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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蜂蜜防治化疗性口腔黏膜炎的研究进展

方　颖，黄丽华，邵乐文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杭州　３１０００３

摘　要：分析蜂蜜防治化疗性口腔黏膜炎的作用机制和临床应用研究进展，以期为临床护士和患者提供一种科学、便

捷的方法，以更有效地预防和治疗化疗性口腔黏膜炎，保障患者化疗顺利进行，提高其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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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黏膜炎是肿瘤患者放化疗后最常见的并

发症之一，主要表现为口腔黏膜红斑和疼痛的溃

疡性病变［１－２］。口腔黏膜炎在接受放射治疗的头

颈癌患者中发生率高达１００％；在接受大剂量化疗

的患者中发生率达８０％；在接受常规化疗的患者

中发生率约为２０％～４０％
［１，３］。口腔黏膜炎可引

起吞咽困难、味觉改变、体质量减轻和继发性感

染，这些并发症可使治疗复杂化，住院时间延长，

生活质量下降［４］。为此，临床上采用各种药物治疗

放化疗后的口腔黏膜炎，但目前尚没有确定有效

的治疗方法，而且存在不同程度不良反应。有研

究表明蜂蜜在防治放化疗性口腔黏膜炎、促进创

口愈合、减轻疼痛等方面有较好的效果和应用价

值［５－７］。鉴于此，笔者就蜂蜜防治化疗性口腔黏膜

炎的作用机制和临床应用研究进展作简要综述，

以期为临床护士和患者提供一种科学、便捷的方

法，以更有效地预防和治疗化疗性口腔黏膜炎，保

障患者化疗顺利进行，提高其生存质量。

１　蜂蜜对化疗性口腔黏膜炎的作用机制

１．１　蜂蜜的生物学特性

口腔黏膜炎发生的机制尚不完全清楚。就化

疗而言，细胞毒性药物通过ＤＮＡ复制和修复受

损、细胞周期阻滞、ＤＮＡ损伤和细胞死亡，影响包

括口、喉和咽部在内的胃肠道所有快速分裂的上

皮细胞。目前，关于口腔黏膜炎的发展及其防治

策略有多种解释模式［８］。在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可

的是，按时间顺序分５个阶段解释的发病机制，即

起始期、损伤反应期、信号放大期、溃疡形成期和

愈合期。开始时，放疗和／或化疗诱导细胞损伤和

自由基的产生，导致基底上皮细胞死亡；然后是炎

症因子增加，细胞凋亡；多种途径造成细胞损伤，

导致组织变薄；促炎细胞因子上调引起黏膜溃疡，

加速继发感染；最后一个阶段，上皮细胞增生，细

胞和组织分化［３，９］。而蜂蜜具有的高糖特性赋予

了蜂蜜吸湿性，容易脱水，阻止细菌和其他微生

物，表现出抗菌性能。蜂蜜ｐＨ值为３．２～４．５，呈

酸性，而细菌适宜生长最佳ｐＨ值在７．２～７．４之

间，因此蜂蜜在未稀释时能够抑制大多数细菌生

长［１０］。蜂蜜具有的抗微生物特性，可能有利于防

止继发感染［１１］。蜂蜜具有高渗透性，能使溃疡水

肿减轻、促进创面愈合，有较强的杀菌作用，有效

缩短治愈时间。据报道，蜂蜜作为敷料可以有效

促进创口愈合［１２］。创口愈合的效果被认为主要是

由低水平的过氧化氢的产生介导的，与稀释蜂蜜

相比，全效蜂蜜葡萄糖氧化酶活性较低，因此产生

的过氧化氢水平也较低［１３］，利于溃疡愈合。

１．２　蜂蜜的中药性能

从中医学角度，化疗性口腔黏膜炎可分为阴

虚火旺型、湿热内盛型和脾胃虚弱型，需采取滋阴

降火、清热利湿化痰、健脾补气的治法［１４］。化疗药

物为峻猛药毒之邪，使脾胃受损，耗气伤阴、伤津，

虚火上乘；或热毒内伏心营，循经上扰而发病［１５］。

《本草纲目》对蜂蜜的性能做了详尽的说明：“清热

也，补中也，解毒也，润燥也，止痛也。生则性凉，

故能清热；熟则性温，故能补中；甘而和平，能解

毒；柔而濡泽，故能润燥。”指出蜂蜜能治疗溃疡、

口部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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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蜂蜜在化疗性口腔黏膜炎防治中的应用

现状

２．１　蜂蜜对化疗性口腔黏膜炎的预防效果

Ｓｅｄｉｇｈｉ等
［１６］共纳入４８例７～１６岁急性白血

病患儿，对照一组采用常规护理，指导患儿化疗期

间保持牙周和口腔卫生，高蛋白饮食、软食，早晚

用软毛牙刷刷牙９０ｓ；对照二组在对照一组的基础

上，早晨、餐后和睡前用６０ｍＬ等渗盐水漱口３０ｓ；

实验组在对照二组基础上每日早晨、餐后和睡前

用等渗盐水漱口后，再用６０ｍＬ蜂蜜漱口３０ｓ。

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口腔黏膜炎的发生率为０，

对照二组发生率为２５％，对照一组发生率为７５％，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０１），而对照二组的口

腔黏膜炎严重程度与对照一组相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犘＝０．５６９）。Ｋｈａｎｊａｎｉ等
［５］的单盲临床试

验中，共纳入５３例１８周岁以上首次接受化疗的急

性髓细胞白血病患者（排除 Ｍ３），随机分为三组，

对照一组患者仅接受常规预防黏膜炎的护理，包

括口腔卫生培训、遵医嘱服用氟康唑胶囊以预防

真菌和细菌溃疡及相应护理；对照二组在对照一

组的基础上，每天刷牙２次，每次至少９０ｓ，每天使

用牙线１次，每天３次用６０ｍＬ的等渗盐水漱口，

持续３０ｓ；实验组在对照一组的基础上，每餐前后

和睡前使用蜂蜜漱口液，每次持续３０ｓ，蜂蜜与水

的比例为１∶２０。研究表明，蜂蜜漱口液能有效预

防口腔黏膜炎的发生，减轻口腔黏膜炎的严重程

度。倪高翔等［１７］对１２０例使用５氟尿嘧啶的结直

肠癌化疗患者进行研究，对照组给予入院宣教、饮

食指导、生活习惯指导、口腔护理、出院指导等常

规护理；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口服纯天

然蜂蜜１０ｍＬ，在口腔中保持至少１ｍｉｎ后吞咽，

每天４次。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的口腔黏膜炎发

生率低于对照组（犘＜０．０５），在口腔黏膜炎患者

中，实验组患者恢复时间短于对照组（犘＜０．０５）。

方颖等［１８］对９８例接受化疗的白血病或淋巴瘤患

者进行研究，对照组予常规口腔护理，每日晨起、

三餐后、睡前予碱性漱口水漱口，每次１０ｍＬ，含漱

１ｍｉｎ，保持口腔清洁，给予饮食指导等；实验组患

者口腔黏膜表面给予涂抹蜂蜜，每６ｈ１次。结果

显示，实验组患者口腔黏膜炎的发生率为

１０．２０％，对照组为２８．５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两组开始发生口腔黏膜炎的时间和口

腔黏膜炎的严重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国内外相关研究中，蜂蜜在降低化疗

性口腔黏膜炎的发生率上有一致的结果，但在降

低口腔黏膜炎严重程度上仍然存在争议。各项研

究中蜂蜜的产地、花蜜来源、成分等各不相同，蜂

蜜的使用方法也存在差异，未来期待更多高质量、

大样本的临床试验以验证其效果。

２．２　蜂蜜对化疗性口腔黏膜炎的治疗效果

２．２．１　单纯蜂蜜治疗

Ｓｉｎｇｈ等
［６］对１００例接受化疗且患有口腔黏

膜炎的患儿进行观察性盲法研究，对照组患儿采

用常规的镇痛和抗菌凝胶治疗，实验组患儿给予

蜂蜜局部应用在口腔黏膜上，每天分别于８：００、

１２：００、１６：００、２０：００，涂抹１～２ｍＬ蜂蜜，研究结

果显示，实验组患儿口腔黏膜炎的严重程度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口腔黏膜

炎干预时间少于对照组。Ｂｕｌｕｔ等
［１９］共纳入８３例

接受放化疗的白血病或淋巴瘤患儿，对照组给予

常规口腔护理，实验组患儿口腔黏膜炎发生后使

用蜂蜜进行口腔护理，方法为在患儿整个口腔涂

上蜂蜜，每天４次，每６ｈ１次，使用２１ｄ。研究结

果显示，实验组患儿口腔黏膜炎的严重程度和恢

复期低于对照组，但该研究缺乏随机化。Ｆｒｉｅｎｄ

等［２０］对１１个数据库进行了文献检索，找到４篇关

于探索蜂蜜用于治疗儿科肿瘤患儿化疗相关黏膜

炎的论文（Ｃ级），证明蜂蜜在预防和治疗儿科肿瘤

患儿的口腔黏膜炎上是一种有效的措施。Ｙａｎｇ

等［２１］通过Ｍｅｔａ分析，评估蜂蜜治疗化疗／放疗引

起的中重度口腔黏膜炎的效果，共纳入１７项随机

对照试验，共１２６５例患者，结果显示，蜂蜜治疗组

提高了化疗／放疗诱导的中重度口腔黏膜炎的治

疗效果。关于蜂蜜治疗化疗引起的口腔黏膜炎的

效果研究国内相对较少，国外相关研究虽然取得

了较好的结果，但研究设计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且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儿童患者，因此，蜂蜜治疗

成年患者化疗引起的口腔黏膜炎的效果需要开展

更多高质量的实验性研究来进一步探讨，使之成

为临床决策可靠的证据。

２．２．２　蜂蜜混合物治疗

Ａｂｄｕｌｒｈｍａｎ等
［２２］对９０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合并２级和３级口腔黏膜炎患儿进行随机对照

临床试验，以评价蜂蜜及蜂蜜、橄榄油、蜂胶提取

物和蜂蜡的混合物外用治疗口腔黏膜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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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蜂蜜组２级口腔黏膜炎的恢复时间显著

减少（犘＜０．０５）；在３级口腔黏膜炎中，蜂蜜组和

混合物组的恢复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６１），但与对照组相比，蜂蜜组或混合物组的愈

合更快（犘＜０．０１）。在两种级别的口腔黏膜炎中，

蜂蜜组产生的愈合速度都比混合物组或对照组快

（犘＜０．０５）。研究表明，蜂蜜对２级、３级化疗诱导

的口腔黏膜炎患者愈合更快，建议在未来针对化

疗诱导的口腔黏膜炎的治疗试验中使用蜂蜜。

Ｒａｅｅｓｓｉ等
［２３］对７５例受试者进行双盲随机临床试

验，比较蜂蜜加咖啡、蜂蜜、局部类固醇三种方案

对化疗性口腔黏膜炎的治疗效果。结果显示，３种

治疗方案均可减轻病灶的严重程度（犘＜０．０５），蜂

蜜加咖啡组减轻程度最佳，蜂蜜组和类固醇组分

列二、三名。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蜂蜜与咖啡联

合疗法作为一种辅助治疗，可使口腔黏膜炎在短

时间内被成功治疗。王晓萍等［２４］的研究表明，重

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蒙脱石散和蜂蜜的混

合糊状物治疗化疗患者口腔溃疡较单用重组人粒

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或蒙脱石散，疗效更优。郑肖

芬等［２５］的研究表明，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蒙脱石散和蜂蜜联合应用，治疗左旋门冬酰胺酶

化疗后引起的口腔溃疡，疗效较佳。国内外相关

研究显示一些蜂蜜混合物对化疗引起的口腔黏膜

炎也有较好的效果，也是一种候选干预方法，但其

制作上相对蜂蜜复杂。除了对预防和治疗口腔黏

膜炎的疗效进行分析外，值得注意的是，蜂蜜混合

物可能含有许多药理活性分子的物质，有可能干

扰化疗，导致化疗的疗效受损，基本治疗的有效性

是否受到损害，这也应该是未来研究的问题。

３　结语

基于当前研究进展，蜂蜜在预防和治疗化疗

所致的口腔黏膜炎上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但国

内外相关研究结果有部分相互矛盾或存在不足之

处，未来需开展更多大样本的随机对照、多中心临

床试验，进一步深入探讨，以期为临床护士和患者

提供一种科学方便有效的方法，减轻患者痛苦，提

高其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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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ｏｒ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ｒｅｄｕｃｅｓｏｒａｌｍｕｃｏｓｉｔｉｓａｎｄｆｅｂｒｉｌｅ

ｎｅｕｔｒｏｐｅｎｉａ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ｉｃｂｏｎｅｍａｒｒｏｗ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ＳｕｐｐｏｒｔＣａｒｅ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２，２０：３６７－３７３．

［４］ＥＲＤＥＭＯ，ＧＮＧ?ＲＭＳＺ．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ｏｙａｌｊｅｌｌｙｏｎｏｒａｌ

ｍｕｃｏｓｉｔｉ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ｄ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

ｐｙ［Ｊ］．ＨｏｌｉｓｔｉｃＮｕｒｓ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１４，２８（４）：２４２－２４６．

［５］ＫＨＡＮＪＡＮＩＰＡ，ＲＡＨＭＡＮＩＡ，ＧＨＡＨＲＡＭＡＮＩＡＮＡ，ｅｔ

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ｎｏｒａｌｃａｒｅ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ａｎｄｈｏｎｅｙｍｏｕｔｈｗａｓｈｏｎ

ｍｕｃｏｓｉｔｉｓｉｎａｃｕｔｅｍｙｅｌｏｉｄｌｅｕｋｅｍｉ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ｃｈｅｍ

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ｓｉｎｇｌｅｂｌｉ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Ｊ］．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ｒ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

ｇ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９，２３（４）：１８１１－１８２１．

［６］ＳＩＮＧＨＲ，ＳＨＡＲＭＡＳ，ＫＡＵＲＳ，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ｏｐｉ

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ｎｅｙｏｎｏｒａｌｍｕｃｏｓａ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ｏｒａｌｍｕｃｏｓｉｔ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２０１９，８６（３）：２２４－２２８．

［７］ＡＬＪＡＯＵＮＩＳＫ，ＡＬＭＵＨＡＹＡＷＩＭＳ，ＨＵＳＳＥＩＮＡ，ｅ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ｈｏｎｅｙｏｎｏｒａｌｍｕｃｏｓｉｔｉｓａｍｏｎｇ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ｃｈｅｍｏ／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ｔＫｉｎｇＡｂ

ｄｕｌａｚｉｚ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Ｊｅｄｄａｈ，ＫｉｎｇｄｏｍｏｆＳａｕｄｉＡｒａ

ｂｉａ［Ｊ］．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ｎｄ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２０１７，２０１７：５８６１０２４．

［８］ＷＡＮＧＬ，ＧＵＺ，ＺＨＡＩＲ，ｅ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ｏｒａｌｃｒｙ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ｎｏｒａｌｍｕｃｏｓｉｔｉｓ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

ｌｉｇｎａｎｃｉｅ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ｈｅｍａｔｏｐｏｉｅｔｉｃ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Ｊ］．ＰＬｏＳＯｎｅ，

２０１５，１０（５）：ｅ０１２８７６３．

［９］ＳＯＮＩＳＳＴ．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ｍｕｃｏｓｉｔｉｓ［Ｊ］．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ｓ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４，４（４）：２７７－２８４．

［１０］陈利鸿，冉兴无．蜂蜜局部治疗慢性难愈创伤的研究进展［Ｊ］．

华西医学，２００９，２４（４）：１０５２－１０５４．

［１１］ＷＩＬＬＩＸＤＪ，ＭＯＬＡＮＰＣ，ＨＡＲＦＯＯＴＣＧ．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ｗｏｕｎ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ｔｏｔｈｅ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ｍａｎｕｋａｈｏｎｅｙ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ｈｏｎｅｙ［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２，７３（５）：３８８－３９４．

［１２］ＭＯＬＡＮＰＣ．Ｔｈ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ｈｏｎｅｙａｓａ

ｗｏｕｎ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Ｊ］．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ｏｗｅｒＥｘ

ｔｒｅｍｉｔｙＷｏｕｎｄｓ，２００６，５（１）：４０－５４．

［１３］ＢＡＮＧＬＭ，ＢＵＮＴＴＩＮＧＣ，ＭＯＬＡＮＰ．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ｌｕ

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ｈｏｎｅｙａｎｄ

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ｗｏｕｎｄｈｅａｌｉｎｇ［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ｌｔｅｒｎａ

ｔｉｖ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３，９（２）：２６７－２７３．

［１４］杨霖，王笑民，念家云，等．恶性肿瘤患者化疗相关性口腔黏

膜炎的中西医药物治疗进展［Ｊ］．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

代化，２０１６，１８（５）：８８３－８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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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孙建红．玉屏风散合泻黄散加味治疗化疗所致口腔黏膜炎

５０例［Ｊ］．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３０（４）：２３０８．

［１６］ＳＥＤＩＧＨＩＩ，ＭＯＬＡＥＥＳ，ＡＭＡＮＡＴＩＡ，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ｏｎｅｙ：ｔｏｐ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ｒｅ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ｏｎｅｙｉ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ｄｕｃｅｄｏｒａｌｍｕｃｏｓｉｔｉ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２０１３，４（３）：１３８－１４２．

［１７］倪高翔，林莉瑶，杨眉．蜂蜜在结直肠癌化疗性口腔黏膜炎中

的效果研究［Ｊ］．中外医学研究，２０２１，１９（１７）：１１２－１１４．

［１８］方颖，黄丽华，孙彩虹，等．蜂蜜对成人恶性血液病化疗性口

腔黏膜炎的预防效果研究［Ｊ］．中华护理教育，２０２１，１８（６）：

５４４－５４７．

［１９］ＢＵＬＵＴＨＫ，ＴＦＥＫＣＩＦＧ．Ｈｏｎｅｙｐｒｅｖｅｎｔｓｏｒａｌｍｏｃｏｓｉｔｉｓ

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ｑｕａｓ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ｗｉｔｈ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Ｊ］．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ｉ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６，２９：１３２－１４０．

［２０］ＦＲＩＥＮＤ Ａ，ＲＵＢＡＧＵＭＹＡ Ｆ，ＣＡＲＴＬＥＤＧＥＰ．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ｌｕｂ：ｉｓｈｏｎｅｙ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ｓａ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ｄｕｃｅｄｍｕｃｏｓｉｔｉｓｉｎ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２０１８，６４（２）：１６２－

１６８．

［２１］ＹＡＮＧＣ，ＧＯＮＧＧ，ＪＩＮＥ，ｅｔａｌ．Ｔｏｐ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ｎｅｙ

ｉｎ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ｅｍｏ／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ｄｕｃｅｄｏｒａｌｍｕ

ｃｏｓｉｔｉｓ：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ｕｒｓｉ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９，８９：８０－８７．

［２２］ＡＢＤＵＬＲＨＭＡＮＭ，ＥＬＢＡＲＢＡＲＹＮＳ，ＡＨＭＥＤＡＭＩＮＤ，

ｅｔａｌ．Ｈｏｎｅｙａｎｄａｍｉｘｔｕｒｅｏｆｈｏｎｅｙ，ｂｅｅｓｗａｘ，ａｎｄｏｌｉｖｅｏｉｌ

ｐｒｏｐｏｌｉ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ｄｕｃｅｄｏｒａｌ

ｍｕｃｏｓｉｔｉｓ：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ｐｉｌｏｔｓｔｕｄｙ［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９：２８５－２９２．

［２３］ＲＡＥＥＳＳＩＭＡ，ＲＡＥＥＳＳＩＮ，ＰＡＮＡＨＩＹ，ｅｔａｌ．“Ｃｏｆｆｅｅｐｌｕｓ

ｈｏｎｅｙ”ｖｅｒｓｕｓ“ｔｏｐｉｃａｌｓｔｅｒｏｉｄ”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

ａｐｙｉｎｄｕｃｅｄｏｒａｌｍｕｃｏｓｉｔｉｓ：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Ｊ］．

ＢＭＣ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ｎｄ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４，１４：

２９３．

［２４］王晓萍，郑肖芬，张爱芬，等．ｒｈＧＣＳＦ、蒙脱石散、蜂蜜混合用

于化疗患者口腔溃疡的疗效研究［Ｊ］．护理研究，２０１１，２５

（１４）：１２４３－１２４４．

［２５］郑肖芬，王晓萍，张苑，等．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蒙脱

石散与蜂蜜联合应用治疗左旋门冬酰胺酶化疗后口腔溃疡

的疗效研究［Ｊ］．护理实践与研究，２０１３，１０（９）：３９－４０．

·信　息·

论文作者学术不端行为类型（节选）

伪　造

伪造的表现形式包括：

ａ）编造不以实际调查或实验取得的数据、图片等。

ｂ）伪造无法通过重复实验而再次取得的样品等。

ｃ）编造不符合实际或无法重复验证的研究方法、结论等。

ｄ）编造能为论文提供支撑的资料、注释、参考文献。

ｅ）编造论文中相关研究的资助来源。

ｆ）编造审稿人信息、审稿意见。

不当署名

不当署名的表现形式包括：

ａ）将对论文所涉及的研究有实质性贡献的人排除在作者名单外。

ｂ）未对论文所涉及的研究有实质性贡献的人在论文中署名。

ｃ）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将其列入作者名单。

ｄ）作者排序与其对论文的实际贡献不符。

ｅ）提供虚假的作者职称、单位、学历、研究经历等信息。

一稿多投

一稿多投的表现形式包括：

ａ）将同一篇论文同时投给多个期刊。

ｂ）在首次投稿的约定回复期内，将论文再次投给其他期刊。

ｃ）在未接到期刊确认撤稿的正式通知前，将稿件投给其他期刊。

ｄ）将只有微小差别的多篇论文，同时投给多个期刊。

ｅ）在收到首次投稿期刊回复之前或在约定期内，对论文进行稍微修改后，投给其他期刊。

ｆ）在不做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将自己（或自己作为作者之一）已经发表论文，原封不动或做些微修改后再次投稿。

节选自《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ＣＹ／Ｔ１７４－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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