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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 观察 口 炎清颗粒治 万慢性咽 炎的临床效果
。

方法 : 将 13 3 例 患者随机分为 2 组
,

对照组 43 例 予西毗氯按含片

治 万
,

治万组 9 0 例 予 口 炎清颗粒治 万
,

观察比较 2 组患者症状
、

体征积分变化及临床万效
。

结果 : 总有效率治 万组为 8 2 2 2 %
,

对照组为 51
.

16 %
,

2 组比较
,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尸
< O

一

01 )
。

治万后 治万组咽痛
、
口 咽干燥

、

咽痒
、

异物感
、

咽私膜充血水

肿
、

分泌物等积分均较治 万前明显降低 (尸
< O

一

05
,

尸 < O
一

01 )
; 且对咽痛

、
口 咽 干燥

、

咽痒
、

异物感
、

咽私膜充血水肿积分 改善

较对照组更 为显著 (尸
< O

一

05
,

尸 < O
一

01 )
。

治 万后对照组仅异物感
、

咽私膜充血水肿
、

分泌物等积分较治 万前降低 (尸
< O刀动

。

结论 : 口 炎清颗粒可以明显改善咽痛
、
口咽干燥

、

咽痒等症状
,

临床万 效显著
,

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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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咽炎为耳鼻喉科常见疾病
,

主要临床表现为咽腔干

燥
、

异物感
、

咽痒
、

刺激性咳嗽等
。

本病病程长
,

症状顽固
,

不易治愈
,

且反复发作
,

给患者带来诸多不适
。

口炎清颗粒治

疗慢喉痹 (慢性咽炎旧收载于 《临床实用中成药》
! , 」。 为了进

一步验证其临床治疗慢性咽炎的疗效
,

笔者以西毗氯按含

片为对照
,

评价口炎清颗粒治疗慢性咽炎的效果
,

结果现

报道如下
。

1 临床资料

1
.

1 诊断标准 参照 侠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 ) 咐以定
。

①

病史 : 多有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史
,

病程在 3 月以上
。

②症状 :

咽部局部不适感
、

异物感
、

痒感
、

灼热感
、

干燥感或刺激感
,

还可有微痛等 ; 常在晨起出现较频繁的刺激性咳嗽
、

伴恶心
,

常无分泌物咳出
,

或仅有颗粒状藕粉样分泌物咳出 ; 用嗓过

度
、

气候突变或吸入干热或寒冷空气时症状加重
。

③检查 : 咽

部较敏感
,

张口压舌易作呕 ; 钻膜呈斑点状或片状慢性充血
,

可呈水肿样肿胀
,

有时可见小静脉曲张 ; 咽后壁常有少许钻稠

分泌物附着 ; 软月鄂口两鳄弓慢性充血
,

悬奎垂增粗
,

呈蛆叫状

下垂 ; 鼻咽顶部有钻液与干痴附着
。

具备上述症状或部分症

状
,

兼有体征中的任何 1 条或 1 条以上者
,

即可诊断
。

1
.

2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均来自本院门诊
,

共 13 3 例
,

随机

分为 2 组
。

治疗组 9 0 例
,

男 51 例
,

女 3 9 例 ; 年龄 18 田 1

岁
,

平均 (3 .5 6 士 11
.

6) 岁 ; 病程 .0 3 口巧 年
,

平均 (4
.

1 士 .4 9) 年
。

对照组 4 3 例
,

男 20 例
,

女 23 例 ; 年龄 20 田 5 岁
,

平均

(3 7
.

1 士 1 3
.

2 )岁 ; 病程 0
.

3 口10 年
,

平均 (4
.

0 士 3
.

0 )年
。

2 组性

别
、

年龄
、

病程等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处理
,

差异均无显著性意

义 (P > 0
.

0 5)
,

具有可比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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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治疗方法

2
.

1 治 万组 予口炎清颗粒 (由天冬
、

麦冬
、

玄参
、

金银花
、

甘草等组成
,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生产 )口服
,

每次 2 袋 (6 g)
,

开水冲服
,

每天 2 次
。

2
.

2 对照组 予西毗氯按含片 (鲁南制药厂生产 )含服
,

每天 3

次
,

每次 1 片
。

2 组疗程均为 14 天
。

治疗期间忌烟
、

酒及辛辣
、

油腻食

物
。

3 观察项目与统计学方法

3
.

1 观察项 目 于治疗前后记录其主要症状
、

次要症状及局

部体征变化
。

根据量化积分标准
,

对咽痛
、

口咽干燥
、

咽痒
、

干咳
、

异物感
、

咽钻膜充血水肿
、

淋巴滤泡增生
、

分泌物等症

状体征按无
、

轻
、

中
、

重程度计 0
、

1
、

2
、

3 分
。

治疗后评价

比较 2 组临床疗效
。

3
.

2 统计学方 法 用统计软件 5 p S S 1 .8 0 进行统计分析
。

2 组

治疗前后变化值之间比较用成组 t 检验
,

组内治疗前后比较用

酉己对 t 检验
。

4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
.

1 疗效标准 参照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澎 呀口 《中药新

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4[] 制定
。

症状疗效指数 N
二

([治疗前积

分
一

治疗后积分 ) 一 治疗前积分」
x 1 0 0%

。

痊愈 : 治疗后症状

消失
,

体征基本消失
,

疗效指数 N 〕 90 % ; 显效 : 治疗后症

状基本消失
,

体征大部分消失
,

疗效指数 66
.

67 % 蕊 N < 90 % ;

有效 : 治疗后症状体征较前减轻
,

疗效指数 3 .3 33 % 蕊 N <

6 6
.

6 7% ; 无效 : 治疗前后症状体征无明显改变
,

疗效指数

N < 3 3
.

3 3%
。

4
.

2 2 组 临 床 万 效 比 较 见表 1
。

总 有效 率 治疗 组 为

8 2
.

2 2%
,

对照组为 51
.

16 %
,

2 组比较
,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

义(P < 0
.

0 1 )
。

表 2 2 组临床症状体征积分比较卜士
、
)

项目 兀召诗霎堕竺纂蔽
对照组(

n 二43 )

治疗前 治疗后

咽痛 .2弘士.0印 .0哭士.0测
④ .2 5 8士.0弘 .2 33士.0夕

口咽干燥 .2臼士.0 55 .0 7 6士.0反鲍 .2 74 士.0料 .2 49士.0臼

咽痒 2
.

弘士0
.

56 0
.

81士0
.

哭鲍 2
.

47士0
.

59 2
.

19士0
.

82

干咳 .2弘士.0宝 2.4 1士.0臼 .2 41 士.0臼 .2 33士 1
.

07

异物感 2
.

18 士.0 臼 1
.

印士.0 7望③ .2 14 士.0 41 1
.

84 士.0测

咽勃膜充血水肿 .2弘士.0弘 1
.

7 6士1
.

哪
④ .2 47士.0 59 .2 16士.0 61

①

淋巴滤泡增生 .2夕士.0弘 .2 39 士.0叨 .2印士.0弘 .2 30士.0 80

分泌物 .2料士.0宝 .2 28 士.0酬 .2臼士.0 49 .2 26士.0 7宁

与 同组治 万 前比较
,

①尸 < 住05
,

②尸 < 住01 ; 与对照组

治 万后 比较
,

③尸 < 0 05
,

④尸 < 0 01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组 别

对照组

治疗组

表 1

n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例

总有效率 (盼

调
、

房劳过度
、

饮食不节等均可耗伤阴血
,

克伐元气
,

致肺肾

亏损
,

津液不足
,

虚火上扰
,

循经上蒸
,

熏蒸咽喉而为病
。

热

邪为本病急性发病的重要因素
,

辛辣燥热之品入于胃
,

灼伤咽

喉之阴津
,

更加重慢性咽炎患者之阴虚内热
,

使慢性咽炎急性

发作
。

就慢性咽炎的病因病机而言
,

治疗原则应为滋阴清热
、

解毒消肿
。

口炎清颗粒方中天冬
、

麦冬甘寒清润
,

功能滋阴降

火
、

润燥生津
,

能养肺肾之阴而降虚火 ; 玄参清热滋阴
、

凉血

解毒
,

能泻实火
,

又善治虚火上炎之咽痛
,

并能利咽消肿 ; 金

银花清热解毒
,

既清气分热
,

又清血分热 ; 甘草泻火解毒
,

缓

急止痛
,

与上药合用加强清热利咽之功
,

并能调和诸药
。

诸药

合用
,

共奏滋阴清热
、

解毒消肿之效
。

纵观全方
,

既能清虚

热
,

又能泻实火
,

为虚实两清之剂
。

现代中药药理研究证实
,

口炎清颗粒具有抗菌
、

消炎
、

抗

病毒
、

解热镇痛
、

增强免疫的作用 5[] ,

并可促进受损口腔钻膜

细胞的修复
,

目前广泛应用于 口腔炎症的治疗
,

并于 2 01 3 年

入选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2 01 2 年版 )第二部分中成药中咽

喉
、

口腔病用药
。

本次临床观察表明
,

口炎清颗粒治疗慢性咽

炎疗效较好
,

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

5 1
.

1 6

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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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比较
,

①尸 < 0 01

4
.

3 2 组临床症状体征积分 比较 见表 2
。

治疗后治疗组咽

痛
、

口咽干燥
、

咽痒
、

异物感
、

咽钻膜充血水肿
、

分泌物等积

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 (P < .0 0 5
,

尸 < 0
.

0 1 ) ; 且对咽痛
、

口

咽干燥
、

咽痒
、

异物感
、

咽钻膜充血水肿积分改善较对照组更

为显著 (P < .0 0 5
,

尸 < .0 01 )
。

治疗后对照组仅异物感
、

咽钻

膜充血水肿
、

分泌物等积分较治疗前降低 (P < 0
.

05 )
。

5 讨论

慢性咽炎发病机理复杂
,

复发率高
,

现代治疗主要以抗生

素
、

雾化吸入
、

局部含片为主
,

但疗效欠满意
。 `

漫性咽炎属中

医学虚火喉痹范畴
,

本病多因内伤所致
。

如五劳过极
、

起居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