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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干燥综合征常见证候及证候要素文献与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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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中医文献及临床调查口腔干燥综合征证候及其证候要素分布特点。方法：通过检索文献，选取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年有关口腔干燥综合征中医辨证文献，建立Ｅｐｉｄａｔａ２０数据库，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在文献
研究方面，有关口腔干燥综合征出现频率大于１０％的常见证候类型依次为：肺阴不足、胃阴不足、阴虚火旺、肝肾阴虚、肾
阴不足；出现频率≥５％的病位类证候要素分别为：肺、肾；≥５％的病性类证候要素为：阴虚、火。临床调查方面，出现频率
大于１０％的常见证后类型依次为：肺阴不足、气阴两虚、胃阴不足、肝肾阴虚；出现频率≥５％的病位类证候要素分别为：
肺；≥５％的病性类证候要素为：阴虚、火。结论：口腔干燥综合征的辨证分型复杂多样，证候要素相对简约，对临床辨证论
治起到执简驭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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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干燥综合征，是指以口鼻眼干燥为主要症
状，具体表现为口干、唾液分泌量明显减少、皮肤光

泽性差、干燥、瘙痒，常伴有不同程度的眼干、无泪、

鼻腔结痂、吞咽困难等表现。本病多发生于中老年

女性，病因主要与患者因病毒感染、遗传问题而诱发

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密切相关［１３］。患者常因口腔干

燥为主要症状表现，常常严重影响生活质量、降低患

者健康水平。中医依据其临床主要表现，将本病归

属于“燥症”范畴，并对本病的治疗积累了经验和优

势，但有关中医药领域对本病的辨证论治存在差异，

严重制约着中医药对本病的临床疗效的推广和深入

的研究［４５］。本研究拟通过总结分析口腔干燥综合

征的文献资料及临床调查两方面进行研究，总结口

腔干燥综合征常见证候及证候要素的分布特点，从

而为中医药对本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来源　文献方面笔者检索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
有关口腔干燥综合征中医证候的文献进行分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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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主要涉及《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生

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

版）》。临床方面，所有调查患者均来源于２０１５年８
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
院脾胃科门诊及住院患者，共７２例。其中男２２例，
女５０例，年龄段在２８～７０岁之间，平均年龄（４２２５
±１５４３）岁；病程（１３２５±８３２）年。
１２　检索策略　依次打开文献数据库的页面，点击
进入电子检索的界面，将关键词或题名“口腔干燥综

合征”“口腔干燥综合征”“口腔干燥征”输入完成第

一次检索，在第一次检索结果界面的二次结果检索

栏中别用“中医”“证候”“辨证分型”为关键词进行

第二次的文献数据检索。

１３　纳入标准　文献方面，经西医临床诊断标准明
确诊断为口腔干燥综合征，且文献中有中医证候相

关记载。临床方面，依照 Ｎａｖａｚｅｓｈ诊断标准［６］，经

风湿免疫科和口腔科诊断。

１４　排除标准　文献方面，对于疾病诊断不明确、
无中医证候的相关记载，以及内容雷同的文献则不

予纳入本分析研究。临床方面，１）因肿瘤所致的干
燥症；２）因放化疗所致的口腔干燥症；３）明显的药物
性所致口腔干燥症；４）假性口干患者；５）口腔黏膜存
在器质性病变患者；６）严重的心、脑、肾、肝、消化系
统、血液系统等疾病患者；７）患者不同意参加调查研
究者。

１５　临床调查表的制定及证候调查方法　笔者在
检索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参考《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

准》《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制定《口腔干燥

综合征信息采集表》。证候调查主要通过调查表对

调查对象的中医症状、体征、舌脉象进行记录，通过

调查专家进行分析、辨证，得出中医证候分型。

１６　数据的规范与数据库的建立
１６１　数据库的建立　文献方面，将纳入研究的相
关文献进行摘录中医证候，将每篇文献中的同一证

候作为１次计算。由２名研究者背对背各自将文献
资料中的证候名称进行录入预定编制的 Ｅｐｉｄａｔａ２０
数据库，录入完后进行核对，保存备用。临床方面，

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２０数据库。
１６２　数据库的规范　对于证候名称的规范有关
文献研究和临床调查中，涉及到的辨证的方法主要

参照《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分》［７］《中医证候鉴

别诊断学》［８］以及《中医诊断学》［９］的基础上进行辨

证，如肺阴不足、肺阴亏虚、肺津亏虚等证候，统一归

纳为肺阴不足；胃阴不足、胃阴亏虚、中焦不足等，统

一归纳为胃阴不足；肾虚、肾阴虚、肾阴不足、肾精亏

虚等证候，统一归纳为肾阴虚。其余对于肝阴虚、肾

阴虚等证候，则进行合并称为肝肾阴虚证；对于无参

考资料支持的证候类型，则要求保留证候类型原貌

进行分析。对于复合证候，我们依据上述标准进行

拆分，如肝肾阴虚兼气血不足，拆分为肝肾阴虚、气

血不足２种证候类型。
对于证候要素的拆分和提取有关文献研究和临

床调查结果的证候类型，有关证候要素的提取（包括

病位类证候要素和病性类证候要素），主要依靠《中

医临床诊疗术语 证候部分》［７］《中医证候鉴别诊断

学》［８］以及《中医诊断学》［９］进行拆分研究，结合近

年来有关中医药“９７３”课题项目《证候规范及其与
疾病、方剂相关的基础研究》中有关证候要素的初研

究结果进行分析研究［１０１２］。如肝肾阴虚证，按上述

标准，我们将该证候拆分为病位类证候要素为：肝、

肾；病性类证候要素为：阴虚。

１７　数据分析　分别对文献研究和临床调查各自
建立数据库，并对各自数据库的数据进行录入，数据

库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２０软件进行建立保存和数据库导
出。统计方法我们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分别
对文献研究和临床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２　结果
文献分析方面，我们共下载涉及口腔干燥等文

章４１３篇，其中符合检索要求和纳入分析要求的文
献资料３４篇，录入证候频次共１３６次。临床调查方
面，我们共调查７２例患者，共出现经验性辨证１２种
类型，共９８频次。
２１　证候类型的分布　文献研究方面，在纳入研究
的３４篇文献资料中，出现证候类型１５种，经证候名
称规范后为１０种，共出现频次为１３６次；其中１０种
证候类型按出现频次及名称排序，如表１所示；而出
现在前５位的证候类型共１１５次，占证候出现频次
的８４５６％。

临床调查方面，７２例患者辨证未 １２种证候类
型（包含复合证候类型拆分结果），共出现频次 ９８
次。出现频次在前５位的证候类型占８０次，占临床
调查总频次的８１６３％，具体症候类型名称、频次、
频率如表１所示。证候频率（％）＝出现频次÷总频
次×１００％。
２２　证候要素的分析　文献分析方面，在纳入分析
的３４篇口腔干燥征文献中出现证候类型１５种，经
证候名称规范后为１０种，共出现频次为１３６次，从
中提取证候要素１３种，累计出现频次为２９８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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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４种为病位类，出现频次１１６次（３８９３％），９种
为病性类出现频次１８２次（６１０７％）。在临床调查
中，７２例患者经辨证后，共出现经验性辨证１２种类
型，共出现频次９８次，从中提取证候要素１４种，累
计出现频次为２１７次；其中有５种为病位类，出现频
次为８６次（３９６３％），有９种为病性类，出现频次为
１３１次（６０３７％）。具体证候要素类型、频次、频率
如表２、３所示。证候要素频率（％）＝出现频次÷总
频次（病位类＋病性类）×１００％。

表１　频次在前１０位的证候类型
（文献分析、临床调查）分布情况

次序
证候

名称

文献分析

频次（ｎ） 频率（％）
证候

名称

临床调查

频次（ｎ） 频率（％）
１ 肺阴不足 ３２ ２３５３ 肺阴不足 ２３ ２３４７
２ 胃阴不足 ２６ １９１２ 气阴两虚 １９ １９３９
３ 阴虚火旺 ２２ １６１８ 胃阴不足 １７ １７３５
４ 肝肾阴虚 １９ １３９７ 肝肾阴虚 １３ １３２７
５ 肾阴不足 １６ １１７６ 肾阴不足 ８ ８１６
６ 气阴两虚 ７ ５１５ 阴虚火旺 ５ ５１０
７ 阴血亏虚 ４ ２９４ 气血不足 ３ ３０６
８ 肺燥津亏 ４ ２９４ 肺燥津亏 ３ ３０６
９ 血虚风燥 ３ ２２１ 血虚风燥 ２ ２０４
１０ 气滞血瘀 ３ ２２１ 肝郁气滞 ２ ２０４
１１ 肝郁脾虚 ２ ２０４
１２ 脾胃虚弱 １ １０２

表２　口腔干燥症文献分析、临床调查病位类证候
要素的分布情况

病位要素

名称

文献分析

频次（ｎ） 频率（％）
病位要素

名称

临床调查

频次（ｎ） 频率（％）

肺 ３６ １２０８ 肺 ２６ １１９８
肾 ３５ １１７４ 肾 ２１ ９６８
胃 ２６ ８７２ 胃 １８ ８２９
肝 １９ ６３８ 肝 １８ ８２９

脾 ３ １３８

表３　口腔干燥症文献分析、临床调查病性类证候
要素的分布情况

病性要素

名称

文献分析

频次（ｎ） 频率（％）
病位性素

名称

临床调查

频次（ｎ） 频率（％）

阴虚 １２６ ４２２８ 阴虚 ８５ ３９１７
火 ２２ ７３８ 气虚 ２２ １０１４
气虚 ７ ２３５ 火 ５ ２０３
血虚 ７ ２３５ 血虚 ５ ２０３
燥 ７ ２３５ 燥 ５ ２０３
津亏 ４ １３４ 津亏 ３ １３８
风 ３ １０１ 风 ２ ０９２
气滞 ３ １０１ 气滞 ２ ０９２
血瘀 ３ １０１ 气郁 ２ ０９２

３　讨论
中医药对疾病的认识、疗效的提高、治疗经验的

推广，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广大医务工作者及其科研

工作者的认同和共识，那么如何达到对同一疾病的

诊治及其治疗方案、效果的评价，离不开中医药学的

规范化、标准化，这一规范化包含了广大学者对中医

病、证、症状等描述、术语的规范化。本研究就对于

口腔干燥征这一疾病而言，积极对本病的诊治描述

用语的标准化，有助于提高本病的深入研究和临床

多中心的协作，为我们研究者今后临床诊治和科研

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依据我们对本病的文献分析表明［１３１５］，临床各

医家对本病的辨证有正虚和邪实之分，且虚实夹杂

亦不少见，见解各异。本研究在众多文献报道的基

础上，对文献资料及临床调查两方面进行分析，我们

发现，在文献研究方面，有关口腔干燥综合征１０种
证候类型依据文献资料频次排名为：肺阴不足、胃阴

不足、阴虚火旺、肝肾阴虚、肾阴不足、气阴两虚、阴

血亏虚、肺燥津亏、血虚风燥、气滞血瘀；其中肺阴不

足、胃阴不足、阴虚火旺、肝肾阴虚、肾阴不足５种类
型出现频率大于１０％，体现出本病常见证候类型以
虚证为主。临床调查方面，对调查的７２例患者的辨
证后，发现本病存在１２种证候类型（包括拆分后的
复合证候），１２种证候类型依据临床调查频次排名
为：肺阴不足、气阴两虚、胃阴不足、肝肾阴虚、肾阴

不足、阴虚火旺、气血不足、肺燥津亏、血虚风燥、肝

郁气滞、肝郁脾虚、脾胃虚弱；其中肺阴不足、气阴两

虚、胃阴不足、肝肾阴虚 ４种类型出现频率大于
１０％，临床调查亦体现出本病常见证候类型以虚证
为主，且与文献资料分析可见常见证候类型（出现频

率大于１０％）基本一致，两方面研究都体现出本病
以虚证为主的病机特点，为治疗本病提供一定的辨

证组方思路。

我们通过对本病的证候要素进行分析研究发

现，在文献研究方面，出现频率≥５％的病位类证候
要素分别为：肺、肾；≥５％的病性类证候要素为：阴
虚、火。由此可见，文献资料反映出本病病位在肺、

肾；以阴虚、火为主要本病的致病因素，且常见致病

因素常单独或兼杂致病，发病体现出以虚证为主，提

示本病治疗需以滋阴、生津、清火为主，在补虚的同

时，不忘清火。而在临床调查研究方面，出现频率≥
５％的病位类证候要素分别为：肺；≥５％的病性类证
候要素为：阴虚、火。由此可见，文献资料反映出本

病病位在肺、肾；以阴虚、气虚为主要本病的致病因

素，发病体现出以虚证为主，提示本病治疗需以滋

阴、生津、益气为主，治疗主旨强调了气阴损伤是本

病发病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辨证论治是中医药的核心内容，本研究以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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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综合征的文献资料分析和临床调查两方面进行

研究，文献分析彰显出不同医家、不同区域对口腔干

燥综合征的中医证候辨证存在数目繁多，且辨证、证

候的术语描述不够规范。另一角度从文献资料分析

和临床调查两方面反映出，文献除了虚证在本病的

关键病机外，还强调火（虚火）在本病发病过程中重

要作用，体现出滋阴同时不忘降火；临床调查可能主

要面对北京地区患者，本方面主要体现出气阴虚损

的主要机制。可见证候辨证的规范化、标准化需要

国内多个代表区域的学者参与研究，以全面涵盖国

内对本病的认识和规范化、标准化的制定［１６１８］。综

上所述，该研究通过对口腔干燥综合征证候特点的

分析，发现了客观、详实地掌握证候要素，对我们制

定治疗思路起到了执简御繁的作用。且通过对证候

要素的提取，更好地体现中医治疗本病的理论思想，

增加了临床诊治疾病的实用性、可操作性，为临床分

析、治疗口腔干燥综合征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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