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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溃疡是内科常见的一种病，唇、颊及舌缘是口腔溃疡

的常见发病部位。由于口腔溃疡存在着周期性、自限性以及复

发性等特点，使得口腔溃疡的治疗只能通过药物使其缓解难以

根治，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1～2]。目前，部分医院对于治

疗口腔溃疡多选择西瓜霜喷剂以及维生素对患者进行治疗，临

床疗效不一。近年来，笔者应用锡类散及碘甘油外涂治疗口腔

溃疡，收到较好疗效，结果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选择 2013 年 1 月—2014 年 10 月本院接诊的口腔溃疡患

者共 60 例，按照入院顺序随机分为 2 组。其中观察组 30 例，

男 9 例，女 21 例；年龄 14～50 岁，平均(32.4±4.1)岁；轻

型复发性患者 17 例，疱疹型复发性患者 8 例，重型复发性患

者 5 例。对照组 30 例，男 7 例，女 23 例；年龄 16～52 岁，

平均(35.6±5.3)岁；轻型复发性患者 20 例，疱疹型复发性患

者 7 例，重型复发性患者 3 例。本研究在患者和家属的同意

下，并在本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下进行。2 组患者年龄、性

别、溃疡类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 治疗方法

2.1 观察组 予碘甘油(上海运佳黄浦制药有限公司)治疗，用

医用无菌棉签取适量的碘甘油涂抹溃疡部位，每天 3 次，涂

药后 30 m in 内禁水、禁食。涂抹碘甘油 30 m in 后取锡类散

(胡庆余堂生产)适量吹敷涂布在患处，每天 1～2 次，涂药后

30 m in 内禁水、禁食。
2.2 对照组 西瓜霜喷剂(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维生

素 B 2、维生 C 联合外用。方法：将西瓜霜喷剂、维生素 B 2

粉末、维生 C 粉末按照 2∶1∶1 的比例混合，每次取适量喷

于患者口腔溃疡处，每天 3 次，涂药后 30 m in 内禁水、禁

食。
2 组均以 1 周为 1 疗程，一般治疗 1～2 疗程。所有患者

均治疗 1 疗程后统计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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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观察锡类散及碘甘油外涂治疗口腔溃疡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口腔溃疡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 2 组各 30 例， 观察

组采用锡类散及碘甘油外涂治疗， 对照组采用西瓜霜喷剂治疗。 结果： 治疗后治疗组起效时间、 治疗总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

（ P ＜ 0.05） 。 总有效率观察组为 96.7％， 对照组为 80.0％， 2 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05） 。 随访 6 月， 总复发率观察组

为 17.2％， 对照组为 75.0％， 2 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05） 。 结论： 锡类散及碘甘油外涂治疗口腔溃疡效果好， 且疗程

短、 复发率低， 值得推广应用。

［ 关键词］ 口腔溃疡； 锡类散； 碘甘油

［ 中图分类号］ R781.5 ［ 文献标志码］ A ［ 文章编号］ 0256- 7415 （ 2015） 12- 0171- 02
DOI： 10.13457/j.cnki.jncm.2015.12.076

171· ·



新中医 2015 年 12 月第 47 卷第 12 期

JOURNAL OF NEW CHINESE MEDICINE December 2015 Vol.47 No.12

3 统计学方法

选择 SP SS17.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计量资料以(x±s)表
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表示，采用 χ2 检验。
4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1 疗效标准 参考文献[3]拟定。治愈：口腔溃疡全部愈合，

临床上的症状消失；有效：临床上的症状已经消失，但停药后

仍有复发，症状比之前轻，用同样方法仍有效；无效：治疗后

病情没有变化。
4.2 2 组起效时间、 治疗总时间比较 见表 1。治疗后治疗组

组起效时间、治疗总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2 组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2 组起效时间、 治疗总时间比较(x±s) d

4.3 2 组 临 床 疗 效 比 较 见表 2。治疗后总有效率观察组为

96.7％，对照组为 80.0％，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表 2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4.4 2 组复发率比较 见表 3。随访 6 月，总复发率观察组为

17.2％，对照组为 75.0％，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表3 2 组复发率比较 例(%)

5 讨论

口腔溃疡的病因主要分为免疫缺陷、遗传以及受部分疾病

或症状(如消化系统的疾病：胃溃疡、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

等)的影响，另外偏食、消化不良、睡眠不足、工作压力过大、
月经周期不规律等也可能会导致口腔溃疡的发病[4～5]。人群长

期处于精神过度紧张、情绪波动大、睡眠情况不佳的状态下，

或是体内缺乏微量元素如锌、铁、维生素 B 12、叶酸，营养不

良等都会导致口腔溃疡的产生。临床上，常规采用西瓜霜喷剂

配合维生素 B 2 以及维生素 C 等治疗口腔溃疡，可收到一定疗

效。但该法存在见效慢、疗效不明显、复发率高等问题，给患

者带来极大的不便[6～7]。近年来，临床发现采用锡类散及碘甘

油外涂的方式对口腔溃疡有较好疗效，本次研究对于此疗法进

行观察验证，结果疗效令人满意。
中医古籍中没有口腔溃疡这一病名，但根据其临床症状，

可将其归属于口痛、口糜、口疡、口破等范畴。中医学认为，

口腔溃疡的主要病因包括饮食不节、情志过极、劳倦过度和外

感六淫等。嗜肥甘厚味，或过度刺激之食物，导致脾胃损伤，

从而产生食积、痰湿等病理产物，或寒热错杂，或气虚湿阻，

或气血亏虚，或气虚发热，终致湿、热、毒、瘀等郁结口腔，

热毒煎熬血肉，肉腐成脓而成。锡类散原载于尤在泾《金匮

翼》一书，主要成分为象牙屑、青黛、壁钱炭、人指甲(滑石

粉制)、珍珠、冰片、牛黄。方中的青黛、牛黄清热解毒；人

指甲与壁钱炭不仅有解毒、消炎之效，且有去腐生肌之功；珍

珠、象牙屑亦有去腐生新作用；冰片具有较好的止痛作用。诸

药合用，共奏清热解毒、凉血祛腐、燥湿止痛、收敛生肌之

效，有利于加速溃疡的愈合。
本次观察结果表明，锡类散及碘甘油治疗口腔溃疡临床疗

效显著，且其治疗时间、复发率均短(低)于对照组，值得临床

推广应用。但因本文纳入研究的样本量过小，其更确切的疗效

还有待大样本、多中心的研究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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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 值

P 值

n
30

30

治愈

22(70.0)

13(43.3)

有效

7(26.7)

11(36.7)

无效

1(3.3)

6(20.0)

总有效

29(96.7)

24(80.0)

4.0431

0.0444

组 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 值

P 值

n
29

24

随访 1 月

0

3(12.5)

随访 3 月

2(6.9)

6(25.0)

随访 6 月

3(12.5)

9(37.5)

总复发

5(17.2)

18(75.0)

17.8349

0.0000

组 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 值

P 值

n
30

30

起效时间

1.13±1.56

3.23±2.41

3.8730

0.0001

治疗总时间

5.22±2.62

8.11±3.75

3.2863

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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