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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为中华中医药学会专家共识技术文件。 

本共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及《中华

中医药学会中成药临床应用专家共识报告规范》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共识由中华中医药学会耳鼻喉科分会、湖南时代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本共识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归口。 

本共识起草单位：中华中医药学会耳鼻喉科分会、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

北京大品种联盟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本共识参加单位：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所、北京中医药

大学、广东省中医院、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深圳市中医院、北

京航天总医院、北京民航总医院、北京华信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北京大品种联盟

科技咨询公司、上海市中医医院、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北省儿童医院、山东大学

齐鲁儿童医院、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湖南航天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南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云南省中医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山大学孙逸

仙纪念医院、株洲市妇幼保健院、湖南省直中医院。 

本共识主要起草人：阮岩、郭裕、何伟平。 

本共识专家组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王仁忠、王贤文、王嘉玺、田道法、刘大新、

刘元献、江青山、安淑华、阮岩、孙中武、李云英、李春花、李继红、杨洪军、肖旭平、何伟

平、张建基、陈烨、陈薇、罗仁忠、高云海、高胜利、郭裕、唐玲、唐瑶云、黄明寿、黄春江、

彭解人、廖星、谯凤英、霍习敏。 

本共识工作人员：唐纯玉、李振坤、高群、吴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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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引 言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由土牛膝、马兰草、车前草、天名精四味药材组方。具有清热解毒，

利咽止痛之效，用于肺胃实热所致的咽部红肿、咽痛、发热、口渴、便秘；急性扁桃体炎、急

性咽炎见上述症候。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长于利咽止痛，适用于肺胃实热证引起的咽喉肿痛，功效在于缓解

咽部红、肿、热、痛；属于2017年版和2019年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

品目录》品种，先后在十三五规划教材《中西医结合耳鼻喉科学》、《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南-耳

鼻咽喉疾病分册》、《湖南省儿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治方案（试行第一版）》推荐使

用。喉咽清口服液是2015版《中国药典》收录品种，曾获得湖南省科技进步奖。 

本共识充分考虑临床证据和专家临床经验，对于有证据支持的临床问题形成推荐意见， 对

于没有证据支持的临床问题形成共识建议。 

在应用本共识时须充分考虑临床实际情况进行处理。  

鉴于现有证据存在的问题，未来需通过更高质量研究来提供高级别证据进行支持，需根据实际

运用中暴露出的新问题和新情况予以修订。 

CACM中
成
药
临
床
应
用
专
家
共
识
公
示
稿



1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1 共识推荐意见/共识建议概要表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临床应用专家共识》达成三条共识推荐意见和十五条共识建议，具

体见表1和表2： 

表1 本共识达成的共识推荐意见概要表 

共识条目 证据等级 投票结果 推荐强度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具有抑菌、抗病毒作用，可以有效缓解急性咽炎

患者的咽痛症状。 
低级 18 强推荐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具有抑菌、抗病毒作用，可以有效缓解急性咽炎

患者的咳嗽症状。 
低级 14 强推荐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具有抑菌、抗病毒作用，可以有效缓解急性咽炎

患者的发热症状。 
低级 10 强推荐 

 

表2  本共识达成的共识建议概要表 

共识条目 投票结果 建议强度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适合急性扁桃体炎、急性咽炎全病程应用，对非化脓性炎症疗效

更佳。 
19 强建议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对于治疗放射性咽炎有一定疗效。 17 强建议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对于治疗疱疹性咽峡炎有一定疗效。 19 强建议 

当患者发热>38.5℃时，可合并使用其它药物。 19 强建议 

当患者出现扁桃体化脓、扁桃体周围炎或白细胞增高、中性粒细胞增高等情况，可合并

使用抗生素。 
19 强建议 

孕妇患者禁用喉咽清口服液（颗粒）。 19 强建议 

1岁以下患儿酌情使用喉咽清口服液（颗粒）。 18 强建议 

糖尿病患者应慎用喉咽清口服液（颗粒）。 19 强建议 

体质虚寒，大便溏稀患者应慎用喉咽清口服液（颗粒）。 18 强建议 

目前未发现喉咽清口服液（颗粒）与其他药物合用会增加其不良反应的情况。 17 强建议 

适用于咽部红、肿、痛、舌红苔黄表现的急性咽炎、急性扁桃体炎患者。 17 强建议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具有抑菌、抗病毒作用，可以有效缓解急性扁桃体炎患者的咽痛

症状。 
19 强建议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具有抑菌、抗病毒作用，可以有效缓解急性扁桃体炎患者的咳嗽

症状。 
17 强建议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具有抑菌、抗病毒作用，可以有效缓解急性扁桃体炎患者的发热 18 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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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 

喉咽清口服液儿童用法用量：1岁以下一次3毫升，一日2-3次；1-3岁一次10毫升，一日

2-3次；3岁到14岁一次10毫升，一日3次。 

喉咽清颗粒儿童用法用量：1岁以下一次1/3袋，一日2次；1-3岁一次1袋，一日2次；3

岁到14岁一次1袋，一日3次。 

19 强建议 

 

2 范围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临床应用专家共识》明确了喉咽清口服液（颗粒）治疗急性扁桃体

炎、急性咽炎等适应症的证候特点、介入时机、疗程特点、用法用量（成人、儿童），以及特殊

人群用药禁忌、注意事项等安全性问题。 

本共识适用于三级、二级、基层医院的耳鼻喉、呼吸科、儿科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医师

在使用喉咽清口服液（颗粒）治疗急性扁桃体炎、急性咽炎时使用。 

 

3 药物基本信息 

 

3.1 药物组成 

土牛膝、马兰草、车前草、天名精 

3.2 功能主治 

清热解毒，利咽止痛。用于肺胃实热所致的咽部红肿、咽痛、发热、口渴、便秘；急性

扁桃体炎、急性咽炎见上述证候者。 

3.3 政策准入情况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

年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9年版）》用药。 

 

4 临床问题清单 

   

本共识主要回答11个临床问题，具体见表3： 

表3 本共识回答的临床问题 

序号 临床问题 

1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治疗急性扁桃体炎最主要的疗效点是什么?（抗病毒、抑菌、缓解咽痛症状、缩

短咽痛时间、缓解咽部症状（干燥感灼热感异物感）、缓解口干症状、缓解咳嗽症状、缓解便秘症

状、退热） 

2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治疗急性咽炎最主要的疗效点是什么? （抗病毒、抑菌、缓解咽痛症状、缩短

咽痛时间、缓解咽部症状（干燥感灼热感异物感）、缓解口干症状、缓解咳嗽症状、缓解便秘症状、

CACM中
成
药
临
床
应
用
专
家
共
识
公
示
稿



3  

退热） 

3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对于儿童患者的用药是否有特殊的用法、用量、疗程和禁忌症?  

4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治疗急性扁桃体炎能否减少西药的使用?（解热镇痛药、抗生素、抗病毒药物、

激素） 

5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治疗急性咽炎能否减少西药的使用?（解热镇痛药、抗生素、抗病毒药物、激

素） 

6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治疗急性扁桃体炎是否需要与西药联用?指征是什么? 

7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与哪种药物合用可增加其不良反应风险?  

8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治疗急性咽炎是否需要与西药联用?指征是什么? 

9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临床应用时有何其他的用药禁忌? 

10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更适合治疗急性扁桃体炎哪个类型? 

11 哪一类人群不适合使用喉咽清口服液（颗粒）? 

 

5 疾病诊断 

 

5.1 中医诊断要点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适用于表现为咽部红、肿、痛、舌红苔黄的肺胃实热证急性咽炎

（GB/T15657-1995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 BRY021）、急性扁桃体炎(GB/T15657-1995中医病证分

类与代码 BRY011)患者。 

5.2 西医诊断要点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适合于急性扁桃体炎（ICD-11 编码：CA03.Z）、急性咽炎

（ICD-11 编码：CA02.Z）患者。 

 

6 临床应用建议 

 

6.1适应症 

6.1.1 急性咽炎（急喉痹）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具有抑菌、抗病毒作用，可以有效缓解急性咽炎患者的咽痛症状

[1-2]
（低级证据，强推荐）、发热症状

[1-2]
（低级证据，强推荐）、咳嗽症状

[1-2]
（低级证据，强

推荐）。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对于缓解放射性咽炎咽干咽痛症状有一定疗效。（共识建议）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对于缓解疱疹性咽峡炎咽干咽痛症状有一定疗效。（共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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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 治疗时机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适用于急性咽炎全病程应用，对非化脓性炎症疗效更佳。（共识

建议） 

 

6.1.2 急性扁桃体炎（急乳蛾）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具有抑菌、抗病毒作用，可以有效缓解急性扁桃体炎患者的咽痛

（共识建议）、发热症状（共识建议）、咳嗽症状（共识建议）。 

6.1.2.1 治疗时机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适用于急性扁桃体炎全病程应用，对非化脓性炎症疗效更佳。

（共识建议） 

 

6.2 用法用量 

6.2.1 给药方法（说明书） 

喉咽清口服液：直接口服（含服）。 

喉咽清颗粒：开水冲服。 

6.2.2给药剂量 

6.2.2.1 成人（说明书） 

喉咽清口服液用量：一次10-20毫升，一日3次。 

喉咽清颗粒用量：一次1-2袋，一日3次。 

6.2.2.2 儿童 

喉咽清口服液：1岁以下一次3毫升，一日2-3次；1-3岁一次10毫升，一日2-3次；3岁到

14岁一次10毫升，一日3次。（共识建议） 

喉咽清颗粒：1岁以下一次1/3袋，一日2次；1-3岁一次1袋，一日2次；3岁到14岁一次1

袋，一日3次。（共识建议） 

 

6.3 联合用药 

6.3.1 当患者出现扁桃体化脓、扁桃体周围炎或白细胞增高、中性粒细胞增高等情况，可合

并使用抗生素。（共识建议） 

6.3.2 当患者发热>38.5℃时，可合并使用其它药物（如退热药等）。（共识建议） 

 

7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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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不良反应 

说明书载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根据近五年的不良反监测报告偶有过敏性皮炎、瘙痒、荨麻疹等不良反应，停药后症状消

失，对原患疾病影响不明显。 

目前未发现喉咽清口服液（颗粒）与其他药物合用会增加其不良反应的情况。（共识建议） 

7.2 使用禁忌 

孕妇患者禁用喉咽清口服液（颗粒）。（共识建议） 

7.3 注意事项 

7.3.1 说明书注意事项 

（1） 忌烟、酒及辛辣食物。 

（2） 不宜在服药期间同时服用滋补性中药。 

（3） 如有高热体温超过38.5℃及扁桃体肿大者，请及时上医院就诊。 

（4） 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肝病、肾病等慢性病严重者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5） 服药3天症状无缓解，应去医院就诊。 

（6） 儿童、年老体弱者应在医师指导下服。建议1岁到3岁一次10毫升，一日2次； 

3岁到14岁一次10毫升，一次3次；14岁以上一次10-20毫升，一日3次。（口服

液） 

建议1岁到3岁一次1袋，一日2次；3岁到14岁一次1袋，一次3次；14岁以上一次

1-2袋，一日3次。（颗粒） 

（7） 对本品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8） 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9） 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使用。 

（10） 请将本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11） 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7.3.2 专家共识注意事项 

糖尿病、体质虚寒、大便溏稀患者应慎用喉咽清口服液（颗粒）。（共识建议） 

1岁以下患儿酌情使用喉咽清口服液（颗粒）。（共识建议） 

 

8 利益冲突说明 

 

8.1 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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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共识由中华中医药学会立项，湖南时代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资助。  

8.2 利益冲突情况 

在共识制定过程中，所有相关参与者均无利益冲突；企业人员主要负责会议组织、服务等事

务性工作，不参与共识研制中的决策工作：如临床问题确定、形成专家共识和推荐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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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的相关资料 

 

A1 中医理论基础 

方中土牛膝味苦性寒、能疏风解表，清热解毒，活血消肿为君。辅以马兰草味苦辛、性凉，能清

热解毒、凉血利咽。佐以车前草味甘、性寒，能利尿通淋、清热明目、镇咳祛痰
[3]
。天名精味辛

性寒，能清热解毒、活血祛痰。以上四药合用具有清热解毒，利咽止痛之效，故对急性咽炎、急

性扁桃体炎，辩证属于肺胃实热型者，有明显效果。 

方中土牛膝、天名精、马兰草、车前草配伍使用，组方独特，对于因肺胃实热所致的咽部红

肿、咽痛、发热、口渴、便秘、急性扁桃体炎、急性咽炎等病症效果显著。产品的安全性高，口

感好，依从性好，药性平和，特别适合儿童使用。 

A2 药学研究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由土牛膝, 马兰草, 天名精及车前草4 味药材组成, 具有清热解毒, 

利咽止痛之功效，喉咽清口服液已被《中国药典》2015年版 第一部收录
[4]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

中主要有效成分为的齐墩果酸、齐墩果酸-28-O-β-D-吡喃葡萄糖苷、蜕皮甾酮等。《中国药典》

2015年版第一部中对齐墩果酸有明确的含量测定方法
[5]
。而万胜利等发表的HPLC法测定喉咽清口

服液（颗粒）中齐墩果酸-28-O-β-D-吡喃葡萄糖苷含量
[6]
、文庆等发表的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喉

咽清口服液中蜕皮甾酮含量
[7]
、卜升高等发表喉咽清微生物限度检查方法

[8]
的验证均说明了喉咽

清的质量稳定，均一、可控。 

A3 药理研究 

通过前期的药理研究发现喉咽清具有一定的解热、抗炎、镇咳、抗菌作用。其作用类似于牛

黄解毒片，能明显降低三联菌苗引起的家兔体温升高，抑制1%琼脂致大鼠足趾肿胀及二甲苯致毛

细血管通透性增高和棉球肉芽肿胀形成。其解热作用，起效快，持续时间长；同时其止咳作用和

复方甘草合剂相当；体外抗菌试验证明，喉咽清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乙型溶血链球菌、肺炎双球

菌、白喉杆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中对乙型溶血链球菌的抑制最为明显
[9-10]

。药理学实验表明

喉咽清既能抗菌消炎，治疗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各种病症，又具有通过降低肺组织中病毒载量发

挥其对抗甲型流感病毒感染作用
[3]
。 

A4 临床研究 

临床研究基础，在湖南省卫生厅药政管理局的组织安排下，在南京中医药大学、湖南省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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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完成Ⅱ期临床试验，结果表明喉

咽清口服液治疗急性咽炎、急性扁桃体炎疗效显著，安全性高。用药后症状体征消失快，对细菌

有明显抑制作用；试验组总有效率94.49%，对照组总有效率82.46%（P＜0.01）；不同病种疗效

比较，喉咽清口服液（颗粒）亦显高于对照组。 

上市后临床研究，共入组407例，完成观察404例，试验结果表明喉咽清口服液治疗肺胃实热

型急性咽炎及急性扁桃体炎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其作用特点在于较好地改善患者咽或扁桃体疼

痛、红肿、灼热及相关临床症状，对受试者体温、白细胞数恢复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喉咽清临床

按推荐剂量应用较为安全。 

A5 非临床安全性研究 

喉咽清的急性毒性实验表明：LD50 > 25 g / kg
[11]

 。喉咽清的亚急性毒性实验表明：对

动物的生长、饮食、血象、电解质及重要器官无影响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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