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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简介

朱德显　中医骨科主治医师。河南中医学院本科毕业，在西

平县人民医院从事中医骨科、各种急慢性软组织损伤、风湿病的

诊断治疗工作二十余年；1985年在河南中医学院进修针灸学及风

湿病的治疗，接受河南中医学院知名教授、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

的亲自传授和指导；1998年在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即洛阳白马

寺中医骨科医院）进修学习。筋伤方面，由著名专家张俊主任医

师、程坤副主任医师传授诊断治疗技术；骨伤方面，师从知名专

家姚太顺主任医师、高泉阳主任医师、陈洪干副主任医师。学习

了国内外治疗各种急慢性软组织损伤、风湿病、中风偏瘫后遗症

的先进治疗技术，使其既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又有从医二十

多年的丰富临床经验，成为西平县治疗软组织损伤、风湿病、中

风偏瘫后遗症技术最全面的中医骨科主治医师，特别对风湿、类

风湿病及颈、肩、腰腿痛疾病中的疑难杂症有深入研究和独到的

见解，并且有疗效独特的治疗方法。开展以风湿、类风湿病为课

题的临床研究工作已三年多，发表学术论文五篇，多次被评为

“先进工作者”。



序

欣闻朱德显同志主编的《教师职业病预防医疗保健指南》一书即将

付梓，甚感快慰。这是我省卫生医疗科学里的又一枝奇葩。这本书立意

深远、视角新颖、内容充实、材料丰富，在同类著作中当属精品。

作为从事中医骨科的主治医师，朱德显同志不仅为各类患者康

复殚精竭虑，尤其潜心关注教师的健康研究，这充分彰显了德显同

志崇高的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德显同志这本《教师职业病预防

医疗保健指南》不仅是指导广大教师健康保健的教科书，也表达了

他对教师的一片爱心，全书无不体现出一个“情”字。可以说，这

本书的笔墨之间充满了德显同志对教师健康的关心和重视，字里行

间洋溢着他对教师的关爱和热情。因此，德显同志嘱我写序，尽管

我笔力不济，却也欣然应允。

作为高校的一名教师，我也时常痛心地看到，许多优秀教师由

于长期忘我工作，积劳成疾，不幸英年早逝。教师首先要关注自己

的身体，然后才有时间和精力关爱学生，关注教育。人最珍贵的东

西是生命，没有生命、没有健康的体魄怎么能更好地从事我们的教

育事业，怎么能关爱我们的学生和家人。现代教师面对激烈竞争，

长期超负荷工作，许多人处于“亚健康”状态。这种“亚健康”状

态与所属疾病只有一步之遥，甚至已经属于疾病的早期阶段。据有

关资料显示，对全国14个省市教师进行调查，发现处于“亚健康”

状态者占调查对象的60%～70%。朱德显同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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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探索，主持完成了这一项艰巨而意义重大的任

务——编撰出版这本对教师充满关爱的图书。通阅此书，给我印象

最深刻的是本书内容全面，针对性强，深入浅出，既有理论阐述，

又有实践应用，寓科学性、实用性和通俗性为一体，以教师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健康问题为重点，旨在普及健康知识，增强

教师健康意识，提高教师健康水平，为教师排忧解难，为教育事业

尽绵薄之力。

德显同志长我几岁，我诚以兄视之，他胸怀的宽广，他对事业

的忠诚执著，令我感佩于心。德显兄在医院工作二十多年，如果没

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没有对医疗事业的无限忠诚，没有对教师的一

片爱心，他是断然写不出这么具有真知灼见的著作的。健康是教师

的一项基本需求，也是教育发展的潜在动力，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发

行，必定有益于广大教师提高对保健常识和疾病预防与治疗的认识

水平，最终造福于教师及其家庭，造福于全社会。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德显兄聚沙成塔，集

腋成裘，足见他著成此书付出的辛勤与艰辛。我笔力苍白，唯恐掩

映了本书的神韵，怎奈德显兄着意相委，就只好恭敬不如从命，草

成此文，是为序。

祝广大教师快乐、健康、幸福！

                                                      

                                            　　　　　　              王文科

                    　　　　　  2012年11月16日于河南大学

（王文科　河南大学教授，河南省民办教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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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对于每个人来说，从幼童

到青年，所获得的知识都是和教师精心地传授，辛勤地耕耘，无私

地奉献分不开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文

明的不断进步，都是与教育事业分不开的。科学技术领域的大量

人才都是通过基础教育培养出来的。广大教育战线上辛勤的工作

者，应该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尊重，作为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

关心和爱护他们。

然而和其他岗位一样，三尺讲台也存在着一些不利于身体健

康的因素。过重的工作负担，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和过高的家庭期

望，舆论的求全责备，使广大教育工作者身心疲惫不堪，以致于大

部分教师身体处在“亚健康”状态，不少教师已患有职业性疾病，

少数教师因劳累过度而突发重病，甚至个别教师不幸在光荣的工作

岗位上以身殉职。因此，关心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身体健康，已成当

务之急。

对教师而言，教学任务重，升学压力大，均可使精神负担加

重，易患高血压病；长期讲课，容易产生咽喉不适、嗓音嘶哑；长

期站立可引起下肢水肿、骨性关节炎；伏案工作过久或不良姿势久

站，易患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部劳损；长期写字易患肱骨外

上髁炎。另外，女教师易患风湿类疾病及肩周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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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教师工作繁忙，抽不出很多时间看病、治病。根据教师的

工作特点，为了使教师在日常生活、工作中预防和简易治疗教师常

见病、多发病，本人主持编写了《教师职业病预防医疗保健指南》

一书。该书主要是从教师职业易患疾病入手，一是向广大教育工作

者普及相关医疗知识；二是重点阐述预防保健知识，以适应广大教

师的防病治病需求。根据本人平生所学医学基础理论知识和近三十

年的临床经验，参考各种书籍资料一百多种，历时三年多成书。在

编写过程中得到多名中医骨科、喉科、内科专家的帮助及同学、朋

友的大力支持，本人表示感谢！特别是河南大学教授、河南省民办

教育专家王文科先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为本书作序，对此表示衷心

的感谢！由于资料繁冗，遗漏与失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同道予以

斧正，本人无不感到欣然。

                                               

　　　　　　　　　　　　　　　　　　　　　朱德显      

                                           2012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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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业病预防医疗保健指南

第一节　教师常见喉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一、嗓音疲劳

（一）概念

嗓音工作超过一定的时间和强度以后，音量和音质下降的现

象称为嗓音疲劳。

（二）临床表现

轻度嗓音疲劳多出现在连续发声时间较长以后，感觉嗓音不

清爽，讲话稍微沙哑，口咽干燥。检查声带有轻微充血，闭合良

好。休息一天即可恢复。

重度嗓音疲劳出现在连续发音或大声说话或歌唱之后，声音

嘶哑，讲话费力，咽喉干燥，或有痰而咳不出，但无感冒或咽喉

炎症状。休息两三天就能恢复。

（三）病因病理

嗓音疲劳是因用嗓过度或发声方法不当，在脑力、体力劳动

强度较大而休息较少时连续用嗓，或受寒冷刺激后，容易发生嗓

音疲劳。这些因素如果在嗓音发生疲劳后久不消失，则成为嗓音

疾病的病因。

（四）治疗

轻度嗓音疲劳一般不需就诊，休息两三天即可恢复。由于教

师课时紧、教学任务重，也可用胖大海、沙参、石斛之类的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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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茶饮服。重度嗓音疲劳则应服中药制剂或黄氏响声丸，也可以

服用一些维生素B、维生素C、维生素E之类的药物以加强营养。

（五）预防保健

（1）用嗓应量力而行，避免用嗓过度，若出现嗓音不清，

就应当注意休声。

（2）在嗓音疲劳时尤其要注意气候冷暖变化，防止感冒及

上呼吸道感染。

（3）用嗓后宜饮热茶，忌冷饮，亦忌辛辣或过咸的饮食及

烟酒刺激。

（4）在喉部做一些保健按摩，比如上下轻按人迎穴，每次

数十下，每日１～２次，可促进气血流通，消除嗓音疲劳。

二、急性喉炎（急喉喑）

（一）概念

急性喉炎是喉部黏膜的急性炎症，上呼吸道感染也可能引发

此病。此病常发于冬春季及温度变化较大的时候。以声音不扬，

甚至嘶哑失音，发病较急，病程较短而得名。

（二）临床表现

咽喉部发痒，或有烧灼感，或有疼痛感，发音变粗涩、低

沉，声音嘶哑，以后逐渐加重甚至完全失音。个别患者有发热、

畏寒。有时伴有咳嗽、多痰、咽部干燥、异物感。

喉镜检查声带有充血或水肿。若为发声过度引起者，声带往

往是部分充血；有时可见声带黏膜下出血；肿胀变厚，发声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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