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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中药组方治疗糖尿病药理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方法：查阅近年来有关中药组方治疗糖尿病药理研究文献，
并对其分析整理。结果及结论：目前中药组方治疗糖尿病药理作用机制：１）通过保护胰岛 β细胞，增加胰岛素受体数目，
促进胰岛素受体相关蛋白表达和胰岛素分泌；２）激活糖代谢的相关酶，促使周围组织及靶器官对糖的利用；３）清除自由基
及抗脂质过氧化过程作用；４）治疗肾脏、视网膜病变等糖尿病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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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是以血糖增高和糖尿为特点的代谢性疾
病，多由于胰岛素分泌功能缺陷或其他作用障碍引

起的，易导致机体糖、脂肪、蛋白质等代谢紊乱，严重

时将导致肾、眼、心血管及神经等多脏器、多系统损

害。近年来，糖尿病的发病率逐年增加，已经成为严

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第三大慢性疾病。

虽然至今现代医学对糖尿病的治疗仍缺乏针对

病因十分有效的治疗手段，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已有

许多药物应用于临床。西药如二甲双胍类、胰岛素

类、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类、磺脲类等虽起效快，降
血糖作用明显，但多为对症治疗，不能整体协调发挥

治疗作用，并且毒副作用大，易出现耐药现象。如胰

岛素和磺脲类制剂能增加体重，及增加低血糖的风

险［１］。中药组方由多药味、多成分组成，有着多靶

点、多向性的特点，有着标本兼顾的优势，现已引起

全球广泛关注。如黄芋胶囊、参虫胶囊、降糖消脂

片、血脂康、消渴丹等多种中药组方制剂已经药理及

临床验证，具有良好的疗效。现就近几年来中药组

方加减治疗糖尿病的研究进展概述如下。

１　保护和修复胰岛β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
临床上将糖尿病分为胰岛素依赖型（１型）和非

胰岛素依赖型（２型）两种类型，１型糖尿病是由于自
身免疫系统缺陷，自身分泌的胰岛细胞抗体、谷氨酸

脱羧酶抗体等抗体可以损伤人体胰岛 β细胞，导致
β细胞的损害，使之不能正常分泌胰岛素；２型糖尿
病虽胰岛分泌功能未完全丧失，但胰岛 β细胞功能
的提前衰竭是其主要病理基础之一。因此，保护和

修复胰岛β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控制血糖水
平，从而改善糖尿病的症状。研究表明由西洋参、冬

虫夏草、三七、水蛭、黄连等组成的参虫胶囊，对四氧

嘧啶诱发的糖尿病模型大鼠，可通过保护胰岛 β细
胞，促进胰岛分泌，拮抗高血糖素；抑制糖原分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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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糖原合成；抑制糖原异生，促进葡萄糖氧化分解和

酵解；增加胰岛素受体敏感性、增加胰岛素受体数

目，改善胰岛素抵抗等方面达到降血糖作用［２］。由

天花粉、黄芪、山茱萸、黄连、红参、五倍子、石斛、女

贞子、地骨皮等组方的黄芋胶囊，可通过改善胰岛 β
细胞功能并能刺激胰岛β细胞释放胰岛素发挥降血
糖作用［３］。乌梅丸煎剂（由乌梅、附子、干姜、细辛、

川椒、桂枝、黄柏、黄连、党参、当归组成）能刺激胰岛

β细胞的分泌，对受损的胰岛 β细胞还能修复和再
生［４］。酸苦克甘方（由乌梅、黄连、麦冬、黄芪、白芍、

苍术组成）能增加 Ｃ肽值，使胰岛素敏感性增加，改
善模型动物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 β细胞再生和修
复，延缓或阻止胰岛β细胞的衰竭，从而降低模型动
物的空腹血糖及空腹胰岛素水平［５］。

２　增加胰岛素受体数目，促进胰岛素受体相关蛋白
表达

胰岛素发挥降血糖作用必须与细胞膜上的胰岛

素受体结合，才能调节血糖平衡。因此，增强胰岛素

受体数目和结合力，促进胰岛素受体相关蛋白表达

均有利于胰岛素发挥降血糖作用。复方葛根胶囊可

通过增加胰腺与肝脏胰岛素受体（ＩｎｓＲ）蛋白表达水
平，增强胰岛素敏感性，提高其生物活性，改善胰岛

素抵抗，从而达到治疗２型糖尿病大鼠高血糖、高胰
岛素血症的作用［６］。由牡丹皮、栀子、柴胡、当归、白

芍、茯苓、白术、甘草等组成的丹栀逍遥散煎剂能提

高模型动物胰岛靶组织肝细胞的胰岛素受体（ＩＲ）
和胰岛素受体底物１（ＩＲＳ）ｍＲＮＡ的表达，并能纠正
紊乱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Ｈｙｐｏｔｈａｌａｍｉｃ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
ａｄｒｅｎａｌａｘｉｓ，ＨＰＡ）的激素水平，增强胰岛素（Ｉｎｓｕｌｉｎ，
ＩＮＳ）的敏感性，提高其生物学效应，减少 ＩＮＳ抵抗，
明显降低糖尿病抑郁大鼠葡萄糖负荷后１ｈ和２ｈ
血糖水平［７］。降糖消脂片可通过增加 ＫＫＡｙ糖尿
病肥胖小鼠胰岛细胞 ＩｎｓＲβ和 ＩＲＳ１表达，改善糖、
脂代谢和胰岛素抵抗，进而改善胰岛细胞的能量代

谢障碍、减轻胰岛损伤，有效地影响胰岛细胞的分泌

功能和细胞的增殖、凋亡［８］。胰敏胶囊（由黄连、防

己、首乌、黄精、石菖蒲、川芎等组成）能够明显降低

胰岛素抵抗大鼠的空腹血浆胰岛素水平，增加胰岛

素受体的数目，提高胰岛素敏感性，这也可能是胰敏

胶囊改善胰岛素抵抗的途径之一［９］。

３　促使周围组织及靶器官对糖的利用
由人参、葫芦子、药喇叭根、石榴皮等组成的维

吾尔族糖尿片可通过促进机体对血糖的利用，增强

正常动物的葡萄糖耐量，降低四氧嘧啶性糖尿病小

鼠的血糖值，但不影响正常动物的空腹血糖水

平［１０］。血脂康（由红曲精制而成）研究也显示通过

增加机体对糖的利用而发挥降血糖作用［１１］。由人

参、地骨皮等组成的制剂消渴平可通过增强组织呼

吸，促进葡萄糖的酵解，提高能量代谢，从而降低实

验性糖尿病小鼠的血糖水平［１２］。

４　清除自由基及抗脂质过氧化作用
自由基的增多加重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和发

展，而糖尿病患者体内往往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
活性下降，清除自由基能力降低，体内过氧化脂质

（Ｌｉｐｉｄ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ｓ，ＬＰＯ）水平明显升高。由柴胡、生地
黄、北五味子素、甘草皂苷等组方的中药复方制剂，

可提高模型动物肝内丙二酰硫脲活性物质，抑制肝

内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ＳＯＤ、过氧化氢酶等酶的活
性，提示其降糖机制可能与抑制体内氧自由基的产

生、增强抗氧化能力、加速自由基的清除有关［１３］。

黄连解毒汤具有的胰岛素肽类作用及具有清除自由

基作用［１４１５］。降糖通脉宁能明显降低大鼠肾、心组

织中的氧自由基，使血清抗坏血酸自由基和 ＬＰＯ含
量下降，提高ＳＯＤ活力，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其作用
的机制与清除体内超氧化物自由基的损伤，延缓组

织细胞的衰老，保护细胞膜的结构与功能等有

关［１６］。

５　激活糖代谢的相关酶
己糖激酶（Ｈｅｘｏｋｉｎａｓｅ，ＨＫ）可以促进葡萄糖磷

酸化，是糖代谢途径中的一个关键限速酶。激活ＨＫ
可以增加胰岛素释放和肝脏对葡萄糖的利用。６磷
酸葡萄糖酶在胰岛细胞中与协调释放胰岛素的触发

机制有关，该酶可以抑制糖原分解和糖异生两条产

糖途径，不少学者以他们为靶点研究降糖药物的作

用机制。消渴丹研究结果显示，它可以显著降低血

糖，并能增加 ＨＫ和苹果酸脱氢酶（ＭａｌａｔｅＤｅｈｙｄｒｏ
ｇｅｎａｓｅ，ＭＤＨ）的活性，表明其改善糖尿病动物糖代
谢的一条途径可能是通过激活三羧酸循环中的ＨＫ、
ＭＤＨ活性，从而增加糖的利用，改善糖代谢［１７］。研

究血竭乳剂降血糖作用结果显示，其机制可能是直

接或间接提高了葡萄糖氧化分解的酶活性［１８］。在

山麦胶囊的降血糖作用研究中，结果显示其可通过

提高糖尿病模型小鼠抗氧化能力，使胰岛素分泌增

加，同时提高肝 ＨＫ、丙酮酸激酶（ＰｙｒｕｖａｔｅＫｉｎａｓｅ，
ＰＫ）活性等综合作用，促使血糖进入肝细胞，使肝糖
元合成增加，葡萄糖氧化分解加快，从而达到调节糖

代谢、降低血糖、改善糖尿病症状的作用［１９］。另有

报道由匙羹藤、止泻木、水黄皮叶、补骨脂甲素、苦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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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组方的中药复方制剂，可通过激活 ＳＴＺ糖尿病雄
性大鼠体内肝 ＨＫ、６磷酸葡萄糖脱氢酶、６磷酸葡
萄糖酶等调控糖代谢的相关酶，从而抑制餐后血糖

和糖化血红蛋白的浓度，促进肝糖原和肌糖原的合

成［２０］。

６　对肾脏的影响
六月雪复方（由过山龙、金樱子、芡实及六月雪

等组成）能显著降低糖尿病大鼠空腹血糖，改善肾功

能，下调纤维酶原激活物抑制物（ＰＡＩ１）在肾组织的
表达，明显改善肾脏病变，具有一定的肾脏保护作

用［２１］。由黄芪、卫矛组成的黄芪卫矛合剂可增加肾

小球内ＶＥＧＦ表达，降低血小板反应蛋白（ＴＳＰ１）表
达，提高肾组织中 ＮＯ含量，降低内皮素（ＥＴ１）含
量，调节与肾小球内皮细胞密切相关细胞因子

ＶＥＧＦ、ＴＳＰ１和 ＮＯ、ＥＴ１的平衡，从而保护肾组织
微小血管内皮细胞，促进毛细血管和小血管再生和

重建，是黄芪卫矛合剂防治糖尿病肾病的重要作用

机制之一。千金文武汤（由山药、葛根、
&

本、黄芪、

五味子、麦冬、桔梗、白芷、升麻组成）对 ＤＮ模型大
鼠具有治疗作用，能够显著抑制 ＤＮ模型大鼠肾脏
病理变化，其机制可能与其药物组分降低血糖和调

节肾小球的滤过率有关［２２］。糖肾康胶囊（主要成分

为冬虫夏草、黄芪、赤芍、女贞子、墨旱莲、川芎等）能

够改善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液循环，减少尿微量白蛋

白的排出，表明糖肾康胶囊对尿微量白蛋白影响显

著，对糖尿病肾病Ⅲ期的临床有肯定疗效［２３］。由太

子参、生黄芪、白术、川黄连、泽兰、丹参、全瓜蒌等组

成的糖肾宁，研究表明其可使糖尿病肾病大鼠肾组

织超氧化物歧化酶升高、丙二醛降低，减少糖尿病肾

病大鼠肾组织 ＡＧＥｓ、ＲＯＳ含量，具有增强体内抗氧
化能力和清除氧自由基的作用，减轻肾脏脂质过氧

化损伤，抑制肾脏的氧化应激，进而改善胰岛素抵

抗，减少尿微量白蛋白排泄量，进而减少蛋白尿的发

生［２４２５］。

７　对视网膜病变的防治
糖络通（西洋参、生地黄、淮山药、山茱萸、牡丹

皮、枸杞子、女贞子、菟丝子、肉从蓉、当归、益母草、

鬼箭羽、三七粉组成）可降低糖尿病大鼠视网膜

ＲＡＧＥｍＲＮＡ的表达水平，保护糖尿病大鼠的视网
膜，能抑制神经节细胞及内外核层细胞的减少，减轻

毛细血管扩张及视网膜组织的水肿。说明糖络通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 ＤＭ大鼠视网膜的病理变化，
对早期ＤＲ具有良好防治作用［２６］。糖网康为甘肃省

中医院院内制剂，能提高糖尿病大鼠 ａ波、Ｏｐｓ波振

幅提高，潜时缩短缩短，提高明视闪光视网膜电图

ｆＥＲＧ的振幅，缩短潜时，尤其是对 Ｏｐｓ干预作用明
显，提示其对糖尿病模型的早期视网膜功能损害，尤

其是视网膜内层血液循环状态的改善具有一定作

用［２７］。加味交泰丸由黄连、肉桂、黄芪、葛根等按一

定比例组成，可降低糖尿病大鼠氧化应激水平，增强

抗氧化应激能力，减少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凋亡，防

治实验性大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８　讨论
中医药对于糖尿病一直以“消渴病”记载进行

治疗，已形成了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中药多组分、多

靶点有着标本兼顾的优势，尤其对于糖尿病相关并

发症治疗的优势日益凸显，是西药无法比拟的，现在

已有许多中药组方成功开发应用于临床糖尿病的治

疗，取得良好的效果，但中药复方治疗糖尿病及其并

发症的实验研究整体相对滞后。从上文药理研究进

展可见，大多数研究着眼点均较单一，很多研究仍停

留在整体现象的观察和有关机理的推测，更多的文

献只注重观察对胰岛素的分泌促进方面研究，忽略

了仅单方面增加胰岛素水平不一定就是完好的降糖

药物，并且西药在促进胰岛素分泌的效果往往更优

于中药组方［２８］，而中药组方对糖尿病的多层面、多

靶点的整体调节优势被忽略。因此，今后的研究有

必要从对胰岛β细胞的保护和胰岛素受体相关蛋白
的表达，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激活糖代谢相关酶，

促进相关组织及器官对糖的利用等方面来研究认识

中药复方的降糖机制。其次，对于糖尿病并发症的

防治作用是中药组方最大的优势，诸如可从对糖尿

病视网膜神经病变、对肾组织相关蛋白的表达影响

减少蛋白尿等方面研究，可成为中医药防治糖尿病

的研究重心［２９］。此外，应加强中药组方化学成分的

研究，揭示中药防治糖尿病的药效物质基础及中药

组方的配伍规律和作用机制，阐明中医的方药理论，

优化制剂工艺，制定质控标准，实现中医药现代化并

走向国际市场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１］赵敏，杨丽，翟所迪．新作用靶点的抗糖尿病药物临床研究进展
［Ｊ］．中国新药杂志，２０１０，１９（３）：１９９２０１．

［２］葛明，赵辉．参虫胶囊对糖尿病大鼠血糖的影响［Ｊ］．河南中医，
２０１４，３４（１０）：１８９４１８９６．

［３］张晓英，周悦，张吉凤，等．黄芋胶囊对糖尿病模型大鼠的降血糖
作用［Ｊ］．中草药，２００７，３８（１０）：１５３６１５３８．

［４］张小欢，胡建平，李瑛．乌梅丸治疗糖尿病的拆方研究［Ｊ］．中国
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０６，１２（９）：４１４４．

［５］叶翔，张太阳，汪朝振．酸苦克甘方对糖尿病大鼠胰岛 β细胞形
态、功能影响［Ｊ］．中华中医药学刊，２０１４，３２（１０）：２４３７２４３９．

·４２１１·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ｕｎｅ．２０１６，Ｖｏｌ．１１，Ｎｏ．６



［６］李津，冯前进，宋强．复方葛根胶囊对２型糖尿病模型大鼠胰岛素
受体表达的影响［Ｊ］．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４，２９（３）：８６２８６４．

［７］王晓敏，谢斌，周志愉，等．丹栀逍遥散对糖尿病抑郁大鼠胰岛素
受体和胰岛素底物１ｍＲＮＡ表达的影响［Ｊ］．中国老年学杂志，
２０１１，３１（７）：１１８１１１８３．

［８］郑咏秋，葛争艳，金龙，等．降糖消脂片对 ＫＫＡｙ糖尿病肥胖小鼠
胰岛素受体及底物表达的影响［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３，
１９（３）：１７５１７９．

［９］程海波，尚文斌，司晓晨．胰敏胶囊对３种胰岛素抵抗大鼠模型红
细胞膜胰岛素受体的影响［Ｊ］．中国医药学报，２００４，１９（５）：２８２
２８５．

［１０］陈红宾，於兰，马丽焱．维吾尔族药糖尿病片的降血糖作用研究
［Ｊ］．北京针灸骨伤学院学报，１９９５，１（２）：２０２２．

［１１］陈红宾，江京俐，郭屹，等．血脂康的降血糖作用研究［Ｊ］．北京
针灸骨伤学院学报，１９９６，２（３）：３４．

［１２］谢梅林，朱路佳，陆群，等．消渴平降血糖作用研究［Ｊ］．中成药，
１９９６，１８（１０）：２８３０．

［１３］ＫｉｍＪＯ，ＫｉｍＫＳ，ＬｅｅＧＤ，ｅｔａ．Ａｎｔｉｈｙｐｅｒｇｌｙｃｅｍｉｃａｎｄ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ｎｅｗｈｅｒｂ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ｎｓｔｒｅｐｔｏｚｏｔｏｃｉ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ｒａｔｓ
［Ｊ］．ＪＭｅｄＦｏｏｄ，２００９，１２（４）：７２８７３５．

［１４］韩雪山，杨旭芳，包海花．黄连解毒汤对链脲佐菌素所致大鼠心
肌损伤的保护作用研究［Ｊ］．中国林副特产，２００４，２（２）：３８３９．

［１５］戴卫波，王贤儿，梅全喜．黄连解毒汤抗感染作用的研究进展
［Ｊ］．２０１４，１（４）：２７６２７９．

［１６］苏爱锋，郭仲桓，卢景芬．降糖通脉宁对实验性糖尿病大鼠心室
肌及肾组织ＳＯＤ活性及ＬＰＯ含量的影响［Ｊ］．北京中医药大学
学报，１９９５，１８（２）：３０３１．

［１７］杨宏莉，张宏馨，李兰会，等．本草消渴丹对实验性糖尿病大鼠糖
代谢酶活性的影响［Ｊ］．时珍国医国药，２００９，２０（７）：１６１５１６１６．

［１８］孙延娜，柳春，冯晓帆，等．血竭乳剂对四氧嘧啶造模糖尿病小鼠
己糖激酶及苹果酸脱氢酶活性的影响［Ｊ］．辽宁中医药大学学
报，２００７，９（３）：８９９０．

［１９］付书婕，黄兴振，黄增琼，等．山麦胶囊的降血糖作用研究［Ｊ］．
中国药房，２０１３，２４（３９）：３６５２３６５５．

［２０］ＴｕｓｈａｒＫ．Ｂｅｒａ，ＤｅｂａｓｉｓＤｅ，Ｋａｕｓｉｋ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ａｓｈ
ｉｓ，ａｐｏｌｙｈｅｒｂ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ｒｅｐｔｏｚｏｔｏｃｉ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ｍａｌｅ
ａｌｂｉｎｏｒａｔ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ｎａｌｏｆＡｙｕｒｖｅｄ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０，１
（１）：１８２４．

［２１］张耀文，郑欢，徐文光，等．护肾复方对２型糖尿病大鼠肾脏保护
作用研究［Ｊ］．湖北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１６（４）：８１３．

［２２］卢焕俊，金元哲，许青松．千金文武汤对糖尿病肾病大鼠血糖和
肾功能的影响［Ｊ］．山东医药，２０１４，５４（３３）：１７１９．

［２３］陈翠兰，张兴坤，车树强．糖肾康胶囊对糖尿病肾病Ⅲ期尿微量
白蛋白的影响［Ｊ］．天津中医药，２０１４，３１（１０）：５９６５９８．

［２４］符强，何立群，曹和欣．糖肾宁对糖尿病肾病大鼠脂质代谢及氧
自由基的影响［Ｊ］．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０５，１９（３）：５２５４．

［２５］孙峰俐，曹和欣，何立群．糖肾宁对糖尿病肾病大鼠肾组织ＡＧＥｓ
与ＲＯＳ的影响［Ｊ］．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２８（５）：５７５９．

［２６］魏芹，黄延芹，罗丹，等．补肾活血法中药（糖络通）防治糖返又
病大鼠早期视网膜病变的实验研究［Ｊ］．中医临床研究，２０１４，６
（２３）：１４．

［２７］罗向霞，张定华，史晓伟，等．糖网康对非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功
能保护作用的实验研究［Ｊ］．西部中医药，２０１４，２７（８）：１１１４．

［２８］刘全生，裴喜萍．降低糖尿病并发症的中医药研究思路［Ｊ］．中
医药研究，１９９９，１５（４）：８９．

［２９］潘洪平．葛根、牛磺酸及其复方制剂降血糖作用的研究进展
［Ｊ］．中成药，２００２，２４（３）：２２１２２４．

（２０１５－０６－２６收稿　责任编辑：张文婷）

（上接第１１２１页）
［１６］李晶，武峻艳，王慧明，等．山茱萸总苷对趋势大鼠骨组织形态

学影响的实验研究［Ｊ］．上海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０，４４（１）：６９７２．
［１７］刘悦，季晖，蔡曼玲．蛇床子、菟丝子及其复方对体外培养成骨

细胞和破骨细胞的影响及血清药理学研究［Ｊ］．中国药理通讯，
２００４，２１（３）：１４１７．

［１８］熊昌盛，吴峰，何凤春，等．加味二仙汤颗粒剂防治去势大鼠骨
质疏松症的实验研究［Ｊ］．赣南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２８（６）：８１５
８１７．

［１９］张贵林，刘思源，任光友，等．骨松宝胶囊对维甲酸骨质疏松大
鼠骨形态学和生化指标的影响［Ｊ］．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
２００４，１５（４）：２５０２５２．

［２０］周赛男．蛇床子素对ＯＢＯＣ共育体系中ＯＢ活性及ＩＬ６ｍＲＮＡ、
Ｃｂｆａ１ｍＲＮＡ的表达的影响［Ｄ］．广州：暨南大学，２００８．

［２１］夏远军，沈霖，谢晶，等．补肾中药密骨片对成骨细胞生长因子
转化生长因子β１ｍＲＮＡ表达的影响［Ｊ］．中国临床康复，２００６，
１０（１１）：１７７１７９．

［２２］许兵，季日旭，金红婷，等．补肾活血颗粒对去势大鼠骨组织
Ｗｎｔ／ｐＣａｔｅｎｉｎ通路的影响研究［Ｊ］．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３，２８
（１１）：３４００３４０５．

［２３］刘梅洁，潘静华，李艳，等左归丸对糖皮质激素所致骨质疏松大
鼠血清中ＢＧＰ，ＩＧＦ１含量的影响日［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２０１１，１７（１６）：１３３１３５．

［２４］ＬＩＵＭＪ，ＬｉＹ，ＰＡＮＪＨ，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ＺｕｏｇｕｉＰｉｌｌｏｎｗｒｉｔｓｉｎｇａｌ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ｒａｔｓｗｉｔｈｇｌｕｃ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ｉｄｉｎｄｕｃｅｄ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Ｊ］．Ｊ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１，３１（２）：９８１００．

［２５］张颖，刘梅洁，汪文莱，等．杜仲、千年健对去卵巢人鼠骨质疏松
症的治疗作用及其机理探讨［Ｊ］．中国中医基础学杂志，２０１１，１７
（９）：９６０９６２．

［２６］孙为，晏奇，施斌，等．二至丸对绝经后骨质疏松症大鼠下颌骨
微结构及Ｗｎｔ经典信号通路的影响［Ｊ］．中国口腔种植学杂志，
２０１３，７（２）：１０４１０５．

［２７］王大伟，邓秀兰，牛建昭，等．淫羊藿及淫羊藿苷在小鼠体内雌
激素样作用的实验研究［Ｊ］．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３２
（３）：１６４１６６．

［２８］周延萌，刘玉波，高允生．丹参酮对维甲酸致小鼠骨质疏松的防
治作用［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０，３５（２１）：２９２３２９２６．

［２９］张伟，汤旭磊，田泉．葛根素雌激素样作用的实验研究［Ｊ］．中国
妇幼保健，２００５，２０（１７）：２２４３２２４５．

（２０１６－０１－１３收稿　责任编辑：张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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