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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肾健脾通络方治疗老年骨质疏松症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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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中医科，济南，２５００１２）

摘要　目的：探讨补肾健脾通络方治疗老年骨质疏松症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门诊及住院部收治的骨质疏松症患者８０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和对照组，每组４０例，对照组患者口
服复方氨基酸螯合钙，１粒／次，１次／ｄ；静脉滴注锝［９９Ｔｃ］亚甲基二磷酸盐注射液，１次／ｄ；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补
肾健脾通络方，开水冲服，早晚各１次。１０ｄ为１个疗程，观察３个疗程。治疗前后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ＶＡＳ）评估患者
的疼痛程度。治疗前后采用骨密度扫描仪测量骨密度。采用全自动生化仪检测血钙、血磷、血碱性磷酸酶；运用酶联免疫

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检测２组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ＭＣＳＦ）。结果：治疗后２组ＶＡＳ疼痛评分均降
低（Ｐ＜００５），观察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总有效率（９０００％）优于对照组（７２５０％）（Ｐ＜００５）。治疗后２组
仅血钙较治疗前升高（Ｐ＜００５）且观察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血磷、血碱性磷酸酶组间、组内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２组ＭＣＳＦ均降低（Ｐ＜００５），观察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补肾健脾通络方有效改善老年骨
质疏松症的临床症状，其机制可能与血钙的升高和ＭＣＳＦ的降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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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发性骨质疏松多见于年龄超过６０岁的老年
患者，一项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显示我国约有７％［１］

的老年人患有此病，主要与该人群代谢功能减弱、运

动量减少、性激素水平下降、长时间缺钙等有关。中

医学认为老年性骨质疏松属于“骨枯”“骨痹”“痹

证”等范畴，古代医者认为其发病原因的核心是肾

·２９７２·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Ｖｏｌ．１３，Ｎｏ．１１



虚，《素问·痿论》一书中描述：“肾者水脏，今水不

胜火，则骨枯而髓虚，故足不任身，发为骨痿”。此

外，脾脏为先后天之本，二脏在生理功能上是相互资

助相互影响的，肾水依赖于脾脏的滋养充盈，脾虚则

水谷精微匮乏，肾精生化无源，最终致骨萎孱弱无

力，因此脾虚乃骨质疏松的间接因素［２４］。故我们认

为治疗老年性骨质疏松的关键在补肾健脾，本研究

利用补肾健脾通络的中药方对８０例老年骨质疏松
患者进行治疗观察，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进一步探

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于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２
月前来我院骨科门诊及住院部就诊的骨质疏松症患

者８０例。通过随机抽取数字法分为观察和对照组，
每组４０例，观察组中男２３例，女１７例，年龄６１～８０
岁，平均年龄（７０３５±１６５６）岁；病程６～１１年，平
均病程（８５１±１４６）年。对照组中男２２例，女１８
例，年龄６０～７９岁，平均年龄（６９６７±１５４５）岁；病
程６５～１０年，平均病程（８３８±１４１）年。２组患
者在年龄、性别、病程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１）西医诊断参照《实用骨科学》符
合老年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诊断标准；２）中医参照
《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符合痹症的诊断标准。

１３　纳入标准　１）骨密度检测阳性患者；２）年龄
６０～９０岁者；３）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１４　排除标准　１）由外伤、代谢性疾病等其他疾病
引起的骨折或骨质疏松症患者；２）１个月内接受过
其他治疗的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患者；３）合并严重肝
肾功能障碍的骨质疏松症患者；４）伴有精神疾病，依
从性差的患者。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１）中药过敏者；２）同时参与
多个研究项目者；３）不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１６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复方氨基酸螯合
钙（维奥生物科技公司，国药准字 Ｊ２００３００８７），口
服，１粒／次，１次／ｄ；静脉滴注锝［９９Ｔｃ］亚甲基二磷酸

盐注射液（成都云克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００２１８）５５ｍｇ溶于５％葡萄糖注射液中，１次／
ｄ。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补肾健脾通络方
（免煎颗粒）：淫羊藿１０ｇ、熟地黄１０ｇ、骨碎补１０ｇ、
黄芪１０ｇ、丹参１０ｇ、葛根１５ｇ、土鳖虫６ｇ、煅牡蛎
２０ｇ、桂枝６ｇ，开水冲服，早晚各１次。１０ｄ为１个
疗程，观察３个疗程。
１７　观察指标　１）视觉模拟评分法（ＶＡＳ）疼痛评

分。治疗前后采用 ＶＡＳ疼痛评分评估患者的疼痛
程度。２）骨密度检测。治疗前后采用骨密度扫描仪
（美国ＧＥＨｉｓｐｅｅｄＦＸ／ｉＣＴ），嘱咐患者下肢放置检测
台上，通过超声波干式骨密度测量跟骨，测量 ＢＭＤ，
自动打印结果用于统计分析。３）骨代谢生化指标。
采用全自动生化仪（ＢＭ８３０，南京贝登医疗股份有
限公司）检测血钙、血磷、血碱性磷酸酶，观察骨代谢

指标治疗前后的变化。４）检测破骨细胞活性。利用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检测２组患者治疗前后
外周血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ＭＣＳＦ）变化，观察
破骨细胞活性。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
原则》［２］：１）显效：主要临床症状消失，且骨密度增
加；２）有效：主要临床症状缓解，且骨密度无增加；３）
无效：临床症状和骨密度均无明显改变。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百分率）表示，计数资

料采用非参数χ２检验，计量资料用（珋ｘ±ｓ）表示。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 ＶＡＳ疼痛评分比较　２组治疗前 ＶＡＳ疼
痛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照组（９５１±２１３）分
比观察组（９４３±１６）分，Ｐ＞００５］；治疗后２组均
降低［对照组（４３６±１０４）分比观察组（３１４±
０９８）分，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疗效比较　观察组总有效率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疗效比较

组别 显效（例） 有效（例） 无效（例）总有效率（％）

观察组（ｎ＝４０） １６ ２０ ４ ９０００
对照组（ｎ＝４０） １０ １９ １１ ７２５０

χ２ ３２７
Ｐ ＜００５

２３　２组骨密度比较　治疗前２组 ＢＭ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对照组（７４１５±０１１）ｍｇ／ｃｍ３比观察组
（７３４４±０１２）ｍｇ／ｃｍ３，Ｐ＞００５］；治疗后２组均升
高［对照组（７６５１±００４）ｍｇ／ｃｍ３比观察组（７７５９
±００８）ｍｇ／ｃｍ３］，观察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２４　２组骨代谢生化指标比较　治疗前血钙、血
磷、血碱性磷酸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
疗后２组仅血钙较治疗前升高（Ｐ＜００５）且观察组
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２组血磷、血碱性磷酸酶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５　２组ＭＣＳＦ比较　治疗前２组 ＭＣＳＦ差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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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对照组（２２２４±０７３）ｍｇ／Ｌ比观察组
（２３０１±０５８）ｍｇ／Ｌ，Ｐ＞００５］；治疗后２组均降低
［对照组（１５３５±０３３）ｍｇ／Ｌ比观察组（６２５±
０１８）ｍｇ／Ｌ］，观察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表２　２组骨代谢生化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钙（ｍｍｏｌ／Ｌ） 磷（ｍｍｏｌ／Ｌ） 碱性磷酸酶（Ｕ／Ｌ）

对照组（ｎ＝４０）
　治疗前 ２２９±０４８ １１７±０４９ ５１９４±１７４５
　治疗后 ２３７±０７９ １２０±０７２ ５２４６±１７６８
观察组（ｎ＝４０）
　治疗前 ２２５±０４６ １１６±０５１ ５１７１±１６２３
　治疗后 ２４８±０８３△ １１９±０６２ ５２３４±１７３４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

００５

３　讨论
病理研究证实骨质疏松以骨量减少、成骨不足

为主要特征，其属于全身代谢性骨病，老年人是骨质

疏松的好发人群，亦导致患者出现骨痛、驼背、甚至

骨折等临床症状。中医认为肾虚是骨质疏松的核心

环节，《素问·四时》写到：“肾主骨生髓”“肾乃藏精

之主脏，可主骨生髓，其充在骨”。而《素问·痿论》

中亦提到了“骨枯髓减发为骨痿”的观点。肾精充

盈则骨髓生化有源，骨骼则滋养得源而健壮有力。

古人认为女子七七、男子八八肾始衰，肾衰则肾精日

渐虚少，源头匮乏致骨骼失养，骨骼日渐枯萎致骨质

疏松形成，因此肾虚是老年性骨质疏松的根本［５９］。

我国研究人员对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与不同中医证型

进行数据挖掘分析，结果显示肾虚与骨质疏松的发

生发展具有明显一致性，近９０％骨质疏松的老年患
者有眩晕、耳鸣、腰膝酸软等肾虚临床表现，因此以

益肾为切入点治疗老年性骨质疏松已然成为医家共

识。

古代及现代医家认为，脾脏是机体后天之本，与

先天之本的肾脏相互资助、相互促进，二脏在生理上

息息相关［１０１５］。水为万物之元，土为万物之母，脾肾

二脏相赞，肾水在脾土的不断滋养下得以处于充盈

状态，如若脾土亏虚则水谷精微生化无源，进而肾精

匮乏，骨骼失养，最终骨痿无力，因此我们认为脾虚

是老年性骨质疏松的促进因素。从中医现代医学角

度认为，脾虚易饮食欠佳或肠道不适，营养摄入欠

缺，或者骨骼所需营养物质流失，成骨细胞失于濡

养，长期以往则出现骨质疏松和骨骼萎缩。有研究

显示，脾虚致胃肠道对微量元素吸收缓慢甚至无法

吸收，而钙、磷等微量元素是合成骨骼的重要物质，

因此脾虚导致老年患者骨质疏松发病率远高于其他

同龄人。中国中医科学院老年医学研究所亦进行一

项大样本调查后发现老年性骨质疏松患者的肌肉含

量与骨密度正相关性，而中医学认为脾主肌肉，肌肉

的含量多少与脾脏是否健运有直接关系，因此，我们

认为脾肾二脏是老年性骨质疏松的主要病机。本研

究对老年性骨质疏松患者施予补肾健脾药，淫羊藿、

熟地黄、骨碎补、煅牡蛎补养肝肾，涩精，黄芪、葛根

补益脾阴，亦可固肾，方中加入活血化瘀之品丹参及

土鳖虫、桂枝，行活血化瘀通络，使诸药补而不腻。

全方共奏补肾、健脾、通络之功。

本方在补肾健脾基础上加用活血通络之品，查

阅大量文献可知骨痛乃老年性骨质疏松的首发临床

表现，且痛处固定不移，中医认为不通则痛，清代医

家王清任在其《医林改错》一书中明确认为“诸痹证

疼痛不出瘀”。而老年性骨质疏松乃痹证范畴，因此

骨痛与瘀血阻络不无关系。《医学真传·气血》也

肯定“气为血帅，血为气母”。随着年龄的日益增

长，老年患者元气日渐枯萎，致血液运化无力，易于

壅堵脉络，最终导致水谷精微无法及时运输滋养肾

水，或脾肾二脏代谢产物未能及时运出，最终导致瘀

血等病理产物堆积，现代解剖学发现骨质疏松患者

产生骨痛原因与骨小梁变少变细有关，其加重骨小

梁的负担，最终导致微骨折现象的出现。而骨折则

加重了筋脉的瘀滞，最终形成骨内瘀血，因此，活血

化瘀是治疗老年性骨质疏松的必要辅助之策。我们

在补肾健脾之品基础上加用活血通络之药，对２组
患者进行临床疗效、骨密度及骨代谢生化指标进行

检测，结果显示，虽然２组患者上述指标均较治疗前
有所改善，但加用中药方的观察组患者病情改善较

对照组明显，因此我们认为补肾健脾通络方是治疗

老年性骨质疏松的有效措施。

ＭＣＳＦ源自单核细胞、成纤维细胞等，亦可来自
间充质细胞，是破骨细胞分化的重要条件，有研究表

明ＭＣＳＦ可增大破骨细胞的体积，随着ＭＣＳＦ的逐
渐增多可增强机体的骨吸收功能。又有研究表明

ＭＣＳＦ赖以存活的途径是通过抑制破骨细胞凋亡而
实现的，其破坏了破骨细胞增殖凋亡的动态平衡，而

破骨细胞的大量存在是骨质疏松的直接原因。因

此，我们推测，如果可降低 ＭＣＳＦ水平则可在一定
程度上纠正骨质疏松。本研究对 ２组患者外周血
ＭＣＳＦ水平进行检测，发现其治疗前 ＭＣＳＦ水平均
高于正常人群，而经过一阶段干预后 ２组患者 Ｍ
ＣＳＦ水平均下降，其中观察组下降的趋势更为明显，

（下接第２７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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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２７９４页）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补肾健脾通络方治疗骨质疏松

的机制可能与下调ＭＣＳＦ水平有关。
中药防治骨质疏松是目前临床医学的研究热

门，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日趋加快，老年性骨质疏

松亟待解决，本研究通过临床观察及数据统计分析

证实补肾健脾通络观点在治疗老年性骨质疏松的可

行性，并探讨了其可能机制，我们认为今后研究应从

细胞分子生物学水平进一步探讨，以科学合理的动

物模型研究中医药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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