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两组骨生化代谢指标增长情况的比较
"

观察组

骨折后
*&

周
SQC

$

?GC

与骨折后
&:O

的比值高于对

照组!

C

&

NC

$

%QW,*

的比值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H

%

"6">

)#观察组骨折后
'

周
%QW,*

的比

值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6">

)"见

表
&

"

&

"

讨
""

论

""

骨折延迟愈合原因多且复杂!血供$微循环$骨代

谢等均与其相关"其中骨量形成$骨吸收$骨转换等

生理过程在骨折愈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

"为此研

究骨生化代谢标志物与骨折延迟愈合的关系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临床常见的骨生化代谢标志物包括
SQC

$

C

&

NC

$

?GC

$

%QW,*

等!其中
SQC

可以有效反映骨吸

收转换情况#

C

&

NC

主要反映骨形成的情况!敏感度

及特异度均较高#

?GC

在骨折修复过程中有重要作

用!主要用于反映骨钙化情况#

%QW,*

是骨生长刺激因

子!能有效促进骨折愈合"具体来说!血清
SQC

源于

骨与牙!对成人来说基本源于骨细胞!实质是肝外维

生素
P

依赖性蛋白质"对青春期来说!机体
SQC

水

平与骨发育呈正相关!但对成人来说!血清
SQC

水平

会随着年龄增加而逐渐下降"由此可见!

SQC

特异度

较高!其水平可以较好地反映机体骨形成的状态!为

骨形成的敏感指标之一&

!

'

"高长城等&

*"

'研究发现!相

比骨折正常愈合患者!骨折延迟愈合患者血清
SQC

水平明显增高"本研究显示!相较于骨折正常愈合患

者!骨折延迟愈合患者骨折后
:

$

'

$

*&

周血清
SQC

水

平均明显增高!而且血清
SQC

水平在骨折后
*

周比

&:O

时先下降!后持续上升"这提示骨折延迟愈合患

者骨形成在第
'

"

*&

周比正常愈合者活跃!同时表

明!若骨吸收比骨形成大!易导致骨折延迟愈合"

C

&

NC

为
&

型胶原交联总
N

端交联物及末端肽!经由吡

啶啉$脱氧吡啶啉对低分子肽$链末端肽连接"有研

究发现!相较于正常骨愈合患者!萎缩性骨不连患者
*

周内
C

&

NC

上升!随后下降&

**

'

"本研究显示!血清

C

&

NC

呈现逐渐上升特点!且骨折延迟愈合患者骨折

后
'

周$

*&

周血清
C

&

NC

水平比正常愈合者低!与朱

振标等&

*&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这提示骨折延迟愈

合患者骨形成能力相对较弱"

?GC

主要由成骨细胞产生!组织特异性强!而时

间变异性小!被认为是反映骨形成$成骨细胞活性的

敏感$特异指标之一"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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