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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在口腔疾病防治中的应用研究 

何 薇 

成都大学  四川成都 

【摘要】近年来，中医药在口腔疾病防治方面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其临床应用、基础研究和产

品开发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在口腔疾病防治中，中医优势突出，但多局限于中药或中成药在口腔科中的

应用，且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临床疗效不确切；中医药基础研究薄弱，缺乏基于中医理论的口腔疾病防治

相关临床试验；中医药产品缺乏创新性。中医药在口腔疾病防治方面具有广阔的前景和发展空间，对促进中

医药现代化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医药在口腔疾病防治中的优势、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前景，以期

为进一步促进中医药在口腔疾病防治中的临床应用和基础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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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oral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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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oral 
diseases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basic research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oral disease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outstanding 
advantages, but it is mostly limited to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r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in 
dentistry, and there is a lack of in-depth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the clinical efficacy is uncertain; basic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weak, and there is a lack of oral diseases based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Clinical trials related to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ducts lack innova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broad prospects and development space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oral 
diseases,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advantages, existing problems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oral disease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basic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oral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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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医药在口腔疾病防治中的理论基础 
1.1 中医药对口腔疾病的认知与分类 
中医药对口腔疾病的认知与分类，源于数千年

的医学实践与理论积累。在中医理论中，口腔疾病

往往被视为全身脏腑功能失调在局部的反映[1]。根

据中医典籍记载及现代临床实践，口腔疾病大致可

分为火热内盛型、阴虚火旺型、湿热蕴结型等几大

类。火热内盛型口腔疾病，如口腔溃疡、牙龈肿痛

等，多因饮食不节、情志失调导致火热之邪内生，治

疗时强调清热泻火、解毒消肿[2]。阴虚火旺型则多见

于口腔干燥、舌痛等症状，多因肾阴不足、虚火上炎

所致，治疗时需滋阴降火、润燥生津。湿热蕴结型则

表现为口腔异味、牙周病等，多因湿热之邪蕴结于

内，治疗时需清热利湿、解毒排脓[3]。在现代医学的

视角下，中医药对口腔疾病的认知与分类，不仅为

临床治疗提供了丰富的手段，也为口腔疾病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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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提供了新的思路。 
1.2 中医药治疗口腔疾病的原理与机制 
中医药治疗口腔疾病的原理与机制，深深根植

于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思想之中。中医认为，

口腔疾病的发生与人体内部的脏腑功能失调、气血

不和密切相关。因此，在治疗口腔疾病时，中医药不

仅关注口腔局部的病变，更重视调整全身的气血阴

阳平衡[4]。 
此外，中医药还强调个体差异和辨证论治。针

对不同体质、不同病因的口腔疾病患者，中医药会

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这种个性化的治疗模式，

使得中医药在口腔疾病治疗中更具针对性和灵活性。

同时，中医药还注重预防保健，通过调整饮食、作息

等生活习惯，提高患者的免疫力，减少口腔疾病的

发生[5]。 
综上所述，中医药治疗口腔疾病的原理与机制

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思想。通过调整

全身的气血阴阳平衡、改善脏腑功能、提高患者免

疫力等多种途径，中医药在口腔疾病治疗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2 中医药在口腔疾病防治中的实践应用 
2.1 中草药在口腔疾病治疗中的应用案例 
中草药在口腔疾病治疗中的应用案例丰富多样，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利用中草药治疗口腔溃疡的

案例。口腔溃疡是一种常见的口腔疾病，给患者带

来疼痛和不适。传统中医药理论认为，口腔溃疡多

与火热内盛、阴虚火旺有关，因此治疗时多采用清

热解毒、滋阴降火的方法。采用中草药方剂治疗口

腔溃疡患者，方剂中包含黄连、黄芩等清热解毒药

材，以及麦冬、生地黄等滋阴降火药材。经过一段时

间的治疗，患者的口腔溃疡症状明显减轻，疼痛缓

解，且复发率较低[6]。 
除了口腔溃疡，中草药在牙周炎等口腔炎症的

治疗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牙周炎是一种常见的牙

周组织炎症，常导致牙龈红肿、出血等症状。中医药

理论认为，牙周炎多与湿热内蕴、胃火上炎有关。因

此，在治疗牙周炎时，中草药方剂中常包含黄柏、知

母等清热燥湿药材，以及石膏、黄连等清胃泻火药

材。通过调节体内湿热平衡，中草药能够有效缓解

牙周炎症状，促进牙周组织的修复[7]。 
此外，中草药在口腔癌的辅助治疗中也展现出

一定的潜力。口腔癌是一种严重的口腔疾病，治疗

难度较大。虽然中草药不能直接治愈口腔癌，但可

以通过调节患者体内环境，增强免疫力，减轻化疗

和放疗的副作用，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一些研究

表明，某些中草药具有抗肿瘤作用，能够抑制癌细

胞的生长和扩散，为口腔癌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综上所述，中草药在口腔疾病治疗中的应用案

例丰富多样，不仅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症状，还能调

节体内环境，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随着中医药理

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相信中草药在口腔疾病防治

中的应用将会更加广泛和深入。 
2.2 中医药在口腔疾病预防中的实践探索 
在口腔疾病预防领域，中医药凭借其独特的理

论体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展现出了广阔的应用前

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践案例证明了中医药在

口腔疾病预防中的有效性。例如，一项针对儿童龋

齿预防的中医药干预研究显示，通过采用中药漱口

液和中药牙膏等中医药产品，儿童龋齿的发生率明

显降低，且口腔健康状况得到显著改善[8]。这一成果

不仅为中医药在口腔疾病预防中的应用提供了有力

支持，也为广大儿童口腔健康保健提供了新的选择。 
中医药在口腔疾病预防中的实践探索还体现在

其独特的预防理念和方法上。中医药强调“治未病”，

即在疾病发生之前进行预防。在口腔疾病预防中，

中医药通过调理身体内部环境，增强机体抵抗力，

从而达到预防口腔疾病的目的。例如，中医药提倡

的饮食调养，通过合理搭配食物，改善口腔环境，减

少口腔疾病的发生。此外，中医药还注重口腔清洁

和保健，通过中药漱口、按摩等方法，促进口腔血液

循环，增强口腔黏膜的抵抗力[9]。 
中医药在口腔疾病预防中的实践探索还得到了

现代科技的支持。通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如大数

据分析、人工智能等，中医药在口腔疾病预防中的

应用效果得到了更加精准和科学的评估。这些技术

的应用不仅提高了中医药预防口腔疾病的效率，也

为中医药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中医药治疗口腔疾病的优势 
口腔疾病是一类重要的临床疾病，包括牙病、

牙周病、口腔粘膜病和其他口腔疾病。其中，牙病主

要包括龋齿、残根、残冠、不良修复体以及牙列缺损

等；牙周病主要包括牙周脓肿、牙槽骨吸收、牙龈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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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及出血等；口腔粘膜病主要包括口腔溃疡、口腔

粘膜白斑等；口腔疾病主要包括龋齿、牙龈炎、牙周

炎以及口干、口臭等[10]。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的

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

度越来越高，对口腔保健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与

西医相比，中医药具有以下优势：一是多靶点作用。

中医强调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对身体不同部位的

疾病，运用不同的中药配伍进行治疗。 
二是安全有效。中药不良反应较少，且具有无

创、安全等优点。 
三是疗效确切。中医药具有疗效确切的优势，

目前已有大量文献报道了中药治疗口腔疾病的临床

疗效。 
近年来，中医药在口腔疾病防治中的应用日益

广泛，涉及口腔科的各个方面：在口腔颌面外科中，

中医药可用于牙种植术前术后及修复重建术前术后

的止痛；在口腔科中可用于牙髓炎、根尖周炎以及

冠周炎等；在口腔科中可用于牙周病及各种常见口

腔粘膜疾病；在口腔内科中可用于治疗干槽症；在

口腔科预防保健方面可用于牙周基础治疗和口腔保

健指导等。 
3.1 中药口腔溃疡散 
口腔溃疡是一种常见的口腔粘膜疾病，中医称

之为“口疮”。多见于舌、颊、唇等粘膜的表浅部位，

多发于春秋季节，具有发病急、病程短、容易反复发

作等特点。治疗方法包括局部治疗和全身治疗。局

部治疗主要包括含漱法和外涂法；全身治疗主要包

括中药内服、中药外用以及中成药口服等。 
口腔溃疡散是一种复方制剂，由牛黄、冰片、珍

珠粉等中药组成，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功效。

方中牛黄清热凉血，解毒散瘀；冰片消肿止痛，清热

燥湿；珍珠粉具有清热解毒和软坚散结作用。 
四种中药合用，可起到清热燥湿，活血解毒的

作用。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牛黄有抑制病毒、抗菌、

抗炎、促进上皮组织生长和修复等作用；冰片有抗

菌作用；珍珠粉可促进上皮组织生长和修复。现代

药理学研究还表明，牛黄、冰片在体外能抑制口腔

细菌的生长和繁殖，在体内能抑制多种致病菌的生

长。临床研究表明，中药口腔溃疡散具有显著的治

疗效果。有研究说明中药口腔溃疡散对口腔溃疡患

者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安全性高[11]。 

3.2 中药口腔溃疡贴 
中药口腔溃疡贴是将中药成分制成的药贴，将

药物直接粘贴于口腔溃疡患处，通过药物成分的作

用，使其吸收达到治疗口腔溃疡的目的。中药口腔

溃疡贴的主要成分有：紫草、冰片、蒲公英、苦参、

薄荷等。在临床研究结果表明，中药口腔溃疡贴治

疗口腔溃疡效果显著[12]。 
3.3 中药涂膜剂 
中药涂膜剂是一种口腔粘膜保护剂，可使药物

直接作用于口腔粘膜，也可起到一定的抗炎、抗菌

作用。近年来，中药涂膜剂在口腔疾病防治中的应

用日益广泛，其作用机制主要为局部用药，可促进

药物吸收并发挥药效，降低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

中药涂膜剂还可起到消炎、止痛、止血、促进溃疡愈

合等作用。研究表明使用中药涂膜剂后口疮患者疼

痛及出血症状均明显改善。涂膜面积越大、药物覆

盖的越好，溃疡愈合的时间和临床症状改善的情况

就越好。中药涂膜剂对口腔溃疡有较好的疗效，可

以减少药物的使用次数和减少药物的使用量，减少

患者痛苦和经济负担[13]。 
4 中医药防治口腔疾病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

题 
中医药在防治口腔疾病方面有悠久的历史，历

代医学家对其治疗方法不断进行完善，并总结出了

具有特色的有效方剂[14]。随着中医药现代化的推进，

中医药防治口腔疾病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

也存在诸多问题。近年来，中医药在口腔科中应用

广泛，在牙体缺损、牙周炎、龋齿等疾病的治疗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但多局限于中药或中成药在口腔科

中的应用[15]。中医药防治口腔疾病具有独特优势，

但目前国内外关于中医药防治口腔疾病的临床研究

较少，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中医药基础研究薄弱，

缺乏基于中医理论的口腔疾病防治相关临床试验；

中医药产品缺乏创新性。为进一步促进中医药在口

腔疾病防治中的临床应用和基础研究，建议以中医

理论为指导，以临床疗效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系统

开展中医药防治口腔疾病相关基础研究[16]。具体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 
4.1 建立中医药防治口腔疾病的中医诊疗体系 
中医学在口腔疾病防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其诊疗体系有其独特的理论基础、诊断方法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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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值得深入研究。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建立口

腔疾病的中医诊疗体系，对于提高中医药防治口腔

疾病的疗效、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7]。 
（1）坚持以中医理论为指导 
中医药防治口腔疾病要坚持中医理论为指导，

同时要与西医相结合。中医认为，牙齿是人体的“先

天之本”“后天之本”，其“主肌肉，司咬合”“主

血脉”，且牙齿的生长、发育、脱落都与其功能密切

相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在

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牙周组织慢性炎症、

龋病等口腔疾病带来的痛苦[18]。因此，中医防治口

腔疾病要以中医理论为指导，充分考虑疾病的病因

病机和证候特点，并根据不同患者的不同需求选择

相应的治疗方法。 
（2）坚持“整体观”原则 
在疾病的诊疗中，要全面把握疾病发生发展的

规律和特点，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对疾病进行辨证施

治。在牙体病中，牙体缺损是牙齿缺失的早期阶段；

在牙周炎中，牙龈红肿、出血是牙周炎临床常见症

状；在龋病中，早期龋洞呈自限性，后期龋洞形成不

可逆性变化[19]。因此要根据不同疾病在不同阶段、

不同患者身上表现出的不同特点进行辨证施治。 
（3）坚持“治未病”理念 
“治未病”是中医学一个重要思想和理论体系。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是中医治病理念中最重要、最

基本的思想之一。口腔疾病与全身其他系统疾病一

样，具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必须采取综合治疗手

段。因此要根据患者个体差异特点选择合适的中医

治疗方案和药物。如在龋病、牙体牙髓病中重视早

期治疗，注重调护；在牙周疾病中重视整体治疗和

局部治疗相结合；在牙周病中重视药物与非药物相

结合；在龋病病中重视日常口腔护理和定期口腔检

查等[20]。 
中医理论是中医防治口腔疾病的指导思想和理

论依据，但中医防治口腔疾病的“辨证论治”不是一

成不变的。随着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人们对健

康需求的提高和对中医药认识的深化，中医防治口

腔疾病的辨证论治也不断发展和完善。例如“气血

不足”“肝肾阴虚”“脾肾阳虚”是牙周炎常见证候；

“湿热蕴结”“风热犯胃”是龋齿常见证候等。在临

床实践中，应根据具体情况运用中医理论进行辨证

论治[21]。如在牙体缺损、牙周炎、龋齿等口腔科常

见病多发病中注重整体观，针对不同患者个体差异

制定治疗方案；在牙周病、龋病、牙体牙髓病等疑难

杂症中注重辨证论治和个体化调护。 
4.2 开展中医药防治口腔疾病的临床研究，开

发特色中药制剂 
充分发挥中医药防治口腔疾病的独特优势，深

入开展中医药防治口腔疾病的临床研究，重点围绕

中医证候、治则、治法、方药等方面进行研究，开发

具有独特优势的口腔特色中药制剂。以中医证候为

切入点，针对不同证型，深入研究其中医证候特征、

疗效评价标准及影响因素，进行中医药防治口腔疾

病的临床试验。根据现代药理学和临床试验研究结

果，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确定适宜的方剂和有效

中药制剂；在确保安全有效的前提下，将符合条件

的中医药治疗口腔疾病产品推向市场[22]。此外，开

展中医药防治口腔疾病的科学评价体系研究，建立

有效的中医药防治口腔疾病的临床疗效评价方法和

标准，为进一步规范中医药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1）深入开展中医药防治口腔疾病的临床试验

研究，科学评价中医药临床疗效 
中医药防治口腔疾病的临床试验研究在临床中

存在诸多不足[23]，主要表现在：①缺乏科学规范的

疗效评价标准。由于目前中医疗效评价缺乏规范的

科学方法，中医药防治口腔疾病的临床疗效评价标

准尚不统一，研究结果相差较大。 
②缺乏高质量的随机对照试验。中医药防治口

腔疾病的临床试验研究虽然数量多，但高质量的临

床试验少，临床研究结果与中医理论和实践存在脱

节，不能真正体现中医药对口腔疾病防治的科学内

涵[24]。 
③缺乏必要的安全性评价。中医用药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尤其是中药复方制剂，其与西药有很多

差异性，现有临床试验设计方法不能全面反映中医

药在口腔疾病防治中的实际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中医药在口腔疾病防治中应用的广度和深度。 
（2）建立中医药防治口腔疾病的科学评价体系，

规范中医药临床应用 
中医药防治口腔疾病的临床疗效评价体系不完

善，缺乏科学统一的标准。首先，针对中医证候、不

同体质类型以及口腔疾病患者在不同时期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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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征，建立完善的中医证候诊断标准，以客观化、规

范化、标准化的评价体系进行评价；其次，以中医药

防治口腔疾病为切入点，结合现代医学进展，明确

中医药防治口腔疾病的治疗机制和作用机理[25]；最

后，针对临床实际需求，根据不同时期口腔疾病患

者不同证候特征等内容，制定一套合理有效且规范

可行的中医药治疗方案。 
（3）注重保护传统中医药知识产权，促进中医

药事业健康发展 
对具有突出贡献的中医药传统知识，可通过申

请中医药传统知识专利保护；对中药复方进行知识

产权保护，对其知识产权实行强制许可，对有专利

权的中药配方进行强制许可使用；对含有中药成分

的口腔制剂进行专利保护，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开展

中药新药临床试验，并采用专利战略保护专利产品；

积极探索中医药传统知识国际注册方法，采取“申

请在先”原则，优先在国外进行注册登记，使中医药

传统知识在国际上得到充分认可[26]。此外，还应注

重建立和完善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和制度。构

建科学、合理、有效的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

系，健全中医药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促

进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 
4.3 加强中医药防治口腔疾病的科技创新，推

进中医药现代化 
中医药防治口腔疾病的创新研究应立足于中医

药理论，结合现代医学科学理论，以临床疗效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在继承中发展、在创新中提高[27]。

如：将传统中医药理论与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相结

合，针对不同口腔疾病的特点，从基因组学、蛋白质

组学等方面开展研究；利用现代生物信息学和组学

技术进行口腔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等相关研究；

对中医药防治口腔疾病的有效物质和作用靶点进行

系统深入的研究；利用中医药理论指导，将现代医

学基础研究和临床实践相结合，开展相关临床试验

或研制成新药[28]。 
目前，国内外针对中医理论与口腔疾病的关系

研究较多，但基于中医理论的临床试验较少。通过

对中医药防治口腔疾病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分析，

发现中医药防治口腔疾病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部分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脱节。虽然已有

部分学者对中医药在防治口腔疾病中的作用进行了

大量研究，但尚无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中医药基

础研究薄弱，缺乏基于中医理论的临床试验[29]。 
（2）中医药防治口腔疾病相关临床试验较少。

目前仅有个别中医药防治口腔疾病的临床试验，目

前仍缺乏系统深入的临床研究。建议进一步开展中

医药防治口腔疾病的临床试验和相关基础研究，不

仅要从中医学角度出发开展相关临床试验，还要在

现代医学科学理论指导下开展相关临床试验[30]。 
5 中医防治口腔疾病的未来发展前景 
中医药在口腔疾病防治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且

目前在临床实践中已广泛应用[31]。未来中医药在口

腔疾病防治领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一是充分利用中医药优势，进一步加强中医药

在口腔疾病防治中的基础研究，采用现代医学方法

评价中医方剂和中药疗效[32]； 
二是以“治未病”为中心，加强中医药在口腔疾

病防治中的临床研究，充分发挥中医特色优势，结

合现代医学先进技术和手段[33]，提高中医药防治口

腔疾病的临床疗效； 
三是开展口腔健康促进相关研究，将口腔健康

与全身健康相结合，提高人民群众的口腔健康水平； 
四是开展基于中医理论的口腔疾病防治相关临

床试验，探索中医中药在不同临床类型、不同疾病

阶段中的作用机理和疗效差异[34]； 
五是开发创新中药产品，如研发基于中医理论

的含药漱口水、中草药牙膏等[35]。 
总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识的不断提

高，以及中医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医

药在口腔疾病防治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发展空

间。 
5.1 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开展的口腔疾病防治

研究 
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开展的口腔疾病防治研究，

一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开展的口腔保健及预防工作，

如指导大众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做到早晚刷

牙，饭后漱口，使用含氟牙膏或其他含氟制剂预防

龋齿，使用牙线清洁牙缝[36]。 
二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开展的口腔治疗工作，

如治疗牙周炎、牙龈炎等疾病。如将中医理论与口

腔健康促进相结合，将中医与其他方法联合使用，

如中药、针灸等方式改善牙周健康状况[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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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健康、疾病防治的观念和要求也在不断变化，

特别是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压力增大和环境污染等

问题的出现，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38]。在这种情

况下，人们对口腔健康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

在未来，中医药将以“治未病”为中心，以“未病先

防、既病防变、愈后防复”为目标，结合现代医学先

进技术和手段开展口腔疾病防治相关研究。 
随着国家对中医药产业政策扶持力度的加大以

及科技创新力度的加强，中医药行业将迎来新一轮

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未来将进一步加强对中医药在

口腔疾病防治方面研究的政策扶持和引导作用；同

时还要鼓励研究机构、高校和企业合作开展研究；

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中医药行业标准和规范体系；并

在此基础上加快推进中医药标准化建设步伐、推进

中药现代化进程。从而使中医药在口腔疾病防治中

发挥更大作用。 
5.2 基于中医理论的口腔疾病防治研究 
基于中医理论的口腔疾病防治研究，一方面要

总结分析中医治疗口腔疾病的理念与方法，包括中

医理论指导下的中医诊断、辨证论治、针灸推拿、穴

位敷贴等，以及中药复方制剂和针灸治疗等[39]。另

一方面要总结分析中医药防治口腔疾病的特点与优

势，包括中医的传统优势和现代优势。针对不同临

床类型、不同疾病阶段，探索中医药防治口腔疾病

的作用机制和疗效差异[40]。例如，在口腔炎症疾病

中，应加强对相关中医理论的研究，包括与口腔炎

症相关的脏腑经络、气血津液、津液代谢等理论研

究；在牙槽骨吸收疾病中，应加强对相关中医理论

的研究，如中医五脏精气学说、气血津液等；在慢性

牙周炎中，应加强对相关中医理论的研究，如脏腑

精气学说、气血津液等[41]。 
目前中医药在口腔疾病防治领域尚缺乏系统、

深入的研究，许多基础和临床研究工作仍有待进一

步开展。近年来，随着中医药现代化发展战略深入

实施和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医药事

业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和更大发展空间。我们要坚

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发挥中医

药在口腔疾病防治中的独特优势，将中医药真正地

融入到口腔健康促进行动之中。 
5.3 口腔清洁护理产品的研发与应用 

含药漱口水作为一种口腔清洁护理产品，它在

促进口腔健康、消除口臭等方面具有显著疗效，近

年来发展迅速。如我国推出的中药漱口水产品，不

仅具有传统中药的功效，还具有清新口气、去除口

臭等功效，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42]。由于漱口水

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对牙齿和口腔粘膜产生刺激，

因此很多人选择使用温和不刺激的中草药牙膏来代

替含药漱口水[43]。近年来，中草药牙膏逐渐被大众

接受并成为一种口腔清洁护理产品。但目前中草药

牙膏大多以中草药为主要原料，其功能和功效并未

得到充分开发利用。目前很多企业对中草药牙膏的

成分和功效进行了研究和开发，如添加清热解毒、

抗菌消炎等成分的中草药牙膏产品，但目前缺乏针

对不同口腔疾病的中草药牙膏产品[44]。因此，未来

应加强对口腔疾病发生发展规律、中药功效及作用

机制等方面研究，并结合临床实际需求，开发更多

有效的、安全可靠的中草药牙膏产品。此外，在中药

牙膏产品的研发过程中应注意与现代医学技术相结

合，如将中药提取物制成膜剂、胶囊剂等剂型进行

剂型创新，提高中药牙膏产品的临床疗效[45]。 
6 结语 
中医药在口腔疾病防治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优势，

随着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中医药在口腔疾病防治

方面的优势将进一步得到体现[46]。中医药在口腔疾

病防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1）缺乏临床随机对

照研究，缺少循证医学证据；2）中药或中成药作用

机制不明确，临床疗效不确切；3）缺乏基于中医理

论的口腔疾病防治相关临床试验，如儿童龋病防治

研究；4）中医药产品缺乏创新性。近年来，随着科

技水平的提高和现代医学的不断发展，中医药在口

腔疾病防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中医药在口腔

疾病防治方面仍存在很多不足，如缺乏深入系统的

临床研究，对中医理论认识不到位[47]，中医药产品

缺乏创新性等。 
在口腔疾病防治方面，中医药具有其独特的优

势和广阔的前景和发展空间。首先，中医药防治口

腔疾病已有上千年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理论。

其次，中医基础理论作为现代医学的理论基础已被

广泛接受，同时中医与现代医学具有较高的兼容性

和互补性[48]。再次，我国具有丰富而独特的中药资

源。此外，我国人口数量众多且老龄化进程不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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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等问题也为中医药在口腔疾病防治中的发展提供

了广阔空间。随着中医药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医

药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具有创新性的产品

将涌现出来并逐渐得到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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