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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耳鼻咽喉科临床研究》

前言

本书是根据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及卫生部教材办公室于2007年12月在北京主持召开的关于编
写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十一五”规划研究生系列教材主编会议的精神，由全国19所高等中医药院校
联合编写的研究生规划教材，主要供中医及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专业研究生学习使用。本教材针对
研究生的学习特点，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本科规划教材《中医耳鼻咽喉科学》的基础上
进行深化，体现与本科教材内容的连续性和递增性，突出中医特色以及重点、难点、疑点的阐述，着
重培养研究生的临床思路、科研能力以及研读古典医籍的能力，体现中医的特色优势以及中医经典理
论在耳鼻咽喉科的应用，力求反映本学科目前的发展现状及研究热点。本教材共分五篇。第一篇为中
医耳鼻咽喉科学基础，包括中医耳鼻咽喉科学理论体系特点、耳鼻咽喉与脏腑经络的关系、中医耳鼻
咽喉科辨证要点及治疗要点等内容。针对耳鼻咽喉为清空之窍的特点，在内治法中，特别提出通窍、
利咽、开音法的运用，并对耳鼻咽喉专科较常用的通窍类及利咽开音类中药作了较详细的介绍。此外
，本篇对具有中医特色的16种外治法及针灸疗法用了较多的篇幅，较详细地介绍了不同治法的历史源
流、临床应用以及进一步研究的思路，同时对基础研究领域的耳鼻咽喉与脏腑关系的现代研究概况以
及近年来临床工作中的新问题“围术期的中医药干预治疗”亦进行了简要的介绍。第二篇为中医耳鼻
咽喉科常见疾病，是本教材的核心内容，选择中医治疗具有特色和优势的25种常见病及疑难病进行了
重点介绍，每种疾病下分概述、历史源流、辨病与辨证、治疗、临床思路、医案医话、古代文献分析
、研究思路等栏目，其中病名定义及证型与本科规划教材基本保持一致；“历史源流”与“古代文献
分析”着重阐述古代医家的认识，前者以病名为线索从“源”到“流”进行了纵向的系统梳理，后者
则以古人对本病病因病机与治疗的认识为线索，从横向上进行综合分析；“辨病与辨证”针对研究生
学习中容易混淆的问题，着重阐述中医诊断的两个层次，提出中医辨病的主要依据及应注意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再阐述该病的总体辨证思路、局部辨证要点，最后逐条列出各证型的辨证要点；“治疗”
详细列出该病的内治、外治、针灸疗法等各种临床上常用的中医治疗手段；“临床思路”介绍各种治
疗方法在临床上如何合理选择及配合应用，提出中医治疗的优势所在，并指出该病诊断、治疗、预后
等方面值得注意的相关问题；“医案医话”选择已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医案或医话并加按语进行
点评；“研究思路”在回顾该病的现代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今后的研究方向，
供研究生选择研究课题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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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耳鼻咽喉科临床研究》共分五篇。第一篇为中医耳鼻咽喉科学基础，包括中医耳鼻咽喉科学理
论体系特点、耳鼻咽喉与脏腑经络的关系、中医耳鼻咽喉科辨证要点及治疗要点等内容，对"围手术期
的中医药干预治疗"亦进行了介绍。第二篇为中医耳鼻咽喉科常见疾病，是《中医耳鼻咽喉科临床研究
》的核心内容，选择中医治疗具有特色和优势的25种常见病及疑难病进行了重点介绍，每种疾病下分
概述、历史源流、辨病与辨证、治疗、临床思路、医案医话、古代文献分析、研究思路等栏目。第三
篇为中医耳鼻咽喉科古典医籍简介，选择了与耳鼻咽喉科关系密切的具有代表性的27部古典医籍进行
介绍，期望能起到古典医籍导读的作用。第四篇为中医耳鼻咽喉科当代名家简介，选择了在中医耳鼻
咽喉科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影响较大的12位当代名家，对他们的生平及学术思想进行简要介绍。第五篇
为中医耳鼻咽喉科科研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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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耳鼻咽喉与脏腑关系的现代研究中，有关耳、鼻与肺的关系，也有一些报道。（一）耳与肺
有人进行了家兔右侧急性胸膜炎病理模型实验，在一组实验家兔一侧胸膜腔注入无菌松节油，造成急
性胸膜炎病理模型，此时用耳廓染色法观察，发现家兔耳部的“胸肺代表区”有染色区别，并且具有
耳穴低电阻点，与在一侧胸膜腔注人生理盐水的对照组有显著差异。从而认为肺与耳、肺与耳穴在一
定程度上是有相关性的。还有人从解剖和组织胚胎学方面研究，认为气管、肺和咽鼓管、鼓室、乳突
气房的胚胎发育、解剖结构、组织学构成和功能与出生后形态发育几方面看，肺和中耳是同源的，具
极高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为中医学上耳窍病从肺论治的理论提供了现代科学的客观依据。从解剖学
和生理学来看，咽鼓管阻塞可使鼓室负压，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和分泌亢进，鼓室产生积液，可导致
分泌性中耳炎等病的产生。而导致咽鼓管阻塞的诸因素中，鼻炎、支气管炎等上呼吸道感染最为多见
，这些大多在中医学属于“肺系”的病变。（二）鼻与肺鼻与肺之间存在“鼻肺反射”、“鼻反射神
经症”，早有国外学者所阐述。所谓“鼻肺反射”，是指清醒或麻醉状态下的人或动物都存在着这一
生理现象，即鼻腔阻力增高，气味、液体、机械等因素对鼻黏膜的刺激均可引起支气管收缩，从而影
响肺通气量。这一现象定义为鼻肺反射。其解剖学基础是存在于鼻肺之间的反射弧，传人纤维是鼻黏
膜内的三叉神经末梢，传出纤维是直至支气管平滑肌的迷走神经，中枢神经核是三叉神经核和迷走神
经核。由鼻塞等因素导致的胸闷、气喘、心悸等，则称为“鼻反射神经症”。许多哮喘病人是由变应
性鼻炎发展而来的，或两者并存，因而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在《过敏性鼻炎及其对哮喘影响的指导原
则》中指出，哮喘和过敏性鼻炎发生于同一气管，两者是“一个气道，一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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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耳鼻咽喉科临床研究》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Page 6



《中医耳鼻咽喉科临床研究》

精彩短评

1、书有点脏，但是质量不错
2、研究生教材，此套书非常有水平，越读越有味，收藏学习。
3、额有鼻炎，西医看不好，中医把20年的老鼻炎给去根了，相信中医，力挺中医。了解鼻炎不错的书
籍
4、临床实用参考书。
5、内容不错，适合中医研究生及中医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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