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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门诊自2008年采用除湿止痒软

膏治疗面部皮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

报道如下。

1临床资料

病例选择：80例患者均来自我科门

诊。符合面部皮炎的诊断标准，“2其中男

9例，女7l例；年龄5～65岁，平均32．2

岁；病程l天至lO年。其中接触性皮炎

约占41．3％(33／80)，季节性面部皮炎约占

10％(8180)，原因不明的面部皮炎占

镐．7％(39180)。所有受试者均为自愿，在

接受试验前l周及研究过程中未使用过

糖皮质激素、抗组胺药物及其他非糖皮质

激素类抗炎药物。

2药物及方法

2．1药物除湿止痒软膏，该软膏由蛇

床子、苦参、黄连、黄柏、白鲜皮、虎杖、紫

花地丁、地肤子、扁蓄、茵陈、苍术、花椒、

冰片等13味中药组成。[(国药准字

220050550)，四JII同仁泰药业有限公司]；

复方维生素E乳膏(主要成分硅油和维生

素E)及3％硼酸均为我院自制剂。

2．2用药方法 采用单盲随机对照法。

对照组40例，男4例，女36例；治疗组40

例．男5例，女35例。治疗组：将除湿止

痒软膏薄涂于患处．轻揉片刻至药物吸

收，每日2次，lO天为1疗程；对照组：外

用复方维生素E乳膏．方法和疗程同治疗

组；皮损为水肿性红斑和水疱者均先用

3％硼酸冷湿敷后。再涂药膏。

2．3观察方法分别于初诊当日及治疗

后4天、7天、lO天对患者症状和体征进

行观察，包括瘙痒、干燥、鳞屑、水肿性红

斑、丘疹、水(脓)疱等，并进行评分。

2．4疗效评价治疗指数=(治疗前评

分一治疗后评分)／治疗前评分×100％。

治愈：治疗指数>90％；显效：治疗指数

60％。90％；有效：治疗指数20％一59％；

无效：治疗指数<20％。有效率按治愈率

加显效率计算。

2．5统计学方法 采用t检验及z2检

验。

3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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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l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症状体征临床评分平均值的比较

22l

组别例数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3．1疗效舳例患者依从性好，无失访

及退出试验者。在就诊当日两组患者临

床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治疗的第4

天较就诊当日临床评分已开始下降，而在

第7天、10天显著下降，症状和体征明显

缓解．部分患者皮损消失，详见表l。疗程

到第10天时治疗组有效率为85％，明显

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处理，z2=12．58，P

<0．OI，两组之间有效率有显著性差异，

结果见表2。

3．2不良反应 治疗组和对照组各l

例，涂药后出现面部原皮疹轻微发红。有

短暂灼热感，未作特殊处理，2天后自行缓

解。治疗组有l例面部出现色素沉着，1

个月后自行消退。

4讨论

面部皮炎以女性多见，多以瘙痒、水

肿性红斑、丘疹、干燥、鳞屑、小水疱等为

临床表现。在我们的临床研究中，接触性

皮炎占面部皮炎患者的41．3％，可做斑贴

试验，进一步确诊病因和制定治疗方案；

季节性面部皮炎占10％，这类患者花粉是

重要的致病因素；348．7％的面部皮炎患

者小能确定病因。说明面部皮炎病因复

杂，要进一步研究。由于面部皮肤薄，外

用糖皮质激素软膏副作用大且易形成依

赖性，很少被临床使用。我科利用除湿止

痒软膏治疗面部皮炎疗效明显，有效率与

对照组比有硅著性差异．町能≮此药膏具

有清热解毒、祛风燥湿、杀虫止痒、消肿止

痛之功效有关。

面部皮炎中医理论急性期为湿热持

毒之证。应清热利湿解毒：皮损为哑急性

和慢性f燥者。应清热祛风。养阴润燥。

除湿止痒软膏是根据中医理论和治疗法

则，以《医宗金鉴》中的蛇床子汤，《疡科心

得集》中的苦参汤，01"台秘要》中的黄连

解毒汤等基本方．兼优并蓄研制而成的纯

中药制剂。该药膏中苦参以清热利湿为

其专长，又有凉血解毒杀虫作用，内服外

用均有祛湿止痒作用；黄连具有燥湿清

热、泻火解毒的功效，外用可收敛止痒解

毒；黄柏具有泻相火、清湿热作用；茵陈可

清利湿热．特别是善清气分及脾胃湿热；

苍术有燥湿健脾、祛风发汗之功；地肤子

利湿止痒；蛇床子辛苦温，燥湿杀虫，散祛

风。故该药膏具有清热解毒、祛风燥湿的

作用，且经临床应用证明安全有效，副作

用少，适合面部和儿童等薄嫩部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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