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 2014年 12月第 14卷第 12期

裸花紫珠胶囊内服外擦治疗痤疮 60例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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痤疮是毛囊皮脂腺的一种慢性炎症性皮肤病，
中医称为“肺风、粉刺”，好发于颜面、胸背部，可形成
黑头、粉刺、丘疹、脓疱、囊肿和结节等损害，是困扰
青春期男女的顽症。 主要好发于青少年，对青少年
的心理和社交影响很大，但青春期后往往能自然减
轻或痊愈。 临床表现以好发于面部的粉刺、丘疹、脓
疱、结节等多形性皮损为特点。 痤疮的发生主要与
皮脂分泌过多、毛囊皮脂腺导管堵塞、细菌感染和炎
症反应等因素密切相关。 进入青春期后人体内雄激
素特别是睾酮的水平迅速升高，促进皮脂腺发育并
产生大量皮脂。 同时毛囊皮脂腺导管的角化异常造
成导管堵塞，皮脂排出障碍，形成角质栓即微粉刺。
毛囊中多种微生物尤其是痤疮丙酸杆菌大量繁殖，
痤疮丙酸杆菌产生的脂酶分解皮脂生成游离脂肪
酸，同时趋化炎症细胞和介质，最终诱导并加重炎症
反应。 本研究选取我院 2012年 3月 ~2013年 12月
收治的 120例痤疮患者，随机均分为治疗组和对照
组，进行治疗。 现报告如下：
1%%%%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2年 3月 ~2013年 12月
痤疮患者 120例，年龄 15~30岁，平均年龄 22.3岁。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60例，两组在年龄及病
情方面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 符合《皮肤性病
学》中有关痤疮皮损的主要表现及分类。 中医诊断
标准：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
准》进行诊断。 皮损好发于面部及上胸背部，粉刺进
一步发展会演变成各种炎症性皮损，表现为炎性丘
疹、脓疱、结节和囊肿炎症性皮损，消退后常常遗留
色素沉着、持久性红斑、凹陷性或肥厚性瘢痕。
1.3 治疗方法
1.3.1 对照组 中药内服，自拟方剂组成：鱼腥草
30%g、黄芩 9%g、黄连 9%g、黄柏 9%g、连翘 9%g、薏仁米
20%g、甘草 10%g。 每日 1 剂水煎 200%mL，分 2 次服
用。同时，运用甲硝唑液 50%mL，每日擦患处 4~5次，
连续治疗 4周。
1.3.2 治疗组 口服裸花紫珠胶囊（国药准字

Z20063569）3 粒，3 次 /d，治疗 4 周，同时运用自配
裸花紫珠药粉外擦剂，配方：甲硝唑 50%mL、地塞米
松 10%mL、乙醇 50%mL、裸花紫珠药粉 2%g，配 24%h后
用消毒棉签擦患处，4~5次 /d，治疗 4周。 治疗后观
察疗效，并与对照组进行比较。
1.4 疗效观察 治愈：皮肤破损全部消退，临床症
状消失；显效：皮肤破损消退 70%，临床症状基本消
失；好转：皮肤破损消退 30%，临床症状稍有消失；
未愈：临床症状无改善。
1.5 治疗结果 治疗组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 见
表 1。

表 l%%%%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讨论
痤疮的发病与人体全身或局部免疫有关， 主要

表现在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参与了痤疮炎症产生的
病理过程[1]。 现代医学证明，裸花紫珠胶囊有明显的
抗炎、抑菌、促进组织修复、增强免疫力的功能。而裸
花紫珠为纯天然单味马边草小灌木植物，其叶、根、
茎、花、皮均可入药[2]，具有消炎、凉血、收敛止血、清
热解毒之功效。也有研究显示本药含有黄酮苷、中性
树脂、酚类、多糖、羟基化合物及钙、镁、铁等成分，能
明显收缩血管、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并有效地抑制
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球菌、乙型溶血性链球等病菌
的生长，对炎性渗出、肿胀有显著的抑制作用[3]。 本
临床观察结果表明，痤疮患者服用裸花紫珠胶囊，同
时运用自配外擦药剂（甲硝唑 50%mL、地塞米松 10%
mL、乙醇 50%mL、裸花紫珠药粉 2%g，配 24%h后用）治
疗，疗效显著，复发率低且价廉，值得临床上推广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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