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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兴文主任医师从“三脏一体观”论治原发性骨质

疏松症临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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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是中老年人群的常见病，也是引起骨折最主要的因素。甘肃省中医院谢兴文主

任医师在继承海派石氏伤科“以气为主，以血为先”学术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三脏一体观”，从肝脾肾三脏辨

证论治骨质疏松症，扩展了中医药治疗骨质疏松症的思路与方法，临床应用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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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是以腰背酸痛伴身高缩
短、驼背，甚至引起脊柱应力下降发生骨折的一种

全身性疾病。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急剧加速，骨质

疏松症已成为骨科临床的常见病、多发病。一项

最新研究发现，我国骨质疏松的总患病率为６．６％
～１９．３％，平均１３％［１－２］。谢兴文主任医师在继

承海派石氏伤科“以气为主，以血为先”学术思想

的基础上［３］，提出“三脏一体观”，确立疏肝、健脾、

补肾为主的治疗理念，辨证论治原发性骨质疏松

症，且临床应用效果显著，现对谢老师治疗骨质疏

松症的临床经验做一浅析。

１　审证求因，病症结合
１．１　肝脾肾虚为发病之本　对骨质疏松症的中
医病因病机，历代医家有不同的认识，根据不同的

临床表现，多以“骨痿”“骨枯”“骨痹”等命名。在

吸取各家经验的基础上，基于中医理论进一步拓

展延伸该病辨证之法，谢老师认为骨质疏松症的

发生应综合考虑，指出该病的内在根源为肝、脾、

肾三脏俱虚所致。肝主润宗筋，束骨而利机关，

《诸病源候论·虚劳病诸候》曰：“肝藏血而候筋。

虚劳损血，不能荣养于筋，致筋气极虚，又为寒邪

所侵，故筋挛也。”人到老年，筋失荣养，痿软无力，

进一步加剧骨质虚损。脾为后天之本，运化水谷

精微，主四肢肌肉。《素问·太阴阳明论》曰：“四

肢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

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气

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

焉。”脾失健运，则筋骨失于濡养，骨髓空虚，

《素问·上古天真论》曰：“女子……七七任脉虚，

太冲脉衰少……丈夫……七八肝气衰则筋不能

动。”随着年龄的增加，肝肾亏虚，精血无源，无以

生精养骨，出现齿摇发脱，髓枯筋痿［４］等症状，且

存在进一步发展、恶化的危险。因此谢老师认为

骨质疏松症的发生多伴随体质虚弱，筋骨失养，肝

肾亏虚，脾失健运，尤以气虚为主要特征。在治疗

中谢老师始终抓住本虚的病机，做到标本兼治。

１．２　中医辨证论治　《灵枢·经脉》曰：“骨为干，
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谢老师在医治时以强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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