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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通过对目前咽炎临床诊疗工作技术界的研究,可以看出慢性喉

咙咽炎也是目前较为普遍的一些慢性病症之一。而按照慢性咽炎

发病早期的病理发生机制和早期发生临床表现以及症状之间的差

异,咽炎在一般正常情况下也可大致区分为急性咽炎和慢性咽炎二

个大类,其中早期慢性咽炎是由于咽部两侧口腔食管黏膜以及黏膜

下咽部食管淋巴结组织部位出现了轻度弥漫性组织损伤,而引起的

慢性咽部食管黏膜发炎。慢性喉咙咽炎发病早期患者的临床体征

为咽炎病人进食咽部时有轻度异物感、干痒以及轻度慢性发热咳

嗽,而病人虽然进行吞咽时的运动和肺功正常,但在进行空咽时咽喉

喉部结节不适感较突出。慢性喉咙咽炎发病早期患者的主要症状

临床表现为咽炎患者进食咽部常有轻微异物感。慢性咽炎的早期

主要临床症状诊断是在治疗中西药治疗结合使用治疗法虽然同时

可以达到具有见效快、使用治疗方便价格较低等优势,但是难以达

到持久有效治疗，但中医对于慢性咽炎而言，能够从根部去缓解

和根治慢性咽炎疾病。随着我国近些年来对中医药的不断创新和

深入发展，慢性咽炎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为此中医在治疗

慢性咽炎的过程中逐步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优势。

1　慢性咽炎辩证诊断

从现在的医疗水平而言，慢性咽炎无法根治。我国古代中医

药学的临床理论中,慢性咽炎多数地表现在肺为肾阳虚火湿热上

炎、脏腑阴虚、阴寒虚火内盛,阳气不足,格阳于上。《普济方咽喉

门》日:" 夫咽喉者,生于肺胃之气也,"《重楼玉钥诸风秘论》也曰:

"咽属地气,属脾土"[1]慢性白喉咽炎的症状中医药治疗原理中大体

来说可以将其分为肺脾肾阳虚型,肺虚脾肾阴虚型,痰湿水火互相郁

结型以此被分为三型。

1.1 肾阳虚型

肾阳虚型的慢性病毒性喉炎以及咽炎的,这类病的患者大多数

的主要早期临床表现。其症状为慢性咽喉疼痛哽咽不适,咽喉微痛,

干咳或食口不欲饮,咽内疼痛舌苔较白略带红或淡黄白色,大便比一

般溏薄, 缺乏活力,精神不振, 语言较低沉,脉沉细弱[3]。

1.2 肺肾阴虚型

肝肾阴虚型这类慢性咽炎型的疾病其患者的早期临床表现通

常为慢性咽喉部存有痛感,咽部常有异物感,舌红,腰腿酸软,虚弱心

烦，烦躁易失眠，痰少而稠或舌质较黏,大便干燥,脉象脉象色沉声

浮细数。

1.3 痰火互结型

痰火互结型这类慢性咽炎的患者，大多数表现为咽部能感觉

到明显的异物存在并且痰黄口臭，舌苔大多数存有淤点，平时容

易犯恶心干呕，脉象大多数为细滑数。

2　中药治疗慢性咽炎的思路

2.1 养阴生津、润肺利咽法

治疗方法其主治以采用中药方法养阴生津,润肺利咽。例如木

蝴蝶、蝉衣、玄参、麦冬、生地、野荞麦根、浙贝、桑白皮、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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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等多种中药材来进行服用，可用于养阴清热,化痰润肺。如果在

病症上偶见头痛咽部发热口干疼痛，则大多数患者在咽干午后甚

者用枸杞子、石斛滋养肝阴肾阳滋补肺阴。若病症见头痛失眠的

患者可添加中药灯心草、柏子仁可用于养心益气安神[2]。

2.2 温阳暖肾法

温阳中药暖肾法常用于肺肾阳虚,咽喉部失温补的慢性喉咽炎,

其以中药温补肺阴肾阳、引火归原等作为基本上的治疗方法原则。

温阳中药暖肺补肾法适用治疗慢性喉咽炎的患者，其中药食疗组

方一般为黄淮山药、熟地、枸杞等多种中药进行调养。

3　慢性咽炎治疗体会

对于目前中医药而言，咽喉炎的治疗是以中医药的基本理论

为支撑，且在治疗的过程中以修复调养目的[3]。因为咽炎患者在

西药治疗过程中，长期使用过度的抗生素导致患者的脾胃遭到损

害。通过治疗和研究发现，针对慢性咽炎可采用疏风清热。采用

滋阴润肺降火等众多治疗方法，咽炎发病主要位于人的肺、脾、心

三脏,其主要病理动机病理特点为实、热、湿外感时邪疫肺内内外

毒气的直接侵犯进而侵入整个人体,卫表被遏,肺内外邪气的被壅而

卫表失宣,故外感病人发热见病者容易发热、咳嗽[4]。近年来，我

国一些属于中医药理学界的著名专家从传统中医学和脾胃学的理

论上研究诊治慢性急型喉咽炎。从而逐渐取得了一些目前较为理

想的早期疾病临床判断诊治以及疗效[5]。

4 结束语

慢性急型喉咽炎主要是在临床治疗疾病过程中,中药的具体临

床治疗作用机理及其方法逐步完全充分展现出来了传统中医相比

西药所具备的治疗机理优势,具备较强的中药技术开发性和研究创

新力度,但由于大多采用传统中药的治疗方法和在治疗整个疾病过

程所花的需要实际花费的具体治疗护理时间相对较长,大多数患者

则会选择快速的西医疗法为主。中药疗法虽然花费时间较长，但

能够最大程度的帮助患者缓解慢性咽炎直到根治的地步，为此对

于中药治疗慢性咽炎是有依据和实际经验的。采用“养阴生津、润

肺利咽法”、“补中益气、升清利咽法”等众多方法值得被推广和

研究，以此为慢性咽炎患者提供多角度不同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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