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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老年性骨质疏松症作为一项日益严峻的公共健康挑战,其隐蔽性强、患病率高、导致残疾的风

险大,对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构成了重大影响。 构建一个理想的老年性骨质疏松症动物模型,对于深入理解

其病理机制至关重要,并且对于开发抗骨质疏松症药物和识别新的治疗靶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本综述详

细梳理了当前广泛使用的老年性骨质疏松症动物模型的构建方法,分析了它们的优势与局限,并探讨了动物

模型在评价指标方面的研究进展,为老年性骨质疏松症动物模型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老年性骨质疏松症;动物模型;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
  

Q95-3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4847
 

(2025)
 

03-0440-09

Research
 

status
 

and
 

progress
 

in
 

animal
 

models
 

of
 

senile
 

osteoporosis
 

ZHANG
  

Tonghai1 ,
 

WANG
  

Lining2 ,
 

HU
  

Yongkang1 ,
 

MA
  

Tianci1 ,
 

HAN
  

Anyang1 ,
 

MA
  

Yong2 ,
 

GUO
  

Yang1∗

(1.
 

the
 

First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9,
 

China;
 

2.
 

Schoo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3,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GUO
 

Yang.
 

E-mail:
 

drguoyang@ njucm. edu. cn

【Abstract】　
 

Senile
 

osteoporosis
 

is
 

a
 

growing
 

public
 

health
 

challenge
 

with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daily
 

life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s
 

a
 

result
  

of
 

its
 

hidden
 

nature,
 

high
 

prevalence,
 

and
 

high
 

risk
 

of
 

disability.
 

Suitable
 

animal
 

models
 

that
 

simulate
 

senile
 

osteoporosis
 

are
 

crucial
 

for
 

understanding
 

its
 

pathological
 

mechanism
 

and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anti-osteoporosis
 

drugs
 

and
 

identify
 

new
 

therapeutic
 

targets.
 

This
 

review
 

consider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method
  

for
 

creating
 

animal
 

models
 

of
 

senile
 

osteoporosis,
 

analyzes
 

their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and
 

discusses
 

research
 

progress
 

in
 

animal
 

models
 

in
 

terms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research
 

using
 

animal
 

models
 

of
 

senile
 

osteopo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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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性骨质疏松症( senile
 

osteoporosis,SOP)
是人体衰老在骨骼方面的一种特殊表现,以骨矿

含量下降和骨微结构破坏为病理特征,对老年人

的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严重的威胁[1] 。 根据相

关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推算,65 岁以上人群骨质疏

松症患病率为 32. 0%[2] ,并且骨质疏松性骨折是

骨质疏松症的严重后果,是老年患者致残和致死

的主要原因之一。 目前我国对骨质疏松症存在

知晓率低、诊疗不明确、防治能力不足等缺点[3] 。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如何防治 SOP 成为了医

学界急需解决的问题。 其中动物模型在 SOP 的

发生机制探索和治疗药物疗效评价中发挥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 SOP 动物模型种类繁多,常见的造模方

法有去势造模法、诱导衰老法、基因诱导造模法

以及自然衰老造模法等。 现有的动物模型在模

拟人类老年性骨质疏松症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仍

存在局限性,如物种差异和病理机制不完全一

致;并且同一模型,不同个体的反应也可能存在

差异,这使得研究难度增加。 理想的 SOP 动物模

型应包括以下特点:(1)简便,即较短的造模周期

和较简单的造模方法,并且在整个造模过程中具

有较强的可控性和可操作性;(2)经济,即造模成

本应当合理适中,以便于在研究中批量使用;(3)
相似性好,能够有效地反映出 SOP 的发病机制和

进展过程[4] 。 SOP 发生机制的探索离不开动物

模型,同样新药药效的研究也离不开动物模型的

构建,高效的造模方法有利于提高造模成功率,
进而促进 SOP 机制的探索以及药物疗效的评价。
本文旨在系统地回顾和对比当前广泛使用的 SOP
动物模型(具体如表 1 所示),并对其评价标准进

行详尽的梳理与分析。 以期为 SOP 研究领域动

物模型的构建和实验设计提供更全面的参考。

1　 常见 SOP 动物模型的建立方法

1. 1　 自然衰老造模法

衰老是 SOP 的主要危险因素,因此衰老模型

广泛应用在 SOP 的研究中。 自然衰老模型通常

选用一些年龄较大的动物,它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会出现骨质疏松的症状以及相关指标的异常,能
够模拟出人类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的生理和病

理变化。 目前,自然衰老 SOP 动物模型常用的动

物为大鼠和小鼠,因其具有较短的生命周期和较

高的繁殖率,便于在短期内观察衰老的过程。 建

模时,在控制环境下饲养大鼠或小鼠至其自然进

入老年期,大鼠衰老早期为 21
  

~
  

26 月龄,衰老晚

期为 30
  

~
  

32 月龄,小鼠 12
  

~
  

24 月龄为老年

期[5] 。 MA 等[6]选取 22 月龄的 SD 大鼠作为自然

衰老骨质疏松动物模型,同时选取 6 月龄的 SD
大鼠作为对照组,研究发现 22 月龄大鼠松质骨体

积和骨体积分数显著降低, 骨小梁 ( trabecular
 

bone,TBS)数量和厚度也表现出下降的趋势。 同

样,WANG 等[7]将 21 月龄的 SD 大鼠与 9 月龄的

SD 大鼠作对比,发现 21 月龄的大鼠骨微结构破

坏,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下降,股骨

成骨细胞(osteoblast,OB)的分化活性显著。 相较

于小鼠,大鼠自然衰老后,
 

表现出更好的抗应激

能力、免疫能力和学习记忆能力。 因此,21
  

~
  

22
月龄的 SD 大鼠作为自然衰老动物模型更适用于

SOP 的研究。 理论上,自然衰老模型更贴近人类

老年骨质疏松症的真实情况,并且可以省去给药

或者手术的过程。 但是自然衰老模型建模时间

长、价格昂贵、健康状况差,且老年期动物容易患

有其他并发症甚至死亡,导致样本差异比较大,
研究困难增大。
1. 2　 去势造模法

去势衰老 SOP 模型是通过模拟人类或动物

性激素水平的变化,观察其对衰老以及骨质疏松

的病理过程。 通常选用睾丸切除雄性大鼠来模

拟 SOP。 通 过 切 除 大 鼠 睾 丸, 诱 导 睾 酮

(tstosterone,T) 耗竭建立的 SOP 模型,主要是引

起 TBS 破坏[8] 。 研究发现睾丸切除后,大鼠 T 缺

乏导致骨髓中表达核因子-κB 受体激活因子配体

(receptor
 

activator
 

of
 

nuclear
 

factor
 

kappa
 

B
 

ligand,
RANKL)升高,进而引起的骨代谢失衡,骨质流

失[9] 。 YEH 等[10] 将雄性 Wistar 大鼠睾丸切除,
相较于假手术组,术后 4 周发现去势大鼠 T 水平

下降了 57%,骨体积减少,骨孔隙度增加,TBS 数

量减少。 RYU 等[11]对 10 周龄的 SD 雄性大鼠行

睾丸切除术,在术后第 12 周观察到大鼠腰椎和股

骨 BMD 比假手术组明显降低,Ⅰ型前胶原氨基末

端肽( type
 

Ⅰ
 

procollagen
 

amino-terminal
 

peptide,
PINP)、骨钙素( osteocalcin,OCN) 等骨代谢标志

物升高,说明睾丸切除大鼠发生的骨质流失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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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SOP 常见动物建模方法及优缺点

Table
 

1　 Common
 

animal
 

modeling
 

methods
 

for
 

SOP
 

and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模型类型
Model

 

type
建模方法

Modeling
 

method
研究领域

Research
 

field
优点

Advantage
缺点

Shortcoming

自然衰老
模型

Natural
 

aging
 

mode

将鼠饲养在动物实验室,直至所
需的年龄,小鼠 12

  

~
  

24 月龄为
老年期,大鼠 21

  

~
  

26 月龄为老
年期。 常选用 21

  

~
  

22 月龄的
SD 大鼠

Mice
 

were
 

maintained
 

in
 

the
 

animal
 

laboratory
 

until
 

the
 

desired
 

age;
 

mice
 

were
 

aged
 

from
 

12
 

~
 

24
 

months
 

and
 

rats
 

were
 

aged
 

from
 

21
 

~
 

26
 

months.
 

SD
 

rats
 

aged
 

21
  

~
  

22
 

months
 

were
 

often
 

used

用于研究骨骼自然衰
老的过程

To
 

study
 

the
 

process
 

of
 

natural
 

bone
 

aging

模拟出骨骼自然衰老的过
程,更贴近人类老年骨质疏
松症的真实情况,可以省去

给药或者手术的过程
It

 

simulates
 

the
 

natural
 

aging
 

process
 

of
 

bones,
 

which
 

is
 

closer
 

to
 

the
 

real
 

situation
 

of
 

osteoporosis
 

in
 

elderly
 

people,
 

and
 

can
 

save
 

the
 

process
 

of
 

drug
 

administration
 

or
 

surgery

健康状况较差,动物死
亡率较高,花费较大

Poor
 

health,
 

higher
 

animal
 

mortality
 

and
 

higher
 

costs

去势模型
Castration

 

model

用手术方法摘除实验雄
性动物单侧或双侧睾丸
One

 

or
 

both
 

testicles
 

were
 

surgically
 

removed
 

from
 

experimental
 

male
 

animals

用于研究老年男性
骨质疏松症

To
 

study
 

osteoporosis
 

in
 

elderly
 

men

模拟老年男性骨质疏松症,
操作简单、重复性高、模型

稳定
Model

 

is
 

simple,
 

reproducible
 

and
 

stable
 

to
 

simulate
 

osteoporosis
 

in
 

elderly
 

men

术中可能产生创伤应
激反应,可能会影响实

验结果
Traumatic

 

stress
 

reaction
 

may
 

occur
 

during
 

the
 

operation,
 

which
 

may
 

affect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D-半乳糖诱
导衰老模型
D-galactose

 

induced
 

aging
 

model

鼠皮下注射、腹腔注射或口服 D-
半乳糖,给药剂量无统一规定,
一般剂量范围从 50

  

~
  

500
 

mg /
(kg·d)不等,连续给药 6

  

~
  

8 周
D-galactose

 

is
 

administered
 

subcutaneously,
 

intraperitoneally
 

or
 

orally
 

in
 

mice.
 

There
 

is
 

no
 

uniform
 

dosage
 

regulation,
 

and
 

the
 

general
 

dose
 

ranges
 

from
 

50
  

~
  

500
 

mg / (kg·d),
 

and
 

is
 

administered
 

continuously
 

for
 

6
  

~
  

8
 

weeks

用于研究体内糖代谢
紊乱所引起的老年性

骨质疏松症
It

 

is
 

used
 

to
 

study
 

senile
 

osteoporosis
 

caused
 

by
 

the
 

disorder
 

of
 

glucose
 

metabolism
 

in
 

body

造模时间短、可重复性好、
易于获得的优点

Advantages
 

of
 

short
 

molding
 

time,
 

good
 

repeatability
 

and
 

easy
 

access

需每天给药,操作繁
琐,与自然衰老鼠在某
些指标上仍有一定

差异
It

 

needs
 

to
 

be
 

administered
 

every
 

day,
 

the
 

operation
 

is
 

complicated,
 

and
 

there
 

are
 

still
 

some
 

differences
 

in
 

some
 

indicators
 

with
 

natural
 

aging
 

mice

SAMP 动物
模型

SAMP
 

animal
 

model

通过 AKR / J 系小鼠近交繁殖培
育出的一种模型小鼠

A
 

model
 

mouse
 

developed
 

by
 

inbreeding
 

AKR / J
 

mice

较好的模拟出老年性
骨质疏松症病理过程

 

Better
 

simulation
 

of
 

senile
 

osteoporosis
 

pathological
 

process

模型与人类老年性疾病的
病理改变相似,遗传信息丰

富,造模时间短
 

Model
 

is
 

similar
 

to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human
 

senile
 

diseases,
 

with
 

rich
 

genetic
 

information
 

and
 

short
 

modeling
 

time

模型生命周期较短,不
利于长期观察研究,价
格高昂,存在基因缺陷
Short

 

life
 

cycle
 

of
 

the
 

model
 

is
 

not
 

conducive
 

to
 

long-term
 

observation,
 

high
 

price
 

and
 

genetic
 

defects

基因诱导
模型

Gene
 

induced
 

model

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将外源性基
因插入动物基因组或对动物自
身基因进行突变、敲除、过表达
等使动物具有老年性骨质疏松

特性
By

 

inserting
 

exogenous
 

genes
 

into
 

animal
 

genome
 

or
 

mutating,
 

knocking
 

out
 

and
 

overexpressing
 

their
 

own
 

genes
 

by
 

gene
 

editing
 

technology,
 

animals
 

can
 

have
 

senile
 

osteoporosis
 

characteristics

适用于研究基因靶点
在老年性骨质疏松症
中的影响,在分子层面
探究老年性骨质疏松

症的机制
It

 

is
 

suitable
 

for
 

studying
 

the
 

effect
 

of
 

gene
 

targets
 

on
 

senile
 

osteoporosis
 

and
 

exploring
 

the
 

mechanism
 

of
 

senile
 

osteoporosis
 

at
 

the
 

molecular
 

level

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进行
造模,更好的探究老年性骨

质疏松症的机制
 

Models
 

can
 

be
 

built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research
 

to
 

better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senile
 

osteoporosis

价格昂贵,技术要求过
高,与自然衰老鼠存在
指标差异,适用范围相

对较窄
Price

 

is
 

expensiv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are
 

too
 

high,
 

and
 

there
 

are
 

index
 

differences
 

with
 

natural
 

aging
 

mice,
 

and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is
 

relatively
 

narrow

骨转化有关。 经过多位学者的研究验证,雄性大

鼠睾丸切除后,会表现出 TBS 数量减少、骨微结

构破坏、TBS 的最大负荷力下降等骨质流失的现

象。 因此,睾丸切除大鼠模型更加适用于研究老

年男性骨质疏松症的发生机制,并且具有操作简

单、重复性高、模型稳定的优势[12] 。 但是,由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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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过程中可能会引起创伤后应激反应,会对实验

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在造模过程中要严格

把控手术流程,以减少实验数据的误差。
1. 3　 诱导衰老造模法

衰老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学过程,它标志着机

体在达到成熟阶段后,其组织和器官会随着年龄

增长而出现退化性变化。 SOP 是骨骼衰老最常

见的结果,骨骼衰老的主要特征包括基因组不稳

定、端粒损耗、表观遗传改变和蛋白稳态丧失,诱
导骨微环境中各种细胞类型的损伤[13] 。 诱导衰

老模型是目前研究衰老领域应用最广泛的模型,
主要包括有 D-半乳糖致衰老模型、快速老化小鼠

(senescence
 

accelerated
 

mouse,SAM)模型等。
1. 3. 1　 D-半乳糖诱导衰老造模法

D-半乳糖诱导衰老造模法是通过给动物注

射 D-半乳糖,在较短时间内观察到类似自然衰老

的生理和行为变化。 持续高剂量摄入后,D-半乳

糖经半乳糖氧化酶催化转化为醛糖和过氧化氢,
进而产生活性氧( 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
ROS 的增加引起氧化应激( oxidative

 

stress,OS)、
线粒体功能障碍和炎症[14] ,这些过程都与 SOP
相关。 OS 是体内氧化与抗氧化作用失衡的结果,
是自由基在体内产生的一种负面作用,被认为是

引起 SOP 的重要因素。 OS 通过增加破骨细胞

(osteoclast,OC)生成,减少骨祖细胞分化到 OB 谱

系,降低成骨细胞活性,以及增加 OB 和骨细胞凋

亡,进而引起骨代谢失衡[15] 。 WANG 等[16] 对 8
周龄的 C57BL / 6J 雄性小鼠用 D-半乳糖连续干预

6 周,用于研究 SOP 与 RANKL / RANK 信号通路

的关系。 线粒体是细胞内能量转化的场所,衰老

线粒体功能下降,会引起骨细胞减少、骨形成能

力降低,促进骨质疏松症的发生发展。 王可欣

等[17]对 SPF 级 8 周龄雄性 KM 小鼠连续 12 周注

射 D-半乳糖,发现小鼠股骨质量下降,TBS 排列

稀疏,股骨 BMD 下降,同时研究发现辅酶 Q10 能

加速清除 D-半乳糖代谢产生的自由基堆积,降低

OC 的水平,抑制线粒体的过氧化,使线粒体中氧

化磷酸化活动得以维持,改善骨微结构的破坏。
与正常小鼠相比,D-半乳糖诱导衰老小鼠的免疫

功能下降,会引起慢性炎症,促进衰老,研究发现

长期注射 D-半乳糖导致的 OS 能够激活核因子-
κB( nuclear

 

factor-kappa
 

B, NF-κB) 炎症信号通

路[14] ,NF-κB 信号转导途径既促进 OC 的形成和

激活,又调节 OC 自噬,进而加快骨吸收并引起

SOP [18] 。 D-半乳糖动物模型是模拟人体内糖代

谢紊乱的过程,可以用于研究糖代谢在 SOP 中的

作用。 注射 D-半乳糖诱导衰老模型可以采用皮

下注射或者腹腔注射,由于肝毒性和 D-半乳糖吸

收缓慢的特性,故多采用皮下注射法。 有文献报

道,在制备 D-半乳糖衰老鼠模型时,给药剂量为

50
  

~
  

500
 

mg / (kg·d),连续用药 6
  

~
  

8 周比较合

适[19] 。 在实验过程中根据实验需求以及时间的

安排,选取合适的注射剂量以及注射周期。 D-半
乳糖动物模型具有操作简单、可重复性好、易于

获得的优点,在操作过程中要注意给药时间准时

和注射时无菌操作,避免模型鼠因感染致造模

失败。
1. 3. 2　 快速老化动物造模法

SAM 模型具有随着年龄增长出现快速衰老

的特征, 其中快速老化小鼠 6 系 ( senescence
 

accelerated
 

mouse
 

prone
 

6,SAMP6)起源于 AKR / J
系小鼠,通过近交繁殖培育而成,寿命远低于普

通小鼠,且衰老速度快,常表现出骨骼早衰的病

理变化,常被用作研究 SOP。 SAMP6 小鼠具有遗

传稳定、骨量降低等特点,其骨骼的形态学特征、
组织构成及生物力学性能与人类相似,但椎骨区

域存在差异[20] 。 GONG 等[21]通过 SAMP6 小鼠模

拟 SOP,研究发现通过清除 ROS 抑制 OC 的生成,
进而降低了 OC 在 SOP 过程中的作用。 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与骨代谢

密切相关。 研究发现 SAMP6 小鼠在 3
  

~
  

4 月龄

时,MSC 数量减少,并伴随骨形成下降和骨量减

少[22] 。 有学者认为甲状旁腺激素( parathormone,
PTH)的增加和白介素-11( interleukin-11,IL-11)
的异常减少可能会参与 SAMP6 小鼠骨代谢异常

的过程,引起骨质的流失[20] 。 相较于其他人为干

预的 SOP 动物模型,SAMP6 小鼠模型因其自然衰

老的特点,可以更好的模拟 SOP 的发展过程。 但

是 SAMP6 小鼠模型的生命周期较短,因此研究者

在设计实验时要选择合适的时间点去观察和收

集数据,以期能够更加全面地观察到类似于人类

骨骼衰老的过程。
1. 4　 基因诱导造模法

基因诱导造模法是通过改变动物模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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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基因来模拟 SOP 的病理状态的方法,包括基

因敲除造模法和基因过表达造模法。 基因诱导

造模法通过敲除或者过表达特定基因,可以精确

地研究其在 SOP 中的作用,深入了解 SOP 分子机

制。 但因其技术难度大、成本较高,模型适用范

围相对较窄,在研究过程中应综合多方面因素,
选择合适的造模方法来进行 SOP 的研究。
1. 4. 1　 基因敲除造模法

基因敲除技术在建立 SOP 动物模型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敲除特定的基因,可以模拟

人类骨质疏松症的病理过程,为研究骨质疏松的

发病机理和药物筛选提供重要的实验模型。
Ecto-5’-核苷酸酶( Ecto-5-nucleotidase, CD73) 产

生腺苷,腺苷在 OB 激活和骨骼生长过程中起着

关键作用,老龄 CD73 敲除小鼠在骨愈合过程中

表现出骨再生延迟和骨基质沉积的显著减少,且
细胞增殖和碱性磷酸酶活性紊乱,骨代谢平衡失

调[23] 。 通过敲除老年小鼠 MSC 中的骨保护素

(osteoprotegerin,OPG)基因,老年小鼠的 BMD 明

显降低,同时 OC 表达增加,研究发现通过激活 β-
catenin 信号能够转导促进 OPG 的表达,进而减少

OC 的形成和骨吸收[24] 。 去乙酰化酶 6(sirtuin
 

6,
SIRT6)是骨代谢的重要调节因子,在小鼠和人类

模型中骨髓基质细胞和骨相关细胞中表达,
SIRT6 基因敲除会引起小鼠早衰特征,包括血液

中的 OPG 浓度较低,同时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

5b(tartrate-resistant
 

acid
 

phosphatase
 

5b,TRAP5b)
浓度升高,进而引起骨丢失和骨吸收,这些特征

与 SOP 的发展有关[25] 。 在衰老过程中,MSC 随

着年龄的增加表现出成骨能力下降。 WANG
等[26]研究发现组蛋白甲基转移酶 SET 结构域 2
( histone

 

methyltransferase
 

SET-domain-containing
 

2,SETD2) 介导的 H3 赖氨酸 36 三甲基化 ( H3
 

lysine
 

36
 

trimethylation,H3K36 me3) 影响着 MSC
的成骨分化,该团队培养的 SETD2 基因缺陷小鼠

表现出了骨形成减少和骨髓脂肪积累增等 SOP
特征。 SMAD 特异性 E3 泛 素 蛋 白 连 接 酶 2
( SMAD

 

specific
 

E3
 

ubiquitin
 

protein
 

ligase
 

2,
SMURF2)是 OB 和 OC 之间的重要调节因子。 XU
等[27]培育出 SMURF2 基因缺陷型小鼠,发现小鼠

骨量减少,OC 数量增加,骨吸收增强,模拟了 SOP
的表型,其中机制为 SMURF2 改变 SMAD 同源物

3 ( mothers
 

against
 

decapentaplegic
 

homolog
 

3,
SMAD3)泛素化来破坏 SMAD3 和维生素 D 受体

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调节 RANKL 表达,破坏了

OB 与 OC 之间的平衡。 相较于常规造模方法,基
因敲除造模法更加适用于研究特定基因对 SOP
的影响,能够更加深入的探究 SOP 的分子机制。
1. 4. 2　 基因过表达造模法

基因过表达 SOP 模型主要通过增加特定基

因的表达来模拟老年性骨质疏松。 配对样同源

域 转 录 因 子 1 ( paired-like
 

homeodomain
 

transcription
 

factor
 

1,PITX1)在骨骼和关节发育中

有其重要性。 KARAM 等[28] 培养出过度表达

PITX1 的转基因小鼠,发现其会出现严重的 SOP
表型,骨量和生物力学强度显著降低,其机制可

能是 PITX1 直接调节 MSC 的自我更新,并通过上

调 Wnt 信号抑制剂 DKK1、SOST 和 GSK3-β 间接

调节 OC 分化。 TANAKA 等[29] 研究发现叉头盒

转录因子 F2 ( forkhead
 

box
 

protein
 

f2, Foxf2) 是

MSC 分化为 OB 过程中的关键调节因子,培育出

的 Foxf2 过表达小鼠,表现出了抑制 MSC 分化为

OB 的特征,使得骨量流失。 LI 等[30] 培育出微小

RNA-188(microRNA-188,miR-188)过表达转基因

小鼠,证明 miR-188 参与了 MSC 的分化,发现

miR-188 会引起 MSC 倾向于分化为脂肪细胞而

不是 OB,使得老年小鼠的脂肪积累,进而引起骨

质流 失。 RINOTAS 等[31] 培 育 出 了 携 带 人 类

RANKL 基因的小鼠,实现了 RANKL 基因过度表

达,小鼠表现出了 TBS 缺乏、OC 生成增加等 SOP
的特征。 这些研究提供了不同的基因过表达 SOP
动物模型,能够促进 SOP 发生机制的深入研究。
1. 5　 其他造模方法

γ 射线照射能产生多种自由基,导致生物膜

损伤,进而诱导衰老的发生。 这些自由基和 OS
反应诱导骨细胞凋亡,影响 OB 和 OC 的功能,导
致骨吸收和骨形成的不平衡。 γ 射线诱导衰老模

型具有操作简单以及造模时间相对较短的优点,
但是 γ 射线有极强的穿透力,对人体有一定的危

险,在一般实验室难以获得,使得造模难度增

加[5] 。 维尔纳综合征 RecQ 解旋酶基因( werner
 

syndrome
 

RecQ
 

like
 

helicase,WRN)能够编码一种

具有解旋酶和核酸外切酶活性的蛋白,该蛋白在

DNA 复制、转录、修复以及端粒维护等过程中发

444



中国实验动物学报 2025 年 3 月第 33 卷第 3 期　 Acta
 

Lab
 

Anim
 

Sci
 

Sin,March
 

2025,Vol.
 

33,
 

No.
 

3

挥重要作用,WRN 基因的突变可导致 Werner 综

合征。 在 Werner 综合征小鼠模型中发现年龄相

关性端粒功能障碍是 OB 分化受损的潜在原因之

一,MSC 中端粒酶的过度表达增强了骨形成,端
粒功能障碍使得骨形成减少,影响成骨分化,进
而引起骨质流失[32] 。 Werner 综合征小鼠模型平

均寿命在 21 个月左右,但是容易合并其他疾病,
在研究 SOP 时会受到影响。 锌金属肽酶 STE24
(zinc

 

metallopeptidase
 

STE24,ZMPSTE24)是细胞

内加 工 产 生 成 熟 核 纤 层 蛋 白 A 的 关 键 酶,
ZMPSTE24 基 因 缺 失 时, 核 纤 层 蛋 白 前 体 A
(prelamin

 

A)不能被正常剪切,导致其在细胞中

累积,进而 prelamin
 

A 会引起细胞毒性,诱发衰

老[33] 。 ZMPSTE24 缺失型小鼠,具有骨质减少,
骨转换率低,骨髓脂肪水平高,这是与衰老相关

的骨质流失的标志[34] 。 ZMPSTE24 缺失型小鼠

脂肪组织几乎完全丧失,这为研究脂肪组织代谢

与老年性骨质疏松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但是

其寿命短,表型复杂,并且脂肪组织的变化存在

性别差异,这虽然有助于研究骨骼衰老过程,但
也限制了长期实验和治疗研究的进行。

2　 其他 SOP 动物模型

除了常见的大鼠和小鼠模型之外,还有其他

种类的动物模型,包括绵羊、班马鱼等。 MAENZ
等[35]通过培育绵羊 SOP 模型,发现其具有与年

龄相关的骨骼结构,随着年龄的增长骨形成减

少、骨侵蚀增强。 并且绵羊体型大、骨骼结构大,
与人类的情况相当,由于绵羊没有生理性更年

期,可能更合适作为非绝经老年性骨质减少模

型;但是由于造模周期长,价格昂贵,所以应用较

少。 斑马鱼具有体型小、生长快、寿命短、易于繁

殖饲 养 等 特 征, 是 重 要 的 衰 老 动 物 模 型。
CARNOVALI 等[36] 在斑马鱼的鳞片中检测到骨

老化,其中 OB 在 6
  

~
  

9 个月时逐渐失活,OC 在 9
个月时被激活,并且在 6

  

~
  

9 个月的脊柱中检测

到骨结构微改变。 由于物种差异的原因,斑马鱼

的整个寿命与人类没有线性时间线,因此作为

SOP 模型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和验证。

3　 SOP 动物模型评价指标

SOP 动物模型评价指标主要包括生化代谢

指标检测、BMD 检测、骨组织形态学测定、骨生物

力学参数检测等。 BMD 检测指标、骨组织形态学

测定目前是临床上诊断 SOP 的金标准。 在基础

研究中,实验动物模型以实验室评价指标和病理

形态分析为诊断依据[12] 。 动物模型的生化代谢

指标异常,BMD 降低,骨微结构破坏,骨生物力学

参数下降表示造模成功,为研究老年性骨质疏松

症提供更好途径支持。
3. 1　 生化代谢指标检测

骨代谢指标一般是指骨组织在代谢过程中

产生的相关产物和激素,可以从血液或尿液中检

测到,能够反应骨代谢水平。 主要包括钙磷代谢

调节指标、骨形成标志物、骨吸收标志物、激素

等。 钙是重要的骨矿物质元素,钙丢失和钙减少

是引起 BMD 下降、导致骨质疏松的重要因素。
OCN、降钙素(calcitonin,C)可以反应体内钙水平

的变化,C 参与钙磷代谢调节,降低 OC 的数量和

活性,减少骨吸收。 PTH 维持机体钙磷平衡和调

节骨代谢,可以促进骨吸收和骨转换,动员骨钙

入血,血钙升高,引起骨质流失[37] 。 Ⅰ型胶原交

联 C-末 端 肽 ( C-terminal
 

telopeptide
 

of
 

type
 

I
 

collagen,
 

CTX)
 

和 PINP 分别为反映骨吸收和骨

形成敏感性较高的标志物,具有灵敏度、特异度

高的特点,可用于评定患者的骨转换状态,对于

骨折预测具有一定的意义[38] 。 OCN 作为骨形成

标志物,与骨转换相关,参与基质的矿化过程及

OB 的分化[39] 。 OPG 主要通过 RANK / RANKL 系

统发挥调节骨代谢作用,抑制 OC 分化,促进成熟

OC 的凋亡。 CTX 反映 OC 的骨吸收活性,是骨吸

收的重要生化标志物[40] 。 Ⅰ型胶原交联 N-末端

肽(N-terminal
 

telopeptide
 

of
 

type
 

Ⅰ
 

collagen,NTX-
1)是尿液中稳定的骨质溶解终产物,被认为是诊

断骨吸收破坏特异性更高的指标,晨起和夜间的

尿 NTX-1 能很好地反映骨吸收情况[16] 。 生长激

素、性腺激素可以促进骨的线性生长、骨重建,减
少骨吸收,对骨代谢平衡起到调控作用,是检测

骨代谢的重要指标。
3. 2　 BMD 检测

BMD 检测是判断 SOP 动物模型是否造模成

功的重要依据,根据不同的模型,检测 BMD 的时

间节点是不同的,自然衰老模型鼠在 21
  

~
  

22 月

龄时进行 BMD 检测;SAMP6 小鼠在造模 4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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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开始检测 BMD,之后两周一次;D-半乳糖诱

导衰老小鼠通常在皮下注射 D-半乳糖 8 周后进

行 BMD 检测[41] 。 常用的方法包括双能 X 射线吸

收法(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DXA)、定量

计 算 机 断 层 扫 描 ( quantitative
 

computed
 

tomography,
 

QCT)检测、显微 CT( micro
 

computed
 

tomography,Micro
 

CT)检测等。 其中 DXA 具有普

适性和低辐射的特点,同时能够检测脂肪质量、
肌肉质量,具有较高的精准度,故 DXA 为评估

SOP 动物模型的常用方法。
3. 3　 骨组织形态学测定

骨组织形态学测定主要观察 TBS 数量、厚

度、分离度以及皮质骨等参数。 Micro
 

CT 不仅能

够通过三维图像计算体积 BMD,并且直观的显示

骨微结构,进而评价骨组织形态学。 对骨组织切

片采用不同的染色方法,利用 Micro
 

CT 分析并处

理显微图像,可以直观地观察到骨微结构。 通过

分析 TBS 的数量、TBS 的厚度以及 OB 和 OC 的分

布,可以判断造模是否成功。 但是骨组织形态学

测定的部位相对局限,通常为动物模型的胫骨或

股骨,需要结合 BMD 测定综合分析[42] 。
3. 4　 骨生物力学检测

骨生物力学参数检测通过对模型动物骨骼

的断裂载荷、弹性载荷、最大载荷和刚性系数分

析,判断是否造模成功。 分析骨的生物力学特

性,能够反映骨结构形态学特性。 常用的骨生物

力学检测方法包括骨干三点弯曲实验、轴向压缩

实验和旋转实验等。 TANG 等[43] 对 SOP 大鼠进

行骨干弯曲实验,发现大鼠股骨的最大负荷明显

降低,股骨质量下降。 但骨生物力学检测局限于

骨的局部受力情况,并非骨的整体强度,需要通

过多种检测方法结合来评价造模是否成功。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目前 SOP 动物模型种类较多,有各自

的优缺点,自然衰老模型与临床老年性骨质疏松

症最为接近,但是老年动物饲养过程中死亡率较

高,容易合并其他疾病,并且日常饲养管理费用

较高。 睾丸切除小鼠模型可以更好地模拟出老

年男性骨质疏松症的病理过程,但是在切除睾丸

手术过程中可能会引起创伤应激反应,影响数据

的准确性。 D-半乳糖致雄性鼠骨质疏松动物模

型能够作为研究老年男性骨质疏松症的重要工

具,并且成本低廉、操作简单,但是不同的造模剂

量、时间等方面存在差异,且模型的稳定性和可

重复性也有待进一步研究和验证。 SAMP6 模型

可以更好地观察到 SOP 病理表现变化,是目前模

拟人老年性骨质疏松症较为理想的模型。 基因

诱导造模法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可以精确地研究

特定基因在 SOP 发生机制中的作用,并且可以用

于验证新药物靶点,评估药物的疗效和耐受性;
但是操作复杂、技术要求高,并且费用高昂。 在

实验过程中要根据不同的实验经费、实验设备、
实验周期和研究目的选择和构建所需要的模型。

动物模型是研究 SOP 的重要途径工具,能够

更加有效的探索 SOP 的发生机制。 虽然不同的

模型有各自优缺点,且尚未培育出完美的动物模

型能够模拟 SOP 的病理过程,但是随着基因技术

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更适合的动物模型将不断

出现,人们对于 SOP 机制的认识也将更为深入,
也将为抗骨质疏松药物的研究以及新的药物靶

点的发现提供更好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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