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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OP）是以骨量减少、骨组

织微结构破坏为特征，导致骨质脆性增加、易于骨折的

一种全身性骨骼疾病[1]。其常见的致病因素有衰老、雌

激素下降、营养失调、生活习惯不良和长期服用类固醇、

抗癌药、利尿药等；主要表现为骨密度和骨质量的下降，

其症状多为易骨折、腰背部疼痛、身长缩短、骨痛，甚至

发生呼吸功能减弱的全身代谢性疾病，给患者个人和家

庭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和经济负担[2－3]。我国是世界上

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OP的

发病率也在逐渐上升[4]。预计到 2050年，我国的OP患

者将增至2亿以上[5]。因此，我国也将OP作为国家重点

攻关的三大老年疾病之一[6]。

目前常用于治疗OP的化学药较多，如雌激素、选择

性雌激素受体（ER）调节剂、降钙素、双膦酸盐类、甲状旁

腺激素、细胞核因子κB受体活化因子配体（RANKL）、骨

硬化蛋白单克隆抗体、骨硬化素抗体、选择性组织蛋白

酶K抑制剂等[7－8]。经过治疗后，OP患者总体生存率有

所提升。但与此同时，3级或4级不良反应（如机体内钙

离子大量流失、诱发乳腺癌或心脑血管疾病、血管收缩

和静脉血栓栓塞等）的发生率也相应升高；并且部分化

学药的价格昂贵，给患者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9]。

近年来，中医药治疗OP的疗效，特别是在改善患者疼痛

及增加骨密度等方面的作用逐渐得到临床认可 [10－11]。

不仅如此，中医药的介入可以明显减少OP治疗过程中

的不良反应，提升治疗效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12]。

笔者基于相关研究基础，以“骨质疏松”“中药复方”

“有效成分”“骨细胞”“作用机制”“Osteoporosis”“Com-

pound Chinese medicine”“Active ingredients”“Bone cell”

“Mechanism of action”等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万方数

据、维普网、PubMed、ScienceDirect等数据库中组合检索

于 1980年 3月－2020年 8月期间发表的有关中药抗OP

的相关文献，并在查阅《中国药典》、相关法规和参考书

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对中药（包括单味中药、中药复

方、中药有效成分）抗OP的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进展进

行综述，旨在为开发新型抗OP药物提供理论参考。

1 抗OP中药概述
在OP的治疗研究中，中药因其疗效显著、毒副作用

小、适合长期使用而独具优势。中医药可以通过辨证论

治、四诊合参来突出整体调节的优势，提高OP的临床防

治率，因而目前从中医药角度来防治OP成为了研究热

点。近年来，对中药防治OP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单味

中药的实验研究和对中药复方的临床研究上。常见的

抗OP单味中药包括淫羊藿、骨碎补、杜仲、巴戟天、山茱

萸、黄芪、肉苁蓉、女贞子、枸杞、锁阳、红曲、葛根等[13]；

中药复方包括仙灵骨葆胶囊、左归丸、补肾中药复方

等。近年来，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抗OP的中药有效成

分逐渐明确，主要的有效成分有黄酮类、多糖类、皂苷

类、酚类等。单味中药抗OP的有效成分及其作用效果/

机制见表 1；中药复方中抗 OP 的有效成分及其作用效

果/机制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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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中药抗骨质疏松症（OP）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进展，为开发新型抗OP药物提供理论参考。方法：以“骨质疏

松”“中药复方”“有效成分”“骨细胞”“作用机制”“Osteoporosis”“Compound Chinese medicine”“Active ingredients”“Bone cell”

“Mechanism of action”等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网、PubMed、ScienceDirect等数据库中组合检索于 1980年 3月－

2020年8月期间发表的有关中药抗OP的相关文献，并在查阅《中国药典》、相关法规和参考书的基础上，对中药（单味中药、中药复

方、中药有效成分）抗OP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进展进行归纳总结。结果与结论：本文涉及的抗OP中药包括29种单味中药和7种

中药复方，其中起药效作用的成分包括中药提取物（醇提物、水提物）、黄酮类、多糖类、皂苷类、挥发油等。中药治疗OP效果明显，

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骨代谢、增加其骨密度，同时改善临床症状。其主要是通过促进成骨细胞增殖分化、抑制破骨细胞形成、调节

信号通路3个方面的作用机制发挥抗OP功效。

关键词 骨质疏松症；中药；有效成分；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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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药抗OP机制

2.1 对成骨细胞的影响

治疗OP可以从多条途径调节细胞信号转导通路，

其中促进成骨细胞增殖与分化、改善骨形成是最常见的

方法。

阿魏酸是一种酚酸类成分，是抗OP常用中药当归、

川芎的有效成分之一。阿魏酸通过下调凋亡基因B细

胞淋巴瘤2（Bcl-2）的表达，并通过雌激素受体GPR30干

预氧化应激状态下 FoxO3a转录因子核转位，从而发挥

抗成骨细胞凋亡的作用[50]。高建林等[51]研究发现，阿魏

表1 单味中药抗OP的有效成分及其作用效果/机制

有效成分
类型
提取物

黄酮类化合物

多糖类化合物

皂苷类化合物

其他

分类
水提物

醇提物

黄酮

葛根素

黄芪多糖

枸杞多糖

三七总皂苷
知母皂苷

白芍皂苷

人参总皂苷

川续断皂苷
大黄酸

山茶籽油

丹参素

补骨脂素

来源中药
北葶苈子

肉苁蓉

红花
女贞子

红芪
锁阳

卷柏
肉苁蓉

女贞子

巴戟天

红曲

淫羊藿

骨碎补
杜仲
红车轴草

菟丝子

红芪

葛根

黄芪

枸杞

三七
知母

白芍

人参

川续断
大黄

山茶

丹参

补骨脂

体内/外
研究

体外

体内

体内
体外

体内
体内

体内
体内

体内

体内

体内

体内

体内
体外
体外

体内

体外

体内

体内

体内

体内
体内

体内

体内

体内
体内

体内

体外

体内

测定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检测血清雌二醇、卵泡刺激素、黄体生
成素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法（PCR）测定大鼠成骨细胞骨形态发生
蛋白2（BMP-2）的基因表达变化

采用骨组织形态计量学方法测定去卵巢大鼠第5腰椎松质骨静态参数
采用CCK-8法和ELISA法检测细胞活性及细胞上清液中骨保护素（OPG）
蛋白表达水平

通过双能X线吸收法测量大鼠胫骨上段松质骨的骨形态计量学指标
采用双能X线吸收法测量去卵巢大鼠总骨密度，采用显微CT法分析骨小
梁相关参数

采用ELISA法测定去势大鼠股骨中羟脯氨酸含量
采用ELISA法检测大鼠血清中碱性磷酸酶和骨钙素水平，以苏木素-伊红
（HE）染色法观察大鼠子宫组织形态

采用MTT法检测细胞相对增殖率，采用ELISA法检测细胞中碱性磷酸酶
的活性

采用双能X线吸收法测定去卵巢大鼠的骨密度，以万能材料试验机检测骨
组织的最大载荷

采用双能X线吸收法测量去势大鼠骨密度，采用ELISA法测量血清OPG
及其他代谢指标

采用双能X线吸收法测量股骨头骨密度

采用双能X线吸收法测量去势大鼠股骨头骨密度
采用MTT法检测细胞增殖情况
采用免疫印迹（Western blot）法测定破骨细胞分化相关蛋白 c-fos和活化T
细胞核因子1（NFATc1）的含量

通过ELISA法和双能X线吸收法测定去卵巢大鼠的骨代谢指标（尿钙、尿
磷、尿钙/尿肌酐、尿磷/尿肌酐、碱性磷酸酶、骨密度等）水平

采用MTT法检测大鼠骨髓基质干细胞（rBMSCs）和颅骨成骨细胞（ROBs）
的增殖情况

通过ELISA法测定大鼠骨钙素、碱性磷酸酶、RANKL水平

采用血尿实验室检查、骨干/湿质量称量、骨生物力学、骨密度测量和骨组
织形态计量学等方法进行综合评价

采用Western blot法检测兔膝关节软骨CD151基因和基质金属蛋白酶3的
表达

采用比色法测定血清钙、磷的含量和碱性磷酸酶、酸性磷酸酶的活性
观察小鼠骨组织形态学，测定并比较骨计量学指标和骨中钙、磷、镁及羟脯
氨酸含量

采用MTT法和流式细胞术检测白芍总苷对MC3T3-E1细胞增殖和细胞周
期的影响

采用ELISA法检测人参总皂苷对老年大鼠血清吡啶酚和骨钙素水平的影
响，采用骨强度测定仪和骨密度仪检测骨强度和骨密度

采用茜素红染色法和骨钙素定量法检测细胞成骨分化程度
采用碱性磷酸酶染色法测定碱性磷酸酶活性，采用生物信息学方法预测
c-Jun氨基末端激酶（JNK）相关因子

采用超声骨密度仪测量绝经后妇女足根骨超声衰减值，采用ELISA法检测
血清中骨钙素水平

采用双能X线吸收法测定大鼠骨密度、骨钙素和RANKL等的表达水平

采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和ELISA法检测白细胞介素17受体
（IL-17R）、ERα的基因和蛋白表达水平

作用效果/机制

通过ERα、ERβ共同作用，从而显著抑制人乳腺癌细胞MCF-7的增殖，进
而治疗因雌激素缺乏引起的OP

在基因水平上促进大鼠成骨细胞BMP-2的表达，促进骨愈合，从而防治OP

通过提高大鼠的骨质量，改善其生物力学参数，从而改善其OP症状
通过ER、蛋白激酶C和核因子κB（NF-κB）通路促进小鼠胚胎成骨细胞
MC3T3-E1的增殖及OPG蛋白表达

防治醋酸泼尼松引起的OP

通过加快骨形成、抑制骨吸收及氧化应激，对去卵巢致大鼠OP有明显的防
治作用

增加股骨中羟脯氨酸含量，对去势大鼠OP具有一定的干预作用
通过提升大鼠血清碱性磷酸酶、骨钙素及钙离子水平起到治疗OP的作用

显著提高去除卵巢后引起的大鼠骨密度下降，同时明显改善OP

通过抑制卵巢切除术后大鼠的骨量流失，在一定程度上维持骨的微观结
构，提高骨的最大载荷

通过改变血清骨钙素含量来改善OP

促进间充质干细胞分泌BMP-2并向成骨细胞转化，从而加速骨形成，达到
治疗OP的目的

通过提高骨密度，对去势诱导的大鼠OP有显著的防治作用
通过促进MC3T3-E1细胞增殖来达到综合改善OP症状的目的
通过抑制破骨细胞分化相关蛋白 c-fos和NFATc1的表达，抑制破骨细胞分
化及骨吸收

通过抑制去卵巢大鼠的骨代谢增强，调整骨形成和骨吸收的关系，对去卵
巢造成的OP有明显的防治作用

对 rBMSCs和ROBs的成骨功能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作用

通过提高骨钙素水平、增加骨量，降低RANKL和碱性磷酸酶水平，拮抗破
骨细胞功能，从而防治雌激素减少导致的OP

通过抑制去卵巢大鼠的骨吸收及促进其骨形成，预防雌激素缺乏引起的
OP

通过微环境中的一些骨调节因子发挥调节骨代谢的作用，减少骨丢失，从
而预防OP

具有抑制关节软骨退变的作用
对维A酸所致小鼠OP具有一定的防治作用，其机制可能与其减缓雌激素
水平的降低、抑制骨的高水平转换有关

通过促进MC3T3-E1细胞增殖和分化成熟，对炎性OP起到治疗作用

通过下调老年大鼠血清吡啶酚水平和上调骨钙素水平来增强大鼠骨强度
和骨密度，从而治疗OP

通过诱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成骨分化，达到治疗OP的目的
通过提高骨密度，显著改善去卵巢大鼠骨质量

通过使绝经后妇女体内雌激素和骨钙素保持在一定水平，对绝经后妇女
OP有一定的防治作用

有效改善OP大鼠骨密度，调节破骨细胞分化因子骨钙素和RANKL水平，
抑制骨吸收，从而治疗OP

通过提高破骨细胞ER的表达和抑制 IL-17R的表达，对破骨细胞的形成有
显著的抑制作用，从而治疗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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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在40～2 560 μmol/L浓度范围内可以促进成骨相关基

因碱性磷酸酶、骨桥蛋白、Ⅰ型胶原蛋白的表达，通过促

进成骨细胞的增殖与成熟，达到抗OP的目的。

牛膝为苋科植物牛膝的干燥根，其主要作用是改善

肝、肾功能，并促进肌肉和骨骼发育[52]。牛膝多糖是牛

膝中一类含量较高的活性成分。研究发现，牛膝多糖对

糖皮质激素诱导的斑马鱼OP模型的治疗效果优于阳性

对照药阿仑膦酸盐，表明牛膝多糖可能是预防和治疗

OP的潜在药物[53]。姜涛等[54]研究牛膝甾酮对SD乳鼠成

骨细胞增殖、分化的影响及其潜在的分子机制，发现牛

膝甾酮可通过上调成骨细胞分化相关基因的表达及刺

激自噬体的形成，最终促进成骨细胞的早期分化和晚期

矿化。该研究可为抗OP新药的研发提供新的思路。

地黄为玄参科植物地黄的新鲜或干燥块根，地黄梓

醇是其主要活性成分之一。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地黄梓

醇具有神经保护、促进缺血脑区血管生成、改善记忆、保

护新生大鼠炎性成骨细胞等活性[55]。何强等[56]利用碱性

磷酸酶染色和矿化结节染色等方法研究成骨细胞的代

谢异常，发现地黄梓醇达到一定质量浓度（10 mg/L）时

对成骨细胞无药物毒性且能促进细胞增殖，对脂多糖诱

导的炎性成骨细胞有显著抗炎作用。这一研究将地黄

梓醇应用于临床治疗膝关节炎并降低对成骨细胞本身

的药物毒性具有重要意义。

重楼是百合科植物云南重楼或七叶一枝花的的干

燥根茎，具有免疫、抗氧化、降血脂、护肝和修复成骨细

胞的作用[57]。董凡赫等[58]考察重楼皂苷Ⅰ对磷酸三钙磨

损颗粒诱导的成骨细胞损伤的影响，采用Western blot法

检测成骨细胞中Bcl-2、Bax、活化的半胱氨酸蛋白酶 3、

自噬相关基因 5、自噬降解底物 p62蛋白和微管相关蛋

白的表达，应用茜素红染色法观察成骨细胞矿化结节的

形成，结果发现重楼皂苷Ⅰ可通过抑制自噬的活化而减

轻磷酸三钙磨损颗粒诱导的成骨细胞损伤，从而达到促

进成骨细胞增殖、分化的作用。

葛根为豆科植物野葛的干燥根。葛根素是从葛根

中分离得到的异黄酮类衍生物，其药理作用主要有：保

护脏器组织、抗缺血再灌注损伤、调控骨代谢、降眼压、

雌激素样作用等[59]。近年来，有学者发现葛根素对成骨

细胞有保护作用，可用于OP的治疗[60]。洪荣华等[61]通过

体外培养小鼠成骨细胞，采用Western blot法对凋亡相关

蛋白及核因子E2相关因子2/血红素加氧酶1（Nrf2/HO-1）

信号通路中相关蛋白的表达进行检测，结果表明，葛根

素可能通过激活Nrf2/HO-1信号通路，抑制高糖诱导的

成骨细胞凋亡。

2.2 对破骨细胞的影响

破骨细胞作为目前已知的体内唯一具有骨吸收功

能的细胞[62]，研究其分化形成的分子机制对认识OP的

病理机制及探索新型治疗药物具有重要意义。

白藜芦醇作为一种多植物来源的多酚化合物和植

物雌激素，药理作用广泛，包括抗炎、抗氧化、心血管保

护、抗肿瘤和抑制破骨细胞等[63]。张倩等[64]研究不同浓

度白藜芦醇对破骨细胞分化及自噬的作用，利用Western

blot 法检测自噬相关蛋白 LC3Ⅱ/Ⅰ、Beclin-1、p62的表

达，发现白藜芦醇在0.1～10 μmol/L浓度范围内时，可使

破骨细胞分化及自噬水平先升高后降低，而抑制自噬可

以抑制破骨细胞的分化。

骨碎补为水龙骨科植物槲蕨的干燥根茎。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对骨碎补在抗OP、修复骨损伤、调节免疫功

能、抗炎及抗癌作用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65]。研究表明，骨碎补可能通过活化 NFATc1信号通

路抑制大鼠巨噬细胞向破骨细胞分化，有效抑制破骨细

胞的形成，从而发挥抗OP的作用[66]。

青蒿琥酯是青蒿素的半合成衍生物，具有抗疟疾、

抗氧化、抗炎等多种生物活性[67]。近期研究发现，青蒿

琥酯具有抑制破骨细胞分化和功能的特性[68]。有研究

表2 中药复方中抗OP的有效成分及其作用效果/机制

中药复方
仙灵骨葆胶囊

左归丸

复方杜牡健骨颗粒

补肾补血中药复方

温肾固疏方

二至丸

益肾坚骨丸

有效成分
淫羊藿苷、丹参酮、黄酮、地黄梓醇

枸杞多糖、鹿角胶、山药多糖、山茱
萸多糖、牛膝甾酮、龟胶提取物

杜仲多糖、牡蛎多糖、黄酮、淫羊藿
苷、三七多糖

地黄梓醇、山药多糖、枸杞多糖、黄
酮、川牛膝多糖、菟丝子黄酮

地黄梓醇、淫羊藿苷、丹参酮、枸杞
多糖、骨碎补黄酮、补骨脂素

女贞子水提物、墨旱莲皂苷

地黄梓醇、山药多糖、山茱萸多糖、
茯苓多糖、丹参酮、菟丝子黄酮、甜
瓜子多糖

来源中药
淫羊藿、丹参、补骨脂、
地黄

枸杞、鹿角胶、山药、山
茱萸、牛膝、龟胶

杜仲、牡蛎、鸡血藤、淫
羊藿、三七

熟地黄、山药、枸杞子、
山茱萸、川牛膝、菟丝子

熟地黄、淫羊藿、丹参、
枸杞、骨碎补、补骨脂

女贞子、墨旱莲

生地黄、山药、山茱萸、
茯苓、丹参、菟丝子、甜
瓜子

模型/研究对象
去卵巢大鼠OP模型

去卵巢大鼠OP模型

维甲酸诱导大鼠 OP
模型

切除大鼠双侧卵巢建
立OP模型

切除大鼠双侧卵巢建
立OP模型

以泼尼松龙建立斑马
鱼OP模型

女性OP患者

检测方法
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骨钙素水平

采用 Western blot 法测定 p38 蛋白活性和
Runt 相关转录因子2（Runx2）蛋白表达水平

采用血清试剂盒测定血清钙、磷、碱性磷酸酶
含量，采用双能X线吸收法测定骨密度，计算
骨折率

采用RT-PCR法检测股骨和肾组织印度刺猬
因子（IHH）mRNA相对表达量

采用RT-PCR检测蛋白酶K、活化T细胞核
因子、酸性磷酸酶的表达

通过双能X线吸收法测定骨密度和血清骨钙
素、甲状旁腺激素、雌二醇水平

通过双能X线吸收法测定骨密度，采用骨钙
素检测试剂盒测定血清骨钙素

作用效果/机制
通过促进大鼠骨髓基质干细胞的成骨分化可
部分阻止其骨量丢失

部分通过活化 p38 MAPK 信号通路，上调
Runx2表达，刺激胶原蛋白表达，从而促进骨
形成

通过改善骨生物力学强度指标，从而对维甲酸
所致OP有一定的防治作用

通过激活 IHH信号传导通路，促进骨形成，抑
制骨吸收，从而防治OP

通过调控载脂蛋白来改善骨代谢、防止骨流
失，并能有效改善脂代谢，起到补骨的效果

通过降低自噬相关基因表达，抑制破骨细胞分
化，从而改善斑马鱼OP模型的症状

通过改善肾虚证候、促进骨形成、提高骨密度
及骨钙素水平来治疗女性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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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青蒿琥酯在小鼠骨关节炎模型中能够减少破骨细

胞分泌轴突导向因子 1，提示青蒿琥酯可通过此作用来

减少软骨下骨的感觉神经支配，从而改善感觉神经介导

的疼痛症状[69]。

2.3 调节信号通路

2.3.1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 经典的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在成骨细胞介导的骨形成过程中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姚琦等[70]通过Western blot法检测大鼠骨

组织中β-catenin、p-β-catenin、GSK-3β、p-GSK3β蛋白表

达情况，发现独活高剂量组对去卵巢导致的OP大鼠的

治疗作用与激活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促进骨形成

相关。Weng 等 [71]研究了从 SD 大鼠膝软骨获得的软骨

细胞，发现牛膝多糖可通过上调 Wnt-4、Frizzled-2、

β-catenin 和细胞周期蛋白 D1的表达，下调糖原合成酶

激酶 3 β的表达，激活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促进

β-catenin降解复合体的分解，从而达到稳定β-catenin的

作用；同时，还可介导β-catenin向核内转移，激活靶基因

的表达，增加Ⅱ型胶原的合成，从而对软骨发挥保护

作用。

2.3.2 OPG/RANKL/RANK 信号通路 OPG/RANKL/

RANK信号通路是介导骨吸收和骨形成之间平衡的重

要信号通路 [72]。钱康等 [73]通过摘除大鼠双侧卵巢制备

OP 模型，并以左归丸为阳性药组进行实验，采用

RT-PCR法检测大鼠骨组织垂体腺苷酸环化酶激活肽受

体（VPAC2）mRNA、OPG mRNA和RANKL mRNA的表

达水平。结果发现，左归丸可上调OPG mRNA表达，下

调 VPAC2 和 RANKL 的 mRNA 表达，通过调节 OPG/

RANKL/RANK信号通路影响成骨细胞与破骨细胞之间

的相互作用，可达到治疗OP的目的。

2.3.3 NF-κB 信号通路 破骨细胞在维持骨吸收和骨

形成的动态平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NF-κB被认为是

成熟破骨细胞存活和发挥功能的重要调节因子[74]。成

骨细胞增殖分化的抑制或凋亡进程的加速，均可导致骨

形成少于骨吸收，从而导致OP的发生，而NF-κB信号通

路在成骨细胞的增殖分化和凋亡过程中均起着重要的

作用[75]。李驰等[76]通过探讨杨梅素对OP的作用及相关

分子机制发现，杨梅素可能通过调控NF-κB和MAPK信

号通路而产生抗OP的作用。

2.3.4 其他信号通路 现代研究表明，在骨代谢过程中

至少还存在 MAPK 信号通路、PI3K/Akt 信号通路、

Hedgehog信号通路、Notch信号通路、PGE2/ADRβ-2R信

号通路和Nrf2/HO-1信号通路等，各个通路间还存在交

叉[77－78]。通过研究分子信号通路，可有效促进骨代谢研

究，进而促进抗OP的新药研发。

3 结语
我国传统中药抗OP具有多因素、多效应、多靶点、

多层面等特点，且效果明显、副作用小，成为国内外学者

研究的热点。近10年从信号通路、基因、成骨细胞、破骨

细胞、动物实验、临床试验等多维度的研究充分展示了

中药防治OP的优势。本文所述抗OP中药包括29种单

味中药和7种中药复方，其中起药效作用的成分包括中

药提取物（醇提物、水提物）、黄酮类、多糖类、皂苷类、挥

发油等。其主要是通过促进成骨细胞增殖分化、抑制破

骨细胞形成、调节信号通路3个方面的作用机制发挥抗

OP功效。

中药成分复杂，黄酮类、生物碱、皂苷、萜类、生物

酶、醌类、挥发油、酚类、生物蛋白、活性单体、多肽、甾体

等中药有效成分对成骨细胞活性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对破骨细胞活性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能够有效改善患者

的骨代谢，增加骨密度，同时改善临床症状。针对目前

发现的OP发病机制和信号通路，未来可考虑开发更多

的中药及其制剂用于OP的治疗。随着对OP的不断深

入研究，我们还可以寻找中西医结合治疗OP的最佳契

合点，从而不断提高OP的临床防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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