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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衰减综合征及中医药防治进展
王泽平1 摇 陈可冀2 摇 刘龙涛2

摇 摇 肌肉衰减综合征渊 sarcopenia袁SP冤最早于 1989
年由美国塔夫茨大学 Rosenberg IH 教授提出袁又称

肌肉减少症尧骨骼肌减少症尧少肌症袁是指与增龄相关

的尧进行性的尧全身广泛性的综合退行性病征袁主要表

现为肌肉数量与质量的下降及功能的减退咱1暂 遥 据统

计袁60耀70 岁老年人群中有 6% 耀 24%患有 SP袁80 岁

以上人群患病率超过 50% 咱2暂遥 除影响骨骼肌结构与

功能外袁SP 还可降低生活质量尧增加入院概率与次数尧
加重护理负担甚至增加死亡风险袁严重危害老年人群

的健康咱3原5暂 遥
1摇 病因及发病机制

1郾 1摇 病因摇 SP 病因尚未完全明确袁目前认为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院渊1冤增龄性肌肉衰减袁衰老相关

性肌肉衰减是最常见的肌肉衰减袁且年龄增加也可成

为 SP 其他病因的高危因素袁在老年人群体之中袁年龄

增加是 SP 发病的主要基础咱6袁7暂 曰渊2冤运动量不足相关

性肌肉衰减袁久病卧床尧久坐等长期不运动状态均可导

致肌肉质量与力量的下降甚至肌肉萎缩袁而适当锻炼

则可在一定程度上预防 SP 的发生咱8袁9暂 曰渊3冤疾病相关

性肌肉衰减袁包括心尧肺尧肝尧肾等脏器衰竭袁炎性疾病尧
恶性肿瘤或内分泌疾病等相关的肌肉衰减咱10袁11暂 袁也包

括周围神经损伤引起的失神经性肌肉衰减咱8暂 曰渊4冤营

养相关性肌肉衰减袁吸收不良尧胃肠功能失调或药物性

厌食等原因导致的营养吸收障碍袁例如维生素和蛋白

质摄入不足袁均可引起肌肉衰减咱12袁13暂遥
1郾 2摇 发病机制摇 SP 发病机制研究较为深入袁主

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院渊1冤细胞方面袁肌肉卫星细胞

具有干细胞特性袁其数量与功能的衰减直接影响肌肉

的合成代谢与组织修复咱14暂 遥 而肌肉卫星细胞的衰减

是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加剧的袁这可能与人体内分泌

的变化有关咱15暂曰渊2冤分子方面袁肌肉蛋白合成与分解

之间的平衡是维持骨骼肌相对稳定的重要因素袁无论

是蛋白合成抑制还是分解增加都会导致肌肉衰减的发

生咱16暂遥 在压力尧氧化应激等刺激作用下袁细胞内升高

的炎性因子水平会激活核因子 资B 通路袁该通路是肌

肉萎缩的核心通路袁它的激活会引起肌肉细胞内各种

蛋白的降解导致肌肉萎缩和衰减的发生咱17暂 曰渊3冤信号

通路方面袁Notch 和 Wnt 信号通路是研究较多的两个

通路袁当 Notch 信号通路被抑制时袁会减弱损伤肌肉

的修复进程袁而 Wnt 信号通路被激活时袁则会降低肌

肉卫星细胞的干细胞特性咱18袁19暂曰渊4冤基因方面袁目前已

有多项研究表明袁基因的不同类型表达对于 SP 进展

过程有着不同的影响袁例如维生素 D 受体 Bms1 位点

b 基因与 Fok1 位点的 f 基因分别对骨骼肌的功能和

质量具有保护作用咱20暂 袁但这些基因发挥作用的机制尚

未明确袁这提示基因多态型的作用机制可能会成为未

来研究的重要突破点遥
2摇 诊断

SP 的诊断首先要对患者的肌肉质量尧肌肉功能和

体能进行评估咱21暂 遥
2郾 1摇 肌肉质量评估渊表 1冤 摇 主要依靠 CT尧MRI

等影像学技术和生物阻抗分析渊nioelectrical imped鄄
ance analysis袁BIA冤等方法遥 BIA 具有廉价简单尧信
息丰富及便携等优点袁不断改进其计算方法能够显著

提高结果的准确性咱22暂遥 双能 X 线吸收法 渊 double
energy X鄄ray absorptiometer袁DXA冤可以作为 CT尧
MRI 等传统测量方法的补充替代袁这是因为其可以通

过较少的射线剂量达到分辨不同组织的目的咱23暂 遥 超

声在评估过程中的价值正在不断被挖掘袁有研究者提

出袁利用超声测量肌肉厚度的变化程度可以估计肌肉

质量的变化咱24暂 袁通过超声回声强度的变化可预估脂肪

浸润肌肉组织的程度咱25暂遥 总结常见检测肌肉质量方

法的优缺点及使用范围如表 1遥
2郾 2摇 肌肉功能评估摇 尽管肌肉功能的评估方法

要依据测量部位而定袁但握力仍然是评估肌肉功能最

重要的指标遥 研究表明袁随着握力的降低袁患者各项活

动能力显著下降袁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将受到严重影响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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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几种常见肌肉质量测量方法的优点与局限

检测方法 优点 局限

CT 准确性极高
具有辐射袁不适用妇
女儿童等特殊人群

MRI 准确性高且无辐射
成本高袁耗时长袁受姿
势影响

DXA
检测快袁易操作袁辐射量小袁准确
度较高

测量结果受测量仪器
影响较大

BIA
易操作袁成本低袁耗时少袁无辐
射袁安全性高袁仪器便携袁无需专
业人士操作

测量结果受多种因素
影响袁准确性低

超声
无辐射袁安全性高袁仪器便携袁可
重复性高

专业技能要求高袁测
量误差较大

且其预测准确性明显高于肌肉质量的变化袁此外握力

检测简便可行尧易操作的特性也是受到临床欢迎的重

要因素咱26袁27暂 遥 而在评价呼吸肌群功能时袁可以通过呼

吸峰流速的测定简便快速地完成袁是临床最常用的诊

断方法咱28暂 遥
2郾 3摇 体能评估摇 多采用试验与量表的方法袁经常

使用的包括院起立 行走计时测试渊 timed up and go
test袁TUG 冤尧 日常 步行速度测试尧 体能状 况量 表

渊Physical Performance Battery袁SPPB冤尧简易五项

评分问卷 渊 Strength Assistance in Walking Rise
from a Chair Climb Stairs鄄falls袁SARC鄄F冤等咱21暂 遥

SP 的诊断过程依赖于上述多种诊断方法的综合

应用袁综合 SP 的定义及现有诊断方法袁可以按照流程

图渊图 1冤对其进行诊断和判定遥
3摇 治疗

3郾 1摇 西医治疗

3郾 1郾 1摇 药物治疗摇 目前主要集中于蛋白质代谢

的平衡调节与相关激素的补充等方面袁但目前药物的

治疗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咱29暂遥 研究证实体内睾酮含

量降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老年患者肌肉质量与功

能的衰减袁而适当地补充睾酮可以减缓衰减的进展袁可
能与活化细胞周期依赖性激酶抑制因子 p21 从而调

节蛋白质平衡代谢有关袁但睾酮相关不良反应较多袁临
床上未广泛使用咱30袁31暂 遥 生长激素能够促进骨骼尧肌肉

和全身生长袁促进蛋白质合成袁可用于某些慢性消耗性

疾病导致的肌肉衰减袁但安全性仍需进一步验证咱32暂 遥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鄄1 经过特定氨基酸修饰后袁能够提

高疗效袁延长半衰期袁从而更显著提高肌肉细胞数

量咱33暂遥 胃饥饿素可提高体内生长激素含量从而抑制

肌肉萎缩袁增加肌肉体积咱34暂遥 另外袁老年人给予蛋白

质和维生素 D 等营养支持可能具有防治肌肉衰减的

疗效咱35暂袁但缺少相关基础和临床研究支持遥

图 1摇 SP 诊断与判定简易流程

3郾 1郾 2摇 运动干预摇 运动干预在 SP 治疗方面的

研究较为充分袁一项涉及 37 项 RCT 的系统综述结果

显示袁在 79郾 4%渊27/34冤的研究中袁肌肉质量与运动呈

正相关袁在 82郾 8%渊29/35冤的研究中袁肌肉力量与功能

在干预后得到改善袁有 92郾 8% 渊26/28冤的研究显示运

动干预能够提高患者体能咱36暂袁这显示了运动干预在

SP 治疗中的重要性遥
3郾 2摇 中医药防治摇 中医学无 SP 病名袁根据其临

床表现可归为痿证尧虚劳等范畴袁治疗时重在审查虚

实袁辨明脏腑病位遥 虽然五脏虚实皆可成为本病原因袁
但脾肾亏虚被认为是本病的基本病机遥 肾为先天之

本袁脾为后天之本袁肾藏精尧主骨生髓袁脾主肌肉尧运化

水谷袁脾土机能的正常发挥袁有赖于肾阳命门之火的温

煦袁肾气源源不断袁得益于后天脾胃的供养遥 人体随着

年龄的增长袁脾尧肾逐渐亏虚袁逐渐出现五脏之精血无

以化生袁人体之肌肉痿废失用袁正如叶素问窑阴阳应象

大论曳所载院野年四十袁而阴气自半也袁起居衰矣冶袁叶素
问窑太阴阳明论曳所载院野脾病噎筋骨肌肉皆无气以

生袁故不用焉冶遥 运用中医药治疗 SP袁可采用中药方

剂尧针灸以及传统功法等多种方法遥
3郾 2郾 1摇 中药方剂摇 叶素问窑痿论曳认为野阳明者袁

五脏六腑之海袁主润宗筋袁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冶袁
从而确立了野治痿独取阳明冶治疗大法遥 此外袁强调治

疗本病应重视调治脾胃袁若脾胃功能健旺袁饮食得增袁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20年 9月第 40卷第 9 期 CJITWM袁 September 2020袁 Vol. 40袁 No郾 9 窑员员员怨摇 窑

则气血津液充足袁筋脉得以濡养曰而金元时期朱丹溪提

出野泻南方袁补北方冶袁即补肾清热袁创制名方虎潜

丸咱37暂曰明代张景岳则指出治疗本病野当酌寒热之浅深袁
审虚实之缓急袁以施治疗冶 咱38暂 袁为本病的治疗提供了理

论依据和临床实践指导咱39暂 遥 研究证明五子衍宗丸能

有效增强骨骼肌呼吸作用袁减缓线粒体衰老袁从而达到

补肾防衰尧防治肌肉衰减的目的咱40暂 遥
3郾 2郾 2摇 针灸摇 针灸在防治 SP 方面进行了大量

研究遥 如陈家泽等咱41暂研究表明袁电针刺激能够延缓神

经损伤所导致的肌肉衰减和萎缩袁增加衰减萎缩肌肉

的肌重和肌直径遥 刘学谦等咱42暂也通过研究证实袁穴位

针刺可以通过增加肌纤维的质量和直径袁从而延缓失

神经的肌肉衰减遥 电针可通过降低体内肌肉生长抑制

素的含量从而促进肌肉卫星细胞分裂分化形成肌

纤维咱43暂遥
3郾 2郾 3摇 传统功法 摇 太极拳尧八段锦尧五禽戏尧六

字诀等中国传统功法在 SP 的防治工作中可发挥重要

的作用遥 研究表明八段锦能够明显改善患者四肢肌肉

力量袁长期坚持可延缓肌肉衰减咱44暂 遥 石小燕选取跌倒

伤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袁证明八段锦能够显著提高患

者的运动能力和身体素质袁对于促进恢复和预防再次

跌倒伤具有重要意义咱45暂 遥
4摇 展望

近年来袁世界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袁SP 与年

龄增长密切相关袁严重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袁逐渐成为

当前研究重点遥 研究证明可以通过干预推迟或减缓

SP 患者肌肉衰减的发生咱46暂 遥 因此袁通过积极治疗并

加强预防袁对提高 SP 患者生活质量尧改善预后具有重

要意义遥 中医药是我国独有的卫生资源袁在许多老年

疾病的预防尧治疗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遥 中药辨

证复方尧针灸及中国传统健身功法在治疗 SP 方面取

得一定疗效袁值得进一步研究遥 但中医药相关治疗还

缺乏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袁需要进一步探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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