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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在骨折愈合过程中的促进作用研究

刘 磊
武安市中医院 河北 武安 056300

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中医药在骨折愈合过程中的促进作用，通过分析中医药的理论基础、作用机制及其在临床

实践中的应用，展现中医药在促进骨折愈合方面的独特优势。文章从改善血液循环、促进骨基质钙盐沉积、提高骨痂

质量、增强微量元素含量及刺激骨生长因子分泌等多个角度，系统阐述了中医药在骨折愈合中的具体作用路径，为中

医药在骨折治疗中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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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骨折愈合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学修复过程，涉及多种

细胞和分子的相互作用。中医药作为传统医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骨折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医学认

为骨折愈合是一个“瘀去、新生、骨合”的过程，与现

代医学中骨折愈合的生物学机制相辅相成。本文将从多

个维度探讨中医药在骨折愈合中的促进作用。

1 中医药促进骨折愈合的理论基础

1.1  中医骨折愈合理论
中医学认为，骨折愈合是一个复杂的生理过程，涉

及气血的调和、筋骨的接续以及肝肾的滋养。具体而

言，骨折的愈合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对

应着中医的不同治疗原则。在骨折初期，由于骨折导致

局部血脉破裂，瘀血内停，气血运行不畅，因此治疗以

活血化瘀为主，旨在消除局部瘀血，改善微循环，为骨

折愈合创造良好的环境。到了骨折中期，瘀血渐散，但

筋骨尚未接续，此时治疗以续筋接骨为主，通过促进骨

痂的形成来加速骨折的愈合。而在骨折后期，筋骨虽已

接续，但肝肾亏虚，筋骨不坚，此时治疗则强调补益肝

肾，强筋壮骨，以促进骨折的完全愈合和功能的恢复。

1.2  现代医学视角下的骨折愈合与中医药的作用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骨折愈合是一个有序的生物

学过程，包括血肿机化期、原始骨痂形成期和骨痂改造

塑形期三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中医药发挥着重要

的促进作用。在血肿机化期，中医药通过活血化瘀的作

用，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促进血肿的吸收和机化，为骨

折愈合奠定基础。在原始骨痂形成期，中医药通过促进

成骨细胞的活动和调节血钙、血磷水平，加速骨基质的

钙盐沉积和骨痂的形成。而在骨痂改造塑形期，中医药

则通过补益肝肾、强筋壮骨的作用，提高骨痂的质量和

生物力学性能，促进骨折的完全愈合和功能的恢复。综

上所述，中医药通过多途径、多靶点作用于骨折愈合的

不同阶段，加速骨折愈合进程，提高骨折愈合的质量。

2 中医药促进骨折愈合的作用机制

2.1  改善血液循环，促进血肿吸收和机化
活血化瘀药物在中医药促进骨折愈合中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这类药物如丹参、郁金、川芎、桃仁、红花

等，富含多种活性成分，能够深入作用于血液循环系

统，加快微循环血流速度。具体而言，它们通过扩张血

管、降低血液黏稠度，以及增加红细胞变形能力，有效

提升骨折断端局部血液循环的效率。同时，这些药物还

能显著增加毛细血管网的通透性，使得更多的血液和养

分能够渗透到骨折部位，为骨折愈合提供必要的营养支

持。在这一过程中，活血化瘀药物还能有效清除骨折断

端及其周围的血凝块和代谢产物，如乳酸、酮体等，这

些物质的及时清除有助于减轻局部组织的炎症反应，为

骨折愈合创造一个更加有利的环境。更为重要的是，改

善血液循环不仅能为骨折部位提供充足的养分，还能促

进局部免疫细胞的浸润和活化，从而增强骨折部位的抗

感染能力。这对于预防骨折后感染的发生，以及加速骨

折愈合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1]。此外，活血化瘀药物还能

通过调节局部血管的舒缩功能，改善骨折部位的血流灌

注，进一步促进血肿的吸收和机化。血肿的吸收和机化

是骨折愈合过程中的关键步骤，它们能够为后续骨痂的

形成和骨折的愈合奠定坚实的基础。

2.2  促进骨折部位骨基质钙盐沉积
在骨折愈合的过程中，钙盐沉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

环节，它直接关系到骨折部位的硬度和稳定性。中医药

在此环节中发挥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像骨痛仙

胶囊这样的中药方剂。骨痛仙胶囊等中药方剂富含多种

活性成分，这些成分能够深入作用于骨折部位，促进成

骨细胞的活动。成骨细胞是负责骨基质合成和钙盐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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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细胞，它们的活跃程度直接影响到骨折愈合的速

度和质量。通过促进成骨细胞的活动，中医药能够加速

骨基质的合成和分泌，为钙盐沉积提供充足的基质。同

时，中医药还能调节血钙和血磷水平。钙和磷是构成骨

骼的主要无机成分，它们的含量和比例直接影响到骨骼

的硬度和稳定性。中医药通过调节血钙和血磷的代谢，

使钙磷乘积高峰提前出现，这意味着在骨折部位，钙和

磷的结合更加紧密，形成更多的骨盐，从而增强骨折部

位的硬度和稳定性[2]。此外，中医药还能促进骨折部位

局部微循环的改善，增加血液供应和养分供给。这有助

于为成骨细胞提供充足的能量和营养物质，进一步促进其

活动和功能。同时，良好的微循环还能加速代谢废物的排

出，保持骨折部位的清洁和有利于钙盐沉积的微环境。

2.3  提高骨痂的质量和生物力学性能
在骨折愈合的过程中，骨痂的形成和质量直接影响

着骨折的愈合速度和最终效果。中医药在此方面展现出

了独特的优势，尤其是像补肾活血合剂这样的方剂。

补肾活血合剂等中医药方剂富含多种生物活性成分，这

些成分能够深入作用于骨折部位，促进局部血管内皮细

胞、成纤维细胞的增生以及毛细血管的再生。这一作用

不仅增加了骨折部位的血液供应，还为骨痂的形成提供

了充足的养分和生长因子，从而加速了骨痂的矿化过

程。矿化是骨痂成熟和硬化的关键步骤，它使得骨痂的

结构更加致密，骨小梁的排列更加规整。通过中医药的

促进作用，骨痂的矿化程度得到显著提高，这使得骨痂

的硬度和稳定性都得到了增强。同时，由于骨小梁排列

的规整，骨痂的抗弯荷载能力也得到了显著提升，这意

味着在承受外力时，骨痂更不容易发生变形或破裂。此

外，中医药还能调节骨折部位的微环境，减少炎症反应

和氧化应激，为骨痂的形成和矿化创造一个更加有利的

环境。这一作用不仅有助于骨痂质量的提高，还能加速

骨折愈合的整体进程。

2.4  提高微量元素的含量
在骨的生长发育和修复过程中，微量元素如锌、

铁、铜、锰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微量元素是骨

组织正常代谢和生理功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参

与骨基质的合成、矿化以及骨细胞的增殖和分化等多个

环节。中医药中富含这些微量元素成分，其中自然铜就

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自然铜作为一种传统的中药材，其

内含的微量元素能够直接参与骨折愈合过程，发挥重要

的促进作用。这些微量元素通过渗透进入骨折部位，与

骨组织中的有机成分结合，形成稳定的骨盐，从而加速

骨折的愈合进程。具体来说，锌元素能够促进骨细胞的

增殖和分化，增加骨基质的合成；铁元素则参与骨组织

的氧化还原反应，为骨代谢提供必要的能量；铜元素在

骨组织的矿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能够促进骨盐

的沉积和骨组织的硬化；而锰元素则参与骨胶原蛋白的

合成，增强骨组织的韧性和弹性[3]。通过中医药的补充，

这些微量元素在骨折部位的浓度得到提高，为骨组织的

正常发育和修复提供了充足的营养支持。这不仅加速了

骨折的愈合速度，还提高了骨折愈合的质量，使得骨痂

更加致密、坚硬，抗弯荷载能力更强。

2.5  刺激骨生长因子的分泌与合成
中医药在促进骨折愈合的过程中，能够显著刺激

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
（VEGF）及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等关键
骨生长因子的分泌与合成。这些生长因子在骨折愈合的

多个阶段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TGF-β是一种具有多
重生物活性的生长因子，它能够促进骨折部位细胞的增

殖和分化，增加骨基质的合成，并为后续的骨痂形成奠

定坚实的基础。中医药通过刺激TGF-β的分泌与合成，加
速了骨折愈合的初期阶段，为后续的修复过程提供了有

力的支持。VEGF则是一种关键的血管生成因子，它能够
促进骨折部位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和迁移，加速新生血

管的形成。这一作用不仅改善了骨折部位的血液供应，

还为骨折愈合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生长因子。中医药通

过刺激VEGF的分泌与合成，有效促进了骨折部位的血
管新生，为骨折愈合创造了更加有利的环境。bFGF则是
一种具有广泛生物活性的生长因子，它能够促进骨折部

位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和基质合成，加速骨痂的形成和矿

化。中医药通过刺激bFGF的分泌与合成，增强了骨折部
位的修复能力，加速了骨折愈合的整体进程。

3 中医药在骨折愈合中的应用要点

3.1  遵循中医辨证施治原则
在运用中医药促进骨折愈合的过程中，严格遵循中

医辨证施治的原则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原则要求医者必

须全面、深入地了解患者的具体病情，包括骨折的类

型、部位、程度以及患者的整体身体状况和体质特点，

从而制定出个性化的治疗方案。首先，医者需通过望、

闻、问、切等中医诊断方法，详细收集患者的病情信

息。望诊可观察患者的神色、舌苔等，以判断其气血状

况；闻诊可嗅闻患者的气味，以辨别其体内是否有湿热

等病邪；问诊则可直接询问患者的感受，了解骨折的经

过及现在的症状；切诊则通过触摸患者的脉搏和骨折部

位，以感受其气血的流通和病变的情况。在收集完病情

信息后，医者需根据中医的理论和经验，对患者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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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辨证分析。这包括判断骨折是属于哪种中医证型，

如血瘀气滞型、肝肾亏虚型等，以及患者的体质是偏寒

还是偏热，是气虚还是血虚等。最后，根据辨证分析的

结果，医者需制定出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这包括选用哪

些中药、采用哪些中医外治法等。同时，医者还需在治

疗过程中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

案，以确保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3.2  注意药物配伍禁忌
在运用中医药治疗骨折时，药物配伍的禁忌是必须

严格遵守的重要原则。中药配伍禁忌，如“十八反”、

“十九畏”等，是中医长期临床实践中总结出的药物相

互作用可能产生不良反应的规律，对于确保用药安全、

有效具有重要意义。“十八反”是指某些中药在配伍使

用时，可能会产生剧烈的毒性反应或副作用，如甘草与

海藻、大戟、甘遂、芫花配伍，会产生毒性反应，因此

这些药物在使用时必须避免同时应用。“十九畏”则是

指某些中药在配伍使用时，虽然不会产生剧烈的毒性反

应，但可能会相互影响药效，降低治疗效果，如硫磺畏

朴硝，水银畏砒霜等。这些药物在使用时也需要特别注

意。在应用中医药治疗骨折时，医者必须熟悉这些药物

配伍的禁忌，确保所选用的中药之间不会产生不良反应或

降低治疗效果。同时，还需要注意患者可能正在使用的其

他药物，避免中药与西药之间产生不良的相互作用[4]。此

外，医者还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体质特点，灵活

调整药物配伍，确保治疗方案既符合中医理论，又能够

针对患者的具体病情发挥最佳的治疗效果。

3.3  结合现代医学治疗
在中医药治疗骨折的过程中，与现代医学治疗相结

合，形成中西医结合的综合治疗方案，是提高治疗效果

的重要途径。例如，在骨折的初期阶段，经过现代医学

的复位固定手术后，可以结合中医药的活血化瘀原则，

选用具有活血化瘀功效的中药，如桃仁、红花等，以促

进骨折部位的血液循环，加速瘀血的消散，为骨折愈合

创造良好的微环境。同时，在骨折的治疗过程中，若患

者出现感染等并发症，应及时采用现代医学的抗菌药物

进行治疗，以控制感染，避免病情恶化。在此基础上，

还可以结合中医药的扶正祛邪原则，选用具有增强机体

免疫力和抗菌作用的中药，如黄芪、金银花等，以提高

患者的抗病能力，促进病情的康复。

结语

中医药在骨折愈合过程中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作

用机制涉及改善血液循环、促进骨基质钙盐沉积、提高骨

痂质量、增强微量元素含量及刺激骨生长因子分泌等多个

方面。随着对中医药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医药在骨折治疗

中的应用前景将更加广阔。未来，应进一步探索中医药促

进骨折愈合的具体机制，优化治疗方案，提高治疗效果，

为骨折患者提供更优质、更全面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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