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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中医证候疗效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n effects of TCM syndromes between two groups 

组别 例数 临床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例 占比/% 例 占比/% 例 占比/% 例 占比/% 
对照 50 2  4 13 26 21 42 14 28 72 
治疗 50 7 14 19 38 21 42  3  6 94* 
与对照组比较：*P＜0.05 
*P < 0.05 vs control group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VAS 评分比较 ( ±x s ) 
Table 2  Comparison on VAS scores of patients pretreatment 
and post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 ±x s )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VAS 评分 治疗 6 个月后 VAS 评分 
对照 50 4.50±0.98 2.62±0.78# 

治疗 50 4.40±1.02 1.42±0.84*#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
下同 
*P < 0.05 vs control group ; #P < 0.05 vs the same gourp pretreatment, 
same as below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跟骨 BMD 比较 ( ±x s ) 
Table 3  Comparison on BMD of patients pretreatment and 
post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 ±x s ) 

组别 例数 
BMD/(g·cm−2) 

治疗前 治疗后 差值 
对照 50 0.735 1±0.081 9 0.758 5±0.131 2# 0.028 6±0.086 5 
治疗 50 0.736 8±0.078 5 0.762 4±0.091 8# 0.027 9±0.072 8 
 
2.4  安全性观察 

两组研究观察期间均无严重不良反应，无退出

病例。两组治疗前后心率、血压、心律，血、尿、

便常规，肝肾功能检查无显著性差异（P＞0.05）。 
3  讨论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骨质疏松症发病

率逐年升高，目前，约有 1 亿的老年人患骨质疏松

症，轻者腰酸背疼，重者骨折甚至危及生命[5]。严

重威胁着我国中老年人群健康和生存质量。现阶段

西医骨质疏松的治疗药物主要是针对破骨细胞和

成骨细胞而研制，不良反应大，存在患者不能长期

耐受等缺点。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目前对骨质疏

松症的临床和实验研究也不断深入，而中医的整体

观念和辨证论治的思维对于以全身表现为特征的

骨质疏松症的治疗显现出其独特的优势[6]。 
本试验根据中医辨证属肾精亏虚证患者给予

滋补肝肾方药强筋壮骨祛风合剂口服，结果显示治

疗后在中医证候、骨痛疗效、跟骨 BMD 值方面均

有所改善；较常规治疗对照组在中医证候评分、骨

痛指标中改善更优，其中中医证候疗效总有效率为

94%，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骨痛 VAS
评分差异显著（P＜0.01）。而两组治疗后跟骨 BMD
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但

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

在基础钙、维生素 D 治疗上加用强筋壮骨祛风合剂

可以改善患者中医症候、减轻骨痛症状，对 BMD
也有一定改善作用。 

中医无骨质疏松症之说，但根据辨证论治，将

其归属到“骨痿”“虚劳”等范畴。认为其形成主

要是由于年老体弱，肾气不足（肾阳虚和肾阴虚）、

筋骨失养、经络不通、气血瘀阻所致[7-8]。中医有久

病“多虚多瘀”之说，临床上中医常用滋补肝肾或

温补脾肾，强筋壮骨法治疗，并取得了很好的临床

疗效。强筋壮骨祛风合剂，主要有穿山甲、黄芪、

当归、牛膝、防风、白术、狗脊、巴戟天、女贞子、

泽泻等药物组成，具滋补肝肾、益气养血、强筋壮

骨之功，结果也表明在基础钙、维生素 D 治疗上联

合强筋壮骨合剂在降低中医症候积分、止痛，以及

改善 BMD 方面都具有较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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