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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正常人及银屑病患者应用消银解毒饮治疗前后外周血Ｔ淋巴细胞及共刺激因子表达的变化，探讨“消银
解毒饮”对银屑病血热证外周血淋巴细胞调控作用。方法：治疗组给予连续８周消银解毒饮治疗，用流式细胞术检测，与
对照组相互比较外周血Ｔ细胞亚群及共同刺激分子ＣＤ２８、ＣＤ８０、ＣＤ８６的表达情况。结果：治疗组治疗后皮损评分降低；
治疗前后与正常人相比ＣＤ３＋、ＣＤ４＋细胞及ＣＤ４＋／ＣＤ８＋降低，ＣＤ８＋细胞升高；ＣＤ２８疗前高于、疗后低于正常组；ＣＤ８６治
疗前后均明显高于正常组；ＣＤ８０正常组与治疗前均无明显统计学意义，治疗后有下降的趋势。治疗组治疗前、后外周血
Ｔ细胞亚群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和共刺激因子 ＣＤ２８、ＣＤ８０、ＣＤ８６均无明显的统计学意义。结论：消银解毒
饮临床疗效肯定；银屑病患者外周血Ｔ细胞亚群及共刺激因子的表达存在异常；患者临床症状的好转与外周血Ｔ细胞亚
群及共刺激因子表达的改变是否平行相关尚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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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屑病中医属“白秓”“松皮癣”“干癣”等范畴，
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炎症性增生性皮肤病。关于其病

机，《诸病源候论》最早记录为：“此由风湿邪气，客

于膝理，复值寒湿，与血气相搏，则血气否涩，发次疾

也。”由此看出，对本病的认识反映出内因（血气），

外因（风、寒、湿）致病的学术思想。近现代医家多

从“血热”“风燥”“热毒”等论治，认为本病以热为

主，病位在血分，血热是发病的关键因素和主要根

源。关于其治疗原则，中医多从清热凉血、祛风养

血、滋阴润燥等论证。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以来，对
银屑病发病机制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人们逐渐

认识到银屑病是多基因遗传背景和环境等多因素作

用下的Ｔ细胞介导的免疫异常性疾病［１］。一些针对

Ｔ细胞的治疗，如应用抗ＣＤ４单克隆抗体、环孢素及

·２６８·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ｕｎｅ．２０１５，Ｖｏｌ．１０，Ｎｏ．６



白介素融合毒素直接清除活性 Ｔ细胞或抑制其活
性，以及阻断细胞因子产生及其作用的发挥，均可有

效治疗银屑病［２］，也提示了 Ｔ细胞是银屑病免疫发
病环节的主要介导者。

东直门医院皮肤科金起凤教授为全国中医药专

家，依据其创立的经验方“消银解毒汤”而研制的

“消银解毒饮”，由水牛角、牡丹皮、赤芍、金银花、蚤

休、生甘草、全蝎等组成，功效为凉血清热，解毒熄

风，已在本科临床应用多年，对银屑病血热证患者疗

效肯定。本研究采用流式细胞术方法，通过比较银

屑病患者治疗前后与正常对照组外周血Ｔ细胞亚群
及共同刺激分子 ＣＤ２８、ＣＤ８０、ＣＤ８６的表达情况，探
讨“消银解毒饮”对银屑病血热证外周血淋巴细胞

调控作用。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剂与仪器　鼠抗人ＦＩＴＣＣＤ４（Ｎｏ：５５５３４６）、
鼠抗人 ＰＥＣＤ８（Ｎｏ：５５５３６７）、鼠抗人 ＰＥＣｙ５ＣＤ３
（Ｎｏ：５５５３３４）、鼠抗人 ＦＩＴＣＩｇＧＩ（Ｎｏ：５５５７４８）、鼠抗
人ＦＩＴＣＣＤ２８（Ｎｏ：５５５７２８）、鼠抗人ＦＩＴＣＣＤ８０（Ｎｏ：
５５７２２６）、鼠抗人 ＦＩＴＣＣＤ８６（Ｎｏ：５５５６５７）购于美国
ＢＤ公司。流式细胞检测剂购于北京市晶美基因谷
科技有限公司。ＦＡＣＳＣａｌｉｂｕｒ型流式细胞仪为美国
ＢＤ公司产品。
１２　分组及检测方法　治疗组为３０例进行期寻常
型银屑病患者（经临床和部分病理确诊），根据《中

药新药治疗白秓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和顾伯康主

编的《中医外科学》第１版，中医辨证符合寻常型银
屑病血热证型［３４］。对照组为 ２０例健康人，２组在
年龄、性别构成上无统计学意义。临床疗效评价以

皮损情况的ＰＡＳＩ评分为标准。治疗组给予消银解
毒饮（东直门医院制剂室提供）１００ｍＬ／瓶，口服，每
次５０ｍＬ，２次／ｄ，连续用药４周为１个疗程，连续观
察２个疗程。

流式细胞术检测治疗组治疗前、后以及２０名健
康自愿检查人员外周血中Ｔ细胞及共刺激因子的表
达。治疗组治疗前、治疗组治疗后与对照组均抽取

肘静脉血２ｍＬ，置于肝素抗凝管，２ｈ内送检。测定
Ｔ细胞亚群及淋巴细胞ＣＤ２８、ＣＤ８０、ＣＤ８６的表达情
况。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ＡＳ８０软件统计数据，流
式细胞仪分析的实验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
表示，组间进行ｔ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治疗前后皮损 ＰＡＳＩ评分比较　经 ｔ检验可

得，３０例患者治疗前后皮损 ＰＡＳＩ评分显著下降，结
果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见表１。

表１　患者治疗前后ＰＡＳＩ评分比较（珋ｘ±ｓ）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

１２４４±８３７ ４１１±３３０ ６８１ ＜００１

２２　治疗前后外周血 Ｔ细胞亚群及共刺激因子检
测结果比较　３０例患者外周血 Ｔ细胞亚群 ＣＤ３＋、
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 比 值 和 共 刺 激 因 子
ＣＤ２８、ＣＤ８０、ＣＤ８６在治疗前后结果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果见表２。

表２　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Ｔ细胞亚群及共刺激
因子检测结果比较（珋ｘ±ｓ）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

ＣＤ３＋ ６９７６±７３１ ６６５４±７６７ １６６ ０１
ＣＤ４＋ ３３８７±８４９ ３２１５±６６４ ０８７ ０３８
ＣＤ８＋ ３１０９±６８１ ２９５７±７１３ ０８５ ０４

ＣＤ４＋／ＣＤ８＋ １１９±０５７ １１９±０５５ ００１ ０９８
ＣＤ２８ ５４２９±９５９ ５３８４±７８９ ０２ ０８４
ＣＤ８０ ０６３±０２９ ０５８±０２６ ０８４ ０４
ＣＤ８６ １３５±０７ ２２９±３４ １４７ ０１５

２３　治疗组治疗前与正常组外周血 Ｔ细胞亚群及
共刺激因子检测结果比较　３０例患者治疗前与２０
例对照组相比，ＣＤ４＋治疗前明显低于正常组（Ｐ＜
００１），ＣＤ８＋治疗前明显高于正常组，ＣＤ４＋／ＣＤ８＋

治疗前明显低于正常组，ＣＤ２８治疗前明显低于正常
组，ＣＤ８６治疗前明显高于正常组，ＣＤ３＋、ＣＤ８＋正常
组与治疗前均无明显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
见表３。
表３　治疗组治疗前与对照组外周血Ｔ细胞亚群及共刺激

因子检测结果比较（珋ｘ±ｓ）

治疗组治疗前 对照组 ｔ值 Ｐ

ＣＤ３＋ ６９７６±７３１ ７１９５±６１ １１１ ０２７
ＣＤ４＋ ３３８７±８４９ ４１４６±６８８ ３４７ ０００１
ＣＤ８＋ ３１０９±６８１ ２４７４±４９１ ３８３ ００００４

ＣＤ４＋／ＣＤ８＋ １１９±０５７ １７８±０６１ ３４ ０００１６
ＣＤ２８ ５４２９±９５９ ５９８５±３８１ ２８５ ０００６８
ＣＤ８０ ０６３±０２９ ０５６±０２９ ０８８ ０３８
ＣＤ８６ １３５±０７ ０９１±０３９ ２８４ ０００６６

２４　治疗组治疗后与正常组外周血 Ｔ细胞亚群及
共刺激因子检测结果比较　３０例患者治疗后与正
常组对比，ＣＤ３＋与 ＣＤ４＋治疗后低于正常组，ＣＤ８＋

治疗后高于正常组，ＣＤ４＋／ＣＤ８＋治疗后低于正常
组，ＣＤ２８治疗后低于正常组，ＣＤ８６治疗后明显高于
正常组，ＣＤ８０正常组与治疗后无统计学意义。结果
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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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治疗组治疗后与对照组外周血Ｔ细胞亚群及共刺激
因子检测结果比较（珋ｘ±ｓ）

治疗组治疗后 对照组 ｔ值 Ｐ

ＣＤ３＋ ６６５４±７６８ ７１９５±６１ ２６４ ００１
ＣＤ４＋ ３２１５±６６４ ４１４６±６８８ ４７５ ＜００１
ＣＤ８＋ ２９５７±７１３ ２４７４±４９１ ２８４ ０００７

ＣＤ４＋／ＣＤ８＋ １１９±０５５ １７８±０６１ ３４４ ０００１４
ＣＤ２８ ５３８４±７８９ ５９８５±３８１ ３５９ ００００８
ＣＤ８０ ０５８±０２６ ０５６±０２９ ０１８ ０８６
ＣＤ８６ ２２９±３４１ ０９１±０３９ ２１９ ００３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消银解毒饮对寻常型银屑病

血热型治疗后皮损评分降低；患者治疗前后与正常

人相比 Ｔ细胞亚群 ＣＤ３＋、ＣＤ４＋细胞及 ＣＤ４＋／
ＣＤ８＋比值降低，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Ｏ５），而ＣＤ８＋

细胞升高，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Ｄ２８治疗前
高于正常组，而治疗后 ＣＤ２８低于正常组。ＣＤ８６治
疗前后均明显高于正常组（Ｐ＜００５），ＣＤ８０正常组
与治疗前均无明显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治疗
后有下降的趋势（Ｐ＜００５）。３０例银屑病患者外周
血Ｔ细胞亚群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比
值和共刺激因子 ＣＤ２８、ＣＤ８０、ＣＤ８６在治疗前后结
果均无明显的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免疫学发病机制一直都是银屑病的研究热点。

银屑病动物模型的建立及Ｔ淋巴细胞在真皮和表皮
的浸润都有力证明了银屑病是一个由Ｔ淋巴细胞介
导的自体免疫性疾病［５］。现有研究证实，Ｔ细胞活
化是银屑病关键的发病机制，Ｔ淋巴细胞通过信号
刺激活化或通过非抗原依赖性方式活化，由活化后

的Ｔ淋巴细胞通过特殊的方式或途径迁移至病变部
位，活化的 Ｔ淋巴细胞释放大量的细胞因子进而引
发角质形成细胞的过度表达及异常分化。

关于银屑病外周血与皮损中的Ｔ细胞亚群的研
究提示，银屑病的外周血Ｔ淋巴细胞处于活化状态，
而抗原提呈细胞的活性增高可激活细胞免疫的发

生，天然杀伤细胞与银屑病的发病也有一定关系。

韩义香［６］等对银屑病患者外周血Ｔ细胞及其亚群的
研究显示，银屑病患者外周血 ＣＤ３＋、ＣＤ４＋细胞及
ＣＤ４＋／ＣＤ８＋比值显著降低，而ＣＤ８＋细胞升高，提示
银屑病患者Ｔｈ细胞明显减少，可能为循环中的Ｔ细
胞浸润到银屑病皮损内或Ｔ细胞在干细胞水平即有
损伤引起。Ｆｅｒｅｎｃｚｉ［７］的研究也显示银屑病患者外
周血中 ＣＤ４＋Ｔ细胞比例远低于正常人，而 ＣＤ８＋Ｔ
细胞比例远高于正常人，Ｔ细胞亚群 ＣＤ４＋Ｔ细胞和
ＣＤ８＋Ｔ细胞的比例失衡、细胞免疫状态的改变影响

着银屑病皮损的发生和发展，显示 Ｔ淋巴细胞在银
屑病的发病过程中确实起到重要的作用。

ＣＤ４＋Ｔ细胞是最主要的免疫调节细胞，包括
Ｔｈｌ和Ｔｈ２，分别介导细胞免疫应答和体液免疫应
答。本实验显示外周血ＣＤ４＋细胞上ＣＤ８０、ＣＤ８６及
Ｔ细胞ＣＤ２８表达跟正常对照组相比明显上调，且与
病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Ｎｉｃｋｏｌｏｆｆ［８］研究显示，
ＣＤ８０、ＣＤ８６在正常人表皮和真皮内不表达或少表
达，在银屑病皮损中有较强的表达，相对正常皮肤均

有明显的上调，ＣＤ２８、ＣＤ８０、ＣＤ８６是免疫网络中主
要的效应分子，ＣＤ２８与ＡＰＣ表面的ＣＤ８６结合产生
的共刺激信号，诱导其他共刺激分子的表达，相互作

用进一步上调Ｔ细胞活性，放大Ｔ细胞的免疫效应。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９］报道用单剂量ＩＤＥＣ＿１１４（一种抗 ＣＤ８０单
抗）治疗２４例中、重度慢性斑块型银屑病，结果斑块
变平，皮损内Ｔ细胞数目下降。

东直门医院皮肤科对消银解毒饮治疗银屑病的

前期研究显示，瞿幸［１０］等用消银解毒饮治疗银屑病

血热证，对照组则服用复方青黛胶囊，治疗８周后的
结果显示皮损ＰＡＳＩ积分治疗组显著低于对照组，综
合疗效、总显效率治疗组明显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

意义。段行武［１１］的实验研究表明，消银解毒饮除通

过免疫调节而发挥其治疗作用外，还可通过对角质

形成细胞过度增殖的直接抑制及诱导其凋亡，抑制

真皮微血管的异常增生而发挥治疗作用。

研究表明，消银解毒饮治疗银屑病血热证，使患

者皮损症状减轻，临床疗效显著；银屑病患者与正常

人比较，外周血 Ｔ细胞亚群及共刺激因子的表达存
在异常，提示银屑病有可能是一种 Ｔ细胞介导的疾
病，银屑病患者存在细胞免疫的异常。本次实验银

屑病患者服用消银解毒饮治疗８周后外周血Ｔ细胞
亚群及共刺激因子的表达未出现明显变化，故未表

明银屑病患者治疗８周后临床症状的好转与外周血
Ｔ细胞亚群及共刺激因子表达情况的改善是否存在
平行相关性。消银解毒饮对银屑病患者外周血Ｔ细
胞亚群及共刺激因子表达的调节作用有待于更进一

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１］ＬｏｗｅｓＭＡ，ＬｅｗＷ，ＫｒｕｅｇｅｒＪＧ．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ｉｎ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ｏ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ｐｓｏｒｉａｓｉｓ［Ｊ］．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Ｃｌｉｎ，２００４，２２（４）：３４－

３６９．

［２］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Ｓ］．北京：中国医药

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９９．

［３］顾伯康．中医外科学［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４９．

（下接第８６８页）

·４６８·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ｕｎｅ．２０１５，Ｖｏｌ．１０，Ｎｏ．６



子宫内膜中的 ＥＭＡｂ的变化具有一致性，故笔者大
胆突出结论：血清途径可准确体现子宫内膜异位症

患者ＥＭＡｂ的变化，减少患者接受腹腔镜在生理上
及心理上的负担，不失为一种简单、快捷、准确、安全

的措施。

中医学认为子宫内膜异位症属于“痛经”“月经

病”“不孕”等范畴，其病因主要有以下几点［１３－１５］：

１）冲任伏热，真阴不足；２）阴虚火旺，不能摄精血；
３）湿痰闭塞子宫；４）血瘀积血闭塞子宫。其发病与
肝肾脾三脏密切关联。本研究使用蠲痛饮加减方进

行治疗，发现加用中药治疗的观察组患者在缓解月

经疼痛、降低ＥＭＡｂ方面均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方
中当归、赤芍、川芎、田七、赤芍共奏活血化瘀、通经

止痛的功效，鸡血藤入肝肾两经，在辅助活血药化瘀

作用的同时起到补血作用，龙血竭活血散瘀，定痛止

血，使用于本方可达到活血兼止痛的目的。茯苓、白

术、泽泻联合使用起到健脾泄热化瘀的作用，炙甘草

具有缓急止痛，调节诸药的作用。纵观方中各类药

物在承接了古典方蠲痛饮活血化瘀止痛的基础上又

强化了化瘀健脾、温肾行气的功效，将健脾祛湿和活

血化瘀止痛药灵活应用。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蠲

痛饮具有抗炎、镇痛、促排卵的作用，所以笔者相信，

本方不但可以缓解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的痛经症

状，其在治疗该病导致的不孕亦存在效果。在研究

过程中，观察组和对照组均有轻微不良反应发生，笔

者发现上述不良反应均属于孕三烯酮所引起的不良

反应，所以蠲痛饮加减方仍应属于一种安全性高的

治疗手段。

综上所述，子宫内膜异位症继发性痛经的发病

机制与 ＥｍＡｂ密切相关，而蠲痛饮加减方可以部分
逆转该疾病的发展，从而改善患者预后。考虑可能

此次入选样本量较小有关，随访时间不长等，故有待

于增加样本量，进一步扩大研究予以证实蠲痛饮对

于改善子宫内膜异位症继发性痛经患者的预后及确

切机制，为指导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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