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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道法  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湖南省名医，从事耳鼻咽喉科

临床工作40余年，融合中西医学理

论体系，有机结合两者的临床治疗

体系，具有独特的诊疗经验和实践

体会，诊疗疑难病症无数，拥有丰

富的临床经验。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变

态反应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耳鼻

咽喉科分会常务理事；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

事，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肿瘤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杂志

副总编。

主编介绍



本书系作者40多年临床经验的结晶，在扼要介绍

鼻炎的分类、各类鼻炎的主要临床表现、诊断方法及

其以中医药疗法为主的治疗体系基础上，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重点阐述了鼻的生理、病理地位及其与邻近

组织结构的关系，特别是有关咽-扁桃体-牙-牙周病等

系列病变对邻近组织结构、鼻部黏膜的病理影响，并

从整体观念出发，探讨它们与全身生理状况的相互关

系和病理意义及影响，尤其是鼻与咽、喉、肺的病理

关系，兼且论述了相关的中医治法、有效民间治疗方

法（包括单方验方、食疗等），以促进大家对鼻炎的

再认识，增强大众防治鼻炎的信心。全书贯穿了鼻炎

诊疗简、便、廉、验之精神，内容翔实，通俗易懂，

非常适合中医院校师生、医务人员、鼻炎患者及其家

属阅读参考。

内容提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作为上呼吸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始端隘口，鼻腔

是生理性呼吸气流出入人体的唯一交通要道，其周壁

黏膜承担着为呼吸气流提供温度与湿度调节以及清洁

保护工作的要务，鼻腔黏膜极易因各种局部与全身性

病理刺激而诱发病理改变，出现临床病象，给患者带

来痛苦，影响工作和生活质量。其中，鼻炎是最容易

发生而且最常见的鼻部疾病。

一般情况下，人们所说的鼻炎系指普通的急、慢

性鼻炎而言。由于客观事实重叠交叉的结果，对于鼻

部炎症性改变的理解和认定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其结

果，就导致了不同医者对同一患者局部变化的病理意

义存在矛盾的判断结果，而不同的患者个体，也会对

同类性质的组织学改变产生截然不同的主观体验。因

此，关于鼻炎的认识与处理，的确需要进行更加深入

的再认识。当然，那些需要特别留心的特殊类型鼻炎

前　言



则另当别论。

在“鼻炎”这一大的命题之下，当今社会现实环

境中，我们认为，与芸芸众生机体健康密切相关而且

需要特别重视的重要问题有2个。一是鼻炎与抗生素的

应用问题，二是如何看待鼻炎与感冒的关系问题。

本书采用了多视角看待鼻炎问题的思维模式。特

别是对于慢性鼻炎，尤其突出阐述了其与鼻部器官本

身以外其他病理因素的相关意义，希望能够激发医患

双方的探索热情，为鼻炎的有效防治找到更为理想的

方法。

编　者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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