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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骨症中医治疗的临床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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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氟骨症 ( Ske leta l fluorosis)是机体长期摄入过量氟化物,

造成骨骼及骨周软组织损害 [ 1]。生活在地方性氟中毒病区

的人群, 出现氟骨症的临床表现, X线片有氟骨症征象,可诊

断为地方性氟骨症 [ 2]。主要临床表现为躯干及四肢大关节

疼痛, 重者关节纤维性强直, 颈、腰、肘等关节活动功能丧失,

不能抬头, 弯腰驼背,行走困难, 甚至瘫痪。该病分布很广, 除

上海外,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几乎都有流行区, 特别云南、贵

州、青海、西藏、陕西、四川等西南和西北省份, 累计人数达

3 000万,是我国当前危害最严重的地方病 [ 2]。现将氟骨症

治疗研究方面的进展综述如下。

1� 现代医学对氟骨症治疗研究

成骨细胞功能活跃在氟骨症骨病变中是一个发生较早、

并起主导作用的环节。氟骨症的骨硬化主要是成骨活动加强

而不是破骨活动减弱的结果; 氟骨症的骨质疏松属于骨转换

加速的活动性骨质疏松,其破骨性吸收总是与成骨活跃相伴

随; 氟骨症的骨软化属于骨转化加速、兼有甲状旁腺机能亢进

的混合性骨软化, 而非单纯性骨软化;骨周软组织化骨也是在

骨转换加速、成骨活动显著活跃的情况下发生的 [ 3�4]。成骨

活跃和骨转换加速是氟骨症进展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是形成

骨病变多样性的病理基础。在骨转换加速的基础上, 因一定

条件而发生转化, 如机体的钙营养状态, 就是这类转化的重要

条件 [ 5]。整体低钙 -靶细胞内钙升高参与了氟骨症的发病

机制 [ 3, 5�7]。流行病学资料和近年来的实验观察: 膳食低钙是

地氟病 (氟骨症 )的主要促发和加重因素; 整体低钙 -靶细胞

内钙升高这种  钙矛盾!参与了氟骨症的发病机制; 慢性氟中

毒时, 与一过性但反复发生的血清钙降低密切联系的甲状旁

腺激素分泌增多与波动,是激活成骨细胞和加速骨转换的一

个经常起作用的环节。

近年来, 对氟骨症的发病机制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还

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由于氟骨症的发病机制仍然不清,

氟骨症治疗药物研究无法出现进展。氟骨症治疗药物仍然为

传统的氢氧化铝、钙、硼、镁、卤碱 ,这些药物主要减少机体对

氟的吸收; 增强机体新陈代谢, 促进氟化物的排泄。如氢氧化

铝可在肠道内与氟结合, 形成不易溶解的铝化合物,减少氟吸

收;钙在肠道内与氟结合, 形成难溶解的氟化钙, 可减少氟吸

收,同时也可调节钙平衡; 镁离子与氟离子可络合形成不溶

物,减少氟化物在骨骼中沉积; 卤碱其为含镁、钙、钠、氯等多

种元素的复盐。

2� 中医对氟骨症的治疗研究

对于氟骨症病机的认识, 由于氟骨症是以骨及骨周组织

病变为主这一特点, 根据中医肾藏精、主骨、生髓的理论及长

期临床实践, 大多数医家认为本病属本虚标实, 肾气亏虚是

本,外感风寒湿、瘀血阻络是标 [ 8�10]。其诊断、疗效标准依据

1981年石家庄会议制定的 ∀地方氟中毒防治工作标准 # (试

行 )。中医的治疗原则是补肾益气, 驱风散寒,活血化瘀。也

有个别医家 [ 11]强调祛风通络在治疗氟骨症中的意义, 以祛风

通络止痛为法, 治疗氟骨症。

2�1� 辨证论治 � 中医对氟骨症采用辨证论治的临床报道很

少。胡晓明等 [ 10]将 221例患者分为辨证组, 补肾组, 和苁蓉

丸组。辨证组分为肾虚血瘀、肾虚寒湿、痹痛血瘀、痹痛寒湿、

肾虚痹痛 5型。补肾组分肾虚寒湿、肾虚血瘀、肾虚痹痛

3型。辨证组及补肾组用自制氟病系列药物, 针对不同证型

使用氟病 1号 (痹痛型 ) :制马钱子 12 g,乳香、没药、川乌、雄

黄、桂枝、炮山甲、僵蚕、天麻、全蝎、麻黄、牛膝各 1�5 g, 蜈蚣

1条,木瓜 1� 5 g, 当归 3 g。氟病 2号 (血瘀型 ) :生地黄 15 g,

川芎、当归、赤芍、桂枝、晚蚕砂各 10 g, 羌活、乳香、没药各

6 g, 杜仲、威灵仙各 12 g, 生黄芪 30 g, 鸡血藤 35 g。氟病 3号

(肾虚型 ): 熟地黄 24 g, 山萸、山药、当归、杜仲、威灵仙各

12 g,丹皮、茯苓、泽泻、桂枝、附子、淫羊藿各 10 g, 枸杞 8 g,

牛膝 11 g,细辛 2 g。氟病 4号 (寒湿型 ): 生薏苡仁、生黄芪各

60 g,生白术 45 g,附子、木瓜各 12 g,防风 3 g, 杜仲 30 g, 川断

续 15 g, 当归 20 g。苁蓉丸系吉林省地方病第一防治所配方。

结果:辨证组有效率 85% ,补肾组 88% , 苁蓉丸组 52% [ 10]。

2�2� 专病专方 � ∃ 苁蓉丸 [12]系吉林省地方病第一防治所配

方,是吉林省乃至全国治疗氟骨症最早的中药制剂, 其组成

为:熟地黄 2份, 申姜、鸡血藤各 1� 5份, 鹿含草、肉苁蓉、川

芎、海桐皮各 1份。 10年间治疗 2 000例患者, 有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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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动物试验证实,该药有改善胶原代谢的作用,有较好的

抗氟效果 [ 13]。% 骨苓通痹丸由麻黄、土茯苓、淫羊藿、羌活、
独活、骨碎补、肉苁蓉、黄芪、当归、白芥子等中药组成,治疗氟

骨症患者 1 500例, 总有效率 91�21% [ 14�15]。组方抓住了  有
风、有湿、有热、有瘀、有痰积, 皆标也, 肾虚其本也!的主要矛

盾。& 氟康宁胶囊以通络止痛、散结消肿的马钱子为主药, 其

主要成分为生物碱士的宁、马钱子碱。治疗重度氟骨症患者

337例,总有效率 70�92%。表明氟康宁胶囊是治疗中重度氟

骨症有效的药物之一 [ 11]。∋麻芥丸亦以通络止痛为法, 麻

黄、乳香、没药各 3份, 芥子、牛膝、羌活、秦艽、五灵脂、红花、

桃仁、甘草各 2份,土鳖虫、细辛各 1份,地龙、香附各 4份, 全

蝎 0� 5份。治疗氟骨症患者 150例,总有效率为 76�1% [ 16]。

2� 3� 中西药结合组方 � 部分医家强调氟中毒在本病中的重

要作用, 在运用中医药治疗的过程中,使用能促进氟毒排泄或

抗氟毒的西药如硼、铝、镁、蛇纹石、维生素 C等来配合治疗。

以补肾为主的骨痹丸 (主要成分是熟地黄、淫羊藿、乳香、当

归、蜈蚣等 )辅以维生素 A、D及钙片治疗 55例氟骨症,有效

率达 96�36%。用上述方法治疗 61例,生化指标显示有纠正

钙磷代谢紊乱, 调节骨细胞代谢的作用 [17�18]。驱氟健骨丸

(四硼酸钠 15 g、盐杜仲粉 30 g、鸡血藤粉 21 g、炒川芎粉15 g、

醋元胡粉 25 g、木防己粉 15 g、甘草粉 25 g、盐西茴粉 5 g)。

以四硼酸钠抗氟, 中药补肾活血止痛, 总有效率 97� 22% [ 9]。

2� 4� 中药外治、针灸治疗 � 部分医家依据祖国医学  内病外

治!原理,将内服方药制成膏药外用。磁骨膏 [ 19]以补肾的苁

蓉丸为基本方, 观察了 65例患者, 总有效率为 95� 38% [ 2]。

用申姜等制成抗氟痛膏治疗 140例, 总有效率 95�71% [21]。

用火针治疗氟骨症 120例 [22], 运用子午流注取穴法针刺治疗

氟骨症 51例 [ 23] ,均取得良好效果。

综上, 中医药治疗氟骨症, 大多以补肾祛邪为法。但观察

的病例中以轻中度氟骨症患者居多,只有郭士权 [ 11]以通络止

痛马钱子为主药, 以重度氟骨症患者为治疗对象。氟骨症患

者的病情有轻有重, 病程有长有短,标本缓急各有不同,根据

中医辨证论治原则, 探讨这些方药的最佳临床适应证, 也许是

提高中医药治疗氟骨症疗效重要途径之一。

中医药治疗氟骨症, 需要开展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研

究。如对全国有效中药方进行全面筛选, 寻找出针对性更强

效果更好的方剂; 努力探讨有效方药的临床适应证, 以期形成

中医治疗氟骨症的临床指南; 对治疗氟骨症有效方剂, 运用现

代医学手段进行中药机制的研究, 按国家新药标准进行疗效

观察、毒理试验。这需要相关学科的专业人员在治疗方法的

设计、疗效的定量标准的制定、有效方药的筛选、药物毒理、作

用机制、辨证施治等方面继续进行研究和探讨, 以期使中医治

疗氟骨症获得更大进展,造福于广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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