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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释义： 

芹菜素：主要存在于瑞香科、马鞭草科、卷柏科植物中，如芫花，卷柏中含量较大。芹菜素属于黄酮类，具
有抑制致癌物质的致癌活性；作为治疗 HIV 和其他病毒感染的抗病毒药物；MAP 激酶的抑制剂；治疗各种
炎症；抗氧化剂；镇静、安神；降压。与其他黄酮类物质(槲皮素、山奈黄酮)相比具有低毒、无诱变性等特
点。 
骨密度：全称是骨骼矿物质密度，是骨骼强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以 g/cm3表示，是一个绝对值。在临床使用
骨密度值时由于不同的骨密度检测仪的绝对值不同，通常使用 T 值判断骨密度是否正常。T 值是一个相对值，
正常参考值在-1 和+1 之间。当 T 值低于-2.5 时为不正常。骨密度，是骨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反映骨质疏
松程度，预测骨折危险性的重要依据。 
 

摘要 
背景：研究证实芹菜素具有抗病毒、抗炎、抗氧化、镇静安神等功效。 
目的：研究不同剂量芹菜素对大鼠骨质疏松的疗效并探讨其机制。 

方法：实验方案经南方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批准。成年雌性 SD 大鼠 42 只，通过卵巢切除法建立
大鼠骨质疏松模型，实验分为 7 组，每组 6 只大鼠，分别为假手术组、芹菜素 20，40，60 和 80 mg/kg 组、
对照组、阳性对照组。假手术组未摘除卵巢，阳性对照组每天灌胃烯雌酚(0.02 mg/kg)、维生素 D 和钙；对
照组给予同等量纯净水皮下注射；芹菜素各组分别给予相应剂量的芹菜素皮下注射；1 次/d，用药 8 周。分
别检测干预后第 4 周和第 8 周大鼠股骨密度和血清中钙、磷、骨碱性磷酸酶、Ⅰ型前胶原氨基末端前肽、β-
Ⅰ型胶原 C-末端肽的水平。 

结果与结论：①与对照组比较，芹菜素剂量为 40，60 和 80 mg/kg 时，大鼠的骨密度、血清中钙、磷在第 4
周和第 8 周时均较高(P < 0.05)，Ⅰ型前胶原氨基末端前肽、β-Ⅰ型胶原 C-末端肽、骨碱性磷酸酶较低(P < 
0.05)；②与阳性对照组比，芹菜素剂量为 60 mg/kg 和 80 mg/kg 时，大鼠的骨密度、血清中钙、磷和骨碱
性磷酸酶、Ⅰ型前胶原氨基末端前肽、β-Ⅰ型胶原 C-末端肽在第 4 周和第 8 周时均无明显差别(P > 0.05)，
剂量为 20 mg/kg 和 40 mg/kg 时，骨密度、血清中钙、磷、均比阳性对照组低(P < 0.05)，Ⅰ型前胶原氨
基末端前肽、β-Ⅰ型胶原 C-末端肽比阳性对照组高(P < 0.05)；③对照组和假手术组比较，在第 4 周和第 8

周时大鼠骨密度、 血清中钙、磷均比较低(P < 0.05)，Ⅰ型前胶原氨基末端前肽、β-Ⅰ型胶原 C-末端肽均
比较高(P < 0.05)；④结果说明，去卵巢法建立大鼠骨质疏松模型确实有效；芹菜素对骨质疏松的治疗作用
和剂量相关，一定剂量的芹菜素具有类似烯雌酚样的抗骨质疏松效果。 

关键词： 
芹菜素；骨质疏松；雌激素；碱性磷酸酶；去卵巢大鼠 
中图分类号：R446；R496；R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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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Apigenin has been shown to hold the effects of antivirus, anti-inflammation, anti-oxidation and 

tranquilizer and sedative. 

成年雌性 SD 大鼠 

卵巢切除法 

骨质疏松模型大鼠 

假手术组 

芹菜素 20 mg/kg 组 

芹菜素 40 mg/kg 组 

芹菜素 60 mg/kg 组 

芹菜素 80 mg/kg 组 

阳性对照组 

对照组 

检测： 
(1)大鼠股骨密度； 

(2)血清中钙、磷、骨碱性磷酸酶、Ⅰ
型前胶原氨基末端前肽、β-Ⅰ型胶
原 C-末端肽的水平 

结论： 
(1)芹菜素对骨质疏松的治疗作用和    

剂量相关； 
(2)一定剂量的芹菜素具有类似烯雌 

酚样的抗骨质疏松效果 

文章描述— 

(1)研究表明，芹菜素可促进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分化为成骨细胞，其促进分化作用和 JUK/P38 信号通
路密切相关； 

(2)芹菜素可降低骨质疏松模型中大鼠的 PINP 和 β-CTX 的水平，提示其有改变骨高转换的效果，对
破骨细胞有一定的影响，能抑制骨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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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doses of apigenin on osteoporosis in rats and to explor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METHODS: Th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Laboratory Animal Ethical Committee of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Forty-two adult male 

Sprague-Dawley rats were selected, and the rat models of osteoporosis were established by ovariectomy. The rats were divided into seven 

groups (n=6/group): the sham oper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the positive control group, and the 20, 40, and 60, and the 80 mg/kg apigenin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dose of apigenin. The sham operation group did not receive the removal of the ovaries. The positive control group was 

supplemented with diethylstilbestrol (0.02 mg/kg), vitamin D and calcium daily.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subcutaneous injection of same 

volume of purified water. The apigenin groups were given the subcutaneous injection of various doses of apigenin, respectively, once daily, for 8 

weeks. The femoral 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serum levels of calcium, phosphorus, bone alkaline phosphatase, amino-terminal propeptide of 

type I procollagen, C-terminal telopeptide of type I collagen were measured at 4 and 8 weeks after intervention, respectively.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when the dose of apigenin was 40, 60 and 80 mg/kg, the 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serum levels of calcium and phosphorus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t 4 and 8 weeks (P < 0.05), and the levels of 

amino-terminal propeptide of type I procollagen, C-terminal telopeptide of type I collagen and bone alkaline phosphatase we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P < 0.05). (2) Compared with the positive control group, when the dose of apigenin was 60 and 80 mg/kg, the bone mineral 

density, serum levels of calcium and phosphorus, the levels of amino-terminal propeptide of type I procollagen, C-terminal telopeptide of type I 

collagen and bone alkaline phosphatase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4 and 8 weeks (P > 0.05). When the dose of apigenin was 20 and 

40 mg/kg, compared with the positive control group, the 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serum levels of calcium and phosphorus we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t 4 and 8 weeks (P < 0.05), and the levels of amino-terminal propeptide of type I procollagen, C-terminal telopeptide of type I 

collagen and bone alkaline phosphatase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 < 0.05). (3) Compared with the sham operation group,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serum levels of calcium and phosphorus we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t 4 and 8 weeks (P < 0.05), and 

the levels of amino-terminal propeptide of type I procollagen, C-terminal telopeptide of type I collagen and bone alkaline phosphatase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 < 0.05). (4)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it is indeed effective to establish a rat osteoporosis model by ovariectomy.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apigenin on osteoporosis is dose-related, and a certain dose of apigenin has an anti-osteoporosis effect. 

Key words: apigenin; osteoporosis; estrogen; alkaline phosphatase; ovariectomized rats 

 

0  引言  Introduction 

骨质疏松目前已经是中国乃至全球的社会公共健康疾

病，容易引起脆性骨折、骨质丧失，严重者可引起残疾，因

此可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1-3]。骨质疏松是指体内的骨

量比正常人少，骨结构发生改变，从而引起相应的骨病。骨

质疏松是多因素引起的一种代谢性的骨病，其特点是钙盐与

基质比例失调，单位体积内骨量减少。骨质疏松分为原发性

骨质疏松和继发性骨质疏松，原发性指老年人和女性绝经后

雌激素减少引起的骨质疏松；继发性发病原因常见于营养、

药物、躯体疾病等。该病发病率最高的是亚洲和拉丁美洲，

女性雌激素减少引起的骨质疏松特别多见，有研究显示，60

岁以上妇女患病率高达25%以上，中国估计患骨质疏松的患

者有3 000万以上[4]。骨质疏松目前虽然有大量的研究，但

是国内外仍然没有特效药可以根治，中草药运用于骨质疏松

的研究越来越多，有研究证实淫羊藿、杜仲、地黄等中草药

都有抗骨质疏松的作用，中草药抗骨质疏松有广阔的前景。

芹菜素是一种黄酮类化合物，来源于瑞香科、卷柏科等植物，

有抗病毒、抗炎、抗氧化、抗骨质疏松、镇静安神等功效[5-8]。

该研究提供了芹菜素抗骨质疏松的动物实验证据，为芹菜素

运用于临床治疗骨质疏松奠定基础。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随机对照动物实验。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2018年3至9月在南方医科大学

动物实验中心完成。 

1.3  材料 

1.3.1  实验动物  清洁级成年雌性SD大鼠42只，体质量

250-300 g，由南方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许可证

号：SCXK(粤)2011-0015。实验已经通过南方医科大学伦

理委员会审核。 

1.3.2  实验药物  芹菜素(重庆普立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编号：044217)；已烯雌酚(石家庄市协和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13021146)；钙、磷、骨碱性磷酸酶试剂盒(上

海信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Ⅰ型前胶原氨基末端前肽和β-

Ⅰ型胶原C-末端肽试剂盒(上海恒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血管(思科诺思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骨密度检测仪

(韩国InAlyzer)，奥林帕斯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型号7170)。 

1.4  实验方法  动物饲养采用标准化方法，包括统一温度

20 ℃、统一环境、统一喂养食物量。标准化5 d后进行实

验，所有大鼠均用药8周。 

1.4.1  大鼠骨质疏松模型造模方法  用卵巢切除法建立

大鼠骨质疏松模型[9-11]，各组大鼠均用腹腔注射戊巴比妥钠

法麻醉(浓度1%，剂量1 mL/kg)，假手术组只摘除卵巢周

边2 g脂肪和结缔组织，芹菜素组和阳性对照组均摘去双侧

卵巢，术后继续饲养8周，建模成功后开始各项实验。 

 

 

 

 

 

 

 

 

 

 

 

 

 

 

 

 

 

 

 

实验动物造模过程的相关问题 

造模目的： 探讨不同剂量芹菜素对大鼠骨质疏松的疗效及其机制 

借鉴已有标准实施动

物造模： 

用卵巢切除法建立大鼠骨质疏松模型[9-11]
 

动物来源及品系： 成年雌性 SD 大鼠，体质量 250-300 g，由南方医科大

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 

造模技术描述： 腹腔注射戊巴比妥钠法麻醉，摘除大鼠摘去双侧卵巢 

动物数量及分组方法： 42 只大鼠随机分为 6 组：芹菜素 20 mg/kg 组 n=6；芹

菜素 40 mg/kg 组 n=6；芹菜素 60 mg/kg 组 n=6；芹菜

素 80 mg/kg 组 n=6；对照组 n=6；阳性对照组 n=6；

假手术组 n=6 

造模成功评价指标： 手术摘除大鼠双侧卵巢形成骨质疏松模型，已经被公认

采纳，7-12 周就可造成模型 

造模后实验观察指标： ①大鼠股骨密度；②血清中钙、磷、骨碱性磷酸酶、Ⅰ

型前胶原氨基末端前肽、β-Ⅰ型胶原 C-末端肽的水平 

造模后动物处理： 实验第 4，8 周大鼠麻醉后检测股骨骨密度，并采集 10 mL

血液。 

伦理委员会批准： 实验已经通过南方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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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实验分组  实验分为7组，每组6只大鼠，分别为芹

菜素20 mg/kg组、芹菜素40 mg/kg组、芹菜素60 mg/kg组、

芹菜素80 mg/kg组、对照组、阳性对照组、假手术组。芹

菜素各组分别给予相应剂量(20，40，60，80 mg/kg)的芹

菜素皮下注射，1次/d；对照组给以同等量纯净水皮下注射；

阳性对照组给以0.02 mg/kg的已烯雌酚灌胃，1次/d；假手

术组皮下注射同等量纯净水。所有大鼠每天饮食，生存环

境均保持一致，用药8周。 

1.4.3  大鼠骨密度检测  分别在实验第4，8周各组大鼠用

1%戊巴比妥钠麻醉，麻醉后置于骨密度检测仪中，检测各

组股骨骨密度。 

1.4.4  大鼠血清钙、磷、骨碱性磷酸酶、Ⅰ型前胶原氨基

末端前肽(N-terminal propeptide of type I procollagen，

PINP)、β-Ⅰ型胶原C-末端肽(C-terminal telopeptides of 

type I collagen，β-CTX)的检测：实验开始后，各组大鼠

分别在第4，8周采集10 mL血液，室温下800×g的速度离

心10 min。血清分离后，即刻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各组血中钙、磷、骨碱性磷酸酶、PINP、β-CTX水平。 

1.5  主要观察指标  ①大鼠骨密度；②血清中钙、磷、骨

碱性磷酸酶、Ⅰ型前胶原氨基末端前肽、β-Ⅰ型胶原C-末

端肽的水平。 

1.6  统计学分析  各项实验数据均用SPSS 17.0统计分

析，方差分析法评估组间均数统计学意义，各项数据均用 

x
_

±s来表示，P < 0.05表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Results  

2.1  实验动物数量分析  实验选用大鼠42只，分为7组，

实验过程无脱失，全部进入结果分析。 

2.2  大鼠骨密度检测结果  见图1。①与对照组比较，芹

菜素40，60，80 mg/kg组大鼠骨密度在第4，8周时均较高   

(P < 0.05)，芹菜素20 mg/kg组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

②与阳性对照组比较，芹菜素20，40 mg/kg组大鼠骨密度在

第4，8周时较低(P < 0.05)，芹菜素60，80 mg/kg组大鼠骨

密度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③对照组和假手术组对

比，对照组大鼠骨密度在第4周和第8周均较低(P < 0.05)。 

 

 

 

 

 

 

 

 

 

 

 

 

 

2.3  大鼠血清中钙离子浓度检测结果  见图2。①与对照

组比较，芹菜素40，60，80 mg/kg组大鼠血清钙离子浓度

在第4，8周时均较高(P < 0.05)，芹菜素20 mg/kg组差异

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②与阳性对照组比较，芹菜素20，

40 mg/kg组大鼠血清钙离子浓度在第4，8周时较低(P > 

0.05)，芹菜素60，80 mg/kg组大鼠血清钙离子浓度差异无

显著性意义(P > 0.05)；③对照组和假手术组对比，对照组

血清钙浓度在第4周和第8周均较低(P < 0.05)。 

 

 

 

 

 

 

 

 

 

 

 

 

2.4  不同组大鼠血清磷检测结果  见图3。①和对照组比较，

芹菜素40，60，80 mg/kg组大鼠血清磷离子浓度在第4，8

周时均较高(P < 0.05)，芹菜素20 mg/kg组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P > 0.05)；②和阳性对照组比较，芹菜素20，40 mg/kg

组大鼠血清磷在第4，8周时较低(P < 0.05)，芹菜素60，

80 mg/kg组大鼠血清磷离子浓度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③对照组和假手术组对比，对照组血清磷浓度在第

4周和第8周均较低(P < 0.05)。 

 

 

 

 

 

 

 

 

 

 

 

 

 

2.5  不同组大鼠血清骨碱性磷酸酶检测结果  见图4。①

与对照组比较，芹菜素40，60，80 mg/kg组、阳性对照组、

假手术组的大鼠血清骨碱性磷酸酶水平在第4，8周时均较

低(P < 0.05)，芹菜素20 mg/kg组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②与阳性对照组比较，芹菜素20，40 mg/kg组大鼠

血清骨碱性磷酸酶在第4，8周时较高(P < 0.05)，芹菜素60，

80 mg/kg大鼠血清骨碱性磷酸酶水平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 

2.6  不同组大鼠血清PINP结果  见图5。①和对照组比较，

芹菜素40，60，80 mg/kg组大鼠血清PINP水平在第4，8周

时均较低(P < 0.05)，芹菜素20 mg/kg组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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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n=6。与对照组相比，a
P < 0.05；与阳性对照组相比，b

P < 0.05；

和假手术组相比，c
P < 0.05 

图 2  大鼠血清钙离子检测结果 

Figure 2  Results of serum calcium ion of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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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n=6。与对照组相比，a
P < 0.05；与阳性对照组相比，b

P < 0.05；

和假手术组相比，c
P < 0.05 

图 3  大鼠血清磷离子检测结果 

Figure 3  Results of serum phosphorus ion of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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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n=6。与对照组相比，a
P < 0.05；与阳性对照组相比，b

P < 0.05；

和假手术组相比，c
P < 0.05 

图 1  大鼠骨密度检测结果 

Figure 1  Results of bone mineral density of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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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5)；②和阳性对照组比较，芹菜素20，40 mg/kg组

大鼠血清PINP在第4，8周时较高(P < 0.05)，60，80 mg/kg

组大鼠血清PINP水平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③对照

组和假手术组对比，对照组血清PINP水平在第4周和第8周

均较高(P < 0.05)。 

 

 

 

 

 

 

 

 

 

 

 

 

 

 

 

 

 

 

 

 

 

 

 

 

2.7  不同组大鼠血清β-CTX结果  见图6。①和对照组比

较，芹菜素40，60，80 mg/kg组大鼠血清β-CTX水平在第4，

8周时均较低(P < 0.05)，芹菜素20 mg/kg组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P > 0.05)；②和阳性对照组比较，芹菜素20，40 mg/kg

组大鼠血清β-CTX在第4，8周时较高(P < 0.05)，芹菜素60，

80 mg/kg组大鼠血清β-CTX水平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③对照组和假手术组对比，对照组血清β-CTX水平

在第4周和第8周均较高(P < 0.05)。 

  

 

 

 

 

 

 

 

 

 

 

 

 

3  讨论  Discussion 

芹菜素是黄酮类化合物的一种，是一种植物类的雌激

素，有研究证实其具有抗病毒、抗炎、抗氧化、镇静安神等

功效[5-8]。王玉明等[12]建立了小鼠肺损伤模型，并建立体外细

胞炎症模型，通过检测肿瘤坏死因子的炎性因子，证实芹菜

素有抗炎症的作用，并且证实其抗炎作用是通过影响TLR4

信号通路取作用的。有研究建立了小鼠肺癌的模型，证实芹

菜素可抑制肺癌细胞的增殖，并能增加机体对抗肿瘤药物的

敏感性[13]。芹菜素和骨代谢和骨细胞增殖分化密切相关，有

研究证实，芹菜素可抑制破骨细胞形成，促进破骨细胞凋亡，

可以抑制骨吸收，防止体内骨质丢失[14-16]。有研究证实芹菜

素可抑制成骨细胞增殖和分化，抑制胶原蛋白产生，减少碱

性磷酸酶的活性，同时可抑制破骨细胞的形成[15]。有研究通

过建立体外细胞培养体系，加入芹菜素干预后发现，芹菜素

可促进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分化为成骨细胞，其促进分化作用

和JUK/P38信号通路密切相关[17]。尽管国内外关于芹菜素对

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相关研究比较多，但是较少有关于芹

菜素抗骨质疏松的实验室证据，该课题通过动物实验证实其

抗骨质疏松的效果。 

目前原发性骨质疏松的治疗中比较重要的方法是激素

替代疗法[18-22]，此疗法有很多的优势，特别是可纠正女性

绝经后因雌激素分泌减少引起的病理和生理改变，雌激素

相关药物常被认为是抗骨质疏松的常规用药。雌激素有减

少绝经症状及心脑血管病发生风险、治疗骨质疏松的作用。

二膦酸盐类药物如奈立膦酸钠、奥帕膦酸钠等也都可用于

治疗骨质疏松，其原理是通过改变细胞形态，抑制破骨细

胞，同时有干扰骨吸收，抑制炎症相关因子，如白细胞介

素6、肿瘤坏死因子等的作用[23-24]。目前比较多的研究证实

祖国传统中草药对骨质疏松也有一定的效果。李平等[25]建

立大鼠骨质疏松模型，并用健骨颗粒处理，通过实验检测

血清骨钙素、总胆固醇、瘦素受体等的表达，发现健骨颗

粒可改善大鼠体内脂质代谢，改善大鼠基础代谢，有治疗

骨质疏松的作用。有研究建立动物骨质疏松模型，通过X

射线、PCR等技术，证实人参总皂苷可上调碱性磷酸酶的

表达[26]，调节骨代谢，可有效防治骨质疏松。蒋益萍等[27]

研究指出淫羊藿能有效增加大鼠骨密度、可调节糖代谢、

血脂代谢等，和仙茅配伍后可治疗骨质疏松。 

此次实验选用去卵巢法建立大鼠骨质疏松模型[1-2]，该建

立模型的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各项实验中，去卵巢引起大鼠体

内雌激素减少、子宫萎缩，从而引起骨质疏松。有研究证实，

雌激素减少是导致骨质疏松最重要的因素[28]，这也是绝经后

妇女易发生骨质疏松的重要的原因。无论是动物实验还是临

床试验，均证实补充雌激素可有效的逆转骨量丢失，并能促

进骨质形成，有效的防治骨质疏松[29-31]。芹菜素作为一种植

物类雌激素，有类似于雌二醇治疗骨质疏松的的作用。此次

实验通过检测骨密度、钙离子、磷离子、碱性磷酸酶、PINP

和β-CTX的水平证实芹菜素有治疗骨质疏松的作用。 

作者发现芹菜素在低剂量时，对大鼠骨密度、血清中钙、

磷、骨碱性磷酸酶、PINP、和β-CTX水平影响均很小，无统

计学意义，说明低剂量无抗骨质疏松的作用。当剂量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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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n=6。与对照组相比，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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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假手术组相比，c
P < 0.05 

图 5  大鼠血清Ⅰ型前胶原氨基端延长肽(PINP)检测结果 

Figure 5  Results of serum N-terminal propeptide of type I 

procollagen in rats 

 

第 4 周            第 8 周 

芹菜素 20 mg/kg 组 

芹菜素 40 mg/kg 组 

芹菜素 60 mg/kg 组 

芹菜素 80 mg/kg 组 

对照组 

阳性对照组 

假手术组 

 碱
性

磷
酸

酶
(U

/L
) 

图注：n=6。与对照组相比，a
P < 0.05；与阳性对照组相比，b

P < 0.05 

图 4  大鼠血清骨碱性磷酸酶检测结果 

Figure 4  Results of serum bone alkaline phosphatase of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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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n=6。与对照组相比，a
P < 0.05；与阳性对照组相比，b

P < 0.05；

和假手术组相比，c
P < 0.05 

图 6  大鼠血清 β-CTX 检测结果 

Figure 6  Results of serum C-terminal telopeptides of type I 

collagen in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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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mg/kg时，各项检测指标均有意义，说明芹菜素抗骨质疏

松的效果和剂量有关。实验选用雌二醇作为阳性对照组，是

因为大量实验证实雌二醇能有效逆转切除卵巢引起的骨质

疏松 [29-31]，实验对比证实，芹菜素剂量为60 mg/kg和      

80 mg/kg时，其抗骨质疏松的效果和雌二醇相当，说明剂量

大于60 mg/kg的芹菜素有类似雌激素的作用，可作为一种抗

骨质疏松的物质。结果发现芹菜素剂量为60 mg/kg和     

80 mg/kg时，其对大鼠骨密度、血清钙、磷、PINP和β-CTX

均无明显差别，说明芹菜素剂量大于60 mg/kg就有明显效

果，单纯提高剂量并不能使其抗骨质疏松效果明显加强。实

验结果发现，大鼠切除卵巢后，血清骨碱性磷酸酶含量明显

升高，是因为切除卵巢后，雌激素减少，骨处于高代谢状态，

骨形成和骨吸收存在不同程度增强，同时吸收速度小于形成

速度，造成大量骨质的丢失，这和绝经妇女的骨代谢情况相

符合。芹菜素可减弱这一效应，作者观察到剂量为60 mg/kg

以上的芹菜素可使骨碱性磷酸酶比模型组少，说明芹菜素可

部分替代雌激素效应。血清中的PINP和β-CTX的反应骨转换

状态的重要指标，实验结果表明，芹菜素可降低骨质疏松模

型中大鼠的PINP和β-CTX的水平，提示其有改变骨高转换的

效果，对破骨细胞有一定的影响，能抑制骨吸收。 

此次研究通过建立动物模型，论证了不同剂量芹菜素

对骨质疏松的作用。研究探讨了20，40，60，80 mg/kg

分别4种不同浓度的芹菜素对骨质疏松的影响，结果发现浓

度为40 mg/kg以上的芹菜素在动物骨关节模型中有初步的

抗骨质疏松的作用效果，调整剂量到80 mg/kg，其抗骨质

疏松效果并不能和剂量成正比。但是芹菜素精确的起效浓

度尚需进一步实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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