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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系统评价赤参壮骨汤配合常规治疗治疗老年骨折延迟愈合的临床疗效。方法  计算机检索维普数据库 (VIP)、
中国知识资源总库 (CNKI)、万方数据库、PubMed、Cochrane 图书馆数据库、超星数据库，检索赤参壮骨汤治疗骨折
延迟愈合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相关文献。检索范围均为建库至 2019 年 12 月。2 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按
照 Cochrane 系统评价手册 5.1.0 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价，采用 RevMan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结果  共纳入 7 篇文
献，共计受试者 586 例。Meta 分析结果显示：常规治疗基础上加赤参壮骨汤治疗，可有效降低患者血清骨代谢指标，包
括 BMP-2：c2=850.71，(P <0.00001)，I2=99%，[OR=-33.83，95%CI(-36.37，-31.29)]，BGP：c2=544.31，(P <0.00001)，
I2=99%，[OR=0.33，95%CI(0.23，0.43)]，ALP：c2=18.47，(P=0.001)，I2=78%，[OR=-12.09，95%CI(-15.13，-9.05)]，合并效
应具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骨痂形成评分明显优于常规治疗，c2=5.25，P=0.15(>0.05)，I2=43%，[OR=0.42，95% CI (0.29，0.5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赤参壮骨汤具有促进骨折愈合的作用，治疗后可降低血清骨代谢指标 BMP-2、BGP、ALP 等，治
疗后 3 个月骨痂形成评分优于单一的常规治疗。由于文献一般，有些质量偏低，故今后临床研究需求采集大量样品，中心多
样化，提高文献质量与标准的 RCT，以期赤参壮骨汤配合常规治疗治疗老年骨折延迟愈合得到进一步有效验证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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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ystematic Review of RCT Study on the Treatment of Delayed Healing of Senile Fra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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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systematic evaluation of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Chishen Zhuanggu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routine treatment in the treatment of delayed healing of senile fracture. Methods  The related 
literature of clinical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of Chishen Zhuanggu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delayed healing 
of fracture was retrieved from VIP, CNKI, Wanfang Database, PubMed, Cochrane Library and Chaoxing Database. 
The search scope is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atabase to December 2019. Two researchers independently 
screened the literature and extracted the data. The quality of the included literature was evaluated according to 
Cochrane Handbook 5.1.0, and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Revman 5.3 software. Results  A total of 7 
articles including 586 subjects were included. The results of meta-analysis show that: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treatment, adding Chishen Zhuanggu decoc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dexes of serum bone metabolism in 
patients, including BMP-2:χ2=850.71, (P<0.00001), I2=99%, [OR=-33.83, 95% CI (-36.37, -31.29)], BGP:χ2=544.31, 
(P<0.00001), I2=99%, [OR=0.33, 95% CI (0.23, 0.43)], ALP:c2=18.47, (P=0.001), I2=78%, [OR=-12.09, 95% CI 
(-15.13, -9.05)], and the merging effect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score of callus formation after 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routine treatment, c2=5.25, P=0.15(>0.05), I2=43%, [OR=0.42, 95% CI (0.29, 0.54)], 
and 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Chishen Zhuanggu decoction can promote fracture healing 
and reduce serum bone metabolism indexes such as BMP-2, BGP, ALP and so on after treatment. The score of callus 
formation 3 months after treatment is better than that of single routine treatment. As the literature is general, some of 
the quality is low, so the future clinical research needs to collect a large number of samples, center diversification, 
an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literature and the standard RCT, in the hope that Chishen Zhuanggu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routine treatment of delayed healing of senile fracture can be further verified and confirmed.
KEY WORDS: delayed healing of senile fracture; Chishen Zhuanggu decoction; systematic review

0　引言
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发展，骨折的发生率逐年增加，但

其愈合过程是复杂而持久的组织修复过程，基于不同体质、基
础疾病等各种原因，有 5％至 10％的骨折最终会延迟愈合或
不愈合 [1]，肾性骨病或骨质疏松症等患者若不慎发生骨折，特
别是老年患者，通常会伴有严重的钙质流失，影响血液供应，
很容易发生骨折不愈合或延迟愈合 [2]，如若不积极治疗，会出
现严重的后遗症 [3]。多篇文献表明，骨瓜提取物 [4]、强骨胶囊 [5]

等药物、高压氧 [6] 及体外冲击波手段 [7] 等基础治疗是目前临
床治疗此类病症的常规，必要时也可采取手术方式治疗。

中西医结合疗法在临床实践中不断证实，在骨科疾病中
治疗骨折延迟愈合具有显著效果 [8]，可促进恢复患者延迟骨

折的愈合，特别是老年患者在原来的常规治疗基础上加以中
药治疗，可以获得良好的疗效，具有愈伤组织形成快，并发症
少，后遗症轻的特点 [9]。目前来说，有一些临床随机对照试验
是基于赤参壮骨汤加常规手段治疗骨折延迟愈合方面的试
验，但这类型的系统分析还比较欠缺，无法更清晰地了解赤参
壮骨汤治疗的疗效。本篇赤参壮骨汤的 Meta 分析是建立在
骨折延迟愈合的 RCT 的文献基础上，为临床应用提供循证医
学，有效评估其功效和安全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检索文献

对 万 方 数 据 库、中 国 知 网、Cochrane 图 书 馆 数 据 库、
超 星 数 据 库、PubMed、维 普 数 据 库 (VIP)、中 国 知 识 资 源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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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CNKI) 等数据库进行相关检索，时间自成立到 2019 年 12
月。收录的赤参壮骨汤治疗骨折延迟愈合临床随机对照试验
相关文献。以中文检索词“赤参壮骨汤”“骨折延迟愈合”英
文 检 索 词“Chishen Zhuanggu decoction”“Delayed healing of 
fracture”及“随机”等词关键词运用布尔逻辑检索，经过多次
预检查确认后所有检索策略。
1.2　纳入标准

①受试者，必须为明确诊断的老年骨折延迟愈合患者，
不限制患者性别等个人基本资料，发生部位未做限制；②检
测骨代谢指标在血清指标中，主要包括 BGP，BMP-2，ALP，
治疗后骨痂形成评分进行比较；③对照组治疗方案包括骨瓜
提取物、高压氧及体外冲击波等基础常规治疗 ( 其操作顺序
不做要求 ) 实验组则是赤参壮骨汤搭配常规治疗基础。( 其
汤药剂量及配比不限 )；④在多组测试组比较的研究中，在
数据可靠的情况下，提取或丢弃前一项中指定的治疗组和对
照组。
1.3　排除标准

①骨折延迟愈合合并其他疾病的非 RCT 研究；②简单的
描述性研究，其中对照组为安慰剂组；③结果指标不清楚或未
发表，统计方法不合适且不一致；④病例报告和个人经验摘要。
1.4　评估质量和提取数据

依据排除标准与纳入标准，获取文献、指标结果、措施干
预、设计类型、及检测数据结果，重新计算文献中的计算公式
不正确。该过程由两名统计人员完成，如有争议，可由第三
方决定。文献的质量用 Cochrane 风险偏差工具评估，评估内
容有文献结果指标，相关干预措施，研究文献的基线情况等。
1.5　统计分析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异质性大小用 Chi2 异质性
测试评估。如果数据不能合并，请使用描述性分析并使用倒
漏斗图分析文献中是否存在潜在的出版偏倚。统计学上假设
获取研究的数据之间存在可比性 (P ≥ 0.10，I2 ≥ 50％ )，数
据则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反之则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区间用
95％置信区间 (CI)，两个分类变量用相对危险度 (RR) 评估，
连续变量用加权平均差 (WMD) 评估。

2　Meta 分析的结果
2.1　文献的基本特征包括

检索到 1260 篇中文文献，查重使用 Endnote 软件，阅读全

文，阅读标题和摘要，排除不合格后选择 7 篇文献 ( 图 1)[10-16]。
共计 586 例受试者，其中治疗组 293 例，对照组 293 例。

图 1  文献检索

2.2　质量评价
具体随机方法文献 [16] 未提到，文献 [15] 采取前瞻性研究

方法，文献 [10-14] 随机数字表方法，7 篇纳入文献 [10-16] 都提及
分组随机，有 1 篇 [10] 描述实施盲法和分配隐藏，患者没有错
过的访问或丢失，不清楚的分布方式和不完全实施的盲法，没
有选择性地报告获得的结果。文章的质量较低，目前尚不清
楚是否有其他偏移，研究基线情况相似，具有可比性。文献 [10-

16] 风险偏倚评价与基本情况 ( 表 2)、( 表 1)。
2.3　临床疗效评价

纳入的 7 篇研究 [10-16] 报告了患者治疗后的血清骨代谢
指标，包括 BMP-2，BGP，ALP，以及治疗后骨痂形成评分。
2.3.1　森林图分析

纳入的 7 篇研究 [10-16] 均报告了患者治疗后的 BMP-2 指
数，c2=850.71，(P<0.00001)，I2=99%，具有统计学意义，运用固
定效应模型分析 [OR=-33.83，95% CI(-36.37，-31.29)]，提示
实验组治疗后 BMP-2 指数干预措施优于对照组，图 2。
2.3.2　森林图分析

纳入的 5 篇研究 [11-15] 均报告了患者治疗后的 BGP 指数，
异质性结果为 c2=544.31，(P<0.00001)，I2=99%，具有统计学
意义，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 [OR=0.33，95% CI(0.23，0.43)]
提示实验组治疗后 BGP 指数干预措施优于对照组，图 3。
2.3.3　森林图分析

纳入的 5 篇研究 [11-15] 均报告了患者治疗后的 ALP 指数，
总体异质性检验结果为 c2=18.47，(P=0.001)，I2=78%，运用固

表 1  纳入研究的一般情况

纳入文献 例数 (A/B)
干预措施 疗程

( 月 )
结局指标

A B

汪玉中 2017[15] 36/36 常规治疗 + 赤参壮骨汤 常规治疗 6.88±1.73 ① + ②

刘永  2018[16] 52/52 常规治疗 + 赤参壮骨汤 常规治疗 7.01±0.1 ① + ②

汪波  2018[12] 19/19 常规治疗 + 赤参壮骨汤 常规治疗 6.71±1.73 ① + ②

王帅  2018[13] 70/70 常规治疗 + 赤参壮骨汤 常规治疗 4.41±1.25 ①

吴靖  2018[14] 45/45 常规治疗 + 赤参壮骨汤 常规治疗 6.98±0.1 ①

毕留江 2019[11] 41/41 常规治疗 + 赤参壮骨汤 常规治疗 5.08±0.1 ①

陈昊首 2019[10] 30/30 常规治疗 + 赤参壮骨汤 常规治疗 7.00±3.0 ① + ②

注：A: 实验组：B; 对照组。①血清骨代谢指标②骨痂形成评分。

表 2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

纳入文献 随机方法 分配隐藏 盲法 数据完整性 选择性报告 基线一致性

汪玉中 2017[15] 前瞻性研究方法 未隐藏 无 完整 不清楚 一致

刘永  2018[16] 仅提及 未隐藏 无 完整 不清楚 一致

汪波  2018[12] 随机数字表法 未隐藏 无 完整 不清楚 一致

王帅  2018[13] 随机数字表法 未隐藏 无 完整 不清楚 一致

吴靖  2018[14] 随机数字表法 未隐藏 无 完整 不清楚 一致

毕留江 2019[11] 随机数字表法 未隐藏 无 完整 不清楚 一致

陈昊首 2019[10] 随机数字表法 有隐藏 有 完整 不清楚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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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效应模型分析 [OR=-12.09，95% CI(-15.13，-9.05)] 提示实
验组治疗后 ALP 指数干预措施优于对照组，图 4。
2.4　治疗后骨痂形成评分

森林图分析：纳入的 4 篇研究 [10,12,15,16] 均报告了患者治疗后
3 个月的骨痂形成评分，得到 c2=5.25，P=0.15(>0.05)，I2=43%，
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有意义 [RR=0.42，95% CI(0.29，0.54)]，
提示实验组治疗后 3 个月的骨痂形成评分干预措施优于对照
组，图 5。
2.5　敏感性分析

对于相关文献采用依次剔除，然后再统计，得到的分析结
果无明显差异，这表明分析结果是相对稳定的。

3　讨论
骨折愈合过程临床常包括发生炎性血肿、原始愈伤组织

形成、重塑骨板三个阶段。血清骨代谢指标，包括 BMP-2，
BGP，ALP 在每个阶段均相应发生变化 [17,18]。尤其是老年人
骨折后容易造成延迟愈合和骨折不愈合，倘若延误治疗，身体
不易恢复，心理易受伤害，必然导致生活质量下降 [19]。故此，
探索一种有效且安全的治疗方法，用于老年延迟骨折愈合和
不愈合的患者是非常有必要的。

传统医学对该病的认识非常深刻，虽然中医上并没有骨
折不愈合的具体病名，但就其病证而言，一般认为其属“骨

痿”、“骨虚”、“骨痹”等范畴 [20-22]。即骨折延迟愈合的病因与
现代所谓骨骼营养的缺乏相关，其病机是人体骨折受伤后的
气滞血瘀 [23]、经络不畅 [24]，和本身之气血虚弱 [25]、先后天之
本失养 [26] 共同导致，骨髓不充、骨质不坚，使得筋骨不能生长
接续，故而行气活血、舒经活络、益气养血、填髓补肾、接筋续
骨则为其基本治疗原则。在常规治疗过程中配合赤参壮骨汤
治疗，可以起到活络通经、补气养血、健脾益肾、填精充髓的作
用。赤参壮骨汤中赤参益气活血通筋、解毒祛瘀消肿 [27]；山茱
萸可补血柔筋，合熟地黄养血活血、滋养肝肾；淮山药补气健
脾、补养后天；枸杞子起养精血、补肝肾之效，充溢先天；淫羊
藿则可填髓益精、通阳补肾 [28]，杜仲配佐其中加强通经络、续
筋骨作用，仙茅补肾壮阳，兼祛湿、强筋骨；补骨脂填精益肾，
加强充养筋骨之效；怀牛膝活血通经，祛瘀生新；全方共奏调
和气血、滋养先后天本源、强筋壮骨之效。

虽然本研究纳入的 RCT 严格按照制定的纳入标准和排
除标准筛选，但总体质量仍较低，其主要表现为：样本量少，缺
乏中心研究；所有研究均为国内单中心研究；缺乏统一的处理
周期使结果更具可变性；受学习地区和语言的限制，部分研究
对分配方法的描述不明确；部分涉及分配隐藏和盲法设置，较
少引用随机序列生成方法分配隐藏研究；治疗后不良反应及
感染病例缺乏有效的统计学比较；缺乏长期的随访；中药药物
的选择存在一定差异，包括剂量，配比浓度，种类；常规治疗，

图 2  BMP-2 指数森林图

图 3  BGP 指数森林图

图 4  ALP 指数森林图

图 5  治疗后骨痂形成评分森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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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骨瓜提取物、高压氧及体外冲击波等基础治疗没有统一
的标准；骨折的部位程度，愈合情况，时间没有统一标准。这
些可能会导致偏差，从而难以客观评估赤神壮骨汤在延迟骨
折愈合中的作用，并且与此同时，包含的文献大多是积极的结
果，可能高估了真正的治疗效果，容易导致偏差。

综上，赤参壮骨汤具有促进骨折愈合作用，治疗后降低血
清骨代谢指标，赤参壮骨汤加常规治疗后骨痂形成评分优于
单一的常规治疗，由于文献一般，有些质量偏低，故今后临床
研究需求采集大量样品，中心多样化，提高文献质量与标准的
RCT，以期赤参壮骨汤配合常规治疗治疗老年骨折延迟愈合
得到进一步有效验证和证实。

参考文献
[1]	 郑雪峰 ,梁义杰 ,李洁峰 .四肢骨折患者内固定术后延迟愈合的

原因分析及处理策略 [J]. 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 ,2019,6(33):63,65.
[2]	 张保国 ,潘化平 .骨折愈合的物理学治疗进展 [C].// 中华医学

会 .中华医学会第十一次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学术会议论文
集 ,2009:184-185.

[3]	 黄民兴,韩转定,吴威.中医治疗骨折迟缓愈合29例临床分析[J].
中国现代药物应用 ,2009,3(22):129-130.

[4]	 王少雄 ,李同荟 ,刘洋 ,等 .骨瓜提取物促进骨折愈合的临床疗
效和安全性的Meta分析 [J]. 中国药物经济学 ,2019,14(04):123-128.

[5]	 李刚建 ,闵奇 ,赵鑫 .强骨胶囊联合骨瓜提取物注射液治疗骨质
疏松性股骨骨折的临床研究[J].现代药物与临床,2018,33(05):1135-
1139.

[6]	 李金元 ,段大航 .高压氧在骨折治疗中应用 [J]. 中国现代药物应
用 ,2015,9(16):262-263.

[7]	 邢更彦 .骨肌疾病体外冲击波疗法 [M]. 北京 : 人民军医出版
社 ,2015:221-238.

[8]	 张雪飞 ,邓方跃 ,庄沙斌 ,	等 .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延迟愈合及
不愈合的效果观察 [J]. 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 ,2020,20(03):80-81.

[9]	 陈春江 .中医治疗骨折迟缓愈合的临床分析 [J]. 中西医结合心
血管病电子杂志 ,2016,4(08):120+122.

[10]	 陈昊首 ,龚凤惠 ,李春燕 .观察中医赤参壮骨汤治疗骨折延迟愈
合及骨折不愈合的临床效 [J]. 饮食保健 ,2019,6(33):1.

[11]	 毕留江 .骨折延迟愈合及骨折不愈合患者应用赤参壮骨汤治疗
的临床价值研究 [J]. 中国农村卫生 ,2019,11(6):2.

[12]	 汪波 ,刘玉婷 ,邱文奎 .赤参壮骨汤治疗骨折延迟愈合及骨折不
愈合的效果分析 [J]. 药品评价 ,2018,15(15):12-14,26.

[13]	 王帅 ,任连军 .赤参壮骨汤联合西医治疗股骨骨折术后延迟愈
合的疗效及对骨代谢指标的影响 [J]. 中医研究 ,2018,31(8):29-31.

[14]	 吴靖 ,林芬丹 ,黎文武 .赤参壮骨汤治疗骨折延迟愈合及骨折不
愈合的临床效果 [J]. 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8,28(9):40-42.

[15]	 汪玉中 .赤参壮骨汤治疗骨折延迟愈合及骨折不愈合临床观
察 [J]. 四川中医 ,2017,35(6):141-143.

[16]	 刘永 .赤参壮骨汤治疗骨折延迟愈合及骨折不愈合临床观察 [J].
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 ,2018,18(9):144-145.

[17]	 张福聪 ,陈善堂 ,余德涛 ,	等 .骨折延迟愈合患者血清粘附分子
水平变化的临床意义 [J]. 海南医学 ,2010,21(18):26-28.

[18]	 张铎安 .骨折延迟愈合患者血清TGF-β1、BMP-2、ALP及血液
流变学指标研究 [J]. 实验与检验医学 ,2017,35(05):658-660+683.

[19]	 顾惠珍 .高压氧用于治疗四肢骨折延迟愈合的疗效观察 [J]. 中
国康复医学杂志 ,2013,28(4):356-358.

[20]	 梁嘉樑 ,蔡雅楠 .补肾固精续骨方对骨折延迟愈合促愈作用的
临床观察 [J]. 中医药导报 ,2017,23(22):84-85+90.

[21]	 俞雷钧 ,刘宏 ,陆建伟 ,等 .自拟活血补肾方对骨折延迟愈合的
疗效及机制 [J]. 中华全科医学 ,2015,13(03):469-471+481.

[22]	 齐琳 ,卫四来 .中西医治疗骨折延迟愈合研究概况 [J]. 实用中医
内科杂志 ,2013,27(08):153-154.

[23]	 陈弘林 ,涂来勇 ,赵疆 ,等 .用于骨折延迟愈合和骨折不愈合的
中药汤剂的用药规律研究 [J]. 中医正骨 ,2018,30(12):37-39+46.

[24]	 俞秋纬 ,汤伟忠 ,邱德华 ,	等 . 国医大师石仰山“以气为主、
以血为先”理论在创伤骨科中的应用经验 [J]. 上海中医药杂
志 ,2016,50(01):5-8.

[25]	 朱文虎 .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延迟愈合及不愈合效果观察 [J].
四川中医 ,2014,32(10):93-94.

[26]	 康道家 ,廖逸茹 .温肾健脾方治疗骨折延迟愈合的临床观察 [J].
云南中医中药杂志 ,2018,39(06):96-97.

[27]	 贺小龙 , 朱东 . 植骨术配合独活寄生汤治疗胫骨下段骨折
延迟愈合时血液流变学指标的变化 [J]. 昆明医科大学学
报 ,2016,37(6):61-64.

[28]	 刘兴坤 ,谷福顺 .单味中药及其有效成分骨折愈合作用的研究
进展 [J]. 中医正骨 ,2012,24(05):75-77.

可能与抑郁症患者的冲动控制能力减弱有关，内心压抑感的
层叠让患者不堪重负，最终表现出指向内外的多种攻击形式。
睡眠质量差易导致个体的易激惹性和愤怒情绪 [17]，多元回归
分析显示睡眠质量和焦虑能够共同预测总体攻击为 39.1%。
失眠是抑郁症患者的常见临床症状。睡眠质量差会增加患者
对情绪刺激的敏感性，使患者感受到更多的压力、焦虑与愤怒
情绪。有研究表明愤怒情绪对攻击行为的总分及各维度有显
著的预测作用 [18]。因此愤怒感觉越强，那么外显攻击就越容
易出现。

综上所述，抑郁症患者的外显攻击行为值得临床与社会
的高度重视。在进行临床药物治疗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心理治
疗，帮助患者提高面对困难与挫折时的积极应对能力，积极调
整不良情绪，从而减少其攻击行为的发生。本研究是样本量
较小的横断面研究，收集的研究资料可能存在一定偏倚，下一
步可扩大样本量研究。抑郁症患者外显攻击行为的其它影响
因素值得进一步发掘和探讨，以期对抑郁症患者外显攻击行
为的预防和干预提供更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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