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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有代表中医药的经典本草著作中，寻找可以促进骨折愈合的文献，并加以辑述，利用古代本草文献及医学文献数
据库，结合现代药理学的研究成果，研究促进骨折愈合中药的特点，同时参考现代研究的成果，为研究古方及现代骨科临

床应用提供理论基础。文献及药理研究表明，中药对促进骨折愈合有较好的作用，不论是内服，还是外用等都是可以采用

的方法。深入研究促进骨折愈合的中药，并从分子药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有助于揭开中药促进骨折愈合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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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学著作中有很多关于促进骨折愈合的中
药，这些中药涉及植物、动物、矿物，各有不同的特

性，这些特性对于研究药用生物中促进骨折愈合的

成分很有意义。笔者利用业余时间查阅古代本草著

作中关于促进骨折愈合中药，并加以编述，以便今后

能从传统生物中药中找到促进骨折愈合的相关药物

因子，对更好地促进骨折的预后有积极的意义。

１　续筋接骨中药文献的来源
为了寻找续筋接骨的中药，我仔细翻阅了从古

至今的中药书籍，这些书籍包括：《神农本草经》《本

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得配本草》《本草思辨录》

《本草乘雅半偈》等中医有代表性的本草著作，以

“骨”字为检索字，进行全文搜索。又从 ＣＮＫＩ数据
库，以“接骨”“。接骨”“促进骨折愈合”作为关键

词，搜集中医关于促进骨折愈合的文献，力争全方位

地解读中医药中促进骨折愈合中药的基本特性，为

现代促进骨折愈合的中药研究提供依据。

２　续筋接骨中医药文献的种类
２１　植物药　杜仲　《神农本草经》：“主腰脊痛，
补中，益精气，坚筋骨”［１］。此药可以补肝肾，强筋

骨，适用于肝肾不足所致的腰膝酸软，筋骨痿软之

疾病。

干漆　《神农本草经》：“主绝伤，补中，续筋骨，
填髓脑，……风寒湿痹”［１］。《本草备要》：“续筋骨

绝伤（损伤必有瘀血停滞）”［２］。目前，临床上已经

较少使用。

冬葵子　《神农本草经》：“久服，坚骨、长肌肉、
轻身”［１］。

黄精　《本草备要》：“补中益气，安五脏，……
填精髓，助筋骨”［２］。《得配本草》：“安五脏，填精

髓，助筋骨”［３］。

石斛　《本草备要》：“益精，强阴，……补虚劳，
壮筋骨”［２］。《本草纲目》：“脚膝冷疼痹弱，逐皮肌

风，壮筋骨，益气力”［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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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志　《本草备要》：“强志益智，补精壮阳，聪
耳明目，利九窍，长肌肉，助筋骨”［２］，《本草蒙筌》：

“助筋骨”［５］。

牛膝　《本草备要》：“益肝肾，强筋骨（肝主筋，
肾主骨），治腰膝骨痛，足痿筋挛（下行故理足，补肝

则筋舒，血行则痛止）”［２］。《本草纲目》：“治阴痿补

肾，强筋填髓”［４］。

天门冬　《本草备要》：“苦能坚肾，寒能去肾家
湿热，故亦治骨痿”［２］。

白及　《本草备要》：“治跌打折骨（酒服二
钱）”［２］。《得配本草》：“治跌打骨折”。“治闪挫跌

扑，疗骨节疼痛”［３］。

干地黄　《本草备要》：“填骨髓，长肌肉”［２］。
《本草纲目》地黄“逐血痹，填骨髓”。《本草乘雅半

偈》：“主伤中，逐血痹，填骨髓，长肌肉，……除痹，

疗折跌绝筋”［４］。

何首乌　《本草备要》：“添精益髓，养血祛风
（治风先治血，血活则风散），强筋骨，…为滋补良

药”［２］。《本草纲目》：“长筋骨，益精髓，坚阳道，令

人有子”。《本草思辨录》：“长筋骨、益精髓”［６］。

续断　《神农本草经》：“续筋骨”。《本草备
要》：“补肝肾，理筋骨”［１］。《得配本草》：“通血脉，

理筋骨，疏肝气，利关节”［５］。

骨碎补　《本草备要》：“补肾，治折伤”［２］。《本
草纲目》：“风虚冷痹，骨髓伤败，一切风气痛，作丸

服”［６］。现代药理实验证明，骨碎补有促进骨折愈合

作用。

淫羊藿　《本草备要》：“益精气，坚筋骨”［２］。
桂心　《本草备要》：“益精明目，消瘀生肌，补

劳伤，暖腰膝，续筋骨”［２］。

枸杞子　《本草备要》：“补虚劳，坚筋骨”［２］。
酸枣仁　《本草备要》：“助阴气，坚筋骨”［２］。
楮实　《本草备要》：“补虚劳，壮筋骨，明目充

肌”［２］。

桑寄生　《本草备要》：“补筋骨，散风湿”［２］。
五加皮　《本草备要》：“壮筋骨”。《本草纲

目》：“强筋健骨”［２］。

胡麻　《本草备要》：“补肺气、益肝肾，润五脏，
填精髓，坚筋骨”［２］。《本草思辨录》：“功在增液，则

润肌肤、泽骨节……皆效有必至”［６］。

白蜡　《本草备要》：外用生肌，甘温属金。生
肌止血，……定痛补虚，续筋接骨，外科要药”［２］。

蠡实　《神农本草经》：“寒湿痹，坚筋骨”［１］。
天雄　《神农本草经》：“寒湿痹，沥节痛，拘挛

缓急，……金创，强筋骨，轻身健行”［１］。

泽兰　《神农本草经》：“骨节中水，金创、痈肿、
创脓”［１］。

蜀菽　《神农本草经》“温中，逐骨节”［１］。
石楠　《神经本草经》：“主养肾气、内伤、阴衰，

利筋骨皮毛”［１］。

褚实　《神农本草经》：“主邪气，诸痹疼酸，续
绝伤，补骨髓”［１］。

山药　《本草纲目》：“补虚羸，强筋骨”［４］。
黄芪　《本草纲目》：“益元气，……逐恶血，止

自汗，壮筋骨”［４］。

菟丝子　《本草纲目》：“益精髓，坚筋骨，腰疼
膝冷，同牛膝丸服”［４］。

白杨皮　《本草纲目》：“去折伤宿血，在骨肉间
疼”［４］。

狗脊　又称为金毛狗脊《本草备要》：“温养气
……周痹，除风虚，……利俯仰（滋肾益肝，则骨健而

筋强）”［２］。

当归　《本草备要》：“补血，……痿痹瘕（筋
骨缓纵，足不任地曰痿；风寒湿客于肌肉、血脉曰痹；

血凝气聚，按之坚硬曰症；虽坚硬而聚散无常曰瘕，

尚未至症也）”［２］。

熟地黄　《本草备要》：“平补肝肾，养血滋阴，
……，填骨髓，生精血”［２］。

接骨草　《本草纲目拾遗》：“生墙崖上，叶如羊
耳，专治接骨。治折伤，续断骨，捣罨即愈”［７］。

青烟白鹤草　《本草纲目拾遗·卷四·草部
中》。汪连仕云：草生海岛，其性最行气，味甚猛烈，

色绿如翠，能入气分血分，消积气，散瘀血，续筋骨，

土人以煎膏疗病，治内外一切症。其汁即阿魏……

损折筋骨，俱煎酒服［７］。

老鹳草　《本草纲目拾遗·卷五·草部下》：
“去风疏经活血，健筋骨，通络脉，损伤痹症，麻木皮

风，浸酒常饮，大有效。或加桂枝、当归、红花、芍药

等味，入药用茎嘴”［７］。

柳椹　《本草纲目·卷六·木部》“”此乃柳花
未放时，其枝垂下如椹形，所谓柳蕊也。淡黄色，若

俟花出则无用矣。纲目有柳华明目驱风，壮筋骨。

……，壮筋力，益寿轻身［４］。中国古代中医用的小夹

板，基本是柳木制作，硬而服用一定的弹性。

龙须藤　《本草纲目拾遗》：“补筋骨”［７］。
金雀花　《本草纲目拾遗》：“暖筋骨”［７］。
杨瑶子　《本草纲目拾遗》：“通百脉，强筋

骨”［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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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豆　《本草纲目拾遗》：“壮筋骨，止盗汗，补
肾，活血，明目，益精”［７］。

甘草　《得配本草》：“利关节，保神，益精气，坚
筋骨”［３］。

仙茅　《得配本草》：“助相火，除风冷，强筋骨，
益肌肤”［３］。

丹参　《得配本草》：“止关节疼痛”［３］。
山药　《本草纲目》：“去冷风，头面游风，强筋

骨，壮脾胃”［４］。

苍术　《本草纲目》：“除湿，消痰，健脾，治筋骨
软弱，为治痿要药”［４］。

现代研究认为，杜仲能增强肾上腺皮质的功能，

激活机体特异性的免疫功能反应，具有双相调节细

胞免疫功能的作用。方芳，王平珍认为丹参促进骨

折的愈合作用贯穿丹参对骨折愈合的治疗作用贯穿

于炎性反应期、修复期以及改建期３个时期。丹参
能增加毛细血管的生成数量，改善和增加骨折局部

的血液供应；促进成骨细胞与破骨细胞的修复功能；

促使成纤维细胞的蛋白质合成旺盛，胶原纤维增多

且密集；加速对基质钙化，更好地满足新骨形成对钙

的需要；增加生长因子的含量，促进骨折的愈合［８］。

２２　动物药　鹿茸　《本草备要》：“生精补髓，养
血助阳，强筋健骨”。

螃蟹　《本草备要》：“除热解结，散血通经，续
筋骨（筋绝伤者，取蟹黄、足髓，熬纳疮中，筋即续生。

骨节脱离者，生捣，热酒调服，渣涂半日，骨内谷谷有

声即好”［２］。

蜜姑鱼　《本草纲目拾遗》：“补血脉，增髓去
热，除虚羸，壮筋骨”［７］。

羊胫骨灰　《本草纲目》：“补骨”［４］。
雪鳝　《本草纲目拾遗》：“增气力，壮筋骨，益

血填髓”［７］。

洋虫（九香虫）《本草纲目拾遗》：“性温，行血

分，暖脾胃，和五脏，健筋骨”［７］。

牡蛎　《神农本草经》：“久服，强骨节”。牡蛎
主要成分是钙，增加钙有利于骨痂的形成［１］。

侯晓峰，李树强［２］研究认为，发现高剂量鹿茸能

增加和加快 ＢＭＰ２、ＴＧＦβ１在骨痂组织中的表达，
并可提高大鼠骨折端的骨痂厚度，提高骨折愈合质

量［９］。毕留江在《骨折延迟愈合及骨折不愈合患者

应用赤参壮骨汤治疗的临床价值研究》一文中，所选

的赤参壮骨汤（枸杞子１２ｇ、杜仲１２ｇ、淮山药１２ｇ、
仙茅１２ｇ、熟地黄１２ｇ、怀牛膝１２ｇ、补骨脂１２ｇ、淫
羊藿１２ｇ、山萸肉１２ｇ和赤芍１５ｇ）就包括上述古籍

中所提到的药物［１２］。潘贵超等研究发现补肾健脾

活血方（淫羊藿、熟地黄、鹿角霜、申姜、肉苁蓉、败龟

甲等）中药药液能显著提高骨质疏松骨折大鼠骨折

断端ＴＧＦβｍＲＮＡ的表达水平，可能是中药促进骨
质疏松型骨折愈合的机制之一。

２３　矿物药　自然铜　《本草备要》：“主折伤，续
筋骨，散瘀止痛……产铜坑中。火、醋淬七次，细研，

甘草水飞用（昔有饲折翅雁者，雁飞去，故治折

伤）”［２］。《得配本草》自然铜，一名髓铅。辛，平。

散血定痛。续筋接骨。火，醋淬七次，研末，甘草水

飞过用［３］。《本草纲目拾遗》认为：唐代开元的铜

钱，可以续筋接骨。《本草纲目拾遗》：“紫铜铆，金

花铆锡铆。附药性考：产云南，入药镇心利肺，降气

坠痰，火末用，可罨续筋骨折伤”。

石流黄　《神农本草经》：“坚筋骨，……能化金
银铜铁奇物”［１］。

戎盐　《神农本草经》：“主明目、目痛，益气、坚
肌骨，去毒蛊”［１］。

石髓　《本草纲目拾遗》：“石髓出泉州安溪长
潭石罅间，接骨如神，疗内伤折骨，酒研三分服，能接

断骨。不可多服，多则骨大［７］。

无名异　《得配本草》：“伏硫黄。活血凉血。
治金疮折损。得陈酒送下，治打伤肿痛……治损伤

接骨，外以黄米粥涂纸上，掺牡蛎末，裹定，再以竹篦

夹住”［３］。

青盐　《得配本草》即戎盐。：“止血、坚骨”［３］。
赤石脂　藏医著作《四部医典》中认为：“赤石

脂分为雄赤石脂、雌赤石脂２种，功效医治黄水病。
愈合骨折，预防脑病”［１１］。

红色高岭土　藏医著作《四部医典》中认为：
“功能是愈合骨折，抑制脂肪疣、去腐生肌”。高岭

土类矿物是由高岭石、地开石、珍珠石、埃洛石等高

岭石簇矿物组成，主要矿物成分是高岭石［１１］。

赵利平等［７］发现自然铜能够明显提高家兔骨痂

中微量元素Ｆｅ、Ｃａ的含量，从而增加骨痂的生长，并
认为这与自然铜煎汁中富含微量元素有关。徐爱

贤［１０］在其实验中使用磁和自然铜联合应用于骨折

的治疗，发现其能促进骨折愈合，其中自然铜的作用

机制推断为提供骨折愈合必须的多种微量元素、促

进胶原纤维形成和钙磷的沉积、增强多种酶的活性。

３　接骨中药的使用方法
明·李时珍提出了内治和外敷２种方法，并对

中药进行了分类。

３１　内治接骨的中药　植物药：骨碎补、地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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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黄麻灰、接骨木、卖子木［４］。矿物药：如自然铜、

铜屑、古文钱、铜钴、生铁、铁浆粉、无名异、乌古瓦、

胡粉［４］。动物药：如土鳖虫、龟血、蟹、鹗骨、雕骨、鹰

骨等［４］。其中包括了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的炮制

及方法。

３２　外治散瘀接骨　植物药：大黄、凤仙花叶、半
夏、白杨皮、黄土、苎叶、地黄、灯芯、牛膝、旋花根、紫

苏、三七、莨菪子、蛇床、栝蒌根、白蔹、土瓜根、茜根、

地锦、骨碎补、水萍、威灵仙、何首乌、稻瓤、黍米

（烧）、麦麸（醋炒）麦面、稗草、绿豆粉（炒紫）豆黄、

豆腐、酒糟、葱白、萝卜、生姜、桃仁、李核仁、肥皂、盐

杨梅、桑白皮、降真香、血竭、水桐皮、乳香、没药、落

雁木、质汗、桑叶、栀子、蜜栗子、故绯、炊单布、蛤蚧、

吊脂、乌毡、荆皮、釜底墨［４］。矿物药：白矾、石青等。

动物药：海螵蛸、鳔胶等，五灵脂、狗头骨、牛蹄甲等，

这些内容在现代社会已经不用，但在古代也许是可

以的。其中牛马血，“折伤垂死，破牛或马腹纳入，浸

热血中，愈”这类似于现代医学所研制的休克裤，对

创伤性休克有一定的意义。

还有部分食物，对促进骨折愈合有帮助。如鳖

肉、龟肉、摄龟、熊肉、羊脂、野驼脂。牛酥牛髓、猪

髓、黄牛屎（炒）、白马屎（炒）、猪肉（炙贴）、牛肉（炙

贴）、母猪蹄、栗子、蟹肉［４］。

外用接骨中药，主要是作为接骨中药的外敷的

材料，这些材料包括动物的脂肪、植物的淀粉等，有

利于保湿和增加外用骨科药物的吸收。在中国古代

这些接骨的方法中，有很多现代人无法理解的内容，

但有些内容还是值得借鉴的。比如：在当时条件下

的治疗创伤性休克是把人放在牛血中，这与现代临

床所应用的休克裤有其曲同工之妙。

现在大多数外用续筋接骨中药的使用主要是采

用外敷、外洗的方式，如赵建平，赵国志用迁安市中

医医院协定方：透骨草、土茯苓、川楝子、威灵仙、当

归、苏木、羌活、白芷、牛膝、艾叶各２０ｇ，桃仁、红花
各１０ｇ，由本院药剂室配制加工成５００ｍＬ瓶装外科
消肿洗液，取外科消肿洗液５００ｍＬ加热适合温度，
趁热熏蒸小腿部后侧３０ｍｉｎ后，用纱布棉垫浸入药
汁，外敷小腿部同时给予红外线烤灯照射，３～４次／
ｄ，３０～４５ｍｉｎ／次。并配合指导患者行下肢肌肉收
缩练习［１３］。

邢丽莉探讨了术前中药冷敷联合术后中药熏洗

对四肢骨折愈合时间的影响，结果发现均１１２３ｄ；
观察组为５～１０ｄ，平均７１４ｄ。两者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达到骨折临床愈合标准的时间：

对照组为６５～１２周，平均８９５周，观察组为４～９
周，平均 ６２６周，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１４］。

王茂权，王爽分析采用速骨汤治疗骨折迟缓愈

合的临床效果。对８０例骨折迟缓愈合患者，根据治
疗方法不同分为观察组（５０例）和对照组（３０例）。
对照组患者采用西药治疗联合康复训练治疗，观察

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速骨汤治疗。比较２组患者
治疗效果及骨折愈合时间。结果观察组患者治疗显

效３５例、有效１１例、无效４例，总有效率为９２０％；
对照组患者治疗显效９例、有效１１例、无效１０例，
总有效率为６６７％；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８３３５，Ｐ＜００５）。
观察组患者骨折愈合时间为（６８０±９４）ｄ，对照组
为（７３８±１０６）ｄ，观察组骨折愈合时间明显短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２５４６，Ｐ＜００５）［１５］。
４　骨折患者饮食禁忌

古代医家，对骨折患者提出了一些饮食禁忌，这

些饮食禁忌，可以供现代医家作为参考。明·李时

珍６９《本草纲目·序例上·五味宜忌》中指出：“苦
走骨，骨病毋多食苦，多食令人变呕”。又说：“骨收

则强，故酸可以养骨。筋散则不挛，故辛可以养筋。

肉缓则不壅，故甘可以养肉”［４］。清·汪昂《本草备

要》：“苦走骨，骨病毋多食苦；骨得苦，则阴益甚重

而难举也”［２］。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认为用

松柴火“煮饭益人，壮筋骨”，紫茉莉“久食则骨

软”［７］。

５　总结
从中医骨科临床来看，临床促进骨折大多采用

膏药，膏药主要是复方制剂，制剂中含有促进骨折的

促进骨折愈合的中药，局部的轻微药物刺激有加快

骨折的作用。

５１　从中医骨科对骨折愈合作用的名词分析，看中
医药促进骨折的愈合作用　通过上述整理，我发现
中药促进骨折愈合的中药主要分为：１）强筋骨，有使
筋骨强壮之意。包括：杜仲、牛膝、何首乌、枸杞子、

酸枣仁、胡麻仁、蠡实、天雄、杨瑶子、巴戟天、仙茅、

山药、苍术、鹿茸、玉泉。２）续筋骨，有使断骨再续之
意。续筋骨，包括：干漆、续断、桂心、白蜡、接骨草、

青烟白鹤草、螃蟹。３）壮筋骨，有使筋骨结实之意。
壮筋骨，包括：石斛、楮实、五加皮、黄芪、柳椹、料豆、

蜜姑鱼、羊胫骨灰、雪鳝。４）填骨髓，有使骨髓丢失
填充之意。填骨髓，包括：黄精、干漆、天门冬、何首

乌、补碎骨、褚实、熟地黄、雪鳝。５）坚筋骨，有使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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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结实之意。包括：冬葵子、淫羊藿、菟丝子、当归、

紫芝、仓粳米、金屑、青盐。６）健筋骨，有使筋骨受到
保护之意。健筋骨，包括：狗脊、老鹳草、九香虫。７）
补筋骨，有补养筋骨之意。桑寄生、龙须藤。

张坤等［１６］研究认为，“已有许多动物实验和临

床试验证明中药，如淫羊藿、骨碎补等可刺激骨再生

和抑制骨再吸收，最终促进骨折愈合。作者指出：许

多细胞实验证明这些中药成分可上调胞内成骨性转

录因子和成骨相关基因产物表达，诱导前成骨细胞

成骨分化和刺激成骨细胞增殖，促进骨结节形成和

基质矿化。同时也可上调胞内破骨性转录因子和破

骨相关基因产物表达，抑制前破骨细胞破骨分化和

破骨细胞骨再吸收活性。

此外，这些中药成分还可影响胞内信号通路发

挥以上相同的作用。由此发现前成骨细胞和前破骨

细胞中的成骨性和破骨性转录因子、转录因子调节

的基因表达和信号通路是中药促进骨折愈合的主要

分子机制”。

５２　从骨折愈合的不同时期，看中医药促进骨折的
作用　骨折愈合一般分为炎性反应期、修复期、塑型
期。１）炎性反应期，一般是７ｄ，临床表现以局部肿
胀为主，伴有疼痛。现代医学主要处理方法是止痛，

常用扶他林，或中药止痛药膏，解除疼痛，内服药物

治疗宜用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可服七厘散、复元活

血汤、云南白药等；外敷可选栀乳散。２）修复期，骨
痂形成，疼痛减轻，避免负重，营养支持，避免感染，

避免吸烟、饮酒，肥大或萎缩，肿消痛减后，治宜接骨

续筋，内服正骨紫金丹、接骨丸、跌打丸等；外贴改用

接骨膏。３）塑型期，成骨细胞，接近于整体常人，解
开石膏，功能锻炼，增加填精髓的中药，后期需要强

筋健骨中药，以增加骨骼和肌肉的功能。后期恢复

时治宜培补肝肾，舒筋通络，内服补肾壮筋汤、或舒

筋活血汤、小活络丹等；外用海桐皮汤、五加皮汤或

损伤洗方外洗，同时配合按摩与功能锻炼。

从骨折愈合的处方看中医药促进骨折愈合的药

物，在很多中医复方中大量使用活血化瘀中药和矿

物中药。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矿物药中的某些金属

离子可以是促进骨折愈合的中药递质作用。中药促

进骨折愈合单味中药的研究并不多，通过我的收集、

整理，有助于人们对促进骨折愈合中药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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