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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系统阐述了中医“治未病”思想在耳鼻喉科的应用与实践。首先概述了中医“治未病”

的起源、发展及其基本原则,进而分析了耳鼻喉科疾病的现状以及“中医治未病”在该领域的应用意义。

文章详细探讨了中医“治未病”思想在耳鼻喉科疾病预防策略、治疗方法融合与创新方面的具体应用,

并通过临床效果评估与典型案例分析,展示了其实际应用效果,为相关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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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thought of “Treating 

pre-disease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Chinese otolaryngology. First,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s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re outlined, and the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tolaryngology Diseases and the application significance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s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is field were analyzed. This paper discusses in detail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ought of“Treating pre-disease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prevention 

strategy,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reatment methods of otorhinolaryngological diseases, and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f clinical effects and analysis of typical cases, it shows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effect and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 for related research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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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医“治未病”思想,作为传统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理论内涵。其起源可追溯至古代

中医典籍,如《黄帝内经》等,其中便蕴含了预防疾病、调养身

心的理念。随着中医学的不断发展,治未病思想逐渐形成了完整

的理论体系,并在历代医家的实践中得到验证与深化。  

在中医“治未病”思想的演进过程中,其核心理念始终未变,

治“未病”所包含的“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论述

仍与《黄帝内经》相符,包括疾病状态、未病状态、欲病状态和

病后状态”[1]。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医对于疾病发生、发展及转

归规律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于预防医学的高度重视。通过运用中

医的辨证施治原则,结合患者的体质、环境、生活习惯等多方面

因素,中医“治未病”旨在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增强正气,从而

达到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目的。 

1 中医治未病的基本原则 

中医“治未病”思想,强调在疾病尚未发生或处于萌芽状态

时,采取积极的预防和治疗措施,以达到防止疾病发生、发展的

目的。这一思想在耳鼻喉科的应用中,体现出了显著的理论价值

与实践意义。其基本原则主要包括预防为主、调养为辅、辨证

施治以及整体调节等几个方面。 

首先,预防为主是中医“治未病”思想的核心。在耳鼻喉科,

这意味着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情志调养等方式,增强患者的正

气,提高机体抵抗力,从而预防疾病的发生。例如,针对变应性鼻

炎患者,当患者处于潜伏期,尤其是过敏体质患者应尽量少接触

或不接触变应原,如：花粉、尘螨、真菌、动物皮屑、羽绒、鱼

虾、牛乳、鸡蛋、空气污染等,这样可以减少或避免疾病的发生。

如李俊[2]等研究显示空气花粉浓度与变应性鼻炎就医人次的暴

露一反应关系为线性,呈正相关(P<0.001),同时使用环保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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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可以减少变应性鼻炎的发病次数也已得到肯定[3]。因

此要尽量避免接触变应原,从根本上防止疾病的发生。 

其次,调养为辅是指在疾病初期或康复阶段,通过药物、食

疗、锻炼等手段,帮助患者恢复正气,巩固疗效。在耳鼻喉科疾

病治疗中,中医注重调养患者的脏腑功能,以改善局部症状,促

进整体康复。如针对慢性咽炎患者,中医会结合患者的体质特点,

制定个性化的调养方案,旨在滋阴润燥、清热解毒,从而缓解咽

部不适。 

再者,辨证施治是中医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治

未病”思想的重要体现。在耳鼻喉科,中医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

和体质特点,进行个性化的辨证施治。这包括准确辨析病因、病

性、病位以及病势等要素,从而制定出针对性的治疗方案。通

过辨证施治,中医能够更有效地控制疾病的发展,减轻患者的

痛苦。 

最后,整体调节是中医“治未病”思想的又一重要方面。中

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各脏腑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因此,在治疗耳鼻喉科疾病时,中医不仅关注局部病变的处理,

还注重整体机能的调节。通过调和气血、平衡阴阳等手段,中医

旨在恢复患者的整体健康状态,从而达到治“未病”的目的。 

2 耳鼻喉科疾病现状与中医“治未病”的应用意义 

2.1耳鼻喉科疾病现状分析 

近年来,耳鼻喉科疾病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高发趋势,其发

病率逐年上升,给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带来了严重影响。

目前,尽管现代医学在耳鼻喉科疾病的治疗方面取得了显著进

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如疾病谱的扩大、耐药性的增强以及治

疗成本的高昂等。在此背景下,中医“治未病”思想的应用显得

尤为重要。 

中医“治未病”思想强调预防为先,在耳鼻喉科领域首先通

过中医的辨证论治方法,可以早期发现潜在的耳鼻喉科疾病风

险,及时采取干预措施,阻止疾病的进一步发展。变应性鼻炎若

已确诊,如若不治疗或治疗不当可引起诸多并发症,如支气管哮

喘、变应性鼻窦炎、过敏性咽喉炎、分泌性中耳炎等。其次,

中医治疗手段如中药、针灸等具有副作用小、疗效持久的特点,

能够在疾病治疗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减轻患者的痛苦。最后,

中医“治未病”思想还强调生活方式的调整,包括饮食、作息、

运动等方面,这些措施对于预防耳鼻喉科疾病同样具有积极

意义。 

2.2中医“治未病”在耳鼻喉科的应用价值 

中医“治未病”思想在耳鼻喉科的应用价值深远而广泛,

不仅体现了传统医学的预防理念,更在现代医学实践中展现出

独特的优势与意义。在预防方面,中医强调“未病先防”,通过

辨识体质、调整生活作息、饮食调养等多种手段,增强个体抵抗

力,从而有效预防耳鼻喉科疾病的发生。例如,针对变应性鼻炎

患者,中医可根据其体质特点,制定个性化的预防方案,如避免

接触过敏原、进行适度的体育锻炼等,以降低疾病发作的频率和

严重程度。 

在治疗方面,中医“治未病”思想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耳

鼻喉科疾病往往具有病程长、易反复等特点,中医通过辨证施治,

针对疾病的不同阶段和患者体质差异,制定精准的治疗方案。这

不仅有助于迅速缓解患者的症状,还能从根本上调理身体机能,

减少疾病的复发。以乳蛾(扁桃体炎)为例,若反复发作,则有引

起心肌炎的严重后果,故应及时治疗,防止旧病复发。中医治疗

不仅注重清热解毒利咽缓解症状,更重视滋阴润燥、调理脾胃等

长远疗效,从而帮助患者实现真正的康复。 

3 中医“治未病”思想在耳鼻喉科的具体应用 

3.1预防策略与实践 

在中医“治未病”思想的指导下,耳鼻喉科疾病预防策略与

实践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思想强调在“未病”之时进行预防,

以达到维护健康、防止疾病发生的目的。在耳鼻喉科领域,这一

思想的实践应用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预防策略的制定是中医“治未病”思想的核心。针对

耳鼻喉科疾病的特点,我们可以制定一系列针对性的预防策略。

例如,对于常见的鼻炎、咽炎等疾病,中医强调调理体质、增强

免疫力,以减少外邪入侵的机会。通过合理的饮食调养、作息规

律以及适当的运动锻炼,能够有效提升个体的抵抗力,从而降低

耳鼻喉科疾病的发生率。 

其次,实践案例是中医“治未病”思想在耳鼻喉科应用的重

要体现。以本医院为例,我院在中医“治未病”思想的指导下,

开展了一系列耳鼻喉科疾病预防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定期的耳鼻

喉科健康检查,爱耳日、爱鼻日、嗓音日义诊咨询活动,在电视台

报刊及新媒体上健康科普讲座以及中医调理咨询等。通过这些实

践活动的开展,不仅提高了患者对耳鼻喉科疾病的认知度,还帮

助他们建立了健康的生活方式,有效预防了疾病的发生。 

综上所述,中医“治未病”思想在耳鼻喉科的具体应用体现

在预防策略的制定与实践案例的开展上。通过调理体质、增强

免疫力等策略的制定与实施,结合医院开展的预防项目等实践

案例,我们能够充分发挥“中医治未病”思想在耳鼻喉科领域的

优势,为人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3.2治疗方法的融合与创新 

在此,我们不得不提及这一思想对于现代医学治疗理念的

重要补充。中医“治未病”思想,强调的是预防为先,通过调理

身体机能,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在耳鼻喉科的治疗实践中,这

种思想的融入不仅丰富了治疗手段,更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治

疗效果。 

首先,中医“治未病”思想与现代医学方法的融合,体现在

对患者病情的全面评估上。现代医学在诊断方面有着精准的技

术支持,而中医则更侧重于患者体质的整体把握。将两者相结合,

医生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患者的病情,从而制定出更加个性化的

治疗方案。例如,在针对变应性鼻炎的治疗中,现代医学可以通

过鼻内窥镜、过敏原检测等技术准确诊断病情,而中医则可根据

患者的体质特点,采用中药调理、针灸、穴位按摩等手段,从根

本上改善患者的体质,降低变应性鼻炎的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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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治疗方法上,中医“治未病”思想也带来了创新的

思路。传统中医治疗强调“辨证论治”,即针对患者的具体症状

进行个性化治疗。这一思路在现代医学中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在耳鼻喉科的治疗中,医生可以借鉴中医的辨证论治思想,结合

现代医学的技术手段,为患者提供更加精准、个性化的治疗方

案。例如,在声带小结的治疗中,现代医学通常采用手术切除的

方式,而中医则可通过中药调理、发声训练等手段辅助治疗,帮

助患者更快恢复声带功能。 

综上所述,中医“治未病”思想与现代医学方法在耳鼻喉科

治疗中的融合与创新实践,不仅丰富了治疗手段,更提高了治疗

效果。未来,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中医“治未病”思想的

深入人心,我们有理由相信,耳鼻喉科的治疗将更加科学、高效,

为患者带来更好的就医体验。 

4 临床效果评估与案例分析 

4.1临床效果评估方法 

在评估中医“治未病”思想在耳鼻喉科应用的临床效果时,

我们采用了多种方法与指标来确保评估的全面性和准确性。首

先,我们依据中医理论,结合耳鼻喉科疾病的特点,制定了一套

系统的评估标准。这些标准包括患者症状的改善程度、生活质

量的提升情况,以及疾病的复发率等。通过这些具体指标,我们

能够客观地衡量“治未病”思想在耳鼻喉科实践中的效果。 

在实施评估过程中,我们采用了问卷调查、临床观察以及实

验室检查等多种方法。问卷调查主要收集患者的主观感受,包括

症状缓解程度、治疗满意度等,从而了解“治未病”思想对患者

生活质量的影响。临床观察则通过定期随访,记录患者病情的变

化,以评估“治未病”思想在控制疾病进展方面的作用。同时,

我们还结合实验室检查,如血液生化指标、影像学检查等,来客

观评价治疗效果。 

为了更直观地展现“治未病”思想在耳鼻喉科的应用效果,

我们还选取了一系列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分析。这些案例涵盖了

不同年龄段、不同病情严重程度的患者,具有较强的代表性。通

过对这些案例的详细剖析,我们能够更具体地说明“治未病”思

想在耳鼻喉科实践中的优势和局限性,为后续的临床应用提供

有益的参考。 

4.2案例分析 

在耳鼻喉科的临床实践中,中医“治未病”思想的应用效果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以下,我们将通过几个典型案例来详细阐述

其实际应用及成效。 

首先,以变应性鼻炎患者为例。在疾病初期,患者往往因鼻

塞、流涕等症状而就医。中医“治未病”思想强调“未病先防”,

在此阶段,医生会根据患者的体质和症状,采用中药调理,如宣

肺健脾通窍的方剂,以预防病情进一步发展。同时,配合生活方

式的调整,如避免接触过敏原等,从而达到控制病情、减少复发

的目的。 

再来看一个关于突发性耳聋的案例。突发性耳聋在中医看

来,往往与肝胆火旺、气血瘀阻有关。在疾病尚未发生或刚出现

轻微症状时,中医“治未病”思想倡导及时介入,通过针灸、中

药等综合治疗手段,调理肝胆、疏通气血,从而有效预防耳聋的

进一步发展。许多患者在经过这样的治疗后,不仅耳聋症状得到

了明显改善,还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并发症。 

最后,我们分析一个关于慢性咽炎的案例。慢性咽炎患者常

常面临咽喉不适、异物感等症状的困扰。中医“治未病”思想

在此类病症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通过中药代茶饮、咽部按摩等

方式,持续调理咽部环境,增强咽喉的抵抗力,从而达到预防咽

炎反复发作的效果。这种治疗方法不仅缓解了患者的症状,还提

高了其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中医“治未病”思想在耳鼻喉科的应用具有显著

的实际效果。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思想在

预防疾病发生、控制病情发展以及减少并发症等方面都发挥了

积极作用。因此,在未来的临床实践中,我们应进一步推广和应

用中医“治未病”思想,以造福更多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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