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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人类身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口腔健康具有重要的地位，在《黄帝内经》中最早提及到了中

医药对口腔疾病防治的一些方法与案例，中医药独特的优势也影响着口腔医学的发展。本文以文献资料、

中医理论、中医口腔临床为基础，探讨中医药疗法在口腔疾病防治中的治疗效果、优势领域还有现实问

题，分析中医药未来的发展方向，提高人体口腔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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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human health, oral healt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Some 
methods and cases of TCM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oral diseases were first mentioned 
in Huangdi Neijing.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TCM also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or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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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literature, TCM theory and TCM oral clinic,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rapeutic effect, 
advantages and practical problems of TCM therapy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oral dis-
eases, analyz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CM, and improves the health level of human 
oral ca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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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治疗口腔疾病方面，传统的中医药疗法有着其独特的优势，尤其是在牙周炎、口腔黏膜病、口腔

溃疡等疾病方面治疗十分广泛。目前，中医药口腔疾病研究主要包括口腔黏膜病方面的局部中医辨证损

伤机制研究[1]及口腔细胞中医辨证分型与其他分类差异性研究[2]，咽喉口腔疾病方面的中医药古方研究

[3]，牙周病方面的中西医结合用药研究[4] [5] [6]和中医药新剂方的研发[7] [8]。我国已成为全球口腔护

理产品的生产动力和质量动力[9]，口腔防治护理产业发展迅速。应用中医疾病管理理念[10]提高疾病的

治疗效果和管理水平，在和合思维下效果显著。随着国家积极开展中草药的现代工艺与研究，提出传统

中医药的更大化利用，挖掘中医药疗法治疗各项疾病的潜力，中医药疗法作为未来口腔疾病防治的发展

方向之一，关注度逐年上升。 

2. 中医药思想口腔疾病应用 

2.1. 中医文献记载口腔疾病 

古时候的人们认为口腔与五脏六腑密切相关，早在明朝著作《口齿类要》中，薛已便提到“口疮上

焦实热，中焦虚寒，下焦阴火，个经传变所致，当分别而治之”言说上、中、下三焦的虚、实、寒、热

可引起口腔溃疡，脏腑经络间的病理变化可相互传递。此外，《素问》中“火郁”的方法也显示了治疗

发热的真正意义。和其他医学体系比较，辩证论治最常用，辩证论治是中医诊疗体系的主要特点之一，

所以中医在辨病论治、辩证论治和对症治疗三个手段中最重视辩证论治。辩证即是将四诊：望、闻、问、

切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来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邪正之间的关联，概括并

判断其为某种疾病。在如今健康管理领域，中医核心辩证思维[11]被广泛应用，其对健康管理的发展有着

重要的指导意义。由此可见，古人使用中医药疗法治疗口腔疾病，并形成了一套特有的医疗诊断和治疗

的中医理论，影响力之大从古至今，但中医药口腔疾病理论仍然需要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2. 口腔疾病的防治与中医药 

通过分析文献可以发现，中医药主要防治牙周炎[12] [13] [14]，口腔黏膜病[15] [16] [17]，口腔溃疡

[18] [19] [20] [21]等口腔疾病，中医辨证法[22] [23] [24] [25]则是最常应用的方法。如谢扬[26]等为减轻溃

疡疼痛，促进溃疡表面愈合，采用中药序贯疗法，有着显著疗效。依照中医古法制配的甘草泻心汤，中

药含漱液，回医香药治疗口腔黏膜病的作用广泛而有效[27] [28] [29]。刘庆南[30]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加味

泻黄散可明显抑制溃疡疼痛发生，减小溃疡直径，防止溃疡大范围扩散，尤其在复发性心脾热积型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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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的治疗方面有着独特优势，能够较大缓解口腔溃疡炎症症状，使中医证候的评分下降。三叉神经痛，

涎腺疾病，牙体牙髓病的发病机制探索与疾病诊疗，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果。龋病方面，中医医疗发展迟

缓，需要更深层次的研究。 

3. 中医口腔医疗发展面临的困境 

由于传统中医思想对外来医学的抗拒，先进的西医逐渐取代了中医口腔医学发展主导医学的地位，

人们在面对口腔疾病时不选择中医更愿意相信西医，且中西医结合缺乏深入研究与交流，成为限制中医

口腔发展的首要原因。同时；中医口腔人才的后备不足，社会对中医口腔基础理论学习的不重视，中医

西医化的发展趋势。我国中医口腔专业高等教育起步较晚，发展缓慢，部分学校的师资薄弱，教学管理

不规范，教学投入不足[31]等都成了中医药口腔医疗发展所面临的难题。 

4. 中医药口腔医疗未来发展与建议 

4.1. 人才培养的重视与中西医交流的开展 

中医药口腔医疗发展的首要要素就是人才的培养，各学校各医疗机构应广泛开展中医临床知识技能

培训，规范中医口腔疾病评价标准、临床诊疗路径，信息采集手段、疗效判断标准[32]等。还要与西方医

学交流，推崇以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共同防治口腔疾病的研究，提高口腔医疗人员的专业素养。内修外交，

中医口腔才能迎来新发展。 

4.2. 宣传与推广力度的加大 

目前，医疗卫生行业也跟随其他行业进入了信息时代，这给了中医口腔一个发展良机，中医院作为

中医口腔发展的“车头”可借助互联网这个平台，加大对中医口腔的宣传推广，如线上的微博微信推文

普及中医药传统知识及举行中医药传统知识竞赛或电视广告广播宣讲等，线下的中医药科普手册的宣传

还有组织民间宣传讲座等，特别对基层的机构以及民众，通过多元化的科普讲述中医口腔技术，营造中

医口腔特色氛围、体现中医口腔传统文化的魅力，提高群众对中医口腔的接受与喜爱度。作为弘扬继承

中医口腔文化的重要发展区域，学校要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结合，设立中医药教学课程，提升中医教

学质量，举办校内校外中医药相关活动与宣传讲座等，让学生成为中医口腔文化传播与发扬的重要构建

成份。从社会到校园，再到世界每一处角落，积极传播中医口腔的种子，方可打开中医口腔的崭新面貌。 

4.3. 国家政策的支持与中医口腔的科学研究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中医口腔的研究得到了飞速发展，中医口腔队伍的扩大也离不开国

家的组织，只有国家投入更多的政策，支持中医口腔建设，才能给中医口腔发展提供保障。此外，中医

口腔临床研究较稀少且创新性缺乏，也阻碍中医口腔的发展，探索中医口腔新型的研究途径，需要在中

医口腔理论与西医科学二者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在中医口腔领域中创建出新的医学思维模式[33]，大力

开展中医口腔临床研究，不断更新中医口腔疗法防治口腔疾病的研究成果，将中医药口腔疗法推向全世

界。 

5. 展望 

在整合分析中医药口腔思想，中医口腔发展困境，分析中医口腔医疗未来发展并提供合理建议后，

我们可以发现中医口腔发展契机的多样性与可行性。尽管现在中医口腔应用道路且长，障碍与机遇并存。

但我们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国家的重视，科研人员的不断研究及中医药广泛的医学价值，中医口腔医学

研究中的道路将会更加开放。中医药作为中国的传统瑰宝之一，也将为人类福祉发挥更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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