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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口腔科  

  清初时医学分科仍袭元明之制，后来口齿与咽喉复合为一科。由于白喉、猩红热
等传染病的流行，喉科得到迅速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口齿科的发展。喉科医籍中有许
多丰富的口齿科内容，在对口齿病的病因病机的认识上也有自己的特点。 
  对舌疳的认识：舌疳一证相当观代医学所谓舌癌。《喉科杓指》对舌疳的描述类
似现代医学所谓舌癌的乳头状型，且伴有浅表溃疡、出血及继发感染，并对该病的颈
部淋巴结转移也有所认识。还认识到舌癌的预后差。高秉钩将舌癌累及牙龈者称为牙
岩透舌穿腮者称翻花岩。至于舌癌的治法，《医门补要》载有落菌法，外治舌癌。以
药线扣住，并贴膏药，渐收线紧，至菌枯而落，并以火烙烫平菌根（清·赵廉：《医
门补要》，卷下，清刻本）。这种枯菌法避免了大出血，更以火烙洛平菌根，既止血
又可杀死癌细胞。 
  医疗器具的发明及使用：在口齿病的治疗上，此期突出的特点为外治法较多，多
用针刀刺割治疗。为了适应口内操作之需，医疗器具的发明也较多，有些构思很巧
妙，如《喉科心法》一书中专列有“器具图说”，绘图并描述医疗器具的形态、质地
和功用。如：压舌，铍针，三棱针，剑针，毫针，长箝，自来风式吹药管，喉枪等。 
  《喉症全科紫珍集》中载有专用撑开口腔的铁圈。当时对口内操作的医疗器具无
论在制作上或是使用方面考虑得都很周全，较前代有很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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