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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黔岭蕾合剂对大鼠去势后骨质疏松症的作用

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 ∃福州 % & ∀ ∀ ∀ %∋

陶有略 方 亮 章志安
裕

张文光
’

叶大付 ” 郑德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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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黔岭活合 剂是一个治疗骨质疏松症 的复方
。

雌 性大 鼠去势后 % 个月建立绝 经后 高转型骨质疏松症模

型
,

分为模型组
、

中药组
、

尼尔雌醉组
。

治疗 % 个月后
,

中药组
、

尼 尔雌醉组较模型组 空腹尿钙 ∃( 一) ∗ ∋ +尿肌

醉 ∃( 一 ), ∋
、

尿经脯氛酸 ∃( 一−. / ∋ + 尿肌肝 ∃( 一 ) , ∋ 比 值均明显降低 ∃/ 0 ∀
1

∀ &
,

/ 0 ∀
1

∀ � ∋ 2
血清雌二醇

∃3 4 ∋
、

骨矿含量 ∃56) ∋ 和骨密度 ∃5 6 7 ∋ 均升高 2 而中药组血清骨钙素 ∃5 8 / ∋ 高于尼尔雌醉组
、

模 型组 ∃/ 0

∀
1

∀& ∋ 2
尼尔雌醉组血清碱性磷酸酶 ∃9 一 : ; / ∋ 均低于中药组

、

模型组 ∃均为 / 0 。
1

∀ & ∋
。

结 果表明黔岭差合 剂能

改善骨质疏松大 鼠的骨丢失状态
,

起到保护骨骼作用
。

关键词 骨质硫松症 黔岭羞合 剂 大鼠 印巢切除

绝经后骨质疏松以及由此引起的骨折率增 分为三组
4

∃� ∋ 模型组
4

<� 只
,

用 =& >乌拉坦

加是影响老年妇女健康的严重问题
。

尽管外力 腹腔麻醉
,

在严格无菌条件下取腰椎旁背侧双

有一定关系
,

其根源乃是老年人内分泌失调
。

黔 切 口
,

完整摘除双侧卵巢
,

止血
,

缝合切 口 2

岭霍合剂具有补 肾益精
、

壮骨增髓
、

活血补气
、

∃= ∋ 假手术组
4

�# 只
,

麻醉
、

手术条件同上
,

进

调整人体机能之功效
。

经临床使用结果血清磷
、

入腹腔后
,

切除一小部分小肠系膜
,

止血
,

缝

钙
、

碱性磷酸酶和同位素检查
,

与未经黔岭霍 合切口
2 ∃%∋ 正常对照组

4

�? 只
,

不作任何手

合剂治疗有明显差异
。

为了论证临床疗效
,

本 术处理
。

文通过切除大鼠双侧卵巢骨质疏松症模型
,

应 术后饲养 % 个月
,

从模型组
、

假手术组和

用合剂治疗
,

探讨其对骨代谢影响的机理
,

为 正常对照组分别随机取 ? 只
、

 只
、

? 只大鼠
,

该药在临床防治骨 质疏松症提供科学 实验 依 分别置入代谢笼中收集 �= 小时空腹尿液
。

翌

据
。

日
,

以断头法处死
,

即刻剖腹
,

抽取后腔静脉

实验材料 血
,

置干净干燥塑料试管 内静置 � 小时
,

然后

实验药物
,

黔岭霍合剂 ∃黔岭蕾
、

刺五加
、

置离心机上分离血清 ∃= ∀ ∀ ∀ 转 +分 ∋
,

=∀ 分钟后
,

杜仲
、

黄茂和丹参等八味中药组成 ∋ 由福州中 用吸管吸取血清
,

置于塑料试管内
,

塞紧塞子
。

药厂加工提供
。

尼尔雌醇片由上海华联制药公 血清及尿标本均置于一 =∀ ℃冰箱内保存集中待

司生产
,

批号
4 � 一 � #  & 一 ?&

。

测
。

处死之大鼠离断双后肢
,

剔除软组织
,

取

实验动物  & 只 % 月龄健康 9 7 系雌性近 出双侧股骨
、

胫骨备用
。

交大鼠由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动物实验中心提 =
1

黔岭霍合剂治疗骨质疏松症实验

供
。

合格证书
4

医动字第 =% 一 ∀ =< 号
,

编号
4 。∀ #

。

取上述造模 % 个月的模型组大鼠随机分为

大鼠饲料由上海西普尔—
必凯实验动物有限 三组

4

∃� ∋ 中药组
4

! 只
,

每鼠每 日以黔岭霍

公司提供
。 1

合剂汤剂 # ≅ Α ∃含生药 # � ∋ 灌胃一次
2 ∃=∋ 尼

实验方法 尔雌醇组
4

! 只
,

按人鼠剂量换算川
,

每鼠每

�
1

骨质疏松动物模型制作 周给予尼 尔雌醇 Α≅ Β + Χ Β 一次
,

水化后灌胃
2

将  & 只 % 月龄大鼠常规喂养 � 周后
,

随机 ∃% ∋ 模型组
4

! 只
,

不给任何药物
。

以上三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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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药
、

饲养 % 个月后
,

连同继续饲养 % 个月的 5 8 / 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
,

提高 �% >
,

有显著

上述假手术组 � 只
、

正常对照组 �∀ 只
,

取尿液
、

差异性 ∃/ 0 ∀
1

∀ & ∋
,

说明大鼠骨质更新加速
2
模

血清
、

双侧股骨及胫骨
,

处理方法同上
。

型组 9 一 3
4

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
,

下降

%
1

观察指标 <# >
,

差异有显著性 ∃/ 0 ∀
1

∀ ∀ � ∋
,

揭示 9 一3
Φ

∃� ∋ 骨代谢生化指标
4

血清钙 ∃) ∗∋
、

磷 水平下降是绝 经后骨质疏松症 的重要发病因

∃/∋
、

骨钙素 ∃58 / ∋
、

碱性磷酸酶 ∃: ; / ∋ 2
尿 素

。

表 < 表明
4

摘除卵巢 # 个月后
,

模型组 9 一

) ∗ 、

肌肝 ∃) ,∋
、

经脯氨酸 ∃− . / ∋
。

Γ

5 8 / 水平较正常组提高 �% >
,

9 一 3 4
水平较正

∃= ∋ 性激素测定指标
4

血清雌二醇 ∃3
=
∋

。

常组下降 <? >
,

差异均有显著性 ∃/ 0 ∀
1

∀&
,

/

∃% ∋ 骨组织学检测
4

取出的新鲜骨
,

经 & > 0 ∀
1

∀ � ∋ 2
中药组

、

尼尔雌醇组较模型组大鼠 9

甲醛固定
,

& >硝酸脱钙
,

按常规制成石蜡切片
,

一5 8 / 水平分别提高 %∀ >和下降 �
1

� > ∃/ 均

− 3 染色
。

于 .Α Η ≅ /Ι
9 显微镜 �∀ ϑ �∀ 倍下观察 0 ∀

1

∀ & ∋ 2
中药组 9 一58 / 水平明显高于尼尔雌

股骨下端及胫骨上端
,

观测骨小梁横径大小及 醇组
,

差异有显著性 ∃/ 0 ∀
1

∀ ∀� ∋
,

揭示中药合

骨小梁与其间骨髓组织横径之 比 ∃梁髓比 ∋
,

求 剂和尼尔雌醇均可改善骨质更新活动
2
中药组

均值
。

以正常对照组之骨小梁横径均值基数定 和尼尔雌醇组 9 一3
4

水平均高于模型组
,

差异

为 �
,

其梁髓比为 � 4 �
1

&
,

与各组进行对比
。

有显著性 ∃/ 0 ∀
1

∀&
,

/ 0 ∀
1

∀ � ∋
,

说明黔岭蕾合

结 果 剂具有尼尔雌醇样性激素作用
,

从而改善血中

表 � 揭示
4

摘除卵巢 % 个月后
,

模型组大 3
4

水平
。

鼠骨质更新明显加速
,

骨丢失增加
。

表 = 摘除 骨组织形态的变化
4

骨质疏松的主要变化

卵巢 # 个月后模型组骨质丢失更快
2
经中药合 是骨小梁

,

萎缩
、

变细
,

骨松质密度下降
,

骨

剂或尼尔雌醇治疗后
,

中药组 9 一 : ; /
、

( 一 基质减少
。

与正常对照组 比较
,

摘除双侧卵巢

) ∗ +) , 和 ( 一 − . / +) ,
较 模 型 组 分 别 下 降 的模型组大鼠其骨小梁横径均值数为 ∀

1

&
,

梁

�= >
、

�? >和 =& >
,

尼尔雌醇组较模型组分别 髓比为 � 4 % 2
经尼尔雌醇治疗者梁径均值数为

下降 %% >
、

=? >和 %= >
,

表明中药合剂和尼尔 ∀
1

 
,

梁髓比为 � 4 =
1

% 2
中药组梁径均值数为

雌醇均可抑制骨吸收
,

防止骨质进一步丢失
。

表 ∀
1

?, 梁髓比为 � 4 =
,

�
。

∃图 �一 <∋

% 可见
4

摘除卵巢 % 个月后
,

模型组大鼠 9 一

表 �
1

摘除双侧卵巢术后三个月 9 一) ∗ 、

: ; /
、

( 一) ∗+ ), 和 ( 一− . / + )
,
的水平变化 ∃Κ 士9∋

组别 只数∃! ∋ 9 一) ∗ ∃≅ ≅ Λ Α+ Μ ∋ 9 一 /∃≅ ≅ Λ Α+ Μ ∋ 9 一 : ; /∃Ν( +Ο Μ ∋ ( 一) ∗
+ )

, ( 一− ./ + )
,

正常对照组 ? =
1

# ? 士 ∀
1

< ∀
1

? � 士 ∀
1

�  �
1

∀ � 士 <
1

&  ∀
1

< = 士 ∀
1

� ? ∀
1

∀ �  士 ∀
1

∀ ∀ =

假手术组  =
1

& #士 ∀
1

% ? ∀
1

� =士 ∀
1

= ? ?
1

? &士 %
1

# � ∀
1

< =士 ∀
1

= % ∀
1

∀ � �士 ∀
1

∀ ∀ =

模型组 ? =
1

& #士 ∀
1

< # ∀
1

? ?士 ∀
1

� < � %
1

& = 士 <
1

� =
‘

∀
1

& #士 ∀
1

=  “ ∀
1

∀ = # 士 ∀
1

∀ ∀ %
’ ‘

注
4

各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4 Δ / 0 ∀

1

∀&
、 Δ /0 ∀1 ∀�

表 = 黔岭霍合剂
、

尼尔雌醇对模型鼠 9 一)∗
、

: ; /
、

( 一) ∗
+ )

,

和 ( 一 −. / +), 的水平影响 ∃Κ 士9∋

组别 只数 ∃! ∋9 一 )∗ ∃≅ ≅ Λ Α+ Μ ∋ 9 一/ ∃≅ ≅ Λ Α+ Μ ∋ 9 一: ; / ∃Ν( + Ο Μ ∋ ( 一 )∗
+ )

, ( 一− . / + )
,

正常对照组 � ∀ =
1

# %士 ∀
1

< # ∀
1

? � 士 ∀
1

= � �
1

∀ ∀ 士 <
1

& �“ ∀
1

< < 士 ∀
1

= =
’

∀
1

∀ = ∀ 士 ∀
1

∀ ∀ %
‘ ’ ‘

假手术组 � =
1

# ∀ 士 ∀
1

< � ∀
1

� �士 ∀
1

� � ?
1

� � 土 <
1

= <
‘ ’

∀
1

< < 士 ∀
1

= �
’

∀
1

∀ = �士 ∀
1

∀ ∀ % “
‘

模型组 � ∀ =
1

% � 士 ∀
1

< # ∀
1

� � 士 ∀
1

�  � <
1

< � 士 %
1

# < ∀
1

& # 士 ∀
1

= # ∀
1

∀ = ?土 ∀
1

∀ ∀ =

尼尔雌醇组 ? =
1

% �士 ∀
1

# = ∀
1

? �士 ∀
1

� # �
1

# #士 <
1

= �
‘ 。 ∀

1

< �士 ∀
1

=  
‘

∀
1

∀ ��士 ∀
1

∀ ∀ %“
’

中药组 � ∀ =
1

& &士 ∀
1

& = ∀
1

? # 士 ∀
1

= � � =
1

# %士 <
1

= ?
‘

∀
1

< # 士 ∀
1

% �
‘

∀
1

∀ = �士 ∀
1

∀ ∀ <
‘

注
4

各组与模型组比较
4 Δ /0 ∀

1

∀ &
“ /0 .

·

∀ �
“

‘ /0 Λ
·

∀ ∀ �

尼 尔雌醇组与中药组比较
4 △/0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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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本实验结果揭示黔岭霍合剂和临床治疗骨质疏松

症的有效药物尼尔雌醇一样
,

具有维持或提高骨质疏

松症骨质中骨矿含量的作用
。

绝经后性腺功能逐渐衰

退
,

雌激素分泌减弱
,

导致骨代谢不平衡
,

也就是说破

骨细胞的骨吸收活跃
,

成骨细胞的骨形成活动相应减

弱
,

机体 内完成一骨建周期
,

必然损失一部分骨量
,

日

久导致骨质疏松症
。

采用雌激素替代治疗
,

能改善绝经

后妇女的健康及生命质量
,

但其副作用较多
,

甚至可诱

发癌症
,

难以被广泛接受
。

黔岭霍合剂以补肾为主
,

能

提高模型大鼠 9一 3 4

水平
,

减少骨丢失
,

与文献
〔= 〕

报道

一致
。

这种作用的产生
,

是通过兴奋垂体—肾上腺轴

或性腺轴的功能来实现的
。

而黔岭蕾合剂对骨的保护

作用
,

是否单纯由于具有
“

性激素样
”
作用所致

,

有待

深入讨论
。

本实验发现
4

尼尔雌醇组大鼠 9 一 3 Φ 水平也

上升
,

与程氏等 〔%,
报道尼 尔雌醇治疗绝经后骨质疏松

症前后 9 一 3 4

水平无明显差异不一致
。

我们认为
,

差异

原因是样本较小或是其它原因
。

此外与尼尔雌醇连续

服用和周期服用给药方式有关
。

目前采用摘除双侧卵巢的大鼠建立绝经后骨质疏

松症的模型方法已广泛应用
。

尽管使用指标不同
,

模型

的确定以统计学结果为准
,

如模型组与正常组比较
,

差

异有显著性即认为模型成立
〔。

。

本实验根据去势 % 个

月雌性大鼠的 9 一 3 Φ
、

56 )
、

5 6 7 等多种检测结果均

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
,

又根据骨组织病理学检验结果

表 明模型鼠骨小梁变细
、

髓腔径增大
,

可确认模型成

立
。

黔 岭蕾合剂 用于 临床 治疗骨质 疏松 症 由来 已

久
〔& 〕,

为了论证补肾可以提高体内雌激素水平的疗法

已用于女性更年期综合征的治疗
〔= 〕。

黔岭霍合剂治疗

实验性大鼠骨质疏松
,

大鼠体内 9 一 3 4

水平得到 回升
,

说明补肾疗法调整体内激素
,

雌激素水平增加
,

促进钙

结合蛋白合成
,

利于肠钙吸收
,

改善骨质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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