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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骨质疏松症的研究进展

许 旺

(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天津300193)

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是以骨量减少、骨组织显微

结构退化为特征，以致骨的脆性增高而骨折危险性增加的一

种全身性骨病。目前认为本病主要与遗传、绝经、各种激素代

谢异常、营养及生活方式等因素有关。主要临床表现为胸背

部和下腰部疼痛、畸形及骨折。骨质疏松症分为I型绝经后

骨质疏松症，Ⅱ型老年性骨质疏松症。中医认为骨质疏松症

属于“骨痿”的范畴。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主骨生髓，骨的

生长、发育、强弱与肾精盛衰关系密切。脾胃功能衰弱，气化

失司，枢机滞塞，而致骨痿。另外，脾肾内虚，复感外邪入侵，

而生寒湿，气滞血瘀诸症，亦为本病发生的病机所在，故本病

病位在骨，主要涉及脾肾两脏，为本虚标实之证。骨质疏松症

是目前医学界的难题，国内外治疗该病方法多样，但尚缺乏

安全有效，便于长期治疗的方法，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后

期开展中医药防治骨质疏松症研究，取得一定进展。现将近

年来中医药治疗骨质疏松症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收稿日期：2004—05—16

1中成药治疗

陈根生等[13用筋骨再造合剂治疗骨质疏松症，治疗组

121例，对照组118例，按“腰痛”或“痹证”辨证施治，另加口

服活性钙片。治疗组显效78例，有效26例，无效17例，总有

效率86％，对照组显效41例，有效34例，无效43例，总有效

率63．6％。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显著(P<o．01)，两组显

效率比较差异显著(P<O．01)。且治疗组治疗后空腹尿钙／

肌酐明显下降，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P<o．05)。

宋献文等[23用补肾活血方药治疗绝经后骨质疏松症68

例，治疗6个月后发现，中药治疗组和尼尔雌醇治疗组骨密

度均高于对照组，而两治疗组之间无明显差异。治疗前后比

较发现，中药治疗组L2～L4骨密度增加1．71％(t一2．38)，

而对照组下降了1．63％(f一2．17)。股骨胫骨密度中药组增

加1．26％，而对照组下降1．18％。Word’s三角骨密度中药

组增加1．96％0—2．47)，而对照组下降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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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等[33用强骨胶囊治疗骨质疏松症早期骨量减少症

61例，骨松宝颗粒对照组60例，临床试验表明：①强骨胶囊

治疗骨质疏松症早期骨量减少中医证候总有效率为

95．08％，对照组总有效率为83．33％，显然，强骨胶囊的疗

效明显优于骨松宝颗粒(P<o．01)；②强骨胶囊对骨量减少

的骨痛总有效率为91．08％，优于骨松宝颗粒总有效率的

81．67％，且强骨胶囊对患者下肢抽筋、下肢无力、畏寒肢冷、

目眩、夜尿频多症状也有很好的疗效；③强骨胶囊组、骨松宝

颗粒组各部位骨密度治疗前后自身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这

可能与治疗时间有关；④强骨胶囊组血清碱性磷酸酶治疗后

患者均升高，治疗前后自身比较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

0．01)，说明强骨胶囊具有促进成骨样作用。

刘建民等[4]观察用活络骨康丸治疗原发性骨质疏松症

的远期疗效。观察组：给活络骨康丸(补骨脂、骨碎补、黄芪、

红花、莪术、鹿角胶、地龙等数味中药)，每次6 g，每天3次，

连服6个月。对照组：给骨疏康颗粒，每次10．0 g，每天2次，

连服6个月。两组观察期间均停服其他与本病有关的药物。

停药6个月临床疗效观察，观察组51例，显效49例，有效2

例，无效0例，总有效率100 0A。对照组47例，显效46例，有

效0例，无效1例，总有效率97．87％。停药1年临床疗效观

察，观察组51例，显效47例，有效2例，无效2例，总有效率

96．08％。对照组47例，显效45例，有效1例，无效1例，总

有效率96．87％。骨密度变化，观察组治疗前56．70士11．5，

治疗后64．10土11．3，停药6个月65．09±10．3，停药1年

64．98士10．8；对照组治疗前56．90±12．4，治疗后64．50±

11．8，停药6个月64．98±11．8，停药1年65．01土10．6。临

床研究与实验研究均证明，活络骨康丸的治疗效果与骨疏康

颗粒相当。

2中西医结合治疗

陈发胜等[51将64例骨质疏松症辩证为肾阳虚证的患者

随机分成2组，其中对照组用钙尔奇D、阿法Ds治疗，治疗

组在此基础上自拟固肾汤(淫羊藿、黄精、枸杞子、紫河车、熟

地黄、威灵仙)治疗，测定2组治疗前后的血钙、血磷、性激素

及骨密度的变化。结果：2组治疗前后的血钙、血磷差异无显

著性意义，治疗组性激素中的雌二醇及骨密度治疗后较原来

显著提高。黄天本等[6]应用激素替代(尼尔雌醇或利维爱、安

宫黄体酮)、补充钙剂(盖天力)和维生素D(阿法D。)，抑制

骨的吸收(密钙息)及中药补益肾气(六味地黄丸或金硅肾气

丸)治疗本病20例，结果16例患者四肢肌肉及腰背疼痛均

于治疗2周至1个月后开始缓解及消失。用药前骨密度为

(O．57土0．123)g／cm，用药后为(O．612士0．108)g／cm。

3结语

中医药治疗骨质疏松症有一定疗效，可以缓解由该病导

致的腰背痛、全身骨痛、乏力等临床症状、提高雌激素水平、

降低骨钙释出。对于由肾虚引起的一系列衰老症状也有较大

程度的改善，并且无西药治疗所带来的不良反应，但也存在

不足，值得进一步探讨。中药的质控标准需要加强，中药的剂

型需要改进，在不影响药效的前提下，服药量应减少，服药方

式应简便。骨质疏松症作为一种中老年性疾病，是机体五脏

虚衰在骨骼上的表现，患者同时合并有其他疾病，因此在研

究治疗骨质疏松症药物的同时是否能兼顾其他疾病的改善，

在患者有相同病机的情况下以一方治数症，真正体现中医

“异病同治”的观点，并在临床药物竞争中具有更大的潜力。

开展多种治疗老年性骨质疏松方法的研究，近年来，以中药

治疗的同时，气功、食疗、体育运动等防治的研究报道已引起

大家重视，这些方法简单易行，易被老年患者所接受，符合中

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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