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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用自拟壮骨饮联合钙剂对骨质疏松症患者骨密度、骨代谢生化指标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
２０１７年７月达州市达川区人民医院收治经诊断为骨质疏松症患者１３２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每组６６例。对照组给予阿仑膦酸钠片、钙尔奇Ｄ３片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自拟壮骨饮内服治疗，比较２组治疗效
果，评价中医证候积分，监测骨密度、骨代谢生化指标变化。结果：观察组有效率为９０９％，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７８８％（Ｐ
＜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中医证候积分下降程度较对照组更显著（Ｐ＜００５），股骨颈及Ｌ２～Ｌ４椎骨骨密度显著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血清Ｃａ、ＢＧＰ水平显著高于治疗前及对照组治疗后，而βＣＴＸ、ＡＬＰ水平则显著低于治疗前及对照组治疗后
（Ｐ＜００５）。结论：自拟壮骨饮联合钙剂能有效缓解临床症状，其起效机制主要在于能提高骨质疏松症患者的骨密度，促
进骨形成，抗骨质疏松作用突出。

关键词　骨质疏松症；自拟壮骨饮；钙剂；骨密度；骨代谢生化指标；Ｃａ；ＢＧＰ；βＣＴＸ；ＡＬＰ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ｎｄ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Ｚｈｕａｎｇｇｕ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Ｃａｌｃｉｕｍ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ＴａｎＤ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ｉｕＨａｉｂｏ，ＬｉＳｈｕｂｉｎ，ＴａｎＪｉａｎ，ＬｉＸｉａｏｊｕｎ，ＲａｎＪｕｎｃａｉ，ＬｉＪｉｃｈｅｎｇ，ＷｕＳｈａｏｊｕ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ｒｔｈｏｐｅｄ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Ｄａｚｈ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Ｄａｚｈｏｕ６３５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Ｚｈｕａｎｇｇｕ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ｃａｌｃｉｕｍｏｎｂｏｎ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ｂｏｎｅ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１３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ｔｒｅａｔｅｄ
ｉｎ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Ｄａｚｈ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ｔｏＪｕｌｙ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
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６６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ｌｌｅｎｐｈｏｓｐｈｏｎｉｃａｃｉｄｓｏｄｉｕｍａｎｄ
ｃａｌｃｉｕｍＤ３ｐｉｌｌｓ，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Ｚｈｕａｎｇｇｕ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ｗａｓ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ｂｏｎ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ｂｏｎｅ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ｗｅｒ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９０９％，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７８８％ （Ｐ
＜００５）．ＴｈｅＴＣＭ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
ＴｈｅｆｅｍｏｒａｌｎｅｃｋａｎｄＬ２Ｌ４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ｂｏｎ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ｃａｌｃｉｕｍａｎｄｏｓｔｅｏｃａｌｃｉ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
βＣＴＸａｎｄ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ｗｅｒ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Ｚｈｕａｎｇｇｕ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ｂｏｎ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ｂｏｎ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ｔｉｏｓｔｅｏ
ｐｏｒｏｓ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ｆｕｒｔｈ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Ｚｈｕａｎｇｇｕ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Ｃａｌｃｉｕｍ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Ｂｏｎ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
ｂｏｎｅ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Ｃａ；ＢＧＰ；βＣＴＸ；ＡＬＰ
中图分类号：Ｒ２７４９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７２０２．２０１８．１０．０１７

　　骨质疏松症（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ＯＰ）是一种常见的全
身代谢性疾病，多发于老年人群，患者多见周身疼

痛、驼背、身高降低、呼吸系统受影响等征象［１］，且因

患者骨强度降低、骨脆性增加，故一旦发生骨质疏松

极易出现骨折现象，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现

代医学研究［２４］认为，全身骨量减少、骨密度损失、骨

组织微观结构退化为该病的主要特征。目前，西医

多给予雌激素、降钙素等防治骨质疏松，虽有一定效

果，但具有价格昂贵、耐受性差、不良反应多等弊端，

故应用受限［５６］。近年来，中医药治疗 ＯＰ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临床报道显示，部分中药能抑制骨吸收，

减少破骨细胞陷窝形成，提高骨密度，改善骨生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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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性能，调节细胞因子，减缓骨量丢失，增强抗骨折

能力，还能调节信号通路，修复骨质［７１０］，从而缓解

ＯＰ症状，改善预后。骨质疏松症中医学属于“骨痿”
“骨痹”等范畴，因“肾主骨生髓”，故肾精亏虚、瘀阻

经脉致骨髓失养为其主要病机特点。我们结合多年

临床实践，自拟壮骨饮联合钙剂治疗ＯＰ，效果满意，
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７月
我院收治经诊断为骨ＯＰ患者１３２例，按照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６６例。对照组中男
３０例，女３６例；年龄５０～７５岁，平均年龄（６１３±
３４）岁，病程６个月至７年，平均病程（１８±０４）
年；中度５１例，重度１５例。观察组中男３２例，女３４
例；年龄５０～７５岁，平均年龄（６２０±３２）岁，病程
６个月至７年，平均病程（１６±０５）年；中度５０例，
重度１６例。２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所有患者符合《中国人骨质疏松症
建议诊断标准》［１１］中 ＯＰ的诊断；中医诊断符合《中
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１２］中肾虚血瘀证 ＯＰ的
诊断。

１３　纳入标准　１）年龄５０～７５岁；２）符合上述诊
断标准，以腰脊酸胀疼痛，夜间痛甚，腰膝酸软乏力，

活动受限为主症；３）健忘少寐，精神不振，视力减退，
眩晕耳鸣，性功能减退，肌肤干燥少泽，舌淡暗，少

苔，有瘀斑或瘀点，脉沉细涩，中医辨证为肾虚血瘀

证；４）患者知情同意参与本次研究。
１４　排除标准　１）中医证型不符者；２）依从性差，
存在药物禁忌证者；３）合并严重心、肺、肝、肾等器质
性疾病者；４）骨软化症、强直性脊柱炎、痛风性关节
炎等其他骨关节病者；５）骨质疏松症晚期畸形者。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１）中途出现严重并发症退
出实验者；２）存在严重精神障碍无法配合治疗；３）治
疗过程中对本研究所用药物过敏者；４）临床资料不
全影响疗效判定者。

１６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阿仑膦酸钠片、钙尔奇
Ｄ３片口 服 治 疗。阿 仑 膦 酸 钠 片 （国 药 准 字
Ｊ２０１３００８５，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７０ｍｇ／次，１
次／周；钙尔奇Ｄ３片（国药准字 Ｈ１０９５００２９，惠氏制
药有限公司）６００ｍｇ／次，１次／ｄ。４周为１个疗程，
共治疗３个疗程。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自拟
壮骨饮内服治疗，方药组成：菟丝子１５ｇ、炒杜仲１０
ｇ、骨碎补１５ｇ、淫羊藿１０ｇ、熟地黄１５ｇ、覆盆子１５

ｇ、枸杞子１５ｇ、女贞子１０ｇ、黄芪２０ｇ、白术１５ｇ、当
归１０ｇ、红景天１５ｇ、鸡血藤１５ｇ、牛膝１５ｇ、木瓜１５
ｇ、佛手１０ｇ、甘草６ｇ，随症加减：腰膝酸软甚者加杜
仲１５ｇ、补骨脂１０ｇ，肝气郁结甚者加合欢皮１０ｇ、
郁金１５ｇ，乏力甚者加炒党参１５ｇ，血瘀甚者加川芎
１５ｇ、丹参１５ｇ。１剂／ｄ。方药均购自我院药房，由
药房专人统一代煎，去渣取汁５００ｍＬ，早晚饭后０５
ｈ内服，４周为１个疗程，共治疗３个疗程。
１７　观察指标　于治疗前后评估中医证候积分，同
时进行骨密度、骨代谢生化指标监测。１）中医证候
积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１２］中症状

量表对腰脊酸痛、腰膝酸软、眩晕耳鸣、屈伸不利等

证候根据 Ｃｈｅｎｇｄｕ不同分别记０～３分，评分愈高，
症状愈严重。２）骨密度：使用 ＳＧＹＩＩ型全身骨密度
测量仪（天津圣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测量患者左

股骨颈及腰椎 Ｌ２Ｌ４侧位密度。３）骨代谢生化指
标：治疗前后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患者骨

代谢生化指标如血清钙（Ｃａ）、βＩ型胶原羧基端肽
（βＣＴＸ）、骨钙素（ＢＧＰ）、碱性磷酸酶（ＡＬＰ）水平，
试剂盒购自上海酶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操作过程

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
原则》［１２］评价。显效：症状消失，骨密度增加、骨代

谢生化指标明显改善。有效：症状有所缓解，未见骨

密度下降、骨代谢生化指标有所好转。无效：各方面

均无变化。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件，计
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χ２检验，骨密度、骨代谢生化
指标水平等计量资料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
进行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有效率
９０９％，对照组为７８８％，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２＝５１０９，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ｎ＝６６） ４２ １８ ６ ９０９△

对照组（ｎ＝６６） ２０ ３２ １４ ７８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中医症状积分比较　治疗
前，２组患者腰脊酸痛、腰膝酸软、眩晕耳鸣、屈伸不
利等中医症状积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治疗后观察组各项中医症状积分明显低于治疗前及

对照组治疗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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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中医症状积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腰脊酸痛 腰膝酸软 眩晕耳鸣 屈伸不利

观察组（ｎ＝６６）
　治疗前 ２２５±０１３ ２３５±０３７ ２１５±０４４ １８５±０３２
　治疗后 １１３±００６△ １３５±０２４△ ０９５±０１７△ １０３±０２５△

对照组（ｎ＝６６）
　治疗前 ２２０±０１１ ２２８±０４２ ２０９±０４２ １８８±０３０
　治疗后 １８２±０１０ １７４±０３６ １４８±０３５ １５２±０２８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骨密度比较（珋ｘ±ｓ，ｇ／ｃｍ３）

组别 股骨颈 Ｌ２ Ｌ３ Ｌ４
观察组（ｎ＝６６）
　治疗前 ０７３±０１６ ０７２±０２０ ０７０±０１５ ０７０±０２５
　治疗后 ０９５±０１９△ １０１±０２２△ １０４±０２３△ １０９±０２２△

对照组（ｎ＝６６）
　治疗前 ０７５±０２０ ０７５±０１８ ０７３±０１４ ０７２±０２１
　治疗后 ０８２±００６ ０８７±０１９ ０８３±０２１ ０９４±０２３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２组患者骨代谢生化指标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Ｃａ（ｍｍｏｌ／Ｌ） βＣＴＸ（ｎｇ／Ｌ） ＢＧＰ（μｇ／Ｌ） ＡＬＰ（Ｕ／Ｌ）

观察组（ｎ＝６６）
　治疗前 ２３４±０１５ ６２７４４±９３７６ ３５２±０１５ １２１４５±７８０
　治疗后 ２８０±０１９△ ３３４２５±７３５２△ ４１２±０３０△ ８５１２±７２３△

对照组（ｎ＝６６）
　治疗前 ２３１±０１７ ６３０３７±９１８９ ３５８±０１７ １１９４３±７６５
　治疗后 ２６２±０１６ ３９２４７±８５７１ ３７２±０２４ ９５８０±７０２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见表２。
２３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骨密度比较　观察组治疗
后股骨颈及Ｌ２～Ｌ４椎骨骨密度治疗前及对照组治
疗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骨代谢生化指标水平比较
　　观察组治疗后血清Ｃａ、ＢＧＰ水平显著高于治疗
前及对照组治疗后，βＣＴＸ、ＡＬＰ水平低于治疗前及
对照组治疗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见表４。
３　讨论

ＯＰ属于中医学“骨痿”“骨痹”范畴，患者多因
素体禀赋不足、年老体弱等导致脏腑功能亏虚，肝肾

不足，精亏失藏，不能充骨生髓，使骨松不健，久则入

络化瘀，致经脉瘀阻，发为肾虚血瘀之证［１３１４］，临床

治之当以益肾通络为要。我们所用自拟壮骨饮方中

菟丝子主入肾经，功可温养肾气，填精生髓，通调血

脉；杜仲主入肝肾，功于补肝肾、强腰膝、利关节、强

筋骨；骨碎补性味苦温，可补肾强骨，续伤止痛，用之

补接伤碎最神；淫羊藿长于益肾助阳；熟地黄、覆盆

子、枸杞子、女贞子均主补肾精，添精生髓，其性平不

寒，无伤阳之虞，又可达到阴中求阳之用；黄芪、白术

为健脾益气佳品，功在使气血生化有源，还能鼓舞气

机，使气行则血行；当归善治血分之病，专能补血行

血；红景天重在益气、活血、通脉，善润肺、能补肾、理

气养血；鸡血藤功在补血行血，还可舒筋通络以利经

脉；牛膝功可滋补肝肾、活血通经；木瓜长于通滞宣

壅，能和肝脾、通经络、止痹痛；佛手主入肝经，重在

调畅气机；甘草健脾缓急、调和诸药。全方气、血并

调，行气又无伤阴之弊，活血而无耗血之虑，共奏益

气养血、补肾填精、活血通络之效。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加用自拟壮骨饮治疗的ＯＰ
患者有效率更高（Ｐ＜００５）；中医症状积分显著降
低（Ｐ＜００５），患者治疗后股骨颈及 Ｌ２～Ｌ４椎骨骨
密度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说明加用自拟壮骨饮
治疗能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的骨密

度，促进骨形成，疗效优于单纯钙剂治疗。ＯＰ患者
血清Ｃａ、ＢＧＰ水平显著降低，而βＣＴＸ、ＡＬＰ水平明
显升高，证实ＯＰ患者骨基质形成不足，骨吸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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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于骨形成。现代医学研究认为，ＢＧＰ是直接反映
骨形成速率的非胶原蛋白，是骨形成的特异指标，多

由成熟的成骨细胞合成分泌［１５］。血清 βＣＴＸ占骨
基质的９０％以上，是骨中惟一的反映骨吸收的胶原
成分，血清中βＣＴＸ升高是骨基质形成不足的重要
体现，能够影响钙盐沉积，增加骨消融，从而加速骨

量丢失，破坏了骨形成和骨吸收间的平衡，导致骨吸

收明显强于骨形成，最终诱发骨质疏松［１６］。ＡＬＰ是
成骨细胞的特征酶，其表达和分泌反映成骨细胞的

功能，与骨中矿物质水平的变化呈负相关，与 ＢＧＰ
的变化呈正相关，是反映骨转换和骨形成的特异性

指标［１７］。本次研究中，随着用药后病情的好转，患

者血清Ｃａ、ＢＧＰ水平显著升高，而βＣＴＸ、ＡＬＰ水平
则显著降低（Ｐ＜００５），提示加用自拟壮骨饮治疗
能提高成骨细胞的增殖，抑制破骨细胞的生成，从而

调节骨代谢和骨转换。根据文献及本次研究结果，

考虑加用自拟壮骨饮的起效作用机制可能在于其组

方中杜仲、骨碎补、淫羊藿、覆盆子、女贞子等药物具

有突出的抗骨质疏松作用［１８］。现代药理研究认为，

杜仲可通过调节雌激素水平、骨代谢相关细胞因子

及护骨素的表达对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髓间充质干

细胞增殖分化综合作用而有效防治骨质疏松［１９２１］；

骨碎补能通过调控骨代谢相关分子信号通路、骨形

成蛋白通路上相关靶点，发挥抑制骨吸收或促进骨

形成的作用，最终达到防治骨质疏松症的目的［２２］；

淫羊藿中淫羊藿苷等有效成分可能通过上调 ＦＧ
ＦＲ１发挥抗骨质疏松作用［２３］；覆盆子中含有４中抗
骨质疏松化合物，能显著抑制破骨细胞活性以及骨

吸收；女贞子提取物及其活性成分均能通过促进成

骨细胞分化、阻滞破骨细胞激活、抑制尿钙排泄、促

进肠钙吸收而提高骨密度，从而发挥抗骨质疏松作

用［２４］；牛膝中亦被证实含有防治骨质疏松症的成

分，目前含牛膝复方被大量应用于骨质疏松的治

疗［２５］。

综上所述，自拟壮骨饮为益肾活血之剂，用药谨

守病机，注重气血并调，使精髓互生，补中有动，行中

有补，适用于肾虚血瘀证，能有效提高 ＯＰ患者的骨
密度，促进骨形成，抗骨质疏松作用突出，值得临床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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