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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面部皮炎的发病率逐步上升，已然是皮肤科门诊常见疾病。因其病种繁多，致病因素多样，治

疗上也是困难重重。本文就面部皮炎的中西医治疗进展进行总结综述，以期找到治疗面部皮炎适用性强、

操作方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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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ncidence of facial dermatitis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it has become a 
common disease in dermatology clinics. Because of its various diseases and pathogenic factors, it 
is difficult to treat it. In this paper, the progr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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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of facial dermatitis is summarized, in order to find a method with strong applicability and 
convenient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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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现代人们生活节奏加快，生活环境、生活规律及饮食习惯变化，以及劣质化妆品的泛滥和外用

激素的过度使用等，使面部皮炎发病率有逐年增高的趋势[1]。面部为暴露部位，导致皮炎的因素较多，

内因是患者本身皮肤较为敏感，对外界刺激或接触物不耐受；外因则包括温度变化、较低的湿度、日光

照射、接触致敏物等，破坏面部皮肤正常的屏障功能，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导致炎症的发生，因而面

部皮炎就诊时病因往往难以弄清，不能明确分类诊断[2] [3] [4]。临床上将面部突发或反复出现红斑、瘙

痒、丘疹、脱屑、灼热、刺痛感或苔藓样变的症状，常笼统诊断为面部皮炎。泛指发生在面部皮肤的非

传染性炎症性疾病[5]。表现为面部皮炎的疾病较多，如激素依赖性皮炎、敏感性皮炎、化妆品不耐受性

皮炎等[6]，临床主要包括可诊断为特应性皮炎、接触性皮炎、季节性接触性皮炎、脂溢性皮炎、光感型

皮炎、激素依赖性皮炎、其他不明原因的皮炎，虽然病因较多，但其临床症状、皮肤屏障损伤并无差异

[7]。需要排除痤疮、酒糟鼻、单纯疱疹、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疾病引起的面部皮肤受累[8]。 

2. 面部皮炎的中医认识 

祖国医学文献对面部皮炎并未形成统一的病名[9]，《外科证治全书》记载：“吹花痕，生面上如钱。”

“发于春月，故俗名桃花癣，妇女多有之。”《疡医大全》云：“粉花疮多生于室女，面生粟累或痛或

痒。”“亦有妇女好搽铅粉，铅毒所致。”《外科启玄》最早记载日晒疮：“三伏炎天，勤苦之人，受

酷日晒曝，先疼后破而成疮者，非血气所生也。”《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云：“面游风，此证生于

面上，初发面目浮肿，痒若虫行，肌肤干燥，时起白屑。”由此可见，根据发病原因不同，名称各异。

使用化妆品引起者称“粉花疮”；因日晒引起的称“日晒疮”；发生在面部皮脂易溢出部位的称“面游

风”；由螨虫寄生引起的称“鸡癞毒”；长时间使用激素引发的称“药毒”；因禀赋不足，又或母亲孕

乳期过食辛辣刺激发物而发于婴儿面部的称“奶癣”等等[10]。清代医家冯兆张认为；“面部其或胃中有

热，而郁火则面热。若风热内甚而上攻，则令人面目浮肿。”中医认为本病多为“风、湿、热、毒”合

而致病，因患者正气不足或禀赋不耐，加之又外感风热，湿邪、瘀血为患，邪气郁于肌肤而发，若病久

不愈可伤阴耗血，血虚则风盛[11]。 
中医治疗上，张小静[5]擅用风药治疗面部皮炎，这与风为阳邪，其性开泻，易袭阳位，而面部又为

诸阳之会息息相关。因此面部皮炎在辨证论治基础上，适当加入祛风之药，如荆芥、防风、蝉蜕、僵蚕

等，或可有事半功倍之效。石义红[12]研究消风散加减联合冷喷及氧化锌软膏外涂，用于 32 例由接触因

素引起面部皮炎患者，临床疗效有效率达 90.63%。刘宁[13]等观察普济消毒饮加减方外加蓝科肤宁治疗

面部皮炎 30 例，疗效满意。总之，中医内治面部皮炎或清热凉血解毒，或清热除湿止痒，或养血祛风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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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等，病久者可加入滋阴补肾之品，正气不足还应益气固表，方能驱邪外出。但面部皮炎患者常见皮肤

屏障功能受损，复发率较高，相较于内治法，中药外治疗法更为安全有效，便于操作，临床应用接受度

更高[14]。王亚莎[15]等将 200 例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给予局部外涂氧化锌软膏，治疗组在对照组

基础上给予中药药液冷喷，治疗后治疗组、对照组有效率分别为 98%、72% (P < 0.05)。张晓岑[16]将来

自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皮肤科的 46 例面部皮炎患者分为两组，观察组自拟颗粒内服配合外用

自拟苋榆湿敷方，对照组自拟颗粒内服配合 3%硼酸洗液湿敷，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第 7 天总有效率为

53.85%与 55.00%，第 14 天总有效率为 69.23%与 60.00%，两组总有效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两组组内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认为中药内服配合苋榆湿敷治疗面部皮炎与 3%硼酸溶液湿敷疗效

相当，均具有明显治疗作用。赵军[17]回顾 2010~2013 年就诊的过敏性皮肤病患者 168 例，通过针灸、

中药、火针合用的方法实行治疗，有 162 例患者治愈，治愈率高达 96.4%。杨永斌[18]将 54 例颜面再发

性皮炎的患者，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治疗组 24 例采用中药湿敷，对照组 30 例加用刺络拔罐疗法，观

察显示，治疗组与对照组总有效率没有显著差异，但是 2 组后期症状评分和半年复发率相比差异显著。

综上，中医内治法及外治法治疗面部皮炎临床应用甚广，疗效可观。 

3. 面部皮炎的西医认识 

面部皮炎的西医治疗上，分为系统药物治疗、外用药物治疗、激光物理治疗等，疗法各异，主要为

抗炎症介质剂、免疫调节剂、营养保湿剂、清洁与保护剂、生物反应调节剂等[19] [20]。面部特应性皮炎、

面部接触性皮炎、面部湿疹皮炎，可短期选择抗组胺药止痒，或配服镇静药；面部脂溢性皮炎可使用异

维 A 酸治疗；急性皮炎或见大量渗液时，可短期使用皮质类固醇激。面部皮炎常见外用涂剂有皮质类固

醇、非甾体类抗炎药、免疫调节剂[21]。临床常用于治疗面部皮炎的非甾体类抗炎药有氟氛那酸丁酯软膏、

乙氧苯柳胺软膏等；常用的免疫调节剂包括他克莫司软膏、吡美莫斯乳膏；常用于面部皮炎的生物反应

调节剂有卡介菌多糖核酸、多磺酸黏多糖等[22]。物理治疗方面包括光疗法、冷喷、生物共振、外敷等[23] 
[24] [25] [26] [27]。 

4. 总结 

随着生活水平提升，人们对面部皮肤状态越来越重视。临床上面部皮炎的西医治疗虽见效较快，但

多存在远期疗效不理想、皮肤状态变差的弊端。而中医治疗面部皮炎将中药口服与外治法相结合，综合

作用于患处，疗效持久不易复发。我院皮肤科临床常用自拟方参黄方湿敷，由苦参、黄芩、黄柏、生地

榆、牡丹皮、白鲜皮、白芷组成，配合中药口服治疗面部皮炎有明确作用和优势，应用多年收效可观。

望借此文挖掘出中医药外治法的特色，为面部皮炎的治疗寻求更多有效、方便、实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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