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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异黄酮的类雌激素作用与预防骨质疏松研究进展 

那晓琳 崔洪斌 

在临 床医学上 ，骨质疏 松 的定 义为 ：骨质疏 松 症是 以全 

身骨量减少、骨的微观结构退化为特征的、致使骨的脆性增 

加而 易发生骨折的一 种疾病 ⋯。随着 人类 寿命 的延长 和老 

龄社会 的到来 ，与衰 老密切相关 的骨 质疏松症及伴 发疾 病 的 

发病率逐年提高[2 3。目前全世界大约有 2亿人患骨质疏松， 

其发病率已跃居各种常见疾病的第 7位。老年人尤其是绝 

经妇女患骨质疏松的几率大于其他人群，主要原因是妇女进 

入绝经期后 ，卵巢功能减退 ，体内的雌激素水平急剧下降，加 

速了骨量丢失。有统计资料显示 ，妇女脊椎和前臂骨折发生 

率是男子的6～10倍 ，65岁以上老人中，女性有 1／2，男性约 

1，5患有骨质疏 松症 。近 年来 ，有 关 大豆异 黄 酮 的类 雌 激 

素作用和预防骨质疏松研究文章逐年增加，已成为研究热点 

之一 。 

一

、大豆异黄酮的类雌激素作用 

雌激素是女性的主要生殖激素，具有促进降钙素分泌和 

抑制破骨细胞生成的作用，对体内骨代谢起着重要的调节作 

用。围绝经期或绝经后妇女体内的雌激素水平降低，对成骨 

细胞的刺激减弱，使骨形成和骨吸收的平衡失调，骨吸收大 

于骨形成 ，骨质逐渐丢失，骨密度减小，这是老年妇女易发生 

骨质疏松的重要病因。绝经后的女性在 0～5年中每年大约 

丢失 1．5％～2．5％的骨量，5～10年间每 年丢失骨量可达 

3％ ～5％。妇女绝经后适当补充雌激素，可预防骨质疏松的 

发生 。 

大豆异黄酮是一类典型的植物雌激素，主要有大豆甙元 

(daidzein)、金雀异黄素(genistein)和黄豆素(glycetein)。它们 

的化学结构与雌激素十分相似 ]，能够与雌激素受体结合， 

表现出两种重要 的生物学活性 ：雌激素活性和抗雌激素活 

性。对于雌激素水平低者，大豆异黄酮表现为弱雌激素作 

用，与成骨细胞内的雌激素受体结合 ，加强成骨细胞的活性， 

促进骨基质 的产生 、分泌 和骨 矿化过 程 ，可预 防骨 质疏 松症 

的发生，同时减轻一些与雌激素水平降低有关的疾病，如更 

年期综合症 、动脉粥样硬化及细胞衰老等；对于雌激素水平 

较高者，它表现为抗雌激素作用 ，当异黄酮与雌激素受体结 

合后，更具活性的体 内雌激素不能再与之结合产生激素效 

应，避免了过多的雌激素对细胞的破坏 ，对与雌激素有关的 

乳腺癌、子宫出血等疾病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大豆异黄酮的类雌激素作用还表现在对骨髓 B淋巴细 

胞数量的调节上，骨髓 B淋巴细胞的数量与骨量减少之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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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切关系。雌激素水平低时，骨髓 B淋巴细胞增多，骨损 

失加大。lshida等 (1999)以卵 巢摘 除动 物 为对 象 ，通 过 皮下 

注射 ，讨论 了异 黄 酮对 骨髓 B淋 巴细 胞 的影 响。其 结果 表 

明 ，连续 给予 0．5 mg／a的金雀 异黄 素 2个星 期 ，能 明显 抑制 

由于卵巢摘除引起的骨髓 B淋巴细胞增生，给予 0．1 d雌 

激素也能抑制骨髓 B淋巴细胞的亢进 ，说明金雀异黄素具 

有雌激素作用；同时金雀异黄素对卵巢摘除大鼠的子宫萎缩 

不起作用，雌激素能刺激子宫膨大，说明金雀异黄素的作用 

不完全等同于雌激素。另外，Yamaguchi等 通过体外骨细 

胞培养 实验证实 了金 雀异黄素可提 高碱性 磷酸酶活性 、脱 氧 

核糖核酸(DNA)和降钙素含量，表现出类雌激素作用。Ishida 

等⋯ (1998)在研究大豆异黄酮抑制骨量减少的效果时，发现 

大豆苷与染料木素都能减少骨损失，但大豆苷主要降低骨转 

化率，并与雌激素一样具有抑制尿中骨吸收指标上升作用， 

染料木素却没有这种效果 ，由此可见这 2种异黄酮的作用机 

制不一样 ：有关大豆异黄 酮预防骨质疏松 的机理研究 ，目前 

报道很少 ，没有统一 的结 论 ，需要 进一步进行 探讨。 

大豆异黄酮是纯天然的食品成分，雌激素活性很弱，一 

般表现为雌二醇活性的千分之一至十万分之一 ，对人体没有 

任何副作用，对于那些不适于用雌激素治疗或不愿接受雌激 

素疗法的骨质疏松患者来说，服用异黄酮是一个较好 的方 

法。临床已采用人工合成的异丙黄酮治疗骨质疏松 ，效果明 

显 ，对 于广 大妇女 ，异 黄酮还起到 预防和保健作用 。 

二、大豆 异黄酮预防骨 质疏 松研究 

人 们对大豆异黄 酮在治疗和抑制 与激素相关 的癌 症 ，如 

前列腺癌 、乳腺癌等癌症及降低人体胆固醇、防治心血管疾 

病等方 面已进 行 了较多 的研究 ，但对 其预防骨质疏松 的效果 

只是在近期才开展一些工作。1995年，世界卫生组织以夏威 

夷岛的 70岁 以上 的 日本 妇女 为对 象 ，进行 了大豆 异黄 酮排 

泄量与骨密度相关的病因学调查研究，结果显示骨密度高的 

群体其尿中的异黄酮排泄量也较多，而大豆异黄酮的摄取量 

与尿中异黄 酮排 泄量呈正相关 ，可见 大豆异黄酮摄 取量与骨 

密度有一定的关系 。亚洲国家食用大豆有近五千年的历 

史 ，同美 国及欧洲 国家相 比，亚 洲妇 女患 骨质疏 松 的 比例较 

低 “ ，也说明大豆中含有抑制骨质丢失的成分。 

有关异黄酮的人体摄取实验报道 不多，1998年美国的 

Potter等 。人对66名绝经后高胆固醇症妇女进行了一项膳 

食干预实验。受试者一共分为 3组，发别给予酪蛋白、酪蛋 

白+异黄酮(56mg)、酪蛋白 +异黄酮(90mg)，实验共进行了 

24周，结果表明，食用酪蛋白的一组骨矿物质含量(BMC)和 

脊椎骨密度(BMD)下降 1．5％，食用酪蛋 白+异黄酮(56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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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组 BMC、BMD下降 0．5％，食用酪蛋白+异黄酮(9O mg) 

的一组，BMC和 BMD增加 2％。稍后 ，Alekel等 对 69名围 

绝经期妇女的膳食干预也发现．较高含量的异黄酮可降低受 

试者腰椎骨的损失。由于骨 的再形 成周期较长，一般 为 

30—80周 ，而 24周对 于骨损失的研 究来 说时 间较 短 ，就 此说 

明异黄酮对预防骨损失具有显著和长期的作用还为时尚早， 

需要进行 长期的流行病学调 查和进一步 的研究 。 

有许多动物实验证实大豆异黄酮具有预防骨质疏松的 

效果。Arjmandi等” 报道了摘除卵巢的骨质疏松症模型大 

鼠摄取大豆蛋白后 ，可抑制股骨以及腰椎骨骨密度的降低 ， 

随后他们的研究进一步证明这种作用是由大豆蛋白含有的 

异黄酮产生的，异黄酮的作用机理是刺激 I型胰岛素样生长 

因子 mRNA的转录，提高骨形成能力，而不是抑制骨的吸收。 

Draper等 证明许多来源的植物雌性激素具有抑制卵巢摘 

除大鼠的股骨和椎骨的骨量减少效果。Ishimi等 2“以摘除 

卵巢的小鼠为对象，通过皮下注射给予不同剂量的金雀异黄 

素，结果发现低剂量的金雀异黄素(0．4 mgCd一0．7 m d)可抑 

制小鼠股骨骨小梁的减少 ，具有深远意义的是 Ishimi等还发 

现给予具有抑制骨量减少的金雀异黄素后，对子宫以及子宫 

内膜细胞几乎没有影响。多数研究表明金雀异黄素可有效 

降低骨损失．但 Picherit_2 利用 17~3-雌二醇作对照，对大豆异 

黄酮的两种主要成分大豆甙元和金雀异黄素抑制骨质丢失 

的能力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大豆甙元能更有效地预防卵巢切 

除大鼠的骨损失．．同时，研究发现对已造成骨质疏松模型的 

试验大鼠，给予大豆异黄酮(80mg／kg body．d)12周 ，不能提高 

其骨密度和骨小梁的数量 】，说明大豆异黄酮不能逆转已 

形成的骨质减少。 

目前国内对大豆异黄酮预防骨质疏松作用的研究刚刚 

起步，相关文献较少。中山医科大学史琳娜等人进行了大豆 

异黄酮对切除卵巢大鼠的钙代谢、骨量和骨组织形态学的影 

响研究，结果证明，大豆异黄酮预防骨质疏松的作用与雌激 

素类似，但效果弱于雌激素 。本文作者对正常断乳大鼠 

给予大豆异黄酮的研究表明，大豆异黄酮可提高受试动物的 

骨钙含量和 骨密度。 

三 、展望 

骨骼的生长周期较长，～般为 30—80周，因此大豆异黄 

酮预防骨质疏松的作用还需要长期的追踪研究。今后的研 

究方向将从细胞水平、分子水平探讨大豆异黄酮对成骨细 

胞 、破骨细胞的作用机理及对相关因子的调控作用，同时大 

豆异黄酮预防骨质疏松的量效关系也将成为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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