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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药浴在寻常型银屑病血热证患者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何  琴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 寻常型银屑病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疾病，从中医辨证分型来看，血热证在其中占据较高比例。在

寻常型银屑病血热证的治疗中，中医方法展现出确切优势，以中药药浴法为例，该疗法具有无创、无需口

服给药的特点，药物可直接作用于皮肤病灶，通过药力调节全身及局部气血运行，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

的。本文结合既往相关研究成果，总结了中药药浴在寻常型银屑病血热证患者中的应用现状，以期为临床

深入认识该疾病、明晰中药药浴治疗机制与方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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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Psoriasis Vulgaris of Blood-heat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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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soriasis vulgaris is a common skin disea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the blood-heat syndrome accounts for a relatively high propor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soriasis 

vulgaris of blood-heat syndrom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ethods show definite advantages. Tak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th method as an example, the therap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invasiveness and no need for oral administration. 

The medicine can directly act on the skin lesions, and regulate the whole body and local qi and blood circulation through the 

potency,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reating the disease. Based on previous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th in patients with psoriasis vulgaris of blood-heat syndrome,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deeply clin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ease and clarification of the treatment mechanism and metho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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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型银屑病（psoriasis vulgaris）又称为牛

皮癣、干癣，是一种与免疫相关的慢性复发性炎

症性皮肤病，患者发病后常觉皮肤痒、痛，患

处有鳞屑或红斑，影响皮肤美观及生活质量[1]。

中医认为，寻常型银屑病属于“白疕”“松花

癣”“干癣”范畴，病位主要在血分，发病机制

之一是“血热”，即外感热邪、情志郁结，血热

致胜，发于肌表，导致本病发生[2]。关于寻常型银

屑病血热证的治疗，有“中药药浴”一法，被各

医家广泛提及和使用。经由中药药浴，药物中的

有效成分借助热力刺激患处，一方面药物由皮肤

渗透吸收发挥药效，另一方面通过温热刺激加速

血液循环，改善局部组织营养与全身功能，有助

于缓解患者体内热毒，实现疾病治疗目的[3]。现

阶段，中药药浴用于寻常型银屑病血热证型患者

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系统梳理相关文献，总结

中药药浴方法、方剂、疗效、安全性、注意事项

等内容，对近年来中药药浴在寻常型银屑病血热

证患者中的应用研究进展作一综述，以期为临床

相关学者提供科学、系统的学术参考，推动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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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寻常型银屑病领域的发展。

1  寻常型银屑病的流行病学

银屑病是一种常见的免疫介导的慢性炎症性

皮肤病，影响着全球大量人口的皮肤健康。一项

截止2017年的全球银屑病流行病学报道显示[4]，在

过去的30年里，全球银屑病的患病率逐年上升，

新发病例从1990年的92/10万上升至2017年的

99/10万，其中北美、西欧的整体患病率最高，亚

洲和亚太平洋地区的整体患病率最低。一项全球

银屑病流行病学报道记载[5]，2019年，全球银屑病

负担包括462.26万例新发病例和4080.54万例现患病

例。尽管各区域的流行病学情况存在差异，但总

体趋势显示，1990-2019年银屑病发生率呈下降趋

势（EAPC=-0.76）。按年龄分析发现，40~64岁

人群银屑病发病率最高（全球范围内为160.64万

例）。预测到2030年，虽然每1万人中银屑病的发

病率可能会上升，但每10万人的年龄标准化发病

率预计会下降。整体上看，未来全球银屑病的发

展趋势整体向好，但全球范围内仍有较多的现患

病例，因此探讨银屑病的治疗护理，具有极高的

现实意义。

2  寻常型银屑病血热证的中医认识

中医将寻常型银屑病归属于“白疕”“松

花癣”“干癣”范畴，其症状特征是在皮肤处有

鳞屑的红色斑块，患处主要分布于头皮、手肘、

膝盖、手足和躯干[6]。寻常型银屑病难以治愈，

只能通过医疗手段减轻症状，或延缓复发。中医

认为，导致寻常型银屑病发生发展的原因多样，

不可一概而论，需要整体性地看待分析。首先，

外感风热、湿热之邪，热邪侵袭肌肤，导致皮肤

部位气血不畅，郁于肌肤，会导致疾病发生。其

次，若人长期处于较大的精神压力中，就会面临

各种情志伤耗，五志过极化火，灼伤血络，导致

血热症状，作用于皮肤部位，同样会导致皮肤部

位气血不畅，疾病发生发展。再次，若人长期

喜好肥甘厚味，食物偏向辛辣、刺激，加以长

期饮酒，饮食不节，可能会损伤脾胃，湿热内

生，导致银屑病发生。最后，脏腑功能失调也

会导致银屑病发生，如肾精亏损、肾阳不足、

脾肾两虚等，均可能影响气血生化运行，导致疾

病发生[7]。寻常型银屑病血热证患者多苔黄腻，

脉弦滑或弦数；疾病进展较快，皮损处颜色鲜

红，多呈点滴状或斑片状，皮损表面覆盖有多层

银白色鳞屑，有明显瘙痒感；患者其他症状表现

为心烦易怒、大便干燥、咽喉肿痛等[8]。随着疾

病发生，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受到极大程

度的影响。关于寻常型银屑病血热证的治疗，主

张清热凉血、养血润燥，以清除血热之邪，恢复

气血运行通畅，改善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9]。

在中药药浴时，也需遵守上述用药原则，

3  中药药浴在寻常型银屑病血热证中的应用

3.1  中药药浴法的定义和文献记载  中药药浴是

一种中医药外治之法，也被划入现代中医护理适

宜技术范畴。本质上，中药药浴就是将中药煎煮

后，药液加入浴水中按一定比例稀释，随后患

者可以药浴水洗浴局部或全身病灶处，实现外

治之法。根据药浴使用方法的不同，临床将中药

药浴法进一步细分为湿敷、熏洗、熏蒸、浸浴、

淋洗等。我国现存最早的方剂学著作《五十二病

方》中，就有对熨法、熏法等中医药浴之法的记

载[10]，这标志着至少在战国时期，中医就形成了

中药药浴外治疾病的概念。《黄帝内经》中也有

关于中药药浴的运用，如：“寒者热之，热者寒

之……摩之浴之”[11]。《金匮要略》中有苦参汤

外洗阴部治疗狐惑病、矾石汤治疗脚气冲心等的

记载。《千金要方》中有桃根煎水洗浴治疗婴儿

疥疮等的记载[12]。《本草纲目》中汇聚坐浴、热

浴等百首方剂，如以蛇床子、明矾煎汤外洗，治

疗女性外阴瘙痒等[13]。《理瀹骈文》中整理药浴

方80余首，还对中药药浴之法的理论基础、作用

机理、药物选择、使用方法、主治功效、适应

症、注意事项等内容予以深入阐释[14]。总之，中

药药浴对于现代中医和中医护理学人士而言，已

不再是陌生、罕见的领域。

3.2  中药药浴方法

3.2.1湿敷  湿敷法是将药液浸透医用纱布，随后将

纱布固定于患者皮肤病灶的一种药浴法。根据湿

敷时的温度，临床又将湿敷法细分为冷湿敷法和

热湿敷法两个亚型。湿敷法中，医用纱布的药液

浸透程度，以轻拧不滴水为宜。将浸透的医用纱

布敷于患处固定，保持敷料较长时间维持理想的

湿润状态即可。一般10 min更换1次敷料。其中冷

湿敷法药液温度维持在10 ℃以内即可，热湿敷法

的药液温度需维持在30~40℃为宜。

3.2.2熏洗  熏洗法是以药物蒸气作用于患处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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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浴法。临床需要将煮沸的药液倒入专门的熏洗

仪器中，仪器会制作药物蒸气喷出，作用于患者

的皮肤病灶。待作用于患者皮肤病灶处的药汤蒸

气变冷后，再进行第二步的淋洗[15]。

3.2.3熏蒸  熏蒸法是将药物蒸气直接作用于患处或

全身的一种药浴法，根据治疗范围不停，熏蒸法

又被细分为全身熏蒸和局部熏蒸两个亚型。顾名

思义，全身熏蒸就是在患者全身进行药物蒸气熏

蒸，局部熏蒸就是只针对患者皮肤病灶所在位置

进行熏蒸。

3.2.4浸浴  浸浴法又名泡浴法，是将患者躯体及

四肢浸泡于药液中的一种药浴法，也是最古老、

最常见的药浴法。将煎好的药液倒入木桶或浴缸

内，加适量温开水，一般按照药水比3∶10的比例

进行稀释。根据治疗范围差异，浸浴法亦可分为

全身浸浴和局部浸浴两个亚型。全身浸浴时，一

般控制水温在38~40℃，嘱患者将全身置于药液中

浸泡。局部浸浴时，将煎好的药液放至木桶或足

盆中，加入适量温热水，将患处浸泡于药液中即

可。刘明强等[16]使用浸浴法，最终显著改善了寻

常型银屑病患者的皮损症状，提高了患者生活质

量。在安全性方面，浸浴后有3.3%的患者出现头

晕，但自行缓解，因此认为浸浴法的整体安全性

较高。

3.2.5淋洗  淋洗法是将药液淋洒或倾倒于皮肤患处

的一种药浴法。取煎煮好的药液，将其装入带细

眼的小喷壶内，淋洒于患者皮肤病灶处；或将医

用纱布浸透药液后拧挤纱布，使药液淋洒于体表

患处。

3.3  中药药浴方剂的疗效及安全性  杨素清等[17]

使用苦参汤内服治疗银屑病，患者的炎症因子水

平得到显著改善，治疗有效率达到77.5%。究其

原因，苦参汤中苦参清热燥湿止痒，现代药理学

还证实该药中的生物碱能抑制炎症细胞活化和趋

化因子产生，从而减轻组织发红、肿胀等症状，

另外苦参通过影响机体免疫应答过程来调节免疫

功能，其还可以降低组胺等瘙痒介质释放，并促

进表皮细胞增殖和分化，有助于伤口愈合。黄芩

清热燥湿、凉血解毒；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

心；白芍养阴清热、柔肝止痛；阿胶滋阴补血、

润燥止血；甘草益气补中、清热解毒；诸药共

奏清热燥湿、祛风止痒之功。但苦参汤内服无

法直达病灶，可能面临药物起效慢、疗程长的

问题。肖建华等[18]以加味苦参汤药浴治疗寻常型

银屑病血热证，采用浸泡法，治疗总有效率达到

86.7%，治疗过程中未见不良反应，患者皮损程

度得到显著改善。有学者[19]推荐加味苦参汤药浴

与西药联用治疗寻常型银屑病血热证，能够发挥

更大的疗效优势，在改善皮损体征、中医症候、

瘙痒症状上优于单一疗法。如今，国内学者开展

中药药浴治疗时，还善用经验方，以对症论治血

热证银屑病。如张丹露等[20]自拟药浴方剂，包含

白花蛇舌草、地肤子、苦参、生地黄、透骨草、

土茯苓、白鲜皮，上述各药合奏清热解毒、活血

凉血、祛风止痒之功，最终在熏蒸法干预下，

治疗总有效率达到31.58%；而联合中药内服，

有效率进一步上升至68.42%；安全性方面，仅

5.26%的患者（2/38）因胸闷不适中断治疗。

郑淇等[21]采用四草克银方浸浴，该方含紫草、

地榆各100 g，甘草、茜草各50 g，采取局部浸浴

的方式治疗2周后，治疗总有效率达到94.30%。

究其原因，紫草配伍茜草，起到凉血解毒、消

斑敛疮之用；地榆清降、收涩，入于下焦血分

除热；甘草清热解毒，解除患者因风热毒素导

致的病症，并调和诸药，合奏凉血、解毒、清热之

能。郑淇等[21]研究中，同样有1例因胸闷中止治疗，

自行休息10 min后胸闷感消失，可见在药浴治疗

中，胸闷或是常见的不良反应，治疗者要加强

对患者的健康宣教，并科学调控水量，同时做好

检测，有助于提高治疗安全性。吴飞文等[22]采

用药浴法开展研究，结果显示患者血清炎性因

子水平得到有效改善，皮损面积缩小，心理舒

适度与生活质量均有所提升。然而，该研究存

在一定缺陷，在研究设计方面，对照组仅接受

常规护理，观察组则同时采用药浴、情志调节

及金黄膏封包护理等多种干预手段，由于干预

措施过多且集中，难以确切分辨在观察组所取

得的显著疗效中药浴法具体发挥了多大作用。

艾儒棣教授治疗银屑病善用中药药浴之法[23]，

其表示血热尤甚者可以自拟方“艾氏银屑病进

行期泡澡方”浸浴；湿热并重可以“苦参止痒

消银汤”浸浴；疾病静止期湿热毒蕴兼阴虚或

脾虚者可以“艾氏银屑病静止期泡澡方”浸浴；

退行期阴虚血燥、余毒留恋者可以“首乌润肤消

癣汤”浸浴。进行期主张开通玄府、清热凉血、

燥湿祛风止痒之方；静止期主张清热解毒、健脾

除湿、养阴润肤之方；退行期主张养血活血、润

燥止痒之方。但关于这些方剂近几年在寻常型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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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病血热证领域的前瞻性临床随机对照类研究较

少，因此具体疗效表现还有待进一步跟进报道。

3.4  中药药浴相关注意事项  结合前人关于中药药

浴相关性护理的研究，总结注意事项如下：①饭

前饭后短时间内不宜进行中药药浴，也不宜空腹

药浴；②中药药浴时，室温、水温均应适宜，以

免烫伤或受凉，做好温度护理；③洗浴过程中，

如患者感觉不适，需立刻停止，必要时进行治

疗；④要严格做好禁忌证人群的排查工作，如孕

妇及月经期女性、皮肤大面积溃烂或感染者、高

血压病、主动脉瘤、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及有出

血倾向等患者不宜进行中药药浴；⑤加大对老年

人群的关心，加强助浴和监护力度。

4  总结

中药药浴治疗寻常型银屑病血热证安全有

效，临床需根据患者个体需要，灵活使用，制

定针对性的药浴方法。一般全身性的寻常型银屑

病，推荐全身浸浴或全身熏蒸；部分皮肤发病

者，可采取其他的局部药浴法。治疗期间还需做

好相关护理，保证治疗安全性。另外一些研究在

设计上存在缺陷，如分组不够细化，这些问题亟

待优化，以保障文献质量的说服力，更好地为临

床科研工作提供循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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