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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复方紫草油为紫草润肌膏加减化裁而来，其以凉血止痛之功效治疗轻度水火烫伤。本文通过介绍复方紫草油的组
方原理、临床应用及使用注意事项体现其较好的安全性和疗效性，旨在为外科疾病的临床运用提供一定借鉴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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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方紫草油（国药准字Ｚ２００４４３８５）根据明代著
名的儿科专著《幼科金针》（秦景明撰）的紫草润肌

膏化裁而来，药物组成为紫草、冰片、忍冬藤、白芷

等，辅料为麻油，采用叶开泰传统工艺制备而成。本

品为紫红色的澄清液体，略具冰片香气。其中紫草、

冰片等凉血消痈、消肿止痛，局部应用具有促进创伤

愈合的作用，麻油味甘性凉，能够滋润肌肤、解毒生

肌。基于上述核心药物组成，在市场缺乏足够成药

供应的环境下，很多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要也开发

了类似甚至完全同方的“复方紫草油”制剂，主要用

于皮炎、湿疹、烧伤、烫伤、褥疮以及创伤愈合等。

１　复方紫草油之组方原理
紫草作为此方之君药，其性苦寒，归心包络、肝

经。具有凉血活血，清热解毒的功效。《神农本草经

疏》称为“凉血之圣药”，对于治疗温病发热斑疹、黄

疸、烧伤、湿疹、痈疡之具有湿热症候均有疗效。《本

草正义》则谓之曰“古以治脏腑之热结，后人则专治

痘疡……皆凉血清热之正旨。”现代医学对于紫草的

药理作用及临床运用方面更为广泛，其具有抗炎、抗

菌、抗肿瘤、止血、促进创面愈合等作用，在皮肤疾

病、妇科疾病、外科疾病等领域均有涉及［１］。白芷性

辛温，入肺脾胃三经，具有祛风燥湿、消肿止痛的功

能。白芷因入多气多血之阳明经，故可散气分、血分

之热。《本草纲目》谓之“为阳明主药，故又能治血

病、胎病，而排脓生肌止痛。”忍冬藤甘寒入心、肺经，

可清热解毒通络，２者共为臣药。冰片性辛苦、凉，
归心肺二经，能够刺激局部组织代谢生长，具有消

炎、消肿、止痛、止痒的作用。麻油有解毒生肌之功

效，主治疮肿、溃疡、皮肤皲裂。复方紫草油一大特

色就是其剂型，油剂为中药传统剂型，复方紫草油以

麻油为上，麻油富含人体必需脂肪酸（亚油酸和油

酸），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铁、锌、铜等

微量元素，局部应用具有消炎止痒作用，对皮肤及黏

膜无刺激性，并能覆盖创面，使创面与外界隔绝，使

外毒不能侵染，有利于创面组织的修复生长和愈合。

以上诸药配伍，使复方紫草油具有清热解毒、凉

血消肿、止痛、防腐生肌之功效。

现代药理学针对复方紫草油也有一定研究，有

研究认为［２］其与外伤创面常用药物磺胺嘧啶银相比

较具有安全，疗效显著的优点，通过减轻局部水肿，

减少其对微循环的压迫并且改善创面的血流情况。

另一方面，有研究表明［３］复方紫草油在促进细胞生

长因子分泌方面存在可能性，这一机制也直接加速

和促进创面的愈合和后期皮肤组织的生长。

２　复方紫草油之临床应用
复方紫草油可用于轻度水火烫伤，现代医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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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轻度火烫伤为浅Ⅱ°烧伤以下范畴，即伤及表皮浅
层或表皮生发层、真皮乳头层。临床表现多为红肿、

有烧灼感、亦或出现大小不一的水疱，其处理原则为

给予清创、保护创面［４］。在中医外科中则称烧伤、汤

泼火伤等，其病因多为外界因素如火、热油、沸水等

侵害人体，导致患者皮肤红肿起疱疼痛亦或津液受

损［５］。复方紫草油具有修复和消炎活性，参与组织

修复，能加快了组织的再生和愈合速度，具有明显治

疗作用，可促进烧烫伤创面愈合，抑制细菌的生长，

减轻创面的炎性反应。同时，作为油剂，涂抹后能使

患者创面润滑而使患者感觉良好，且刺激性小，止痛

效果佳，特别适用于面部、四肢小面积水火烫伤及儿

童患者［６］。

现代医学对于复方紫草油的运用不仅仅局限于

轻度水火烫伤，在各类创面修复中也展现了中药制

剂的优势，使其在外科用药中提供更多的选择。陈

闵希等［７］将１００例难治性创面患者运用复方紫油草
联合外用重组表皮生长因子进行治疗，其创面均有

不同程度修复，且经过８个月随访，无疤痕挛缩和增
生现象。周玉新等［８］将进行烧伤植皮术后的６０例
患者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将治疗组患者进行烤灯

照射加用外涂复方紫草油，对照组则采用传统治疗

方法，在术后２周创面进行细菌学检查及创面愈合
时间比较，其结果显示治疗组在愈合时间及创面完

全愈合率上均优于对照组，表现了复方紫草油在促

进皮片间上皮细胞生长及创面愈合的良好作用。

在皮肤类疾病中，复方紫草油亦体现了其良好

的疗效。朱丽［９］将９６例患有重症药疹的患者分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分别给予常规护理和复方紫草油

护理的方式，计算患者皮损处的渗液减少时间及结

痂、脱痂时间，统计结果显示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８７５％，而观察组的总有效率达１００％，显著高于对
照组。表明复方紫草油在缩短药疹患者治疗时间，

提高临床治疗效果上有一定作用。康真等［１０］采取

联合用药的方式治疗放射性皮炎，其将７０例经过初
次化疗的肿瘤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观察

组运用紫草油联合龙血竭、ＶｉｔＢ１２调制成药膏外敷于
患处，对照组则进行常规处理，其在皮损程度上统计

结果显示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针对放射性皮炎

的治疗，联合用药能加快创面愈合时间，同时也降低

了其感染机会。

儿童患者因皮肤娇弱且耐受能力差，同时现在

家庭普遍对婴幼儿使用纸尿裤，极易引发肛周湿疹、

皮炎等疾病，可见局部皮肤增厚、粗糙或颜色灰白或

暗红，以致发生皲裂、渗出、瘙痒，严重者可影响患儿

睡眠及生活质量，或在新生儿的肛门附近、臀部、会

阴部等处皮肤发红，有散在斑丘疹或疱疹（新生儿红

臀，尿布皮炎），严重者可继发感染等。家长或护理

人员通常预备性质温和的爽身粉或使用柔软的尿布

等，甚至在四川月嫂的婴幼儿护理中复方紫草油成

为其必不可少的配置之一。复方紫草油为纯中药外

用制剂，药性缓和，无刺激，无明显皮肤异常反应，疗

效显著。彭枫等［１１］在护理治疗婴幼儿肛周湿疹的

观察中，选取９０例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其中在基础护理的基础上，对照组采用新毒素外用，

观察组则为复方紫草油，进行２组间的疗效观察，结
果显示观察组有效率为１００％，对照组为８８８９％，
显示了复方紫草油良好的临床运用价值。中医称湿

疹为湿毒疮或湿气疮，湿热郁结是其主要病因，复方

紫草油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同时油剂使用能够在

皮肤表层形成有效保护膜，减少患处皮肤的物理摩

擦及各种化学刺激。尤其是对婴幼儿应用纸尿裤导

致的各类皮炎、湿疹等，尚无特殊针对性治疗手段，

往往被动使用妆字和消字号反而延误病情，因此相

对于抗生素、激素类外用药物制剂的使用，复方紫草

油的不良反应小，安全性高，同时食药两用的麻油能

够有效保护娇嫩的皮肤，引导药物吸收，对于婴幼儿

皮肤类疾病的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３　复方紫草油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本品为外用制剂，禁止内服。用于水火烫伤、小

儿尿布疹、脓疡热疹等轻症：１～２次／ｄ，重症：若创
面感染应剪去坏死组织，用０９％生理盐水或０１％
新洁尔灭溶液清洗创面，将复方紫草油均匀涂布于创

面上，２次／ｄ，或用复方紫草油制成的油纱布敷于创面
上，同时采用常规治疗，如补液、输血、抗休克、应用抗

生素等，特别是对中、重度烧伤患者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复方紫草油由古方传承而来，经过多

年临床运用，其作用机制明确，疗效评价好。不管是

单独用药亦或是联合用药、辅助治疗，临床上运用范

围不断扩大，在轻度烫伤、烧伤，创面修复、儿童湿

疹、皮炎、药疹等皮肤类疾病均有应用基础，尤其是

对纸尿裤等导致的肛周湿疹、新生儿红臀等导致的

局部皮肤病变，疗效确切，且药性温和，作用持久，在

临床上值得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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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陈孝平，汪建平．外科学［Ｍ］．８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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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２５（１１）：２１５１２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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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２０１４，４（４）：１４０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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