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疣和尖锐湿疣, 由人乳头瘤病毒引起, 可自体接种,

也可传染他人。本法治疗由于需熏洗浸泡, 故只适用

于长于手脚之赘疣,且长于手之寻常疣效果明显。

4. 2　纵观中医文献,关于本病病因,许多医籍均有

记载, 认为风邪搏于肌肤; 风热血燥;肝郁气滞及气

滞血瘀是其主要发病原因。如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

论》: “疣目者,人手足边忽生如豆或如结筋, 或五个

或十个相连, 肌粗强于肉, 谓之疣目,此亦风邪搏于

肌肉而变生也。”在治疗方面大多从肝论治, 以祛风

润燥为主效果欠佳。本方由桂枝 10 g ,桑枝 30 g, 儿

茶 20 g ,红花 15 g , 伸筋草 30 g ,透骨草 30 g, 川芎

10 g, 海桐皮 20 g, 三棱 15 g , 莪术 15 g ,乳没各 10

g ,其中既有活血化瘀通络之品,又有软坚散结之药,

诸药合用,可谓相得益彰。本方若能在总结临床经验

的同时, 进一步筛选药物, 改进剂型, 治疗该病将会

有一个质的飞跃。

(收稿日期: 2000-03-06)

清咽汤合止咳Ⅰ号治疗喉源性咳嗽 8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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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源性咳嗽为临床常见病, 以咽喉部作痒, 阵发

性干咳为特点。属中医久咳范围,临床常久治不愈。

笔者用清咽汤合止咳Ⅰ号治疗该病, 临床颇为应手。

介绍如下:

1　临床资料

治疗组 80例,男 45 人, 女 35人, 年龄 14～74

岁,以 30～45岁为最多; 对照组 60例,男 32人,女

28人,年龄 30～42岁为最多。两组病例基本条件相

当,有可比性。患者均有上呼吸道感染史, 主要症状

为:咽喉干痒如蚁行,或如有异物阻塞,咽痒必咳,甚

则呛咳连续不断, 或咳出少量痰液,受风冷后加重。

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服止咳Ⅰ号(止嗽散加减, 制成瓶装剂

型) 50 m l,日 2次。治疗组在服止咳Ⅰ号基础上加服

清咽汤(组成:金银花、连翘、黄芩、黄连、栀子、桔梗、

甘草、牛蒡子、玄参、生大黄、薄荷、瓜蒌、大贝、僵蚕、

竹叶、枳壳、板兰根、大青叶。由我院制剂室制成袋装

剂型,每袋 100 ml) ,每次 1袋,日 2次。1周后观察

疗效。

3　疗效分析

3. 1　疗效标准: 痊愈为症状消失, 显效为症状基本

消失,有效为症状好转,无效为症状无改善。

3. 2　治疗结果: 治疗组 80 例, 痊愈 62例, 显效 15

例,有效 2例,无效 1例, 有效率 98. 5%。对照组 60

例,痊愈 22例, 显效 12例,有效 5例,无效 11例, 有

效率 65. 0%。

4　体会

喉源性咳嗽现代医学认为,该病的发生由细菌

或病毒感染引起咽喉部炎症, 使咽喉部对外界的反

应性增强。中医认为,外感风邪客于肺之门户咽喉,

肺失肃降,咳嗽乃作,故多从风论治。笔者观察喉源

性咳嗽患者多表现内热之象。感受寒邪,气机闭郁,

热郁于内,风火相激,搏结于咽喉, 故咽痒而咳。热郁

日久,痰浊内生,可见咳痰。针对该病机,治宜清化痰

热,养阴兼疏散外邪。清咽汤中银花、连翘、板兰根、

大青叶清热解毒, 黄芩、黄连、栀子清肺胃实热, 桔

梗、僵蚕、牛蒡子、甘草、薄荷清利咽喉, 瓜蒌、大贝、

玄参消痰散结滋阴, 枳壳、竹叶、大黄使实火从二便

分消。止咳Ⅰ号有疏散外邪, 止咳化痰之效, 二方合

用,共奏清热解毒,止咳化痰养阴, 兼疏散外邪之效。

(收稿日期: 2001-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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