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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中成药在儿童耳鼻喉科疾病中的合理应用

张路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医院  贵州 贵阳  550018

【摘要】常见的耳聋、过敏性鼻炎、鼻窦炎、慢性咽炎、耳鸣等都是临床上发病率比较高的耳鼻喉科疾病。抗

生素药物长期在临床的耳鼻喉科疾病中被使用。不过，现在临床上关于抗生素的使用不合理、耐药性等问题越来越

突出。对于患有耳鼻喉科疾病的儿童，因其各项器官都处在发育阶段，高频率使用抗生素将会给儿童的成长和发育

带来一定的不良影响。相比而言，中成药有着更安全的效能。中成药的使用可以使患病的儿童因药物带来的不良影

响降低。在儿童的疾病中的用药，一定要注意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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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耳鼻喉科在临床的诊疗中会用抗生素，主要是因

为儿科高发的上呼吸道疾病与耳鼻喉科疾病因其解剖特

点常伴。在临床上，有抗生素被滥用的情况。作为身体

器官发育的成年人，用多了抗生素都不好，因此，在儿

童的疾病中应当对抗生素的使用及用量有着更严格的要

求。儿童对于抗生素的耐受力比较弱，常见的肝肾毒性、

耳毒性等都是儿童使用抗生素的不良后果，情况严重的

甚至会造成死亡。因此，临床医生对儿童使用抗生素越

来越严谨，常常会用一些中成药来减少或者代替抗生素

使用。目前的很多中成都是西医在开，西医因为对中医

理论知识缺乏系统的掌握，容易发生对中成药的使用不

合理的情况。怎样在儿童的耳鼻喉科中使用中成药是需

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1 儿童耳鼻喉科疾病特点
儿童的身体以及各项器官都处于迅速发育的阶段，

各方面的机能都不是很成熟。因此，儿童与成年人相比

而言，被疾病感染的可能性更高。不过，儿童的疾病性

质多为阳热，热邪易入里且传变迅速，倘若治疗得当，

轻剂亦可取效。耳鼻喉都是分布于人体的头部或面部，

处于清气上通之处。耳，主要为听觉。鼻主要是嗅觉功

能，喉为肺系之所属。因此，耳鼻喉科疾病，内因多为

肺、胃、肝、肾功能失常，外 因 多 为 风、寒、热、湿、

疫等邪气侵犯相关。小儿患耳鼻喉疾病，若感受新邪、

外邪则易化火化热，阳症、实证、热证居多，当驱邪清

热为主；若病久不愈，则易伤及脾胃，虚症居多，可适

时补益。从生理的角度看，儿童的鼻腔通道比成人的更

短，咽腔和喉腔逗比承认的更狭小，其免疫力更不如成

年人。这些具体的条件就造成儿童患耳鼻喉科疾病的可

能性更大，而且可能伴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病后症状。

2 中成药在耳鼻喉科疾病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中成药具有固定组合和配比的中药组成。中成药是

基于中医理论配置成的药，有各种各样的剂量标准。中

成药的主要优点是方便病人服用、储存也比较方便、还

比较容易携带。因此，在耳鼻喉科的疾病中遇着比较广

泛的应用范围。不过，在临床的应用方卖弄，依然有一

些问题存在，应当采取一些合理的措施进行解决。

2.1 缺乏中医理论指导，适应证把握不明

在临床上，很多中成药都是西医医师开的处方。西

医医师因为不具备中医拥有的辩证思路，大多数时候都

是依靠经验在使用，所以中成药在临床方面的应用效果

不是特别理想。中医的理论体系就要求辨证施治、四诊

八纲结合，先别阴阳，后分表里、寒热、虚实。在病人

的病情比较复杂的时候，就不能一概而论。比如，鼻渊

舒口服液就是鼻窦炎的常用药，可以用于小孩子肺经风

热或胆腑郁热证型的鼻窦炎。如果不对鼻窦炎的具体特

征进行辨别，遇到鼻窦炎就使用鼻渊舒口服液，就可能

会造成耽误病人病情的后果。

2.2 中成药使用剂量、疗程缺乏规范

在制作中成药的时候，有着严格的药物使用配比，

制成成药之后进行包装使用。现在，我国的很多中成药

的说明书没有明确的儿童使用剂量说明，对于儿童的用

药常常用一些含糊不清的词语进行描述，比如：遵医嘱、

酌减等。有一部分的药物说明书里虽然有大致的年龄段

的划分，不过也没有更加详尽的使用年龄、体表面积等

内容的描述。除此之外，常用的中成药的剂量比较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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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疗程应当根据患者自身的情况以及药物的特征进行

判定，一些说明书中只是提示产生不良反应应当立即停

止使用。因此，中成药的使用聊城目前还不能做到有效

的监管。比如，在儿童中欧冠比较常见的急性扁桃体炎，

急性期的时候可以使用蒲地蓝消炎口服液等清热解毒之

品，当使用时间太长，就可能会伤及脾胃，进而对儿童

的成长和发育有不良影响。

2.3 不重视中成药的不良反应

儿童的用药，首先应当关注的就是安全性。一些

临床医生或者患病儿童的家属会认为单词使用剂量比较

小，有比较高的安全性，这就是严重的对不良反应的认

识不足。据有关资料表明，消化道症状以及皮肤症状等

就是儿童使用中成药存在的主要不良反应。发生不良反

应的根本原因是组方药物本身有小毒性、刺激性，患者

服药的时间、患者的体质等因素也可能会有影响。目前，

很多中成药的说明书中并没有明确表述有可能出现的不

良反应，这就使得临床用用有一定的风险。

2.4 中成药联合其他药物使用是否合适

临床上为使效果更好，常常会因为中成药的量比较

小、且平和，就将一些外用药或者西药、中药等进行结

合使用。药物的结合使用会在人体中产生比价复杂的代

谢过程，药物之间的作用途径常常有这三种：一是通过

药理效应或生物学通路的协同或拮抗；二是药动学过程

为中间媒介的相互作用；三是体内或体外直接接触后产

生物理或化学反应。因此，联合用药肯定会有一些局限

性，对药物进行合理的联合使用，可以促进更好的质量

效果，不合理使用就可能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

3 使用中成药的建议及有关对策
对中成药进行合理的使用不但可以让儿童的额用药

更有保障，而且也能使中成药医药资源发挥出更好的应

用价值。对于患有耳鼻喉科疾病的儿童，中成药的不合

理使用，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的措施进行改进或解决：

3.1 强化医生中医理论培训，加强临床用药监管

临床会用到中成药的医生应当加强对于中医理论的

学习。系统的理论知识的学习可以帮助临床医生选择适

宜的中成药，在联合用药的时候也会有更好的效果。作

为医院，也应当督促临床医生的学习进展。临床和药学

部门之间也应当建立科学、高效的沟通机制。医院方面

可以多组织一些中医药方面的知识讲座，能够让在学习

中医理论知识的医生有更大的交流平台、有更多的交流

途径。另外，医院也应当对中成药的准入标准进行严格

把控，对发生过不良反应的中成药应当慎重的选择应用，

负责制作中成药的工作人员也应当再次向临床医生确认

所用的中成药及剂量。应当加强对中成药的监管，对于

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不合理的中成药应当提出质疑。

3.2 建立中成药用药不良反应上报制度

对儿童使用中成药发生的不良反应，应当由当班的

工作人员及时上报给医院，便于医院方面对中成药的不

良反应进行分析、总结。为中成药的后续使用提供更好

的基础。

3.3 完善中成药药理研究，细化药品说明书及包装

中成药的生产厂家应当在研发中成药的时候，尽

可能地对中成药的具体成分进行明确、让临床医生可以

更好的预测该中成药在与其他药物结合使用的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相互作用。临床医生也应当将中成药在临床使

用期间的一些具体情况反映给药品生产厂家，方便药品

生产厂家对中成药的说明书进行优化和完善，在说明书

中对含有的刺激性成分等做重点标注，同时也要及时将

不良反应完善到说明书中。儿童患耳鼻喉科疾病往往都

是急性发作、病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发生比较大的变

化，常常会和上呼吸道疾病一起发生。儿童因其生理机

能的具体特征，用药时间不能太长，所用药量也不能太

重。药品的生产厂家也应当在包装上注明该药物适用的

病情、病症。临床医生在对药物使用的时候也应当严格

根据儿童的病情特点控制药物的剂量，最大程度地确保

因疗程和剂量等因素给患者造成的不良反应最小。中成

药使用起来比较方便、药效也比较好，因此在临床上的

应用肯定会越来越广。对中成药的恰当选择和合理应用

可以让儿童的耳鼻喉科疾病得到更好的治疗。医院、药

品制作商家、药品监管部门、临床医生等各方面都要各

司其职，让中成药在临床方面有更大的应用空间和更好

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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