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口腔科  

  薛己的《口齿类要》是现存第一部以口齿疾患为内容的著作，全书涉及口齿

咽喉、耳及皮肤病共 12 类，属于口齿的有茧唇、口疮、齿痛及舌证，每证之所

论均先述生理、经络联属，次及病机，后附治验。薛氏继承前人经验，并述个人

见解，重脾胃不足对口齿疾患的影响，治疗多用补中益气汤、归脾汤、六味丸和

八味丸等，并附医案。在治证中方法灵活，有常有变，迄今仍是口齿病治疗与研

究的重要参考书。 

  在口齿卫生保健方面，李时珍《本草纲目》提出口齿保健的食忌，认为多食

甜食可致龋。“今人蒸枣多用粮、蜜拌过，久食最损脾助湿热也；啖枣多令人齿

黄生慝”。饴糖条下说：“牙慝病人切宜忌之”。山楂条下又说：“齿龋人尤不

宜也”。 

  在口齿病认识上，陈实功《外科正宗》载有“痰包”证，类似舌下囊肿。并

认识到该病是反复发作的。 

  明代在口齿疾患的认识和治疗上，具有如下特点： 

  重视局部辨证：如《外科正宗》辨口疮有：“虚火者，色淡而白斑细点，甚

者陷露龟纹，……实火者，色红而满口烂斑，甚者腮舌俱肿”。李时珍辨唇症状

有：“唇赤或肿则障热，唇青或噤则寒，唇干或裂则燥，唇动或涡则风，唇白无

色则虚，唇渖湿烂则湿热”。 

  治疗方药的丰富：对口齿疾患治疗药物的搜集和整理，李时珍有突出贡献。

《本草纲目》中载有治疗口齿病的药物达 500 余种，并在各药附方中附有相关方

剂 400 余首。论述涉及的病种有：龋病、牙体非龋性疾病、牙髓病、根尖周病、

牙龈病、牙周病、口腔粘膜病、颌骨骨髓炎、唾液腺灸等。李氏对所搜集的方药

多经亲验，并在后面注明神、良、妙、瘥等。如五倍子条有“牙缝出血止者，五

倍子烧存性，研末，傅”。该方引自《卫生易简方》李氏验证后指出，“傅之立

止”。 

  外治法的进步：明代口齿疾患的外治法有较大成就。《医方类聚》载《经验

秘方》贴脐散以治口疮；《卫生易简方》治白口疮，以巴豆、黄丹贴眉间。《仙

传外科秘方》用药物调敷颈上止舌衄。《本草纲目》有封龈法，“齿疼出血，每

夜盐末封龈上”，李氏评以极验。这些均属外治法的范围。 

  关于唇部创伤的处理，《外科证治准绳》根据创伤部位提出不同方法。伤上

唇者，用绢片从脑后续向前，再缚合缝定；伤下唇者，用绢片从下额兜缚。这种

方法，可保证创缘的基本吻合。缝合后，又起着限制口唇运动，避免伤口过度牵

拉的情况发生。唇裂修补术达到较高水平，明代出现了不少以精于修补唇裂而闻

名的医生。《外科证治准绳》还载有腮颊额部损伤、腮腺损伤、牙齿牙龈外伤等

方面的手术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