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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骨生物学的研究，近年来在国际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诸如骨组织解剖、成骨细胞、破骨细胞、
骨干细胞、骨基质、骨重建学，骨力学、骨代谢等一系列基础研究均得到深化，并在一些新的领域如
骨遗传学、骨组织工程学、骨三维模型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获得了重要进展。
对骨质疏松症等发病率较高的骨相关疾病的研究，也不仅局限于临床诊断和治疗，而是已经全方位地
对其流行病学、社会学、统计学、营养学、药物学、遗传学、动物模型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生命科学正在迅猛发展，日新月异。
这对我国学者而言，正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我国社会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人口老年化进程的超速演变，为我们提出了众多新的研究课题。
在国家“科教兴国”的大政方针指引下，我国生命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正在努力实现和国际接轨。
但是，在许多领域仍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距。
重视学习并应用世界先进的理论和技术，是我们的迫切任务。
也是加速我们事业发展，启迪原创思维的重要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莘莘学子，满怀振兴中华的激情，出国深造。
他们身在异国他乡，奔波于大洋彼岸，执著追求，艰苦奋斗；他们不忘报效祖国，为祖国科学事业的
发展添砖加瓦，做出非凡贡献。
为了让国内读者了解有关骨生物学基础研究和骨质疏松症临床治疗的最新研究进展，邓红文教授和刘
耀中博士主编了《骨生物学前沿》和《骨质疏松学前沿》，与在国外发行的英文版同步出版，旨在以
系列丛书的形式，将世界前沿的医学成果介绍到中国。
邓红文教授1995年获美国俄勒岗大学生物系遗传学博士学位以及数学系数理统计学硕士学位，后在美
国德克萨斯大学人类遗传学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97－2003年曾任美国克瑞屯大学生物医学系
和骨质疏松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2005年起为美国密苏里一堪萨斯城大学医学院教授。
他目前还是湖南师范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
教授，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
他的研究领域涉及生物进化及数量和分子遗传学，在博士后期间又开始了人类遗传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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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当今骨质疏松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共分十九章，不仅包括骨质疏松症的临床诊断和治疗
，还包括骨质疏松症的流行病学、社会学、统计学、营养学、药物基因组学、遗传学、儿科学、动物
模型以及中医学等方面。
本书兼顾教学性与专业性，每个章节都以相当的篇幅介绍所涉及专题的背景知识，力求使专业外的读
者对相关专题也能获得整体上的把握。
同时着重对每个专题的最新进展进行深入的讨论，使专业内读者深刻了解相关专业的最新发展方向。
读者对象主要为骨质疏松症的基础和临床专业研究人员，也对从事其他复杂疾病的研究人员有很好的
指导作用。
该书内容广泛、信息丰富，对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医学、生物学等专业的师生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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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Riggs等学者曾经建议用一个统一的模型来解释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症的发病机制。
型（绝经后）骨质疏松症，主要与绝经有关，其特征是绝经后早期阶段，由雌激素缺乏引起的松质骨
量的加速流失并伴随脊椎骨折的发生；Ⅱ型（老年性）骨质疏松，其特征是与老年有关的缓慢骨丢失
，主要发生在皮质骨，与髋部骨折的发生有关。
支持这一概念的证据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观察结果：骨折发生的类型及其起始年龄的不同，皮质骨
和松质骨骨丢失方式和程度的不同，以及导致皮质骨和松质骨骨丢失的不同病理生理学机制。
虽然这一模型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是它没有考虑到低峰值骨量在骨脆性骨折发生机制中所起的
作用。
3.5.1与生长有关的机制骨质疏松症起源于生长期的概念主要是基于对白人妇女的研究结果，对亚洲妇
女还缺乏足够的研究。
对白人妇女的研究结果提示，低峰值骨量和随后发生的绝经后骨丢失，对老年女性骨量减少的贡献是
等同的，即老年人骨量减少的程度，低峰值骨量和骨丢失各占一半。
双胞胎和家系研究的结果表明，骨量、骨大小和骨结构的生长发育受遗传因素的影响很大。
母女配对的家系研究结果证实，母亲的骨量和其女儿的骨量具有正相关关系。
另外，生长期骨量和骨大小的发育也具有时效跟踪性，即在生长的早期阶段，某一个体的骨量或骨大
小在群体中所处的位置，经过若干年的生长期后，骨量或骨大小在群体中所处的位置仍保持在同一水
平。
对骨折病人的家系研究结果也证实，患有脊椎骨折或髋部骨折的绝经后妇女，其绝经前的成年女儿也
具有较低的BMD。
目前也有文献报道，骨质疏松性骨折病人具有明显的家族史，提示骨折的发生可能也受遗传因素的控
制。
另外，也有一些证据表明，骨脆性骨折发病率的性别差异可能也起源于生长期。
虽然上述这些研究都是间接的证据，但是，这些研究结果提示骨脆性的发生和生长之间可能的确存在
着一些因果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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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骨质疏松学前沿(精)》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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