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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问答形式，对大众关心的口腔疾病的特点、合理用药的基础知识、常见的牙齿疾病、牙周疾
病、口腔黏膜疾病、舌部疾病、咽喉疾病、唇部疾病和口腔其他常见疾病的认识、诊断、治疗和预后
护理进行了介绍。
全书重点突出药物（包括中药和中成药）的合理使用，是一本科学简洁、通俗易懂、方便查阅的口腔
用药类的科普书籍，可供普通读者和口腔医师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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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口腔合理用药基础1.口腔用药有什么特点？
大家一定用过西瓜霜喷剂吧，也许当你看到这个问题时，脑海中就出现了西瓜霜喷剂，不错，口腔疾
病大多是采用局部给药治疗的，但是口腔用药有哪些特点呢?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明白什么
是口腔给药，这里包括了两层意思，即治疗口腔疾病的药物和通过口腔给予的药物，如气雾吸入剂、
含片、口腔崩解片等。
前者主要的特点有，除病情较重的必须在大夫指导下服用处方药外，一般的口腔疾病，无论是牙痛还
是口腔溃疡，你可以大胆的用OTC药物口腔局部治疗，你可以采用药物薰洗、含漱或者直接把药敷在
病变的地方，其特点是使用方便，药物局部浓度高，治疗效果好，一般不会影响身体健康；后者主要
是一些在口腔服用起治疗作用的药物，比如我们熟悉的气雾吸入剂、咀嚼片、口腔崩解片、舌下含服
药等，它的主要特点是药物不需要水就可以吃，使用方便，不经肝脏的代谢，利用效率高，起效时间
短，危害身体的机会小，但在吸入激素后，一定要反复漱口，不然会导致口腔真菌感染。
2.常见口腔用药有哪些剂型？
几乎所有的剂型都可以是口腔用药的剂型，但口腔常用的剂型主要是含漱剂、喷剂、药膜、气雾剂、
膏剂、糊剂等，当然也包括一些特殊剂型，如控释剂、缓释剂和靶向制剂等。
不同的患者在保证安全、有效的情况下，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和服用方便的剂型。
3.口腔吸入给药该注意什么？
口腔吸入给药最主要的是要掌握正确的用药方法。
正确的吸人方法是：首先摇一摇，对空喷几下；长呼一口气，喷吸同时起；闭气10秒钟，药方达肺中
；问隔30秒，呼气对喷口，粉剂要受潮；吸人是激素，吸后反复漱，去除残留物，真菌无奈何；谨遵
大夫医嘱，严格控剂量；倘若你逞强，多吸药物量，产生不良后果，后悔已晚啦。
具体使用方法如下：①使用前要轻摇几下，使内装的药物均匀悬浮。
②喷雾剂首次使用和长时间未用时，要先凭空按压喷射活门数下，等出现均匀的气雾后方可使用，这
样不仅可以防止喷口处堵塞，保证喷口畅通，也可以使每次喷出的药量稳定，保证用药剂量的准确和
安全。
③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首先应该是先长长地呼一口气，然后在按压喷雾剂的同时吸气，随后闭口屏
气至少10秒以上，若需要喷第二下，中间间隔至少应在30秒以上，此外，使用粉剂的喷雾剂时，呼气
时千万别将喷口对着嘴，以免药物因呼出的热气而受潮，导致药物难以喷出或喷出定量不准确。
④治疗哮喘的气雾剂，多是激素或者含有激素，使用后必须用清水反复漱口数次，去除存留药物，防
止口腔继发二次感染。
⑤保证用药剂量，气雾吸入剂用量多是微克级别，要严格按照医师的意见，医生让患者喷几下就是几
下，喷少了达不到治疗的效果，喷多了很可能会药物过量，引起不良反应。
4.口腔疾病需要全身用药吗？
有时需要，有时不需要。
这主要看口腔患病种类、病情轻重，患者的体质等，我们不能掉进口腔疾病只需口腔局部用药的误区
，也不能一生病就想到吃药、打针等，把全身用药绝对化。
如果口腔仅仅是单纯的溃疡等局部问题，只需要局部用药就足够啦，如果是严重的口腔疾病，或是全
身疾病所导致的口腔病变，如口腔疱疹、坏死性牙龈炎等，必须考虑全身用药。
当然，在口腔疾病的治疗中，我们有一个大的原则，就是能局部用药就不要全身用药，能吃药治疗就
不要打针输液。
5.牙齿仅是吃饭的工具吗？
舌头就是用来说话的吗？
牙齿不仅仅是吃饭的工具，舌头也不仅仅是说话的器官。
牙齿和舌头是口腔的”两员大将”，和口腔其他组成部分一起，除了维持我们的五官漂亮以外，我们
的吃饭、说话、品尝味道、吞咽食物、正常呼吸等基本功能都有它们二者有关。
6.唾液有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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唾液是非常重要的体液，属于中医“五液”之一，是养生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
唾液除了润滑、保护和清洁口腔（主要与唾液中糖蛋白有关）、保持口气清新的作用外，还能消化五
谷杂粮（唾液淀粉酶对淀粉进行初步消化），杀灭细菌病毒（如唾液中的溶菌酶就具有抗菌作用），
防止口腔细菌滋生，更重要的是唾液还具有使人年轻不衰老的作用，这作用与唾液中含的多种酶、激
素和免疫球蛋白有关。
 7.“十人九龋”有道理吗？
答：“十人九龋”很有道理，说明人群中患蛀牙的比例是非常高的，龋齿在世界卫生组织列举的影响
人类健康的三大重点防治疾病中列第三位，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
根据2008年6月发布的《第三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在我国35～44岁年龄段，龋齿的患
病率在88．1％以上，每个患者的口内平均有4．5个龋齿（专业上称为龋均）其中仅8．4％的龋齿进行
了治疗；65～74岁老年人患龋率为98．4％，龋均为l4．7颗，其中仅1．9％的龋齿进行了治疗。
而部分地区儿童的发病率已经接近90％，龋均也大于10，因为龋齿失牙、补牙的数量（专业上称为龋
失补牙数）达到3．45。
这远远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防龋指标：患龋率低于50％，龋失补才均数低于3个。
龋齿发病率高主要与刷牙率不高、刷牙方法不当（如晚问不刷牙、拉锯式刷牙等）、忽视饭后漱口、
牙刷不更换和不消毒、儿童吃零食过多（特别是睡前吃糖或糕点）、饮食过于精细、进食囫囵吞枣等
有关。
因此用“十人九龋”形容当前龋齿的发病现状是比较恰当的，这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8.口腔疾病仅仅是“火”导致的吗？
虽然口腔疾病多见“红、肿、热、痛”的症状，给人的影响似乎口腔疾病就是“火”引起，甚至我们
日常生活中常说“口腔上火”啦，也有商家以此为卖点而大做广告，形成了比较强烈的误导。
但认为“火”是引起口腔疾病的惟一病因就非常片面了，其实，中医上所说的风、寒、湿、燥、火（
热）、瘟、毒、痰饮、瘀血乃至于七情、饮食、劳逸失宜等都可以引起口腔疾病，因此，对口腔疾病
还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辨证看待。
9.药物膏能预防牙病吗？
药物牙膏使用不当不仅不能预防牙病，甚至可能导致口腔疾病。
现在市面上的药物牙膏主要有四类：一是防龋类的药物牙膏，如各种含氟牙膏，加入了氟化钠，氟化
亚锡、单氟磷酸钠等氟化物；二是脱敏镇痛类的药物牙膏，比如冷酸灵等，加入了氯化锶；三是消炎
止血类药物牙膏，比如云南白药牙膏等，加入了各种消炎、止血的药物；四是除臭去渍类药物牙膏，
比如叶绿素牙膏，除烟渍牙膏等，加入了去除污渍和防腐除臭的药物。
认为药物牙膏“有病治病，无病强身”是非常错误的，由于药物牙膏大都含有较多的药物成分，对人
的口腔黏膜有一定的刺激，甚至会造成牙龈炎、口腔炎、舌炎等口腔疾病，影响口腔健康，此外，有
些药物牙膏所含染色素具有刺激性的异味，使人产生恶心、食欲不振等症状。
因此，如果口腔没有疾病或病变不厉害，我们建议选用较高级的传统普通型牙膏，因为这些牙膏中含
有薄荷油、薄荷脑、冰片、留兰香等防治口腔疾病的保健成分，香味浓郁，清凉爽口，无不良反应。
即使牙齿或口腔有某种疾病，也要对症选用合适的药物牙膏，决不可偏信盲从。
 口腔疾病常见的外治方法除手术、针灸、推拿外，主要有包、敷、贴、涂（搽）、熏、洗、熨、拭、
鞭、导、灌、吹、滴、朴14种药物外治法和独具特色的灯火、穴位指压法。
最常用的有预防各种口腔疾病和咽喉疾病的药物熏洗法、涂敷于患部或穴位的涂敷法（如冰硼散、西
瓜霜涂口腔溃疡）、膏药加药末外贴或用潮湿的药品做成薄饼贴于局部的薄贴法（如丁香、肉桂贴患
病牙齿的外颊部治疗虚寒性牙痛）、药物热熨肌表的热熨法（如食盐炒热熨于患牙外颊部治疗牙痛）
、药物直接吹于患处治疗口唇齿舌病变的吹药法（如锡类散吹于溃疡面治疗口腔溃疡）、药液含漱口
腔治疗口腔溃疡、龋齿、牙痛等的含漱法（如淡盐水漱口）等。
此外具有中医特色的灯心草蘸麻油，点燃后烧灼某些穴位或部位治疗腮腺炎、扁桃体炎、牙痛等灯火
疗法和手指按压特定穴位止痛的穴位指压法。
此外，还可以采用微波或激光进行治疗。
中医当然能够治疗口腔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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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治疗口腔疾病，西医有西医的长处，中医有中医的优势。
我们以“牙痛”为例，西医临床治疗牙痛，首要的是镇痛，然后根据具体的情况或抗炎、或消肿、或
治疗原发病；中医早在东汉年间的《灵枢·经脉》篇中就有“牙痛”病的记载，经过几千年的临床经
验积累，目前根琚患者自身情况把牙痛分为龋齿牙痛、风热牙痛、风寒牙痛、胃火牙痛、虚火牙痛、
寒厥牙痛、瘀血牙痛和外伤牙痛等不同证型辨证治疗，此外，还积累了大量行之有效、使用方便的单
方、验方、外冶方及饮食调理方，如独头大蒜局部热敷治疗寒性牙痛、六神丸治厅龋齿牙痛、针灸治
疗神经性牙痛等等，临床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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