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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地责任。 

本标准由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治未病分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国医华科（苏州）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山东中医药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上海市中医医院、广西中医药大学瑶医药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潘桂兴、陈守强、郭裕、李彤、杨建宇、高会峰、王春旺、左瑶

瑶、李翠霞、徐赛、刘子闻、宋光明、王瑞萍、提桂香、李彤、姜敏、王虹虹、原庆、赵

铁葆、朱爱根、蒋大伟。 

本标准首次发布于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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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中医超声雾化疗法是一种中医外治方法，近年来，该疗法广泛应用于临床多个科室，

为中医中药的应用开辟了新的给药途径，免去了全身用药之肝脏首过效应，提高了局部的

药物浓度，从而提高了局部治疗的效果。 

2.为推进中医超声雾化疗法的规范、合理利用，保证该疗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促进

该疗法的进一步发展，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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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超声雾化疗法临床应用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范了中医超声雾化疗法的术语和定义、原理、影响雾化效能的主要因素、用

药剂型和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综合性医院、中医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保健机构等）对中药超声雾化疗法的合理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原则依据 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而制定。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适用于本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中医超声雾化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Ultrasonic atomization 

利用超声波定向压强，使药液表面隆起，在隆起的液面周围发生空化作用，将药液雾

化成小分子的气雾，使中药分子通过气雾直接进入毛细血管，达到治疗作用。  

4  中医超声雾化的原理 

    超声雾化仪底部晶体换能器将电能转换为超声波声能，产生振动并透过雾化罐底部的

透声膜，将容器内的液体振动传导至溶液表面，而使药液剧烈振动，破坏其表面张力和惯

性，从而形成无数细小气溶胶颗粒释出。 

5  影响雾化效能的主要因素 

5.1  有效雾化颗粒的直径 

有治疗价值能沉积于气道和肺部的雾化颗粒直径，应在 0.5～10.0μ m，以 3.0～5.0μ

m为佳。超声雾化器释出颗粒直径大小与超声频率呈负相关，频率越高颗粒越小。 

5.2  单位时间的释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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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雾量大则在相同时间内被吸入的量大，药物剂量也增大，能更有效地发挥治疗效用。

超声雾化的释雾量与超声波振幅(功率)呈正相关。强度越大，释雾量越大。但应注意药物

短时间内进入体内增多带来的不良反应可能增大，需要综合评估。此外，如果短时间内大

量液体经雾化吸入到体内，也有可能导致肺积液过多(肺水肿)，或气道内附着的干稠分泌

物经短时间稀释后体积膨胀，导致急性气道堵塞。对于首次使用的患者应从小剂量开始，

依据情况逐渐增加剂量。 

5.3  认知和配合能力 

患者的认知和配合能力决定了是否能有效地运用中药超声雾化疗法。无论使用何种超

声雾化仪，只要患者正确使用装置，则所达到的临床效果相似。 

6  中医超声雾化疗法的用药剂型 

剂型选择有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等。 

7  中医超声雾化疗法的禁忌症 

对某些中药过敏者禁用；急性肺水肿患者禁用；毒性药物慎用；其他情况遵医嘱。 

8  中医超声雾化疗法的操作流程 

8.1  煎煮 

将中药饮片进行煎煮（配方颗粒则可以直接热水冲开）。 

8.2  加药 

将药液加入超声雾化器，制成气雾剂。 

8.3  雾化
 

将雾化管连接塑料喷嘴，喷雾口正对鼻腔（眼部、肛门），距离保持在2-5mm。 

8.4  疗程 

每日1-2次，每次15-20min，7-10天为一个疗程，可进行多个疗程。 

9  中医超声雾化疗法的注意事项 

塑料喷嘴不得混用，保持清洁；超声雾化仪用后，药液容器和管路应及时清洗；仪器

也需定期维护。 

10  中医超声雾化疗法的适用范围与推荐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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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超声雾化疗法适用于肺系疾病、眼部疾病、耳鼻咽喉疾病、肛肠疾病和其他疾病。

具体处方需要中医师根据病情开具（推荐方剂供参考）。 

 

10.1  肺系疾病 

包括感冒、咳嗽、喘证、哮证等。 

10.1.1  感冒 

推荐方剂：风寒感冒—荆防败毒散加减； 

风热感冒—银翘散加减； 

暑湿感冒—新加香薷饮加减。 

10.1.2  咳嗽 

推荐方剂：风寒袭肺—三拗汤合止嗽散加减； 

风热犯肺—桑菊饮加减； 

风燥伤肺—桑杏汤加减； 

痰湿蕴肺—二陈汤合三子养亲汤加减； 

痰热郁肺—清金化痰汤加减； 

肝火犯肺—黛蛤散合黄芩泻白散加减； 

肺阴亏耗—沙参麦冬汤加减。 

10.1.3  喘证 

推荐方剂：风寒闭肺—麻黄汤加减； 

痰热遏肺—桑白皮汤加减； 

痰浊阻肺—二陈汤合三子养亲汤加减。 

10.1.4  哮证 

推荐方剂：冷哮—射干麻黄汤加减； 

热哮—定喘汤或越婢加半夏汤加减； 

寒包热哮—小青龙加石膏汤或厚朴麻黄汤加减； 

风痰哮证—三子养亲汤加味加减。 

10.2  眼科疾病 

包括暴风客热等。 

暴风客热（急性结膜炎） 

推荐方剂：风重于热—羌活胜风汤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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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重于风—泻肺饮加减； 

风热并重—防风通圣散加减。 

10.3  耳鼻咽喉疾病 

包括鼻鼽、喉痹、喉瘖等。 

10.3.1  鼻鼽（过敏性鼻炎） 

推荐方剂：肺气虚寒，卫表不固—温肺止流丹加减； 

脾气虚弱，清阳不升—补中益气汤加减； 

肾阳不足，温煦失职—真武汤加减； 

肺经伏热，上犯鼻窍—辛夷清肺饮加减。 

10.3.2  喉痹（急、慢性咽炎） 

推荐方剂：风热外侵—疏风清热汤加减； 

风寒袭肺—六味汤加减； 

肺胃热盛—清咽利膈汤加减。 

10.3.3  喉瘖（急、慢性喉炎） 

推荐方剂：风寒外袭，肺气失宣—三拗汤加味； 

风热外袭 ，肺失清肃—疏风清热汤加味； 

痰热壅肺，上蒸喉窍—泻白散加味； 

阴虚火旺，上灼喉窍—百合固金汤加味； 

肺脾气虚，喉窍失养—补中益气汤加味； 

痰凝血瘀，结聚喉窍—会厌逐瘀汤加减。 

10.4  肛肠疾病 

包括肛痈、痔疮、肛瘘等。 

10.4.1  肛痈（肛周脓肿） 

推荐方剂：湿热蕴结证—萆薢渗湿汤合黄连解毒汤加减； 

热毒炽盛证—透脓散加减； 

阴虚毒恋证—青蒿鳖甲汤合三妙丸加减。 

10.4.2  痔疮 

推荐方剂：风伤肠络证—凉血地黄汤、槐花散加减； 

湿热下注证—脏连丸加减； 

气滞血瘀证—活血散瘀汤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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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虚气陷证—补中益气汤加减。 

10.4.3  肛瘘 

推荐方剂：湿热下注证—二妙丸合萆薢渗湿汤加减； 

正虚邪恋证—托里消毒饮加减； 

阴液亏虚证—青蒿鳖甲汤加减。 

10.5  其他疾病 

包括失眠、痤疮等。 

10.5.1  失眠 

推荐方剂：肝火扰心—龙胆泻肝汤加减； 

痰热扰心—黄连温胆汤加减； 

心脾两虚—归脾汤加减； 

心肾不交—六味地黄丸合交泰丸加减； 

心胆气虚—安神定志丸合酸枣仁汤加减。 

10.5.2  痤疮 

推荐方剂：肺经风热证—枇杷清肺饮加减； 

肠胃湿热证—茵陈蒿汤加减； 

痰湿瘀滞证—二陈汤和桃红四物汤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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