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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汤加味治疗寻常型银屑病疗效观察

作者：蓝海冰   点击次数：760次 

 

【摘    要】

目的  观察四物汤加味对寻常型银屑病患者的疗效。方法  在门诊就诊患者中选择100例寻常型

银屑病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50例和对照组50例，治疗组以四物汤加白鲜皮为基本方并随证加

味，对照组予口服复方青黛胶囊，观察临床疗效。结果  总有效率：治疗组为88％，对照组为

76％。治愈疗程：治疗组30天治愈者占47．6％，60天治愈者占38．1％；对照组分别为22．2％

和33．3％。2年内复发率：治疗组为14．3％，对照组为44．4％。治疗组在临床疗效、疗程和2

年内的复发率上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  四物汤加味在治疗寻常型银屑病进行期和静止期疗效

好，起效快，复发率低。 

【关 键 词】寻常型银屑病； 血热生风； 阴虚血燥； 瘀血阻络； 四物汤 

【作者介绍】作者单位：100009，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鼓楼中医医院皮肤科 

    银屑病又称牛皮癣，是一种常见的红斑鳞屑型皮肤病。该病经过缓慢，易于复发。现代医学根据

皮肤的损害分为寻常型、关节病型、红皮症型及脓疱型等，其中寻常型在临床中发病率最高，占

90％-95％[1]；其病程通常由进行期开始，继之静止期而达到消退期，依据其复发时间，又分为冬季

型、夏季型，反反复复，缠绵难愈。笔者应用四物汤加味对寻常型银屑病进行临床观察，并于疗程结

束24个月后随访。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取1997年1月—2001年1月3年间的门诊病例100例，依就诊时间顺序，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

组。治疗组50例，其中男29例，女21例；年龄：10岁-34例，41—65岁16例，平均年龄37．5岁；病

程：3个月(包括3个月)以下12例，3个月以上38例，最短10天，最长18年，平均病程约9年；初发11

例，复发39例；进行期39例，静止期11例；皮损泛发全身者40例，局部于头部、肘后或下腿者10例；

伴有咽部感染者15例；有明显季节性者18例；有家族史者10例。对照组50例，其中男28例，女22例；

年龄8岁-37例，41-69岁13例，平均年龄38．5岁；病程：3个月以下16例，4个月以上34例，最短12

天，最长18年，平均病程10年；初发10例，复发40例；进行期41例，静止期9例；皮损泛发全身者39

例，局限于其他各处者11例；伴咽部感染者11例；有明显季节性者15例；有家族史者7例。    两组

年龄、性别、病程无显著差异，P>0．05。 

1．2  诊断标准 

   依据国家中医管理局发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白疤”的诊断标准：皮损初起为点滴

状分布的针尖大至扁豆大炎性红色丘疹，迅速增大，表面覆银白色多层鳞屑，可见同形反应(摩擦、

外伤、针刺处可引起皮疹发生)，薄膜现象，蜡滴现象及筛状出血，皮损可逐渐融合成钱币状、环

状、蛎壳状或地图状，好发于头皮四肢伸侧及肘膝关节、尾骶部，常泛发全身。起病缓慢，易于复

发，常有明显的季节性。 



1．3排除病例标准 

   妊娠、哺乳期妇女；因故不能坚持服药者；患有严重肝肾系统疾病患者。 

2  治疗方法    

2．1  治疗组    

   基本方：生地30g，赤芍15g，当归10g，川芎10g，白鲜皮30so加味：进行期见皮色鲜红，新皮疹

较多，有薄膜现象、蜡滴现象及筛状出血、同形反应者，加清热凉血、祛风解毒作用的丹皮10g＼生

槐花30g＼白茅根10g＼紫草10g＼草河车10g；伴咽喉肿痛，舌红苔黄腻者，加土茯苓20g＼山豆根10g

＼金银花15g＼板蓝根20g。病情稳定进入静止期，加有行气散结、活血化瘀作用的桃仁10g＼红花10g

＼鬼箭羽10g＼丹参30g；伴咽干、口干舌燥，便秘舌红少津，脉细滑者，加沙参10g＼天冬10g＼麦冬

10g＼石斛10g；伴体弱乏力，面色无华，舌淡脉细者，加熟地30g、白芍15g、党参10g、炙黄芪10g、

鸡血藤30g；痒甚者加威灵仙10g＼白花蛇舌草10g＼地肤子10g＼夜交藤15g。水煎服，每日1剂，分早

晚服用。30天为1个疗程，共计1-3个疗程。 

2．2  对照组 

 共50例，均口服复方青黛胶囊[陕西榆林地区中药厂生产，批号：陕卫药准字(1999)L-00401号)。每

次4粒，每天3次，30天为1个疗程，总计1—3个疗程。 

   所有病例急性期或泛发点滴型，均不用其它内服药及外用药；静止期或肥厚性皮损外用5％水杨酸

软膏(本院自制)。 

3  疗效观察 

3．1疗效评定标准 

 参照1995年1月颁布《中医病证诊断标准•白疤》。治愈：皮损完全消退或消退95％以上。好转：皮

损消退50％以上。未愈：皮损消退不足50％。 

3．2  观察内容 

 观察两组病人治疗3个疗程后的效果、治愈所需时间及2年(24个月)内的复发率。 

3，3  结果 

 两组疗效比较，见表1。两组痊愈时间及2年内复发率比较，见表2。 

表1  两组疗效比较{例(%)} 

    从表1可以看出治疗组总有效率为88％，与对照组76％相比，有明显的差异，x2=10．432，p<0．

05。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 

表2  两组痊愈时间及2年内复发率比较 {例(%)} 

    通过两组痊愈时间(包括：鳞屑消退95％以上，基底变平，色素减退或消失，无新出皮疹，瘙痒

消失)及复发率比较可以看出，治疗组多在60天以内痊愈，占痊愈总数85．7％，对照组只占55．

5％，说明治疗组疗程明显短于对照组；2年内的复发率，治疗组为14．3％，对照组为44．4％，虽然

百分比差距较大，但鉴于病例较少，其客观性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4  讨论 

   银屑病发病原因不清，现代医学认为其发病与遗传、感染、代谢障碍及免疫功能紊乱有关。与中

医学文献记载的“干癣”“松皮癣”“白疤”“蛇虱”“蛇风”相类似。中医认为血热为其主要发病

原因。银屑病初发于青壮年，有人统计21—30岁青年占发病总数67．4％[刨。青年人生机旺盛，阳气

偏盛者居多，复因外感六淫或过食辛辣、鱼虾，或七情内伤，使血热内蕴，伤营化燥，血热生风，肌

肤失养；或风燥日久，伤阴耗血，阴虚血燥，肌肤不荣；或瘀血阻络，经脉阻滞，肤失所养。总由血

热受风，日久伤阴，伤营血，进而化瘀而成。基于此，笔者拟四物汤加祛风止痒、清热解毒之白鲜皮

为基本方治疗本病。四物汤源自宋《和剂局方》，原方由熟地、白芍、当归、川芎各等份组成，以补

血调血，滋阴养血，行瘀通滞。笔者在运用此方治疗进行期银屑病，将熟地易为生地、白芍易为赤

 组别  例数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治疗组  50  21(42)  23(46)  6(12)  44(88)

 对照组  50  9(18)  29(58)  12(24)  39(76)

 组别  例数  30天  60天  90天  复发

 治疗组  21  10(47.6)  8(38.1)  3(14.3)  3(14.3)

 对照组  9  2(22.2)  3(33.3)  4(44.4)  4(44.4)



芍，且用量宜大，以加强清热凉血之意。病情稳定进入静止期时则多生熟地、赤白芍并用，以其治疗

因血、因风而生之银屑病，起到“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用。再依症状临床加减，故能取得疗

效。对照组复方青黛胶囊由青黛、贯众、土茯苓、乌梅、丹参等组成，大量临床研究表明其具有清热

解毒、活血化瘀、祛风止痒功效，可用于银屑病各期治疗[3]，与本人所设治疗组作用大致相当，但

在本文的观察中可以看出，两组对比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且24个月的随访中复发率明显低于

对照组。 

   从病理角度看，银屑病病理为角质形成细胞增殖和分化异常，同时伴显著炎症反应。张玉杰等人

[4]通过研究四物汤对小鼠细胞增殖作用的影响，发现四物汤具有抑制表皮细胞增殖作用，且发现随

浓度增高，其抑制作用增强。其中川芎、赤芍、当归有活血化瘀以改善微循环，增加血流并有非特异

免疫调节作用；地黄可抑制上皮细胞增殖。由此考虑四物汤治疗银屑病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表皮

细胞增殖加之活血化瘀改善微循环及免疫调节等作用而共同完成的。(收稿日期：2004-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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