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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渣鼻是面部常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
!

病变部

位主要在脸部中间
"

该疾病影响全球
$>

以上的人口#

8

$

!

可分为几种亚型
"

尽管酒渣鼻能用四环素
%

灭滴灵等

药物治疗#

!?$

$

!

但其病原尚未完全确定
"

酒渣鼻患者皮

肤中的蠕形螨密度高于正常人群
!

可能是诱发该病的

病原#

&

$

"

本文对蠕形螨诱发酒渣鼻的作用进行综述
"

!

酒渣鼻及其流行病学

酒渣鼻患者的病变部位主要包括脸颊
%

鼻以及

颏 #

@

$

!

偶见于颈
%

耳等皮肤暴露部位
!

而眼周区域一

般不出现皮损#

A

$

"

皮疹通常是对称的
!

可能与血管源

性的综合征相关
"

部分患者可能因皮脂腺结缔组织

的肥大增生
!

而导致皮肤出现肿块
"

酒渣鼻主要影响
$< B @<

岁的人
!

儿童患病罕

见
"

女性酒渣鼻患者数是男性的
$

倍#

%

$

!

而男性患者

的病情往往更严重而且有出现肿块的趋势
"

酒渣鼻

的标准分类系统确定的疾病基本阶段为红斑血管酒

渣鼻
%

丘疹脓疱性酒渣鼻
%

肥大期酒渣鼻
%

眼酒渣鼻

和一个变异型酒渣鼻
&&&

肉芽肿性酒渣鼻
"

酒渣鼻

的诊断标准主要是红脸红斑
%

永久红斑
%

丘疹
!

脓疱

和毛细血管扩张等脸上凸起的病变
!

其次是皮肤烧

灼感或刺痛感
%

水肿
%

皮肤干燥
%

眼部症状
%

脸部以外

的病变和增生性变化
"

"

酒渣鼻发病机制

酒渣鼻患者的皮肤病变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

其

发病机制仍不明确
"

诱发酒渣鼻的可能因素包括自

体免疫失调
%

血管疾病
%

外部因素
%

结缔组织变性
%

皮

脂腺功能紊乱
%

维生素不足
%

压力
%

化学因素以及感

染因素#

C!D

$

"

酒渣鼻患者皮肤中的蠕形螨密度与对照组

患者有显著差异#

#<

$

!

这点已得到公认
"

蠕形螨阳性者

形容自己的皮肤更干燥
!

更容易出现红斑#

##

$

!

但蠕形

螨对诱发酒渣鼻的意义仍然存在争议#

#!!#@

$

"

"#!

人体免疫力下降促进蠕形螨生长

最初人们认为蠕形螨与人类是共生关系
!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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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酒渣鼻是面部常见的皮肤病
!

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
!

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

可能的诱因

较多
"

蠕形螨感染是诱发酒渣鼻的重要因素
!

其引起皮肤损害的可能机制包括
'

机械地阻塞毛囊
!

导致毛

囊扩展
!

引起过度角化
(

螨的几丁质外骨骼有助于肉芽肿的形成
(

蠕形螨的排泄物可能会激活免疫系统出

现迟发型超敏反应等
"

该文就蠕形螨诱导并维持酒渣鼻的机制进行综述
!

旨在探究更合适的治疗方法
"

【关键词】 蠕形螨
(

酒渣鼻
(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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蠕形螨在诱发酒渣鼻等疾病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已

改变了上述观点
!

蠕形螨是人体潜在的病原体
"

当

机体免疫状况或者皮肤的生理条件出现异常时
"

蠕

形螨的生长速度会有所加快#

8>

$

!

寄生于人体的两种

蠕形螨在皮肤中的分布有一定差异
!

皮脂蠕形螨栖

息的范围较广
"

而毛囊蠕形螨的数量明显较多
!

皮

脂蠕形螨和毛囊蠕形螨在不同性别人群中的比例也

有所差异
"

男性为
#!&

"

女性为
#!#<

!

皮脂蠕形螨与

丘疹脓疱爆发和皮疹相关
"

而毛囊蠕形螨更多地与

红斑和上皮脱屑相关
!

蠕形螨在人群中的感染率高

达
!<? @ A<?

"

老年人的感染率接近
8<<?

!

在
B< @

%<

岁的人群中
"

螨密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
!

青

壮年的螨密度很低
"

尽管他们的皮脂分泌水平非常

高
!

丘疹脓疱酒渣鼻患者产生的皮脂的脂肪酸发生

了改变
"

这表明有利于蠕形螨繁殖的是皮脂的性质
"

而不是皮脂的数量
!

这一发现提示研究者可以通过

恢复正常的脂肪酸组合物来抑制蠕形螨的增殖
!

蠕

形螨通常存在于健康的人体
"

但密度普遍较低
"

皮肤

中存在的螨虫不足以使人致病
!

长期使用类固醇激

素或其他免疫调节剂造成的口周皮炎患者
"

其面部

皮肤的螨密度会提高#

8%

$

!

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患者
"

例如接受化疗的白血病儿童
"

C'9

感染者或艾滋病

患者和长期透析患者
"

蠕形螨的数目较多
!

高密度

蠕形螨与组织相容性抗原
%

CDE FG!

和
FG&

&

的存

在呈正相关#

#A

$

!

此外
"

螨虫数量增加与较高的白细

胞凋亡趋势有关
!

上述的遗传条件降低了机体的免

疫功能
"

有利于蠕形螨的生存和繁殖
!

#H$!

年
"

E70,1

和
E(-,01:(

首先提出了蠕形螨

与多种皮肤病变存在关联性
!

#H>#

年
"

E70,1

发现了

一种新的疾病
'((

酒渣鼻样蠕形螨病
"

这是一种由

大量的毛囊蠕形螨引起的以红斑和干燥为主要症状

的疾病
!

后来的研究证明
"

毛囊性糠疹也是蠕形螨

病的一种
"

而且是最常见的一种
%

占
B&?

&!

蠕形螨

病的特点是红斑离散症状与高密度的蠕形螨
"

使用

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检测发现患者的毛囊蠕形螨

密度为健康志愿者的
B

倍#

#H

$

!

免疫功能低下有利于

毛囊性糠疹患者皮肤中的蠕形螨增殖
!

!"!

机械性阻塞毛囊并分泌消化酶

毛囊蠕形螨较大
"

长约
<;$ @ <;& II

"

往往若干

个虫体寄居在同一个毛囊中
"

产出的虫卵和死亡的

虫体会阻塞毛囊
"

导致毛囊扩展
"

引起过度角化
!

皮

脂蠕形螨相对较小
"

长约
<;! @ <;$ II

"

以单个虫体

寄居在皮脂腺或睑板腺#

!<

$

!

因为人体蠕形螨的主要

食物来源是表皮细胞和皮脂
"

所以它们寄生在皮脂

腺特别丰富的鼻子和脸颊等部位
"

这与酒糟鼻病变

部位相一致#

!#

$

!

位于蠕形螨前部的颚体有针一样的锋利螯肢
"

可

用来切割宿主的皮肤上皮细胞
"

分泌消化裂解酶并排

除细胞质液体成分#

!!

$

!

蠕形螨分泌的消化酶中含有蛋

白水解酶
"

可促进对人体细胞蛋白组分的分解
!

!"#

破坏上皮屏障并诱导免疫反应

寄生在人体皮肤的两种蠕形螨体表覆盖有角质

层
"

在活动的过程中会造成上皮组织的损伤
"

引起炎

症反应
!

在具有毛囊炎特征的皮肤标本中
"

非炎症毛

囊的蠕形螨检出率仅为
#<?

"

而具有炎症的毛囊
"

其蠕形螨检出率高达
&!?

#

!$

$

*

整体而言
"

A$?

受感染

的毛囊出现炎症
*

然而
"

蠕形螨能引起毛囊炎还是简

单地栖息于发炎毛囊仍不清楚#

!&

$

*

在酒渣鼻丘疹脓

疱患者中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
+

H<;!?

的患者毛囊

分泌物中存在蠕形螨
"

而对照组只有
##;H?

*

酒渣鼻患者皮肤细胞的促炎性细胞因子基因

%

'D"A

,

'D"#

-

K=L"!

和
K=L""

&

和 炎 性 相 关 基 因

%

=ED."$

和
FEM."#

&

的表达水平较高
"

间接诱导了

中性粒细胞的活化 #

!B

$

"

表明酒渣鼻患者的免疫系统

被广泛激活#

!>

$

.

对患者皮肤的病理检查结果表明
+

蠕形

螨的存在与严重的毛囊周围淋巴细胞浸润有关#

!%

$

.

最

有可能的是
"

当蠕形螨破坏上皮屏障后
"

其抗原刺激

宿主的免疫系统并诱导
#

型超敏反应 #

!A

$

"

接着蠕形

螨可能受到巨噬细胞的攻击并引起皮肤肉芽肿
.

肉

芽肿在丘疹脓疱性酒渣鼻患者
-

红斑性酒渣鼻患者

的皮肤活检中也有发现#

!H

$

.

#

结语

酒渣鼻是一种复杂的疾病
"

其病因长期存在争

议
.

大量的文献支持由于免疫功能下降导致酒渣鼻

的理论#

$<

$

.

根据这一理论
"

免疫功能正常的个体
"

其

健康皮肤中的蠕形螨不易扩散
.

通过对毛囊性糠疹

的研究
"

发现在酒渣鼻的第一阶段尽管存在大量蠕

形螨
"

却没有发生炎症
.

这可能是先天免疫系统的遗

传缺陷或蠕形螨造成的局部免疫抑制所导致的
.

在

疾病的后期阶段
"

酒渣鼻的特征逐渐出现
"

免疫系统

对刺激作出过度反应
"

其中包括丝氨酸蛋白酶
-

激肽

释放酶水平升高
"

异常形式的抗菌肽和
K:66

样受体

!

的表达增加
"

从而刺激钙依赖性激肽释放酶的浓

度上升#

$#

$

.

这种免疫状况有利于蠕形螨等病原生物

的增殖
.

酒渣鼻患者的其他特征
"

如血管增加和体温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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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
!

可能进一步促进病原体的繁殖
"

蠕形螨可能通过多种机制诱发酒渣鼻
!

如机械

性阻塞毛囊
#

分泌消化酶
#

破坏上皮屏障或触发免疫

系统反应等
"

进一步研究的结果将使研究者更多地

了解蠕形螨在酒渣鼻的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

有助于

发展更有效的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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