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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cne powder (Chinese medicine mask powder) on acne vul-
garis. Methods: 29 cases of acne were treated with aloe glue combined with Chinese medicine mask 
powder. 15-day is a course of treatment. After 2 courses of treatment, the curative effect was evaluated, 
and follow-up was conducted 3 months after the end of treatment. Results: 20 cases were cured, 7 cas-
es were improved and 2 cases were not cure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3.1%. Conclusion: 
Self-made acne powder (Chinese medicine mask powder) is effective and safe in treating acne vulg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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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自拟痤疮方(中药面膜粉)治疗寻常型痤疮的临床效果。方法：对29例痤疮采用芦荟胶配合中

药面膜粉外敷进行治疗，15天为1疗程，2个疗程后评价疗效，并在治疗结束后3个月进行回访。结果: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tcm
https://doi.org/10.12677/tcm.2019.84045
https://doi.org/10.12677/tcm.2019.84045
http://www.hanspub.org


符之珂 等 
 

 

DOI: 10.12677/tcm.2019.84045 267 中医学 
 

临床治愈20例，好转7例，未愈2例，总有效率93.1%。结论：自拟痤疮方(中药面膜粉)治疗寻常型痤疮

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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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痤疮，俗称青春痘、粉刺、暗疮，中医古代称面疮、酒刺、肺风粉刺等[1]，是一种发生于毛囊皮脂

腺的慢性皮肤病，呈散在性黑头粉刺、丘疹、脓疱、结节及囊肿，多发于头面部，颈部，前胸后背等皮

脂腺丰富的部位[2]。痤疮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的因素有激素分泌紊乱、细菌微生物

滋生、皮脂分泌、免疫学等方面，而生活方式、饮食习惯、情绪波动也与痤疮的发生有紧密的联系[3]。
中医关于痤疮早在《素问·生气通天论》：“汗出见湿，乃生痤疿。”和《外科大成·肺风酒刺》中：

“肺风由肺经血热郁滞不行而生酒刺也。”便有记载，认为痤疮的发病多与风、寒、湿、热相关，大多

从内生湿聚、外邪郁表、血热郁滞立论。而中医对其的治疗更是历史悠久，优势明显，可通过内外治法

进行治疗。内治法可以通过患者的症状体征辨证论治，而外治法最早可见于《周礼》，目前有中药面膜、

中药熏蒸、普通针刺、火针、耳穴治疗、蜂疗和刺络拔罐等疗法。其中，中药面膜因药物直接作用于皮

损，通过皮肤黏膜促进药物吸收，起效迅速、毒副作用小，故应用最为广泛[4]。自拟痤疮方由陈桂敏教

授组方，在临床使用效佳，已有约 40 例寻常型痤疮患者反馈有效。为验证本方的有效性与安全性，故进

行以下实验。本实验选择 18~23 岁间的痤疮患者，对其临床实验效果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2. 正文 

2.1. 资料与方法 

2.1.1. 基本资料 
本方由白蔹，白术，白附子，白茯苓，珍珠粉等药组成，主治面生疮，该方由美容中药面膜配方“七

白散”加减而成，具有养血柔肝，缓中消炎，主治面生疮，可用于面肤黯斑，青春痘。 
本实验于 2019 年 3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5 日共收入寻常型痤疮患者作为志愿者共 60 名，实验过程

因不可抗外力因素脱落志愿者 2 名，将全部志愿者分为实验组 29 名，年龄区间为 18~23 岁，年龄均数为

(20.64 ± 1.57)岁，病程(4 个月~2 年)，平均病程(12.18 ± 7.1)月。对照组 29 名，年龄区间为 18~23 岁，年

龄均数为(20.64 ± 1.43)岁，病程(4 个月~2 年)，平均病程(12 ± 6.91)月。实验组与对照组在一般资料组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2.1.2. 纳入标准 
1) 符合寻常型痤疮的诊断标准，2) 一个月内未使用过与本病治疗有关的药物，3) 志愿者服从使用

方法使用，且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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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排除标准 
1) 对本方中药物出现严重系统性过敏者，2) 不能配合治疗的志愿者，3) 妊娠期、哺乳期女性。 

2.1.4. 方法 
使用前对志愿者进行皮肤健康宣教，并核实所有志愿者无药物过敏史，治疗期间饮食少糖、少油、

少盐、忌食辛辣。生活作息规律，且不采用其他中西医治疗措施。15 天为 1 个疗程，总治疗时间为 2 个

疗程，治疗结束后 3 个月进行回访。 
1) 对照组 
嘱志愿者每晚于面部患处外敷某固定品牌芦荟胶 30 分钟，清洗后进行基础保湿护肤。 
2) 实验组 
嘱志愿者每晚于面部患处外敷痤疮方合某固定品牌芦荟胶 30 分钟。痤疮方药物组成：珍珠粉、生白

术、白蔹、白茯苓、白附子等。药物研磨至 100 目，与芦荟胶按比例调匀。清洗后进行基础保湿护肤。 

2.2. 观察指标及疗效标准 

参照《皮肤科治疗学》中的 Lucky 痤疮轻重分类标准，对两组志愿者进行分类。标准如下：lucky 等

根据占优势的皮损类型和评价者的总体印象将痤疮严重程度分为 1~5 度：I 级(轻)：仅在仔细观察时发现

少量散在分布的粉刺或丘疹。II 级(中等)：粉刺及小丘疹(6~12 个)累及的 1/4 的面部皮肤，偶可见少量脓

疱或较突出的丘疹。III 级(重)：小丘疹和大小粉刺累及约 1/2 的面部皮肤，可见少量脓疱或较大突出的丘

疹。IV 级(重度)：丘疹和(或)大的黑头粉刺累及约 3/4 的面部皮肤，可见大量脓疱。V 级(极重度)：皮损

累及所有面部皮肤，常可见大而明显的脓疱，皮损炎性程度重，可出现聚合性结节或囊肿[5]。以疹消退，

患者自觉症状消失为治愈：以疮疹消退范围大于 30%及以上自觉症状显著降低为好转；以患者疮疹消退

范围小于 30%，无症状变化为未愈。总显效率 = 痊愈 + 好转[6]。 

2.3. 统计学方法 

根据 SPSS25.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研究中计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因此采用(x ± s)形式描述。

因结局变量为等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Kruskal-Wallis 秩和检验，以 P < 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4.治疗结果：(见表 1、表 2) 

依照上述方法进行实验，得出 2 组病例治疗前后痤疮皮肤损害结果，见表 1。 
 

Table 1. The grade of acne skin lesion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2 groups 
表 1. 2 组病例治疗前后痤疮皮肤损害等级结果 

组别 n I 级(轻) Ⅱ级(中等) Ⅲ级(重) Ⅳ级(重度) V 级(极重度) 

实验组(前) 29 0 14 7 5 3 

对照组(前) 29 0 15 6 6 2 

实验组(后) 29 20 6 1 0 2 

对照组(后) 29 2 14 5 6 2 

注：1) 治疗前对照组和实验组间以双侧 P = 0.834 > 0.05，认为皮肤损害程度无统计学意义。2) 治疗前后实验组以双侧 P = 0.000 < 0.05，认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 治疗前后对照组以双侧 P = 0.24 > 0.05，认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不良反应 
在治疗期间实验组有 1 例志愿者自觉颜面部出现肌肤干燥，发痒，患处肌肤脱皮现象。嘱患者暂停

使用皂基洗面奶，12 小时内相关症状消失。对照组在治疗期间无明显不良应。两组实验人员在疗程期间

均无严重不良反应。治疗前后无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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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疗效标准，对 2 组病例治疗进行疗效分析，见表 2。 
 

Table 2. The comparison of clinical efficac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表 2. 2 组病例临床疗效对比 

组别 n 治愈 好转 未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29 20 7 2 93.10 

对照组 29 2 1 26 10.34 

注：治疗后对照组和实验组间以双侧 P = 0.000 < 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据实验结果分析该中药面膜能改善 I~V 级寻常痤疮皮损类型，实验最终总有效率达 93.10%，

说明该面膜的有效性。且对痤疮的寻常治疗往往需 6 个月才能明显起效，本方大多数患者在使用过程中

均在 1 个月后或多或少得到改善，可见本方起效快的特点。在使用过程中仅有一位患者有不良反应，但

经过调整后得以改善，且所有实验人员均无生命危险。因目前未发现明显严重不良反应，故能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本方的安全性，具体副作用不详，有待研究。中药外治法治疗痤疮历史悠久，疗效明显，成分

明确，更值得广泛应用。 

3. 结论 

珍珠粉甘、咸、寒，具有清热解毒，生肌敛疮，养颜祛斑，润泽肌肤之功，可以美白肌肤，祛斑，

除皱，收敛伤口。白附子其气主升，能上达阳明头面部，可祛头面风邪，平疮疡瘢痕，擅治面部皮肤

病[7]。白茯苓性甘淡平，可利水渗湿，健脾宁心。与性热之白附子相配伍，可平衡其辛热之性，防其

热伤津液，且可润泽肌肤，祛湿消肿。现代研究表明其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多醣体等，可以使肌肤恢

复弹性。白蔹味苦、性微寒，以块根入药，具有清热解毒，消痈散结，敛疮生肌，消肿止痛之功，《神

农本草经》云：“白蔹，主痈肿疽疮，散结气，止痛，除热。”可用于治疗痈疽发背，疔疮等。生白

术，香气袭人，穿透力强，透达毛窍，润肌肤。芦荟胶起调和胶化作用，并具有泻火解毒，杀菌抗炎

之功，提高皮肤水分，调节水油平衡，与诸药相伍，热毒得清，疮疡得敛，痈肿得以消散，痤疮得以

愈合[8]。 
中药面膜作为中医外治法治疗痤疮的一种，因其使用方便，毒副作用小，且诸药成分均来源于天然

植物，绿色环保，对皮肤损害小，故运用广泛。其可以直接作用于病所，通过皮肤黏膜促进吸收，起效

迅速，故易于被广大群众所接受。本方根据中医基础理论，结合现代药理，根据“七白散”加减化裁而

成，更在前方美白润肤功效的基础上加强祛痘功效。根据本实验结果显示该面膜治疗痤疮功效显著，能

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这给予我们中医人莫大的启发，作为新时代的中医学子，我们不应固步自封，

而应勇于创新，积极推进中医药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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