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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NEI网络调控秉承现代医学“元素中心论”建立，而中医理论秉承“系统中心论”建立，两者均强调机体的整体性和时空

性特点，各种激素、细胞因子、神经递质等信使不仅是神经、内分泌、免疫三大系统的“共同语言”，同时也是中西医交融的结合

点或共通点。在骨质白钷松症的发生演变过程中，NEI网络对骨代谢的调控机制与其“脾肾同病、骨桔髓空、骨肉不相亲”的病

机特点存在诸多联系，或者说后者是NEI网络微观信息的最终表达。鉴于此，本文就骨质疏松(骨痿)的病因病机及治则方药

结合NEI网络对骨代谢的调控平衡机制做一综述，旨在为中医药防治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提供客观的分子生物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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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I network regulation i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centml element tlleory of the modem medicine，but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i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systcm theory．Botll emphasize body integrity and time and space

feamres． A1l kinds of homones， cytokines， and neurotransmitter messengers are not only the common language锄ong nerve，

endocrine，and immune system，but aIso the interact point of TCM and Westem Medicine． During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osteopomsis，there are many links between regulation of NEI network on bone metabolism and nle TCM patllogenesis of spleen

and kidney deficiency，marrOw exhausted to bOne withered，and dish姗Ony between bone and muscle． In another word，the latter

is the ultimate expression of NEI micm infomation． In View of tllis，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mechanism of NEI network balance in

the treatment of osteoporosis from ttle spleen and kidney ttleory，in order to proVide an objective molecular biology basis of TCM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primary osteoporosis(bone impo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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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以骨量降低、骨微结构破坏、

骨脆性增加、骨强度下降、骨折风险增大为特征的全

身性、代谢性骨骼系统疾病。近年来，随着全球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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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的到来，骨质疏松症的发病率逐年增高，欧洲

50岁以上人群中，男性发病率为5．9％～7．2％，女

性为19．1％～23．5％¨1，已然成为影响老年人口生

活质量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也是中医药防治骨病

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中医理论认为：肾为先天之本

主骨生髓，肾虚则骨枯髓削，脾为后天之本主运化气

血充养四肢百骸，脾虚则气血乏源筋骨失养j脾肾同

病，发于筋骨，终致骨痿(骨质疏松)忙’3J。因此也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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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脾肾亏虚、骨枯髓空、骨肉不相亲”的病机关

键，治疗多从脾肾论治。尽管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

证实，从脾肾论治骨质疏松确实行之有效，但尚缺乏

有力的分子生物学依据解释其作用机理。本文结合

引用NEI网络对骨代谢的调控作用，探讨揭示从脾

肾论治骨质疏松的分子生物学机理，旨在为中医药

防治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提供客观的分子生物学依

据。

l从脾肾论治骨质疏松的辨治机理

骨质疏松属中医“骨痿”、“虚劳”等范畴，病位

在骨，脏属脾肾，病性多虚，而与肝、胃、肺等关系密

切，其中，“脾肾亏虚．骨枯髓空．骨肉不相亲．骨痿”

是其病机关键H剖。中医理论认为，肾藏精，生髓主

骨，虚则髓空骨枯，痿不任身，脾主运化，合肌肉主四

肢，虚则气血生化乏源，肌肉瘦削枯萎，肢体倦怠无

力。脾肾为先后天之本，生理上相互资生促进，病理

上亦相互影响，脾虚失运，则无以滋养先天肾精，肾

精乏源则无以温化后天脾运，脾肾同病而骨枯肉却，

终致骨痿、虚劳。相关理论在中医典籍中多有论述，

《难经·二十四难》记载：“足少阴气绝即骨枯。少阴

者冬脉也，伏行而温于骨髓，故骨髓不温，即肉不着

骨，骨肉不相亲⋯⋯无润泽者，骨先死‘7¨’即是对

“骨枯髓空”、“骨肉不相亲”导致骨质疏松(骨痿)

的精辟阐释。根据法因证立，方随法出的辨治思路，

各代医家多取补益清虚之法，从脾肾论治，“治痿独

取阳明”即是其治法总则，处方遣药也多选虎潜丸、

六味地黄丸、牛膝、巴戟天等方药滋补脾肾，充髓泽

骨。

2从脾肾论治骨质疏松的现代研究

脾肾两大功能集团之间密切的生理病理联系表

现在骨质疏松的发生发展，其实质是骨肌结构与功

能的破坏，脾肾同治的治疗理念也是着眼于对骨肌

结构与功能的调节。近年来，大量研究显示补肾健

脾方药可通过调节骨代谢相关基因、细胞因子、信号

通路等发挥治疗作用，邓伟民等伸。研究发现，补肾

健脾化瘀方药(淫羊藿、鹿角胶、龟板胶、生地、骨碎

补、山药、水蛭)可下调骨髓内环境中ERRd mRNA

表达，上调PGc．1Q mRNA表达，从而发挥抑制破骨

细胞活性，促进成骨细胞活性的作用，达到治疗目

的。相关药理与临床研究一。1引发现，熟地、淫羊藿、

白术、泽泻等补肾健脾中药可通过抑制成骨细胞对

IL一1、IL-6、PGE2等破骨细胞活性刺激因子的分泌，

进而抑制骨吸收，同时通过上调血清雌激素水平，促

进骨形成，改善骨密度，达到治疗目的。

此外，骨肌系统作为机体的重要功能单元，与其

物质结构(骨)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是骨质疏松的

发生发展的机制之一。人体通过肌肉收缩带动骨骼

产生运动，长期适量的运动，可以促进骨肌循环，增

强营养物质的代谢。同时，有助于增强肌力和身体

的平衡协调性，提高机体自我调控机能，维持对骨骼

的应力刺激。根据woolf理论，骨骼的质和量与其

所处的应力环境密不可分，而骨肌运动功能是其纽

带，任何影响机体运动的因素均可反映在骨质与量

的变化，正所谓生命不止，运动不息。余根秀等¨副

研究显示，中等强度的上肢运动能减少去势大鼠椎

体骨量丢失，减缓骨质量的降低速度，有助于防治骨

质疏松。Tveit等¨41研究发现，退役运动员发生脆

性骨折的风险明显低于预期值，即就是说年轻时由

于运动所带来对骨骼生长的应力刺激，可降低老年

时脆性骨折的发生率。

3 NEI网络对骨代谢的调控机制

NEI网络主要研究神经、内分泌、免疫等人体三

大调节系统通过激素、神经递质、细胞因子等“共同

语言”对各种内外环境刺激进行联动调节防卫的机

制，三者之间各司其职且互补促进，共同参与维护机

体内环境的稳定，而人体活跃的骨代谢也同样直接

或间接接受NEI网络的调控。刘锡仪等¨副通过毁

损大鼠下丘脑弓状核的方法成功制备骨质疏松动物

模型，并运用此模型研究弓状核神经细胞对骨代谢

的调控作用，发现弓状核神经细胞可促进性腺激素

和生长激素的分泌，经过处理的弓状核细胞丧失了

这种作用，即下丘脑一垂体一性腺(甲状腺、肾上腺)

三个靶腺轴功能紊乱，表现为激素水平低落，导致骨

质疏松发生。此外，弓状核也可通过影响机体免疫

功能参与调控骨代谢。研究¨6。181显示：免疫细胞和

骨细胞源于相同的祖细胞，其分化受相同的支持细

胞驱动，机体免疫系统可通过多种途径调节成骨细

胞与破骨细胞的平衡，包括免疫细胞本身作为破骨

细胞的前体细胞参与骨代谢。鞠大宏¨引等从NEI

网络调节的角度研究了去卵巢大鼠致骨质疏松的机

制，结果显示雌激素缺乏除直接使骨吸收增加外，还

使NEI网络发生了紊乱，导致对骨代谢有直接或间

接作用的细胞因子和激素含量或活性发生了改变，

这种改变使骨形成和骨吸收均有增加，而以促进骨

吸收的因素表现显著，导致骨质疏松的发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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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NEI网络的部分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骨质疏松发生发展的机制，对防治骨质疏松具有
【j J

重要的意义。

4 脾肾同治骨质疏松症中NEI骨代谢调控

机制 ⋯
NEI网络调控秉承现代医学“元素中心论”建

立，而中医理论秉承“系统中心论”建立，两者均强

调机体的整体性和时空性特点，各种激素、细胞因

子、神经递质等信使不仅是神经、内分泌、免疫三大

系统的“共同语言”，同时也是中西医交融的结合点

或共通点。近年来，鉴于脾肾两脏和NEI网络调控

在骨质疏松发生发展机制中的重要作用，国内学者

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试图揭示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

神秘关系。研究‘20’21 o显示，当脾肾亏虚时，机体下

丘脑-垂体一靶腺轴(性腺、甲状腺、肾上腺)发生不同

层次紊乱，包括植物神经功能和胃肠激素分泌紊乱

以及免疫系统功能低下等改变，而中医针、药疗法可

通过调节5一羟色胺、雌激素、雄激素、生长激素、

AcTH、T细胞亚群等的信使，实现对下丘脑．垂体一性

腺(HPA)轴的良性调节作用。刘海全等旧纠研究认

为补肾中药淫羊藿含药血清可抑制POP大鼠Mscs

及其在成脂分化过程中PPARl mRNA的表达，从而

抑制MsCs成脂分化，以防治POP。胡娜等旧副研究

认为脾虚的发生发展与一系列神经肽、内分泌激素、

免疫细胞因子异常释放有关，而健脾益气升阳药能

调节神经肽Y、白介素2(IL一2)、促甲状腺激素

(TSH)等含量变化。

综上，脾肾两脏与NEI网络调控在骨质疏松发

生机制中均有重要作用，基于脾肾同治法的中医针

药治疗可调衡NEI网络紊乱，进而影响成骨细胞、

破骨细胞活性，影响骨代谢，达到防治骨质疏松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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