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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灵片对银屑病肥胖患者血清瘦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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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银屑灵片对寻常型银屑病肥胖患者血清瘦素动态表达的干预作用。方法：选取２０１７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６

月广东省中医院收治的男性银屑病患者６０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３０例。对照组患者外

用复方丙酸氯倍他索软膏，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同时口服银屑灵片，连续用药２个月。观察２组临床治疗有效

率，治疗后１、２个月评价中医证候积分、皮损程度及体重指数（ＢＭＩ），以及血清瘦素的动态表达情况。结果：观察组有效

率９３３％，较对照组的７３３％明显升高（Ｐ＜００５）；治疗后１、２个月２组患者中医证候积分、ＢＭＩ与皮损 ＰＡＳＩ评分均较

治疗前明显下降（均Ｐ＜００５），且治疗２个月的中医证候积分、ＢＭＩ与皮损ＰＡＳＩ评分显著低于治疗后１个月（Ｐ＜００５），

组间比较以观察组的下降程度更显著（Ｐ＜００５）；治疗２个月后，２组患者血清瘦素水平均较治疗前有所下降（Ｐ＜００５），

且显著低于治疗后１个月（Ｐ＜００５），组间比较以观察组的下降程度更显著（Ｐ＜００５）。结论：银屑灵片可改善患者的临

床症状，降低ＢＭＩ，减轻银屑病皮损斑块的严重程度，其机制可能是通过调控瘦素水平以调节机体的代谢状态，通过调节

瘦素水平从而降低ＩＦＮγ水平，达到治疗银屑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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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屑病俗称“牛皮癣“，是临床常见的以角质形
成细胞异常增生和分化、血管增生扩张为特点的慢

性炎症性皮肤病，患者以红斑斑块、白色鳞屑、发亮

薄膜等为主要临床表现，且久治不愈、反复发作［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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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银屑病的发病机制的研究较多，但并未完

全明晰，多认为与机体免疫功能紊乱所引起的角质

产生细胞增殖及分化异常有关［２４］。近年来，代谢综

合征与银屑病及其并发症的相关性研究成为皮肤科

临床研究的重要靶点。越来越多报道指出，银屑病

及其并发症与代谢综合征关系密切［５］，而相关的机

理仍未完全明确［６］。鉴于此，本研究重点选择寻常

型银屑病肥胖患者，使用全国名老中医郖国维教授

的经验方剂银屑灵片进行干预，观察其临床效果，并

探究与代谢综合征密切相关的指标血清瘦素的动态

表达。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７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
广东省中医院皮肤科银屑病专科门诊寻常型银屑病

男性患者６０例为研究对象。依据随机数字表随机
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３０例。对照组患者，年
龄２０～５５岁，平均年龄（３２９±９４）岁；病程６个月
至７年，平均病程（４７±２３）年；ＢＭＩ（２７５±２４）
ｋｇ／ｍ２。观察组患者，年龄 ２０～５５岁，平均年龄
（３３５±８２）岁；病程６个月至８年，平均病程（４８
±２５）年；ＢＭＩ（２６７±３６）ｋｇ／ｍ２。２组患者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
性。本研究经广东省中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

（伦理审批号Ｂ２０１６２１４０１）。
１２　纳入标准　１）年龄２０～６０岁，病程≥６个月；
２）男性患者（用药时可以避开月经期对病情及检验
结果的影响，同时研究时间段接诊患者也均为男

性）；３）参照《中国银屑病治疗指南》［７］中银屑病的
诊断标准及《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８］中血

热证银屑病的诊断标准确诊，患者可见皮损好发于

头皮、关节伸面、膝、肘、骶部，皮肤初起粟粒至绿豆

大的斑丘疹或红色丘疹，上覆鳞屑，刮除后可见发亮

薄膜，轻刮薄膜即可出现散在的小出血点，伴有不同

程度瘙痒，口干，口渴，心烦，小便黄，大便秘结，舌质

红，苔黄，脉弦数；４）银屑病分期参照《临床诊疗指
南皮肤病与性病分册》［９］确诊为寻常型、进展期；５）
ＢＭＩ＞２５ｋｇ／ｍ２；６）皮疹面积不超过１０％的体表面
积；７）患者及其家属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３　排除标准　１）资料不全、失访、过敏体质、存在
药物禁忌证、依从性差、无法判定疗效或安全性者；

２）合并有其他皮肤疾病或严重的系统性疾病；３）近
１个月内有皮质类固醇激素、免疫抑制剂等药物治
疗史。

１４　治疗方法　对照组：外用复方丙酸氯倍他索软

膏（江苏知原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４０１２２），
以１个指尖单位（ＦＴＵ）药膏涂擦２个手掌面积大小
的量为标准涂擦皮疹，每天早晚各涂擦１次。观察
组：在外用复方丙酸氯倍他索软膏的基础上同时口服

银屑灵片，５片／次，３次／ｄ。２组均连续用药２个月。
１５　观察指标　１）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
则》［８］症状量表对瘙痒、红斑、口渴口干、心烦等主要

中医证候积分按照程度轻重记０、１、２、３分，评分愈
高，症状愈严重；２）观察治疗前、治疗后１个月、治疗
后２个月患者体重指数（ＢＭＩ）水平；３）用银屑病皮
损程度评分（ＰＡＳＩ）［１０］：评估躯干、头颈部、上肢、下
肢的皮损程度，ＰＡＳＩ总分为全身四部分得分的总
和，分数越高，皮损程度越重；４）治疗前、治疗后１个
月、治疗后２个月分别空腹抽取肘静脉血，３０００ｒ／
ｍｉｎ离心（离心机型号：ＴＤＺ４ＡＷＳ；湖南迈达仪器有
限公司），将血清置于 －８０℃冰箱保存待验。采用
酶联免疫吸附（ＥＬＩＳＡ）技术测定血清瘦素水平，人
瘦素ＥＬＩＳＡ试剂盒购自 Ｒａｙｂｉｏｔｅｃｈ公司，操作严格
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５）随访半年，统计显效、有效
患者中复发情况。

１６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
原则》［６］评价。显效：ＰＡＳＩ总分下降至少 ７５％；有
效：ＰＡＳＩ总分下降５０％～７５％；无效：ＰＡＳＩ总分下降
不足５０％；恶化：皮损加重。
１７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有效率
９３３％，较对照组的７３３％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２＝６０７４，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恶化 有效率（％）

观察组（ｎ＝３０） ２４ ４ ２ ０ ９３３

对照组（ｎ＝３０） １５ ７ ８ ０ ７３３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比较　２组患
者治疗前的中医证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２组患者中医证候积分均较治疗前下
降明显（均Ｐ＜００５），治疗２个月后中医证候积分
显著低于治疗后１个月（Ｐ＜００５），组间比较以观
察组下降程度更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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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瘙痒 红斑 口渴口干 心烦

观察组（ｎ＝３０）
　治疗前 ２６０±０３５ ２５４±０２９ ２２４±０１９ ２４４±０４５
　治疗后１个月 １２７±０２３▲ １０４±０１５▲ １２５±０１３▲ １１７±０３４▲

　治疗后２个月 ０５２±０２０△▲ ０７７±００８△▲ ０４７±０１１△▲ ０３２±０２７△▲

对照组（ｎ＝３０）
　治疗前 ２６３±０２８ ２５３±０２６ ２２２±０２１ ２４３±０４２
　治疗后１个月 １６５±０２６ １７４±０２０ １６０±０１５ １５６±０３９

　治疗后２个月 １０６±０２３△ １２５±０１７△ １３７±００９ １１４±０１３△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本组治疗后１个月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同期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ＢＭＩ与皮损ＰＡＳＩ评分比较
　　治疗前，２组患者ＢＭＩ与皮损ＰＡＳＩ评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２组患者 ＢＭＩ与皮
损ＰＡＳＩ评分较治疗前下降明显（Ｐ＜００５），且治疗
２个月后ＢＭＩ与皮损 ＰＡＳＩ评分显著低于治疗后１
个月（Ｐ＜００５），组间比较以观察组患者的下降程
度更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瘦素动态表达　治疗
前，２组患者的血清瘦素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２组患者的血清瘦素水平均较治
疗前有所下降（Ｐ＜００５），但治疗后１个月的血清
瘦素水平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治疗２个月后的血清瘦素水平显著低于治疗后１个
月（Ｐ＜００５），组间比较以观察组患者的下降程度
更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ＢＭＩ、皮损ＰＡＳＩ评分
与血清瘦素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ＢＭＩ（ｋｇ／ｍ２） ＰＡＳＩ评分（分）血清瘦素（ｎｇ／ｍＬ）

观察组（ｎ＝３０）
　治疗前 ２７７±２６ １５４２±３５４ １１４２±３２５
　治疗后１个月 ２６１±１２▲ ４３６±２８５▲ ８１５±２２０

　治疗后２个月 ２３３±０７△▲ １５４±０８２△▲ ３３４±０９５△▲

对照组（ｎ＝３０）
　治疗前 ２７５±２４ １５２７±３６０ １１３３±３１６
　治疗后１个月 ２６８±２０ ９１４±３１１ ９２４±２５７

　治疗后２个月 ２５８±１６△ ３４９±２１７△ ７１２±１８９△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本组治疗后１个月比较，△Ｐ＜

００５；与对照组同期比较，▲Ｐ＜００５

２５　复发率比较　随访半年，观察组显效及有效的
２８例患者中，复发２例，复发率为７１％；对照组则
显效及有效的 ２２例患者中，复发 ６例，复发率为
２７３％。观察组的复发率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论

银屑病属于中医学“白秓”的范畴，病因有内外

之别，在外多为风、寒、热、湿、燥、毒之邪侵袭肌肤；

在内多因久食辛辣、膏粱厚味之品，内生湿热；或平

素易动怒，气内郁而化热，久之热则生毒，毒损血络，

发于肌肤［１１１２］。临床患者初期以血热证为主［１３］，治

之当注重整体观念、内外兼治。本研究所用银屑灵

片由生地黄、赤芍、当归、莪术、土茯苓、紫草、乌梅、

甘草等药物的有效成分精制而成，方中生地黄功在

滋阴凉血、益阴生津、清热消斑；赤芍、当归、莪术主

入血分，功可活血、补血、消斑，行中有补，补中有消，

使活血而无耗血之虑；土茯苓清热除湿、解毒止痒；

紫草功在凉血活血、解毒消斑；乌梅敛血止痒、润燥

生津；甘草调和诸药。全方共奏清热凉血、止痒消斑

之功。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银屑灵片治疗的患者临床

效果、临床症状、ＢＭＩ、皮损程度改善疗效均明显优
于对照组，证实银屑灵片谨守银屑病“血热风燥”的

病机特点，可显著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降低 ＢＭＩ，
减轻银屑病皮损斑块的严重程度，其临床效果明显

优于单纯西药外用。另外，通过动态观察患者血清

瘦素水平发现，治疗前患者的血清瘦素水平均偏高，

这说明银屑病肥胖患者机体处于一定的代谢紊乱状

态，与银屑病的发病有一定的相关性，与蒋建华

等［１４］报道结果一致。值得提出的是，随着用药后患

者ＢＭＩ的降低及皮损的改善，患者的血清瘦素水平
亦有所下降，经治疗２个月后的血清瘦素水平显著
下降，而银屑灵治疗的患者的下降程度更明显。进

一步证实，瘦素与 ＢＭＩ有相关性，也说明瘦素水平
与银屑病肥胖患者的皮损变化密切相关。现代医

学［１５１６］认为，瘦素是一种脂肪细胞因子，主要由白

色脂肪细胞分泌，是用来研究代谢综合征的主要指

标，其生物功能主要表现在对体脂及体重的调控，具

有抑制食欲、增加能量代谢等功能，能通过结合多种

组织中的瘦素受体调节机体代谢平衡，其可调节下

丘脑中多条调控代谢的神经通路，影响中枢神经系

统对糖脂代谢平衡、能量代谢平衡的调控。近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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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１７］同时表明，瘦素除了在肥胖、胰岛素抵抗和

相关的细胞因子紊乱中发挥作用，还具有多种免疫

调节作用［１８２０］。瘦素对 Ｔｈ１细胞增生的促进作用
超过Ｔｈ２细胞，促使 Ｔｈ细胞向 Ｔｈ１表型转化，调节
Ｔ细胞产生细胞因子；作用于ＣＤ４＋Ｔ细胞促进ＩＦＮ
γ并抑制ＩＬ４的生成。可见血清瘦素水平的动态表
达不仅反映出机体的代谢状态，还反映出机体的免

疫功能状态，亦表明瘦素水平与银屑病相关并发症

密切相关，与刘恩才等［２１２２］报道一致。已有报道，

ＩＦＮγ以及随后出现的 ＩＬ１７Ａ／Ｔｈ１７轴被认为是参
与银屑病机制的中心细胞因子，ＩＦＮγ诱导了ＳＴＡＴ
１和ｐ４８２条信号通路［２３］。瘦素水平下降有助于降

低ＩＦＮγ水平，这可能是银屑灵片发挥作用的免疫
机制。

本研究中考虑到瘦素水平在男女间的差

异［２４２５］，以及研究药物可能会对育龄女性的影响，

故选取男性作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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