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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疗效观察

治愈（皮损完全消失，无瘙痒，无复发）105例，有效（结节
缩小，无瘙痒）3例，治愈率 97.22%，总有效率 100%。
4%%%%讨论

疥疮结节是由疥虫在皮肤中产生的内毒素引起剧烈瘙
痒，通过搔抓而起纤维增生性病变，好发于阴茎、阴囊、龟头
处，呈圆型或椭圆型，结节坚硬隆起，初发鲜红色，后为棕红
色，深褐色，奇痒难忍，口服和外用药疗效不显著。 采用醋酸
曲安奈德加普鲁卡因能抑制纤维细胞和毛细血管增生，阻止

或减少胶原纤维细胞间质的形成，使毛细血管收缩，组织萎
缩，有抗炎、抗毒、抗过敏等作用，因此打断其恶性循环，可迅
速止痒，从而达到缩短疗程、不复发的目的。 治疗过程中应注
意掌握好药液的浓度，浓度过高了，不易吸收，过低了达不到
治疗效果。局封皮损处 3天内不宜下冷水，以防感染。以上治
疗方法疗效快，治愈率高，简便易行，价格低廉，值得临床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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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 4月 ~2000年 10月，笔者采用消疣方为主治疗
扁平疣 48例，收到满意疗效。 现报告如下：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 48例均为门诊病人，其中男性 12例，女性
36 例；年龄 15~35 岁，平均 20 岁；病程最短 3 周，最长 1.5
年；皮损多发生于颜面，少数发生于手背。
1.2%%%%诊断依据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中医病症诊
断疗效标准》[1]：（1）皮损处呈米粒至高梁粒大小扁平丘诊，
表面光滑，孤立散在，淡黄褐色或正常肤色，或微痒。（2）多
发于暴露部位如面部、手部。（3）有自家接种的特点，可见同
形反应。（4）好发于青少年。
2%%%%治疗方法

48例内服自拟消疣方治疗，消疣方组成：银花 15g，马齿
苋 30g，板蓝根 30g，紫草 10g，红花 10g，木贼草 10g，黄芪
20g，赤芍 10g，香附 10g，苡仁 30 克，大青叶 15 克，生牡蛎
（先煎）15g。 水煎，第 1、2煎分早晚两次服，第 3煎浓煎至
100mL以下，用鲜菱角蒂（干品先入药液中浸透）蘸药液擦
洗皮损处，至皮损潮红，每日 2次，每次 5~15min（视皮损多
少而定）。 配合聚肌胞 2mL/次，肌注，每周 2次；左旋咪唑
50mg/d，分 3次口服，每周连用 2d。 7d为 1个疗程，5个疗程
后观察疗效。
3%%%%疗效观察
3.1%%%%疗效标准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中医病症诊
断疗效标准》[1]。 治愈：皮损消退无新出皮疹。 好转：皮疹较前
变平，消退 30%以上或有个别新疹出现。未愈：皮疹无变化或
消退不足 30%。
3.2%%%%治疗结果 48例患者痊愈 31例， 好转 14例， 未愈 3
例。 总有效率 93.75%。
4%%%%典型病例

杜某，女，22岁，1999年 6月 4日初诊。 自诉：3个月前，
两颧部出现散在的针头大小扁平丘疹，未予治疗。 近半月来，
发展至整个面部出现米粒大的圆形扁平丘疹， 边界清楚，略
高于皮面，正常肤色，表面光滑，无自觉症状，诊断为扁平疣。

给予消疣方 1、2煎内服， 第 3煎浓缩至 80mL， 用干菱角蒂
（先入药液中浸透）蘸药液擦洗皮损处，至皮损发红，每日 2
次，每次 10min。 同时给予聚肌胞 2mL肌注，每周 2次；左旋
咪唑 50mg，分 3次口服；每周连用 2d。 用药 2周后，皮损发
红，瘙痒明显，嘱患者不要搔抓，又予 1周药治疗后，皮疹全
部消退，再坚持治疗 1周而痊愈。 随访 1年未见复发。
5%%%%体会

中医认为本病多因外受风热毒邪搏于肌肤而生，或怒动
肝火，肝旺血燥，筋气不荣，肌肤不润所致。 现代医学认为本
病由人类乳头瘤病毒感染所致，多见于免疫功能低下及外伤
者。 针对本病的病因病机，笔者总结前人经验，治疗以清热解
毒利湿、活血软坚散结为法，自拟消疣方。 方中银花、马齿苋、
板蓝根、大青叶清热解毒；苡仁健脾利湿；赤芍、红花、紫草凉
血活血解毒；香附理气活血；木贼草祛风清热止痒；生牡蛎软
坚散结；黄芪益气固表；菱蒂甘凉收涩，具有清热解毒之功
效。 内外合治，共奏清热解毒利湿、活血软坚散结之功。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马齿苋、板蓝根、大青叶、赤芍、紫
草、银花、牡蛎均有抗病毒作用，赤芍、香附、红花具有抗炎和
改善血液循环作用，黄芪、赤芍、牡蛎、苡仁、板蓝根具有调节
免疫力的作用[2]，木贼草[2]、菱蒂[3]有清热、收敛解毒的作用；聚
肌胞、左旋咪唑有提高机体免疫力的作用。

治疗过程中本人观察到：马齿苋、板蓝根、薏苡仁用量大
于 30g时，疗效更好；病程越短，疗效越好。 治疗中如患者皮
损色泽转红、隆起明显、瘙痒感加重等，继续治疗后，一般都
痊愈，而无任何反应者则治疗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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