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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青蛾丸防治绝经后骨质疏松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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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整理经方青娥丸治疗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相关文献，分析该药在细胞水平、动物实验及临床

应用方面防治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作用机制及疗效，同时分析研究过程中的不足，旨在为今后进行基础研究

及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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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Through collecting the related papers on classical prescription Qing'e pills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PMOP), its mechanism and clinical effects were analyzed from the cellular level,

animal experiment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meanwhile the weakness was analyzed in research progres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deep basic study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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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经后骨质疏松症（postmenopausal osteo-

porosis，PMOP）是中老年女性常见病，是雌激素水

平缺乏导致骨吸收大于骨形成的高转化型全身代

谢性骨病［1］。目前我国50岁人群PMOP的发病率

高达14.2%，有相关统计指出到2050年将高达50%～

70%［2］。祖国医学认为肾精亏虚、脾不运化、肝气

郁结等与PMOP的发病关系密切。青娥丸以其补

肾壮骨的功效临床常用以治疗腰痛。笔者检索近

几年经方青娥丸治疗PMOP的研究文献，发现其治

疗PMOP临床效果明确，同时现代药理研究亦表明

该方在临床中具有良好的疗效［3］。

1 青蛾丸药效学分析

青娥丸首载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记载其由杜仲（盐炙）、补骨脂（盐

炙）、核桃仁（炒后捣烂）、大蒜（蒸熟粉碎成细粉）4

味药组成，为临床常用的补肾壮骨名方，具有补肾

健骨的功效［4-5］。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其能够通

过调节钙、磷平衡，促进骨形成及抑制骨吸收，维

持稳定的骨代谢及调节雌激素代谢而发挥防治

PMOP的作用［6］。孙冠芸等［7］研究表明，经方青娥

丸主要通过结合雌激素 β-受体发挥雌激素样作

用，增加雌激素分泌并增加子宫质量。刘玲等［8］

对青娥丸中部分化学成分进行药代动力学与抗骨

质疏松作用相关性的研究，应用超高效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法（UHPLC-MS）测定药物浓度并绘制药-

时曲线；采用MTT法对成骨细胞增殖率测定及绘

制时-效曲线，两者比较发现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且盐炙品相关性更高。王恒等［9］采用高效液相色

谱法对青娥丸中12种化学成分含量变化进行测

定，发现每种化学成分分离度均良好。于文玫

等［10］对青娥丸君药杜仲中5种黄酮类成分进行含

量测定，发现含量差异较小，得出青娥丸质量稳

定。马改霞等［11］指出，应用超声提取比较加热回

流提取效果更佳，同时指出 LC-MS/MS法能够快

速、准确地测定青娥丸中药效成分的含量，能够有

效地控制药物质量。

2 青蛾丸对骨代谢的调节机制

随着雌激素水平下降，成骨细胞活性减弱，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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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细胞活性增强，骨吸收增加而发生PMOP，此过

程受多种因子的调控［12］，同时研究表明雌激素能

够作用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成骨细胞、破骨细胞

及骨细胞上雌激素受体而发挥促进成骨的作

用［13-14］。翁泽斌等［15］研究发现，不同炮制方法组

成的青娥丸均能够显著提高人成骨细胞活性，促

进其增殖、分化与矿化，能够有效防治PMOP，且盐

炙品青娥丸效果最佳。熊志立等［16］应用不同青娥

丸的提取液对成骨样细胞UMR106的增殖分化研

究发现，青娥丸中乙醇提取在4.8×10-3 mg/mL及

4.8×10-4 mg/mL浓度时显示出最强的活性，能够

显著促进细胞增殖及分化，改善异常的骨代谢，促

进骨的形成，延缓PMOP的发病。杨荣平等［17］研究

发现，青娥丸不同部位提取物均能通过提高成骨

细胞内碱性磷酸酶活性及抑制破骨细胞抗酒石酸

酸性磷酸酶活性来有效促进骨形成。王度等［18］等

探讨发现青娥丸含药血清可通过激活MMP3-OPN-

P53信号通路来有效抑制破骨细胞活性，抑制骨

量流失并维持正常的骨代谢，发挥防治PMOP的

作用。

3 青蛾丸对去势大鼠骨代谢的调节机制

冯潇雨［19］对双侧卵巢切除大鼠应用青娥丸治

疗，发现其能够显著增加骨密度并改善骨小梁结

构，延缓PMOP的发病。王晓燕等［20-21］等对去卵巢

大鼠进行研究发现，青娥丸能增加骨髓灌注参数、

血小板-内皮细胞黏附分子（platelet endothe-

lial cell adhesion molecule-1），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等血管内皮标志物，提高骨髓灌注来调节骨

代谢、改善骨微结构。颜翠萍等［22］用不同炮制品

配伍青娥丸给大鼠灌胃12周，评价对子宫的刺激

作用，大鼠骨小梁的微结构改变及对大鼠骨密度

的影响，发现青娥丸配伍生品及盐炙品均能有效

防治骨质疏松，盐炙品配伍效果更加明显。王金

蕴等［23］对去卵巢大鼠模型研究发现，青娥方能够

显著的增加大鼠体内的血清雌二醇（estradiol，

E2）水平高 ，降低基质金属蛋白酶 9（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9，MMP-9）的合成及抗酒石酸

酸性磷酸酶（tartrate resistant acid phos-

phatase，TRACP）分泌，有效延缓骨吸收速率。

4 青蛾丸防治PMOP的作用机制

陈娟等［24］研究发现，青娥丸能够明显增加

PMOP患者降钙素、碱性磷酸酶、骨钙素及骨密度

水平，并降低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水平，从而发挥

治疗PMOP的作用。马陈等［25］研究发现，青娥丸能

够显著提高患者血清 β-catenin蛋白和癌胚抗原

相关细胞黏附分子1（carcinoembryonic anti-

gen-related cell adhesion molecule 1，CEACAM1）

水平，从而有效增加及维持患者的骨密度水平。

余海等［26］研究指出，青娥丸能够通过骨降低吸收

标志物血清Ⅰ型胶原交联 C-末端肽（serum C-

terminal telopeptide of typeⅠcollagen，S-

CTX）及骨桥蛋白水平有效发挥骨吸收作用来延缓

PMOP 的发生及发展。赵光等［27］用青娥丸治疗

PMOP 24 周后发现，患者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骨钙素（osteocalcin）、骨碱性磷

酸酶（bone alkaline phosphatase，BAP）明显升

高。沈霖等［28］研究表明，青娥丸可通过提高患者

β-链蛋白（β-catenin）表达及抑制重组DKK1蛋白

水平来增加BMD，进而有效发挥防治PMOP的作用。

刘景科等［29］研究发现，青娥方可能通过调高促生

长因子（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s-1，IGF-

1）及降低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肿

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
水平发挥治疗PMOP的作用。马阵［30］研究绝经后

女性血清发现，青娥丸能够增加骨小梁数、骨小梁

厚度、骨体积分数、骨表面与骨体积比及骨小梁的

结构，同时 β-catenin表达亦显著増加，效果与E2

相仿。周广文［31］等以加味青娥丸治疗PMOP患者，

发现患者血清基质GLA蛋白（matrix gla protein，

MGP）水平及MGPmRNA表达升高，同时血清Ⅰ型前

胶原N-端前肽（N-terminal propeptide of type

Ⅰprecollagen，PINP）、血清Ⅰ型胶原羧基端肽

（serum carboxy-terminal peptide of procoll-

agen typeⅠ，ICTP）等骨代谢指标降低。夏雪

等［32］等研究发现，经方青娥丸能够增加BMD水平，

效果优于钙尔奇Ｄ片。

5 讨论

治疗PMOP需要长时间的药物治疗，研究表明

青娥丸能够有效增加患者的BMD，改善患者的骨

结构，维持有效的骨代谢水平，同时能够明显缓解

腰膝酸软、腰背疼痛等临床症状。目前临床研究

中疗效观察指标及试验时间尚不够规范；为能按

照随机、双盲等严格的科研设计方法，研究结果重

复性较差，同时对药物安全性研究资料较少，对组

方中药材来源、活性成分及含量研究尚不十分明

确。望在今后的研究中充分利用现代医学中免

疫、分子生物学学中蛋白质组学、基因组学及网络

药理学等技术，明确青娥丸在细胞、分子、蛋白及

基因方面的作用靶点、活性成分及相关通路，为今

后青娥丸的临床用药及进一步研发提供科学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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