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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讨!

'过咸伤骨(的中医理论基础与现代医学内涵

朱晓峰$孙珂焕$莫$枢$张荣华

摘要$"咸入肾#肾主骨#过咸伤骨$是肾藏象理论中咸味和肾%骨关系的重要内容#&内经'中已基本形

成( 其中医病机在于咸味的特性主泄#而肾主封藏所致#此外过咸也可影响血脉运行#而使骨骼失养( 现代

研究发现高氯化钠可以使骨量减少#在于高盐摄入增加了尿钙排泄和造成的内环境酸中毒#激活了破骨细胞

活性促进了骨吸收#但机制尚不完全清楚#对其深入研究可丰富中医肾藏象理论的内涵以及生活中饮食方式

防治骨质疏松症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咸味) 肾主骨) 肾藏象) 骨质疏松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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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入肾!肾主骨!过咸伤骨(作为中医肾藏象理

论中咸味与骨和肾的联系的重要内容!描述了'肾(与

奇恒之腑'骨(以及五味之'咸(的联系!长期以来从饮

食宜忌到药物选择和服用影响着中医肾和骨病的防

治) 探讨其理论基础与科学内涵无疑对中医基础理论

的科学认识!丰富中医病机研究和通过调整饮食对疾

病的防治有着重要意义)

#

$'过咸伤骨(中医理论的形成

*内经+中已对骨骼的解剖和功能有了比较详细

的记载) 骨在脏腑中属于奇恒之腑!具有贮藏骨髓!支

持形体和保护内脏的功能) 骨与脏的联系上!为肾所

主!因为肾藏精!精生髓而髓又能养骨!所以骨骼的生

理功能与肾精有密切关系) 此外!骨也依赖饮食五味

的滋养!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中说'谨和五味!骨正

筋柔!,,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

'咸(为五味之一!对人体而言十分重要!而咸味

是盐的味道) *内经+多个章节详细论述了咸与肾的

密切关系) 根据同气相求的原理!饮食五味进入人体!

各有其所喜入之五脏) *素问"宣明五气+曰#'五味

所入# 酸入肝!,,!咸入肾!甘入脾!是谓五入)( *灵

枢"五味+曰#'五味各走其所喜!,,谷味咸!先走

肾)(*素问"五藏生成+也有'肾欲咸!此五味之所合

也(和'黑当肾咸( 等论述)

对于'咸(-'肾(-'骨(的三者之间联系*内经+也有

着诸多的描述) 如在*素问"金匮天真论+中说'北方

黑色!入通于肾,,! 其味咸!其类水,,!是以知病之

在骨也)( *素问"五藏生成篇+中说#'黑当肾-咸) 故

白当皮!赤当脉!青当筋!黄当肉!黑当骨)( *素问"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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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应象大论+#'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其他在*五

运行大论+等篇中也类似描述) *灵枢"九针论+则明

确指出#'咸走骨() 明确了中医基础理论肾藏象学说中

咸味与肾和骨的联系!'咸入肾!肾主骨(也影响着肾病

和骨病的防治及饮食用药规律) 如多种味咸的中药均

归肾经!应用补肾壮骨药物时!常用盐作为引经之药!或

盐制!或淡盐水送服) 然而!五味太过则会伤及五脏!

*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

宫!伤在五味)(过咸则伤肾!肾在体合骨!过食咸则伤

骨!故*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味过于咸!大骨气劳)(

*灵枢"九针论+指出'病在骨!无食咸() 张仲景继承

了这一学术思想!他在*金匮"中风历节病+中指出#'咸

则伤骨!骨伤则痿!名曰枯() 由此!基本确立了'肾主

骨!咸入肾!过咸伤骨(的理论)

!

$'过咸伤骨(的中医学病机

首先肾为脏!脏具有贮藏精气而不泄的特性!肾的一

个重要的生理特性是'主封藏() 肾主封藏是指肾贮藏五

脏六腑之精气的作用.

#

/

) *素问"六节脏象论+中说#'肾

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 除藏精外!肾主闭藏的生

理特性体现在纳气-主水-固胎等多个方面) 基于这一生

理特性!前人提出了'肾无实不可泻(的学术观点) 然而

咸味的特性主泄!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说'寒淫于

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泄之!以辛润之!以苦坚之!

咸味涌泄为阴() *素问"宝命全角论+说#'夫盐之味咸

者!其气令器津泄)(因此当咸味太过!而致肾开泄太过!

从而使肾精亏虚!无以养骨!而'伤骨()

此外!咸可走血!伤血) *素问"宣明五气篇+中

说'咸走血!血病无多食咸()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中也论述了'咸伤血() *素问"异法方异论+#'盐者

胜血)( *素问"五味论+说#'血与咸相得!则凝()

*素问"五脏生成篇+#'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

吴?注曰#'咸为肾水!脉为心火!多食咸则脉为所克!

故凝涩而变色)(现代研究也证实了高盐与肾损伤和

血液循环的关系!高盐可以增加大鼠的全血黏度-缩短

凝血时间!增加肾脏炎症因子的表达!加重大鼠的肾损

伤.

!

/

) 因此过食盐可以使血液循环障碍!无以荣润骨

骼!而致'伤骨()

%

$'过咸伤骨(的现代医学内涵

%

!

#

$高盐摄入影响骨代谢的临床观察

食盐的化学成分主要是氯化钠$含量
!:7_

&!咸

味是由氯化钠离解出的正负离子共同作用的结果) 临

床观察提示高氯化钠摄入与骨量或骨密度有直接关

系!为了研究的方便!采用尿钠作为评价氯化钠摄入的

指标!很早就发现高氯化钠引起的高尿钙可以减少骨

量!减少的幅度取决于氯化钠摄入的多少!对于绝经后

妇女!横断面纵向研究发现
88"

例绝经后妇女的骨密

度和
!8 B

尿钠排出的水平是负相关的%通过对
#!8

例

绝经后
#"

年以上的妇女研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

超过两年的尿钠分泌和饮食钙摄入是髋和踝关节部位

骨密度显著的决定因素!减少氯化钠摄入
#!# ==23JF

所起的作用和提高钙摄入
!! ==23JF

对骨的保护作

用相当!当尿钠分泌低于
:! ==23JF

时则不会发生骨

量丢失%在低龄的研究对象中!钠摄入在
%!

!

69 `

!8:

!

%9 ==23

!随着氯化钠摄入增加加速了钙的丢

失!减少了
$ `#%

岁青年女性的骨量.

%

/

)

在亚洲人群中!据样本分析仅有
!!_

的人每日钠

摄入量低于
! %"" =.

!在纳入
# ":$

例中国人的临床

研究采用
a2.?/0?G

回归分析发现总髋关节和腰椎骨

密度和尿钠呈负相关!认为摄入氯化钠是骨质疏松症

的一个主要危险因素.

8

/

) 在对
! 77:

例韩国绝经后

妇女进行的横断面研究结果显示有骨质疏松症的参与

者尿钠显著高于无骨质疏松症的参与者!平均骨密度

随着尿钠的升高而降低.

9

/

)

%

!

!

$高盐摄入影响骨代谢的动物实验

动物实验也显示高氯化钠摄入和骨丢失有直接关

系!在成长期的大鼠添加氯化钠$

$ .J#"" .

食物&

#6

天

骨钙低于年龄相当的对照组!在去卵巢大鼠中给予限制

钙的饮食和氯化钠添加$饮水给予
! `#$ .Ja

氯化钠溶

液&加速了骨丢失!减少了骨密度.

6

/

) 在盐敏感大鼠中!

给予高盐饮食$

$ .J#"" .

食物&不但促进骨吸收而且抑

制骨形成!显著减少骨密度.

7

/

) 另有研究显示盐负荷

$饮水给予
#

!

$_

氯化钠溶液&的大鼠从实验第
9

周开

始体重显著降低!并且尿钙排泄是对照动物的
9

倍.

$

/

)

%

!

%

$高盐摄入影响骨代谢的病理生理机制

高盐摄入增加尿钙的排泄) 高盐饮食作为骨量丢

失的主要危险因素主要基于氯化钠对尿钙排泄的影

响) 尿钙的原因部分是盐诱导的容积扩张!伴随着肾

小球滤过率的升高!另一部分是钠和钙离子在近端小

管和亨利氏襻存在联系或共同的吸收途径.

:

/

) 当饮

食中氯化钠升高!钠在肾小管的重吸收是减少的!导致

了钙重吸收的平行减少)

高盐摄入引起代谢性酸中毒) 提高氯化钠摄入可

降低体内微环境中血清
WO

值和碳酸氢盐的水平.

#"

/

)

体内和体外实验已经证实
WO

值的降低可以激活破骨

细胞!也可以抑制成骨细胞活性!通过环氧化酶依赖的

机制促进核因子
!K

受体活化因子配体$

V,5Ta

&的

表达!诱导骨吸收!导致钙从骨中丢失.

##

/

)

值得注意的是阴离子氯离子在钙的代谢中也起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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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研究显示摄入氯化钠过程中!钠和氯联合才发挥

了这个作用!氯离子和钠离子在整个过程中同样重要!这

个重要性也被在利用肠外营养标记的患者中证实!只有

氯化钠$而不是柠檬酸钠&提高了尿钙的排泄.

#!

/

)

8

$'过咸伤骨(理论应用价值与研究展望

随着老龄化人群的不断增长!骨质疏松症发病率逐

年升高) 骨质疏松症是以骨量减少!骨微观结构退化为

特征!致使骨的脆性增加以及易于发生骨折的一种全身

性骨骼疾病!所引起的疼痛及并发症骨折-致残给人类

健康尤其对绝经后的妇女构成了极大威胁!已成为重要

的公共健康问题!研究其发病机理及防治尤显重要.

#%

/

)

骨质疏松症危险因素包括遗传-性别-年龄-低体重-种

族-饮食等) 与种族-遗传因素不同!一些危险因素是可

以干预的!包括饮食营养-性激素-药物应用-生活习惯

等) 因此从饮食营养角度探讨骨质疏松症的防治有着

重要意义) 高氯化钠摄入作为骨质疏松症的一个危险

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 这和 '过咸伤骨( 中医理论不

谋而合)

高盐对骨骼的影响已很明确!但仍有许多方面需

进一步研究) 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多大负荷的氯化钠摄

入能影响骨代谢!研究发现在正常饮食中随着氯化钠

摄入的增高即引起尿钠排泄的升高!并伴随尿钙排泄

的升高!每天提高
#"" ==23

$

! !:" =.

&的饮食盐将

提高
# ==23

$

8" =.

&尿钙的分泌.

:

/

!但仍缺乏更为

全面的研究!这种状况有无种族和人群的差异!是否像

盐敏感高血压一样有无特定的基因参与了此过程0 过

低摄入氯化钠是否对骨骼也有负面作用!每日盐摄入

的合适量是多少0 其次!对于高盐影响骨代谢机制的

研究!目前仅停留在尿钠对尿钙排泄的影响和氯化钠

引起的代谢性酸中毒方面!而钠影响钙在肾小管的重

吸收机制尚不明确!在肾小管影响尿钙排出的离子通

道中!主要有哪些离子通道激活参与了钙的排出0 此

外!随着对氯化钠影响机体的不断深入的认识!例如氯

化钠可以通过对免疫细胞的调节参与自身免疫疾病的

发生与发展.

#8

/

!骨骼作为一个和免疫系统密切联系的

器官.

#9

/

!氯化钠能否通过免疫系统影响骨骼健康0 高

氯化钠能否直接影响骨系细胞活性0

通过开展高盐摄入和骨健康关系的研究!可以阐释

中医理论五味之'咸(-五脏之'肾(与奇恒之腑之'骨(

联系的现代医学的内涵!丰富中医学肾藏象理论的研究

内容!对于开展中医五味与脏腑相关基本理论的物质基

础研究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在现代医学来说也对于明

确饮食物质对骨代谢影响的病理生理学机制以及日常

生活中饮食方式防治骨质疏松症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

#

/$郑洪新! 谢晚晴
4

肾藏象理论的系统结构.

'

/

4

中国中

医基础医学杂志!

!"#9

!

!#

$

##

&#

#%%:

"

#8!84

.

!

/$李婕! 严士海! 王欣彤! 等
4

基于高盐诱导的
SOV

大鼠

肾损伤探讨中医理论'盐胜血(的机理研究.

'

/

4

南京中

医药大学学报!

!"#6

!

%!

$

%

&#

!$7

"

!:"4

.

%

/$朱晓峰! 张荣华
4

高盐摄入与骨代谢.

'

/

4

中国病理生

理杂志!

!"#6

!

%!

$

!

&#

%7#

"

%764

.

8

/$

*22 '

!

T[2\ )

!

a;-E. '

!

;0 >34 H?;0>AY ?E0>\;

!

Z322F WA;//-A; >EF 2/0;2W2A2/?/

.

'

/

4 ' O-= OY

#

W;A0;E/

!

!"":

!

!%

$

7

&#

89#

"

8994

.

9

/$

T?= S*

!

';2E 'O

!

&B2? ^T

!

;0 >34 ,//2G?>0?2E 2L -

#

A?E>AY /2F?-=JGA;>0?E?E; A>0?2 [?0B Z2E; =?E;A>3 F;E

#

/?0Y ?E W2/0=;E2W>-/>3 [2=;E

#

T5O,5<S !""$

"

!"##

.

'

/

4 <EF2GA?E;

!

!"#9

!

8:

$

%

&#

7:#

"

7::4

.

6

/$

+>//;Y aT

!

*B?0?E. S'4 H?;0>AY />30

!

-A?E>AY G>3

#

G?-=

!

>EF Z2E; 32//

.

'

/

4 ' K2E; +?E;A V;/

!

#::6

!

##

$

6

&#

7%#

"

7%64

.

7

/$

([>/> ^

!

SB?=2Y>=> T

!

,2\? T

!

;0 >34 )B; ;LL;G0

2L B?.B />30 ?E0>\; 2E 0B; =>EF?Z-3>A Z2E; 32// ?E

H>B3

#

([>? />30

#

/;E/?0?N; A>0

.

'

/

4 ' +;F H;E0 SG?

!

!"""

!

87

$

%

&#

#$7

"

:94

.

$

/$

S>A?G

%

+

!

b?>/;\ +

!

K3>E-/> +

!

;0 >34 S2F?-= >EF

G>3G?-= ?E0>\;/ >EF Z2E; =>// ?E A>0/ A;N?/?0;F

.

'

/

4 5-0A?0?2E

!

!""9

!

!#

$

9

&#

6":

"

6#84

.

:

/$

O;>E;Y Vb4 V23; 2L F?;0>AY /2F?-= ?E 2/0;2W2A2/?/

.

'

/

4 ' ,= &233 5-0A

!

!""6

!

!9

$

% S-WW3

&#

!7#

"

!764

.

#"

/$

O;;A +

!

K>?/GB X

!

TA2WW '

!

;0 >34 O?.B F?;0>AY

/2F?-= GB32A?F; G2E/-=W0?2E =>Y E20 ?EF-G;

Z2FY L3-?F A;0;E0?2E ?E B-=>E/

.

'

/

4 ,= ' bBY/?23

V;E>3 bBY/?23

!

!"""

!

!7$

$

8

&#

9$9

"

9:94

.

##

/$

XA?E./

#

+;-0B;E b

!

K>;G\;A 5

!

O;;A +4 a2[

#

.A>F;

=;0>Z23?G >G?F2/?/ =>Y Z; 0B; G>-/; 2L /2F?-=

GB32A?F;

#

?EF-G;F ;]>..;A>0;F Z2E; A;/2AW0?2E

.

'

/

4

' K2E; +?E;A V;/

!

!""$

!

!%

$

8

&#

9#7

"

9!84

.

#!

/$

K>A@;3 QS4 ,E?2E ;LL;G0/ 2E G>3G?-= =;0>Z23?/=

.

'

/

4 +?E;A V;/

!

#::7

!

#!

$

!

&#

!:$

"

!::4

.

#%

/$

K3>G\ H+

!

V2/;E &'4 &3?E?G>3 bA>G0?G;4 b2/0=

#

;E2W>-/>3 I/0;2W2A2/?/

.

'

/

4 5 <E.3 ' +;F

!

!"#6

!

%78

$

%

&#

!98

"

!6!4

.

#8

/$

T3;?E;[?;0L;3F +

!

+>E@;3 ,

!

)?0@; '

!

;0 >34 S2F?-=

GB32A?F; FA?N;/ >-02?==-E; F?/;>/; ZY 0B; ?EF-G

#

0?2E 2L W>0B2.;E?G )O#7 G;33/

.

'

/

4 5>0-A;

!

!"#%

!

8:6

$

7886

&#

9#$

"

9!!4

.

#9

/$

+>A-Y>=> T

!

,\?A> S4 <=;A.?E. =23;G-3;/ ?E 0B;

?E0;AL>G; Z;0[;;E /\;3;0>3 /Y/0;= >EF ?EE>0; ?=

#

=-E?0Y

.

'

/

4 bB>A=>G23 V;/

!

!"#9

!

::

#

!!%

"

!!4

$收稿#

!"#7

"

"8

"

"7

$在线#

!"#$

"

"9

"

"%

&

责任编辑# 赵芳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