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述

基金项目: 山东省中医药科技发展计划项目(２０１７－００４)ꎻ山东

省高等学校科技计划项目(Ｊ１８ＫＡ２７１)ꎻ山东省重点产业关键技术项

目( ２０１６ＣＹＪＳ０８Ａ０１￣３ꎬ ２０１６ＣＹＪＳ０８Ａ０１￣４)ꎻ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

(２０１６ＺＤＪＳ０７Ａ１２)
∗ 通信作者: 刘黎青ꎬ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ｌｉｑｉｎｇ０５３１＠ １６３.ｃｏｍ

中药防治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研究进展

张倩１ꎬ２ 　 王花欣１ꎬ２ 　 王媛１ꎬ２ 　 刘黎青１∗

１.山东中医药大学ꎬ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３５５
２.山东省中医经典名方协同创新中心ꎬ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３５５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８９ ５ꎻＲ２８５ 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６￣７１０８(２０２０) ０７￣１０８３￣０６
摘要: 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是由于雌激素降低导致钙吸收增加、骨量减少而引发的代谢性骨骼疾病ꎬ骨折是该病的主要发现途

径ꎬ严重影响着中老年人身心健康ꎮ 目前常用的西药主要包括钙剂、双膦酸盐类、骨吸收抑制剂等ꎬ但其副作用和不良反应限

制了长期用药ꎮ 如今大量研究表明ꎬ中药可通过作用于成骨相关的多通路、多靶点ꎬ有效提高骨密度ꎬ减轻骨痛ꎬ在防治绝经

后骨质疏松症上有独特优势ꎮ 笔者从临床、动物、细胞等方面归纳中药及复方防治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研究进展ꎬ以期为临

床防治该病提供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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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 经 后 骨 质 疏 松 症 (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ꎬＰＭＯＰ)是一种全身代谢性骨骼疾病ꎬ由
于绝经后女性卵巢功能降低ꎬ雌激素分泌减少ꎬ骨吸

收大于骨生成ꎬ导致骨密度(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ꎬ
ＢＭＤ)降低ꎬ增加了骨折的风险ꎬ同时伴有疼痛、骨
骼畸形等并发症ꎬ严重影响了绝经后女性的生活质

量[１￣２]ꎮ 随着人均寿命的增加和老龄化的加剧ꎬ骨
质疏松症的发病率正逐年攀升ꎬ５０ 岁以上的女性发

病率达 ３０％[３]ꎬ严重影响中老年女性的身心健康ꎬ
为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负担ꎮ 目前临床常用治疗

ＰＭＯＰ 的药物为雌激素、钙剂、骨形成促进剂与骨吸

收抑制剂ꎬ此类药物的靶向治疗虽有显著的临床优

势ꎬ但过于注重局部而忽略了整体观念ꎬ容易引起其

他系统的并发症[４]ꎮ 而证据表明中药亦能够有效

提高患者骨密度ꎬ缓解骨痛等症状ꎬ且兼具资源丰

富、药效理想、副作用小等优势ꎬ为其治疗 ＰＭＯＰ 提

供了广阔的市场[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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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医对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认识

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临床表现类似“骨痿”“骨
枯”“腰腿痛”等ꎮ «素问痿论篇»提到“肾主身之

骨髓肾气热ꎬ则腰脊不举ꎬ骨枯而髓减ꎬ发为骨

痿”ꎻ«灵枢经脉»曰:“足少阴气绝ꎬ则骨枯”ꎮ 肾

主骨生髓ꎬ肾精充盈ꎬ则骨髓生化有源ꎬ骨骼坚固有

力ꎬ肾气亏虚ꎬ则骨髓失养ꎮ 由此ꎬ肾精亏损是该病

的主要病机ꎮ 而肝主筋ꎬ约束骨骼ꎻ脾荣养四肢关

节ꎻ此外ꎬ气血瘀滞是骨质疏松伴疼痛的主要原因ꎬ
骨质疏松的发病机制以肾虚为本ꎬ与肝虚、脾虚、血
瘀密切相关ꎮ 研究认为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辨证分

型大致分为肾虚血瘀证、肝肾阴虚证、脾肾两虚证、

肾精亏虚证四类[６]ꎮ 治疗上以补肾益精为主ꎬ辅以

活血祛瘀、健脾养血ꎮ 使肾气得补ꎬ骨髓得充ꎬ调畅

冲任ꎬ强壮筋骨ꎬ调整机体整体状态ꎮ 中医药的资源

丰富、药效理想、副作用小等优势为中医药治疗绝经

后骨质疏松症提供了广阔的市场ꎮ

２　 单味药治疗 ＰＭＯＰ 的研究

中药资源丰富ꎬ药味繁多ꎬ以道地药材为优(表
１)ꎮ 针对 ＰＭＯＰ 的病因病机ꎬ治疗上以补益肝肾为

主ꎬ对于瘀血所致疼痛者辅以活血药ꎮ 而收涩药主

入脾肾经ꎬ可补体虚、元气不足之脱症ꎬ具有敛汗、固
精之效ꎮ ＰＭＯＰ 患者多有脱症的表现ꎬ通过使用收

涩剂ꎬ敛其耗散ꎮ

表 １　 对 ＰＭＯＰ 具有防治作用的中药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分类 中药

补虚药
人参、黄芪、山药、鹿茸、淫羊藿、巴戟天、仙茅、杜仲、续断、肉苁蓉、锁阳、补骨脂、熟地黄、龙眼肉、枸杞子、龟甲、鳖甲、
何首乌、女贞子

活血药 丹参、红花、牛膝、自然铜、骨碎补、三七

收涩药 山茱萸、海螵蛸、五味子

其他 薏苡仁、柴胡、葛根、蛇床子、牛蒡子、五加皮、桑寄生、独活

２ １　 补益药

２ １ １　 淫羊藿:淫羊藿亦称仙灵脾ꎬ味辛、甘ꎬ性温ꎬ
归肾、肝经ꎬ具有补肾壮阳ꎬ强筋壮骨之效ꎬ是常用的

补肾壮骨中药ꎮ 研究发现ꎬ淫羊藿与女贞子的复合

提取物可减轻卵巢切除(ｏｖａｒｉｅｃｔｏｍｉｚｅｄꎬＯＶＸ)引起

的骨密度下降、骨脆性增加、骨显微结构破坏ꎬ可减

少骨吸收ꎬ增加骨量ꎬ再平衡 ＯＶＸ 大鼠的骨重塑ꎬ具
有抗 ＯＰ 的作用[７]ꎮ Ｊｉｎｇ 等[８] 的研究表明ꎬ淫羊藿

可纠正铁过载引起的成骨细胞凋亡ꎬ增强碱性磷酸

酶(ＡＬＰ)和骨桥蛋白的表达ꎬ在体内具有调节全身

铁代谢的能力ꎮ 淫羊藿的主要活性成分为淫羊藿

苷ꎬ谢利娜等[９]研究淫羊藿苷对成骨细胞增殖的影

响ꎬ推测是由于上调骨形态发生蛋白(ＢＭＰ￣２)、骨保

护素(ＯＰＧ)、ＡＬＰ 的 ｍＲＮＡ 表达来实现的ꎮ 另有研

究表明淫羊藿苷可通过影响 ＡＰ￣１ / ＮＦＡＴｃ１ 通路ꎬ提
高 ｉＮＯＳ 活性起到抗 ＰＭＯＰ 作用[１０]ꎮ
２ １ ２　 黄芪:黄芪性温ꎬ味甘ꎬ归肺、脾经ꎬ具有补气

升阳ꎬ固表止汗ꎬ生津养血ꎬ行滞通痹等功效ꎬ为常用

补气药之一ꎮ 黄芪多糖是黄芪的主要活性成分ꎬ研
究表明ꎬ 黄芪多糖可通过调节 ＦｏｘＯ３ａ / Ｗｎｔ２ / β￣
ｃａｔｅｎｉｎ 通路减轻 ＯＶＸ 大鼠氧化应激所致的骨质疏

松(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ꎬＯＰ) [１１]ꎮ 还可通过降低大鼠血清中

核因子受体活化因子配体 ( ＲＡＮＫＬ) 水平、提高

ＯＰＧꎬ从而降低 ＲＡＮＫＬ / ＯＰＧ 比值ꎬ增强骨密度[１２]ꎮ
王芳等[１３]研究发现ꎬ黄芪散可以改善由肥胖引起的

ＯＰꎬ提高骨量ꎬ改善骨微结构ꎮ 柴艺汇等[１４] 以小鼠

ＭＣ￣３Ｔ３￣Ｅ１ 细胞为研究对象ꎬ发现黄芪多糖上调了

维生素 Ｄ 的基因表达ꎬ达到了防治 ＯＰ 的作用ꎮ
２ １ ３　 人参:人参性平ꎬ味甘、微苦ꎬ可大补元气ꎬ补
脾益肺ꎬ扶正祛邪ꎮ 人参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为人

参皂苷ꎬ可介导多通路、多靶点防治 ＯＰꎮ 研究表明ꎬ
人参皂苷可提高 ＯＶＸ 大鼠 ＡＬＰ、ＢＭＰ、Ｓｍａｄ１ 的基

因表达ꎬ推测人参皂苷通过调控 ＢＭＰ / Ｓｍａｄ 信号通

路防治 ＯＰ [１５]ꎮ 苏柯[１６] 以 ＲＡＷ２６４ ７ 细胞为研究

对象ꎬ探讨人参皂苷抗 ＯＰ 的机制ꎬ发现人参皂苷

Ｒｂ２ 是通过调控 ｍＴＯＲ 通路ꎬ激活自噬相关蛋白

ＬＣ３ ＩＩ / ＬＣ３ Ｉꎬ抑制破骨细胞活性ꎮ 另有研究表明ꎬ
人参皂苷的代谢产物可通过激活 Ｗｎｔ / β￣ｃａｔｅｎｉｎ 通

路ꎬ促进成骨细胞的增殖分化[１７]ꎮ 另外ꎬ张新乐

等[１８]研究发现ꎬ人参花蕾可改善 Ｄ￣半乳糖诱导的

大鼠骨质疏松ꎬ提高骨小梁数量及宽度ꎬ降低骨小梁

分离度ꎬ改善大鼠胫骨松质骨骨量ꎮ
２ １ ４　 补骨脂:补骨脂性温ꎬ味辛、苦ꎬ归肾、脾经ꎬ
具有温肾助阳ꎬ纳气ꎬ止泻之效ꎬ有植物雌激素样作

用ꎬ可有效防治 ＯＰꎮ 周倚墨等[１９] 实验中使用地塞

米松诱导复制骨质疏松模型ꎬ而补骨脂提取物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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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提高大鼠 ＢＭＤ、骨矿物盐含量及骨保护蛋白的表

达ꎮ 韩宇等[２０]在细胞实验中发现补骨脂甲素标准

品可活化 ｃＡＭＰ / ＰＫＡ / ＣＲＥＢ 信号通路ꎬ上调大鼠骨

髓间充质干细胞(ＢＭＳＣｓ)ＰＫＡ、ＣＲＥＢ 的基因表达ꎮ
研究发现ꎬ异补骨脂素在体内可提高雌激素缺乏性

骨质疏松大鼠的骨强度和骨小梁结构ꎻ体内实验表

明ꎬ通过调控 ＡｈＲ / ＥＲα 轴促进 ＭＣ３Ｔ３￣Ｅ１ 细胞的成

骨分化[２１]ꎮ
２ １ ５　 其他补益药:孙成涛等[２２]实验发现ꎬ鹿茸多

肽通过调控 ＢＭＰ￣２ / Ｒｕｎｘ２ 信号通路ꎬ改善骨小梁结

构ꎬ提高骨密度ꎬ防治 ＰＭＯＰꎮ 高剂量的薯蓣皂素可

通过降低 ＲＡＮＫＬ / ＯＰＧ 的比例ꎬ减少 ＯＶＸ 大鼠的骨

量丢失[２３]ꎮ 高曦等[２４] 研究发现ꎬ巴戟天醇提取物

可提高 ＯＶＸ 大鼠的骨最大荷载、骨密度以及骨小梁

数量ꎮ 朱芳兵等[２５]的研究表明ꎬ仙茅苷通过诱导成

骨细胞的增殖分化ꎬ减轻炎症反应ꎬ防治 ＯＰꎮ 王延

涛等[２６]以网络药理学的方式ꎬ分析了肉苁蓉防治

ＯＰ 的潜在靶标及相关通路ꎬ主要有 Ｒｕｎｘ２、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ＶＥＧＦ)、白细胞介素 ６( ＩＬ￣６)等ꎬ涉及

Ｗｎｔ、ＶＥＧＦ、ＴＮＦ 等经典抗 ＯＰ 通路ꎮ 研究表明ꎬ锁
阳醇提物可提高 ＯＶＸ 大鼠的钙磷、ＡＬＰ 含量ꎬ有效

降低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ＴＲＡＰ)、Ｃａｔｈｅｐｓｉｎ Ｋ 及

ＤＰＤ 含量ꎬ显著提高大鼠 ＢＭＤ[２７]ꎮ 枸杞子的作用

机理是促进成骨细胞的增殖、提高骨保护素的表

达[２８]ꎮ 龙眼肉可抑制 ＲＡＮＫＬ 诱导的破骨细胞分

化ꎬ提高斑马鱼和 ＯＶＸ 大鼠的骨密度[２９]ꎮ
２ ２　 活血药

２ ２ １　 骨碎补:骨碎补味苦、辛ꎬ性温ꎬ归肾、肝经ꎬ
具有活血止痛ꎬ补肾强骨的功效ꎮ 现代药理学研究

表明ꎬ骨碎补可促进机体对钙磷的吸收ꎬ具有促进骨

折愈合、抗骨质疏松的疗效ꎮ 陈国铭等[３０] 从骨碎补

的 １４２ 个成分中根据口服利用度(ＯＢ)≥５０％及类

药性 ( ＤＬ) ≥ ０ １８ 筛选出 ７ 个成分ꎬ 其中度值

(ｄｅｇｒｅｅ)最高的是柚皮素ꎬＯＢ 值最高的是圣草酚ꎮ
柚皮素可发挥雌激素样作用ꎬ对 ＯＶＸ 小鼠骨丢失有

保护作用ꎬ圣草酚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主要是通过

ＮＦ￣ｋＢ、ＭＡＰＫ、Ｃａ２ ＋ 信号通路以及抑制 ＮＦＡＴｃ１ 活

性来实现的ꎮ 李琰等[３１]研究发现ꎬ骨碎补通过作用

于 Ｗｎｔ / β￣ｃａｔｅｎｉｎ 通路可达到减缓去卵巢大鼠体重

增长速度、抑制大鼠 ＢＭＳＣｓ 成脂分化、提高骨密度

的效果ꎬ进而起到抗骨质疏松的作用ꎮ
２ ２ ２　 其他活血药:牛膝可补肾强骨ꎬＹａｎ 等[３２] 实

验发现ꎬ牛膝多糖通过调控 ＲＡＮＫ / ＲＡＮＫＬ / ＯＰＧ 通

路ꎬ影响骨代谢标志物ꎬ提高 ＡＬＰ 水平ꎬ降低 ＴＲＡＣＰ

活性ꎬ防治 ＯＰꎮ 三七活血化瘀ꎬ可通过促进血管新

生ꎬ改善血液循环ꎬ为抗 ＯＰ 新的研究方向[３３]ꎮ 王

玺等[３４]实验表明丹参酮ⅡＡ 可改善大鼠废用性骨

质疏松ꎮ
２ ３　 收涩药

山茱萸新苷作用于 Ｗｎｔ 信号通路ꎬ提高了

Ｗｎｔ２、ＢＭＰ￣２、ＮＯＸ４ 等关键促成骨分化因子的表

达[３５]ꎮ 张芳珍[３６] 发现ꎬ五味子总木脂素减弱了

ＩＬ￣６、ＩＬ￣１１ 的蛋白表达ꎬ显著改善了骨小梁结构ꎮ
２ ４　 其他类药物

２ ４ １　 葛根:葛根味甘、辛ꎬ性凉ꎬ归肺、脾、胃经ꎬ具
有通经活络ꎬ升阳止泻ꎬ解肌透疹ꎬ生津止渴之功效ꎮ
葛根的主要药理成分为葛根素ꎬ研究发现ꎬ葛根素能

够增强成骨细胞的活性ꎬ促进其增殖分化ꎮ 葛根素

在骨细胞周期中通过激活 ＥＲＫ１ / ２ 和 ｐ３８ ＭＡＰＫ 通

路调控骨平衡[３７]ꎮ 此外ꎬ葛根素具有类雌激素样作

用ꎬ可以提高大鼠雌激素水平ꎬ对卵巢切除大鼠起到

有效的骨保护作用ꎬ同时可以改善生殖系统的损

伤[３８]ꎮ 另有研究表明ꎬ通过 ＥＲＫ１ / ２￣Ｒｕｎｘ ２ 信号通

路可有效保护大鼠骨密度及骨小梁结构[３９]ꎮ 曾锁

林等[４０]经实验研究发现ꎬ葛根素通过作用于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信号通路ꎬ提高促血管生成活性因子水平ꎬ增加

供血、加速血循环ꎬ达到血管新生的效果ꎬ改善骨生

成量小于骨吸收量的状况ꎬ促进骨的生成ꎮ
２ ４ ２　 蛇床子:蛇床子ꎬ性温ꎬ味辛、苦ꎬ归肾经ꎬ可
温肾壮阳ꎬ燥湿祛风ꎮ 蛇床子与淫羊藿、续断配伍使

用ꎬ可改善骨质疏松大鼠的 Ｃａ、Ｐ、ＡＬＰ 等与骨形成

相关的生化指标[４１]ꎮ 王礼宁等[４２] 发现ꎬ蛇床子素

通过抑制 ＮＦ￣κＢ 通路ꎬ下调 ＮＦＡＴｃ１、ＭＭＰ９ 等转录

因子的表达ꎬ从而抑制破骨细胞的表达ꎮ
２ ４ ３　 其他:高剂量的柴胡提取物一定程度上可预

防雌激素缺乏引起的骨质流失ꎬ可抑制破骨细胞活

性[４３]ꎮ 魏永忠等[４４] 的实验通过观察骨陷窝面积、
ＴＲＡＰ 染色ꎬ发现薏苡仁油的浓度与破骨细胞的活

性呈负相关ꎮ 独活作用于 Ｗｎｔ / β￣ｃａｔｅｎｉｎ 信号通路ꎬ
提高了 ＯＶＸ 大鼠 ＯＰＧ、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ｐ￣ＧＳＫ￣３β 的蛋白

表达ꎬ同时降低了 ｐ￣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ＧＳＫ￣３β 蛋白表达ꎬ促
进了骨形成[４５]ꎮ

３　 中药复方

中药方剂是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ꎬ按照君臣佐

使的配伍原则ꎬ将多味中药按合适剂量、适宜用法组

成的药方ꎬ是中医治病的主要形式ꎮ 因其成分众多ꎬ
可多靶点、多通路的防治 ＰＭＯＰꎮ 详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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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对 ＰＭＯＰ 具有防治作用的复方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中药复方 可能作用机制

二仙汤 碳酸酐酶 ２、整合素 β１
龟鹿二仙胶 Ｗｎｔ 信号通路、ＮＦ￣κＢ 信号通路

六味地黄丸 Ｗｎｔ / β￣ｃａｔｅｎｉｎ 信号通路

左归丸 Ｇ 蛋白偶联受体 ＧＰＲ４８ 信号通路

金匮肾气丸 ＦＮＤＣ５、ＢＭＰ２、ＡＬＰ、Ｒｕｎｘ２ 及 ＯＣＮ 等成骨分化的关键调节因子

３ １　 二仙汤

二仙汤出自«妇产科学»ꎬ具有温肾阳ꎬ补肾精ꎬ
调理冲任之功效ꎮ 主要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骨质

疏松、肾炎等相关疾病ꎮ 齐鹏坤等[４６] 临床研究发现

二仙汤可以提高患者免疫力ꎬ促进骨形成ꎬ并且可以

有效地改善 ＰＭＯＰ 的骨密度ꎬ缓解骨痛ꎮ 吴灿等[４７]

在给予 ＯＶＸ 大鼠二仙汤后血清中检测到淫羊藿苷

和仙茅苷ꎬ具有良好的抗 ＯＰ 的作用ꎮ 刘志文等[４８]

将 ＯＶＸ 大鼠分别给予二仙汤及阿仑膦酸钠治疗ꎬ验
证碳酸酐酶 ２、整合素 β１ 为二仙汤防治 ＯＰ 的靶点

蛋白ꎮ
３ ２　 龟鹿二仙胶

龟鹿二仙胶出自«摄生秘剖»卷四ꎬ具有填补精

血ꎬ益气壮阳之效ꎮ 主要用于延缓衰老、防治血液系

统、骨骼等相关疾病ꎮ 王科艇等[４９] 采用龟鹿二仙胶

治疗阴阳两虚型骨质疏松ꎬ明显减轻了患者的腰膝

疼痛ꎬ提高了骨密度ꎬ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ꎮ 牛素

生等[５０]实验表明ꎬ龟鹿二仙胶通过调控 Ｗｎｔ 信号通

路ꎬ促进了骨髓基质干细胞的分化ꎬ促进骨形成ꎬ提
高骨强度ꎮ 而徐卫峰等[５１] 发现龟鹿二仙胶显著提

高骨髓基质细胞的活性与 Ｎｒｆ￣２ / ＨＯ￣１ / ＮＦ￣κＢ 信号

相关ꎮ
３ ３　 六味地黄丸

六味地黄丸出自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ꎬ可滋

阴补肾ꎬ现主要用于治疗糖尿病、骨质疏松症等ꎮ 方

虹等[５２]给予 ＰＭＯＰ 患者六味地黄丸联合雌二醇用

药ꎬ有效提高了骨钙素及骨密度水平ꎬ降低了 ＶＡＳ
评分ꎬ联合用药效果优于雌激素替代疗法ꎮ 王玺

等[５３]对 １３６ 例 ＰＭＯＰ 患者给予六味地黄丸联合鲑

鱼降钙素治疗ꎬ治疗后患者疼痛评分明显降低ꎬ且降

低了 ＴＲＡＣＰ￣５ｂ、 ＴＮＦ￣α 和 ＣＴＸ￣Ｉ 水平ꎮ 陶乐维

等[５４] 发现六味地黄丸促进了 Ｒｕｎｘ２、 ＦＯＸＯ１ 的

ｍＲＮＡ 表达ꎬ增强了 ＭＣ３Ｔ３￣Ｅ１ 细胞的增殖能力ꎮ
３ ４　 左归丸

左归丸出自«景岳全书»ꎬ具有滋阴补肾、益精

填髓的功效ꎬ为 “阳中求阴” 的代表方ꎮ 张铭华

等[５５]临床发现左归丸可缓解患者腰酸背痛ꎬ下肢痿

软等症ꎬ降低 ＶＡＳ 评分ꎬ提高骨密度和 ２５￣(ＯＨ)Ｄ
水平ꎮ 李岳泽等[５６]给去卵巢大鼠左归丸治疗后ꎬ显
著改善了骨组织显微结构ꎬ抑制切除卵巢导致的

ＴＲＡＣＴ￣５ｂ、ＢＧＰ 以及Ⅰ型胶原(ＣＯＬ Ⅰ)活性ꎬ纠正

铁过载ꎬ提高了大鼠骨密度ꎮ 陈东阳等[５７] 发现左归

丸治疗骨质疏松的机制是通过作用于 Ｇ 蛋白偶联

受体 ＧＰＲ４８ 信号通路ꎬ调控 ＢＭＰ６ 及 ＡＴＦ４ꎬ加速了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骨细胞分化ꎮ
３ ５　 金匮肾气丸

金匮肾气丸出自«金匮要略»ꎬ具有温补肾阳ꎬ
化气行水的功效ꎬ为“千古补肾阳第一方”ꎮ 方中大

量滋阴药中佐小剂量补阳药ꎬ为阴中求阳ꎬ达“少气

生火”之功ꎮ 漆继聪等[５８]临床研究发现金匮肾气丸

可有效缓解跟骨骨质增生带来的疼痛ꎬ有效治疗

“骨 痿 ”ꎮ 研 究 表 明ꎬ 金 匮 肾 气 丸 通 过 作 用 于

ＦＮＤＣ５、ＢＭＰ２ 等成骨分化的关键调节因子ꎬ上调了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增殖趋势[５９]ꎮ 另有研究表明

金匮肾气丸通过促进 ＡＬＰ、Ｒｕｎｘ２ 及 ＯＣＮ 的表达达

到促成骨分化的作用[６０]ꎮ

４　 总结与展望

ＰＭＯＰ 属于原发性骨质疏松症ꎬ女性绝经后ꎬ卵
巢功能衰退ꎬ内分泌失调ꎬ雌激素分泌水平骤降ꎬ导
致骨量流失ꎬ骨重建失衡ꎬ骨密度下降ꎬ同时伴发运

动受限、骨痛、骨骼畸形等症状ꎬ增加了骨折的风险ꎬ
其发病率与年龄呈正相关ꎮ 骨质疏松发病后一般无

明显症状ꎬ骨折是其确诊的主要途径ꎬ又称为“静悄

悄的流行病”ꎬ所以对 ＰＭＯＰ 的防治是目前急迫解

决的问题ꎮ
ＰＭＯＰ 的发病是多因素、多环节、多靶点共同作

用的结果ꎬ临床上对 ＰＭＯＰ 的治疗大多数以雌激素

替代疗法为主ꎬ而长期使用雌激素ꎬ则会增加女性患

乳腺癌、宫颈癌及子宫体癌的几率ꎬ因此积极寻找安

全有效的防治 ＰＭＯＰ 的药物刻不容缓ꎮ 随着现代

技术的进步及中医药的快速发展ꎬ中药的疗效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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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全世界的认可ꎬ中药及复方在治疗 ＯＰ 方面的

临床使用效果明显ꎬ中医整体观念及中药多靶点治

疗在骨质疏松症的治疗中具有独特的优势ꎬ其主要

从提高机体雌激素水平ꎬ调节钙磷代谢ꎬ抗氧化应

激、炎症反应ꎬ抑制破骨细胞活性ꎬ增强成骨细胞增

殖能力ꎬ改善骨微结构等多个方面发挥作用ꎮ 但中

医药在预防治疗骨质疏松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１)单味中药及中药复方防治 ＰＭＯＰ 的具体分子机

制尚未完全阐明ꎻ(２)临床上使用的中药复方众多ꎬ
如何在临床中辨证使用还需不断实践总结ꎻ(３)目

前缺少大样本、规范化的临床试验研究ꎮ 在今后的

研究中ꎬ应进一步加深中医药的基础及临床研究ꎬ充
分掌握治疗方法ꎬ合理用药ꎬ更好地发挥中医药的特

色ꎬ提高临床疗效ꎬ改善患者生活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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