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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骨后康颗粒 "杜仲’ 川续断’ 山萸肉% 等# 对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术后骨代谢指标的影响&

方法!符合纳入标准的 *% 例患者均行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内固定手术和常规治疗% 随机均分为治疗组 "骨后康颗粒#

和对照组 "碳酸钙]+ 片#% ( 组疗程均为 + 个月& 术前和术后 + 个月检测 ( 组患者血清骨钙素 "c@#’ 降钙素 "@-#’

骨型碱性磷酸酶 "dDN?#’ 总#型胶原氨基端延长肽 ";?TI?#’ #型胶原羧基端肽"特殊序列 "")@-P# 及全段甲状
旁腺素 "4?-_#& 结果!( 组患者术前血清c@’ @-’ dDN?’ ;?TI?’ ")@-P’ 4?-_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治疗
组治疗后c@’ @-’ dDN?’ ;?TI?水平显著上升% ")@-P’ 4?-_水平显著下降% 与术前’ 对照组术后比较有显著差异&

而对照组术前’ 术后c@’ @-’ dDN?’ ;?TI?’ ")@-P’ 4?-_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骨后康颗粒能有效改善
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术后的骨代谢% 促进骨折愈合&

关键词! 骨后康颗粒( 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 骨代谢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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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老龄化的加速% 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发病
率日趋增高% 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同时也
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 早期积极的手
术治疗已成国内外医学专家的共识*(+ % 但它仍存
在术后髋部疼痛’ 髋关节活动受限% 骨折愈合较慢
等缺点& 骨折的愈合与骨代谢密切相关% 骨代谢指
标的高低直接影响骨折的愈合速度和效果*++ % 骨
折后药物的干预能有效提高骨折的愈合速度% 促进
软组织损伤的修复% 减轻疼痛% 恢复功能*0+ & 西
药大多有一定的毒副作用’ 服药时间长’ 依从性较
差且费用较昂贵’ 患者较难承受% 开发一种疗效可
靠’ 安全’ 价廉的新药是临床医生关注的热点& 祖
国中医药干预治疗骨折取得丰富的经验% 在临床上
显现了独特疗效*’+ % 但中医药对骨折后骨代谢指
标影响的研究较少见% 更多的是经验用药% 如何与
现代医学相结合% 存在研究不足& 骨后康颗粒是我
院中成药制剂% 广泛应用于临床% 通过大量病例观
察% 对促进骨折愈合疗效肯定*$+ % 然而对其促进
骨折愈合的作用机理尚无报道% 本次研究以血清骨

代谢指标为观察目标% 探讨骨后康颗粒对老年股骨
粗隆间骨折患者术后骨代谢指标的影响% 现报告
如下&
KL资料与方法
"E"!一般资料!选取 (%"0 年 " 月至 (%"$ 年 $ 月
我院收治的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 *% 例& 纳入
标准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
照组% 每组各 0% 例& 纳入标准! ""# 症状’ 体
征’ 放射影像学检查 "P线’ @-’ SAT# 确诊的
股骨粗隆间骨折( 年龄 $’ ‘,% 岁之间能配合治疗%
无手术禁忌症者( "(# $ 个月内未使用过激素或其
它影响骨代谢的药物( "+# 对治疗及试验方案知
情同意& 排除标准! ""# 合并有其他部位骨折或
病理性骨折患者( "(# 其他严重疾病干扰骨代谢
者( "+# 服药依从性差及各种原因未完成方案规
定的治疗周期患者& 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实
施& 治疗组与对照组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Ip%E%’#% 具有可比性% 见表 "&

表 KLM 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QKLB-4?&>.’-3-59030>&<,&=& ;0=@003=20=@- 9>-:?’

组别 &
性别F例
男 女

年龄F岁
"Cb.#

体质量 F̂J

"Cb.#
骨折1\3=:分型F例 受伤原因F例

# $ ! ( ) 跌伤 车祸
治疗组 0% "% +% *%E% b$E$ ’&E& b$E* $ "( "$ ’ " +* (
对照组 0% "% +% &,E, b$E" ’&E+ b,E% ’ "+ "& 0 " +& +
!( F/ !( o%E%% /om%E0," /o%E(+* !( o%E(&( !( o%E("+
I "E%% %E$(’ %E*"+ %E,,( %E$00

"E(!治疗方法!所有患者入院后完成术前相关检
查% 评估无手术禁忌症后% 均由同一组医生作股骨
近端防旋髓内钉 "X<8Q423/Y.28<3/3=;4)<8;3;48= =34/%
?HID# 内固定术% 术后统一抗生素预防感染’ 止
痛’ 预防血栓’ 功能锻炼等常规治疗% 治疗组在上
述常规治疗的基础上% 术后第 " 日开始口服骨后康
颗粒 "粤药制字 R(%%&"’$+% 规格为每袋装 + J&
处方! 杜仲’ 川续断’ 山萸肉’ 龟板’ 何首乌’ 茯

苓’ 党参’ 川朴’ 甘草%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中医院
制剂室生产#% 一次 $ J% 一日 ( 次( 对照组在上述
常规治疗的基础上% 术后第 " 日开始口服碳酸钙
]+ 片 "国药准字_"%,’%%(,% 惠氏制药有限公司#
$%% 2J% 每日 " 次% 睡前温水送服% ( 组患者服药
疗程均为 + 个月% 并嘱患者术后 + 个月清晨空腹来
院复诊&
"E+!血清骨代谢指标的测定!患者均于入院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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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及术后 + 个月复诊时检测血清骨代谢指标% 以肝
素抗凝的真空采血管取空腹外周静脉血 ’ 2N% 立
即放入m* n冰箱内冷藏保存’ 备检& 采用电化学
发光法检测血清骨钙素 "8:;.873/74=% c@#’ 降钙
素 "73/74;8=4=% @-#’ 总#型胶原氨基端延长肽
";8;3/X<878//3J.= ;WX." 324=8;.<24=3/X<8X.X;4V.%
;?TI?#’ #型胶原羧基端肽 "特殊序列 ""4:82.<
8Y;U.@);.<24=3/;./8X.X;4V.8Y;WX.# 78//3J.=% ")
@-P#’ 全段甲状旁腺素 "4=;37;X3<3;UW<84V U8<)
28=.% 4?-_#( 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骨型碱性
磷 酸 酶 " >8=.):X.74Y47 3/̂3/4=. XU8:XU3;3:.%
dDN?#&
"E0!仪器与试剂!罗氏全自动免疫分析仪 78>3:
*%%% .$%( 及罗氏配套试剂盒( 贝克曼 D77.::( 及
贝克曼配套试剂盒& 试剂盒设定的正常范围如下!
;?TI?""$E(& ‘&+E*& =JF2N#% ")@-P "男性 ’% ‘
&% 岁)%E&%0 =JF2N% 男 p&% 岁)%E*’0 =JF2N(
女性绝经后) "E%%* =JF2N#% c@ "男 ,E*% ‘
($E0% =JF2N% 女 &E&% ‘("E&% =JF2N#% 4?-_
""’ ‘$’ XJF2N#% @-"男 %E%% ‘,E’( XJF2N% 女
%E%% ‘$E0% XJF2N#% dDN?"成人男性)(%E" &JFN%
绝经后女性)((E0 &JFN#&
"E’!统计学分析!所有数据均采用 B?BB "&E% 软
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C!.# 表示% 采用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
验% Ig%E%’ 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ML结果

术前 ( 组患者血清骨代谢指标各项含有量组间
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 "Ip%E%’#( 术后 + 个月%
治疗组血清 c@’ @-’ dDN?’ ;?TI?含有量高于对
照组% ")@-P’ 4?-_含有量低于对照组% ( 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g%E%’ #( 治疗组血清 c@’
@-’ dDN?’ ?TI?含有量较术前高% ")@-P’ 4?-_
含有量较术前低% 术前’ 术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Ig%E%’ #( 对照组术后骨代谢各项指标与术
前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Ip%E%’#% 见
表 (&
+L讨论

骨具有新陈代谢的活性% 骨折愈合过程就是骨
重建过程% 成骨细胞与破骨细胞在该过程中起决定
性作用& 骨代谢标志物来源于成骨细胞或破骨细胞
分泌的酶和激素% 以及骨基质的胶原蛋白代谢产物
或非胶原蛋白% 其水平反映了骨折愈合过程中的骨
转换状况*&+ & 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 常因年

!!表 MLM 组治疗前后骨代谢指标比较 $!R"% #XSN&
)&;QMLB-4?&>.’-3-5;-3040=&;-<.’4.3,0Z0’;05->0&3,

&5=0>=2040,.1.301:>0$!R"% #XSN&

骨代谢指标 时间 治疗组 对照组
c@F"=J-2Nm"# 治疗前 "’E(*( b*E&"% "’E+’0 b$E&0(

治疗后 (%E"*’ b*E0(,h! "$E’++ b$E*+&
dDN?F"&J-Nm"# 治疗前 "$E"0$ b+E0*( "$E%&& b+E,%,

治疗后 "*E0+" b+E+&&h! "$E’*$ b+E$,’
@-F"XJ-2Nm"# 治疗前 "E"’0 b%E’’& "E"(, b%E’%+

治疗后 "E00( b%E$%’h! %E,&" b%E0$’
;?TI?F"=J-2Nm"# 治疗前 $%E’"( b(*E&,( $%E+*" b+"E$$(

治疗后 *"E($( b($E,0+h! $+E%*’ b(*E+$(
4?-_F"XJ-2Nm"# 治疗前 0*E&%, b((E’’0 0*E0,’ b",E%’(

治疗后 +0E+’’ b"’E&$%h! 00E",’ b"$E,*,
")@-PF"=J-2Nm"# 治疗前 %E’(’ b%E(&" %E’"$ b%E($’

治疗后 %E+&% b%E(+’h! %E0,’ b%E($%

!!注!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hIg%E%’%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Ig%E%’

龄’ 遗传’ 环境’ 生活方式等因素% 成骨细胞活性
降低% 破骨细胞活跃% 导致骨折愈合困难% 愈合时
间长% 影响生活质量& 要缩短骨折愈合时间% 提高
成骨细胞活性% 降低破骨细胞活性极为重要& c@
是属于*)羧基谷氨酸蛋白% 它主要参与调节成骨
细胞分化和骨基质的矿化**+ & ")@-P由#型胶原
降解产生% 其水平反映了破骨细胞骨吸收活性&
;?TI?是成骨细胞合成骨组织中#型胶原的前体%
其在血清中的含有量反映成骨细胞合成骨胶原的能
力& dDN?由成骨细胞分泌% 在成骨过程中能水解
磷酸酯和焦磷酸盐% 促进骨盐沉积% 骨形成& @-
是由 +( 个氨基酸组成的多肽激素% 可降低血钙%
抑制破骨细胞活性% 减少骨钙丢失& 4?-_为含有
*0 个氨基酸的碱性单链多肽% 可升高血钙’ 降低
血磷% 持续大剂量时增强破骨细胞活性% 促进骨吸
收% 间歇小剂量促进骨形成*,+ & 骨折后药物的干
预% 通过测定血清骨代谢标志物% 可以间接显示成
骨细胞与破骨细胞的活性% 客观的评判药物
疗效*"%+ &

股骨粗隆间骨折多见于老年人% 多兼有骨质疏
松% 具有 .骨痿筋软% 跌仆致骨断筋损/ 的特点%
依据 .肾藏精% 主骨生髓% 肝主筋% 脾主肌肉/
的中医理论% 肾虚为其本% 与肝’ 脾密切相关% 在
治法上% 补肾至关重要& 潘娅岚等*""+研究发现%
老年髋部骨折术后运用益肾健脾法进行中药干预 (
个月% 4?-_下降% 骨钙素 "dC?#’ 碱性磷酸酶
"DN?#’ 酸性磷酸酶 "D@?#’ @-上升% 通过中药
可以改善部分骨代谢指标& 罗贤红等*"(+对 $% 例骨
质疏松骨折患者的研究发现% 温阳补肾法能够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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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骨质疏松骨折患者的血清 dC?’ 血小板源性
生长因子 "?]CH#’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TCH)"#
水平% 降低血清可溶性血管粘附分子 ":a@DS)"#
水平% 促进骨折愈合% 提高骨密度& 叶健等*"++对
’0 例骨质疏松性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的对比研究
发现% 术后 + 个月采用中药强骨饮补肾益气干预治
疗% 治疗组血清 DN?上升% 血清抗酒石酸酸性磷
酸酶 ’> "-AD@?’># 降低% 骨折愈合率明显高于
对照组& 在治疗各种骨折病及防治骨质疏松症上%
补肾方药以其提高性激素水平% 多环节和多靶点调
节% 促进骨形成% 抑制骨吸收% 副作用小% 价廉等
优势受到关注*"0+ &

骨后康颗粒是中成药制剂% 方便服用% 方中龟
板滋阴潜阳% 益肾健骨( 杜仲补肝肾% 强筋骨共为
君药& 何首乌补益精血( 续断补肝肾’ 行血脉’ 续
筋骨( 山茱萸补益肝肾’ 收敛固涩合为臣药& 党参
补中益气’ 生津养血( 茯苓健脾’ 利水渗湿% 川朴
行气燥湿’ 消积平喘合为佐药& 甘草调和诸药为使
药& 诸药合用% 共奏补肝肾’ 壮筋骨的功效& 方中
大多数中药成分均具有抗骨质疏松’ 促进骨折愈合
的功效% 可以双向调节骨形成与骨吸收的过程& 动
物实验证明% 龟板能降低骨质疏松大鼠骨代谢指
标% 改善骨量’ 骨微细结构’ 骨生物力学*"’+ ( 续
断皂苷具有刺激成骨细胞增殖’ 调节破骨细胞活
性% 促进骨骼的矿化*"$+ ( 制何首乌*"&+ ’ 杜仲*"*+

均可促进成骨细胞株 S@+-+)1" 细胞增殖’ 分化%
上调 DN?含有量’ DI@]FBSZW "护骨素F核因子
’d受体活化因子配体# 2AID表达比( 甘草具有
增加成骨细胞中骨小梁的数量% 增加骨量% 减少骨
基质的丢失% 增加骨的韧性*",+ & 本研究显示% 治
疗组治疗后血清 c@’ @-’ dDN?’ ;?TI?水平升
高% 血清 ")@-P’ 4?-_水平显著下降% 与同组治
疗前’ 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对
照组术后各骨代谢指标有改善% 但与同组术前比较
无统计学意义& 提示治疗组骨后康颗粒干预后% 能
升高骨形成指标% 显著降低骨吸收指标% 对骨代谢
指标的影响优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 骨后康颗粒能有效改善老年股骨粗
隆间骨折患者术后的骨代谢% 有增强成骨细胞活
性% 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 促进骨折愈合% 具有较
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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