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dical Science News 3封面2024年 7月 19日 星期五

温海：加强管理，银屑病患者也能走出“银”影
因本报记者 陈祎琪

银屑病，俗称牛皮癣，是皮肤科长

期以来的一大顽症，不仅发病率高、

病程长，而且严重影响患者身心健康

和生存质量。多年来，银屑病的发病

人数一直在不断增加。银屑病的治疗

始终是广受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为

进一步了解银屑病的诊疗进展与日常

管理，近日，《医学科学报》采访了海

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皮肤科主任

医师温海。

生物制剂助力
银屑病疗效“升级”

《医学科学报》：目前，银屑病的发

病率有何特点？发病机制是否明确？

温海：我国在 1984 年开展的大规

模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银屑病发病率

为 0.47%，也就是说我国约有六七百

万银屑病患者，到现在，实际患者数

可能更多。

银屑病的发病率有几个特点。一是

人种差异，一般白种人发病率最高，黄

种人次之，黑种人发病率最低；二是地

区差异，寒冷地区发病率更高，如北欧

的冰岛、挪威、我国北方地区等；三是

季节差异，大多数银屑病在冬季复发

率高，症状易加重，夏季会减轻。

银屑病的发病机制目前尚未明确，

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在银屑病的基础

研究方面毫无进展。一些研究发现，遗

传和银屑病存在相关性。大量家族性调

查显示，银屑病的家族性发病率较高，父

母中若有一方患银屑病，其子女的发病

率约为 16%，若父母双方皆为银屑病患

者，则子女的发病率更高，甚至达 50%。

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将银屑病称为

遗传病。银屑病患者的子女只是携带

了遗传基因，是否发病仍是未知，会受

到气候、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相关

研究正在进行中。

《医学科学报》：银屑病的治疗有哪

些进展？

温海：银屑病的治疗手段目前大致

有 5种。第一类是外用药，包括软膏、

霜剂等，分为激素类药物和非激素类药

物。临床上有一些患者因为了解激素

的副作用而拒用一切激素药，其实这是

不对的。尤其对斑块状银屑病患者而

言，激素类药物是一线用药。非激素类

用药包括维生素 D3衍生物等。

第二类是内服药物，包括环孢素

A、维甲酸类药物等免疫抑制剂，疗效

较好，但也有一定副作用，应在医生指

导下应用。

第三类是光疗，即紫外线的应用。

患者需要多次照射，具体的照射次数和

剂量应遵医嘱。随着技术的发展，市场

上已出现家庭用小型光疗仪，但建议患

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第四类是中医药，既有外用也有内

服，包括火针、走罐、放血、洗浴（泡温

泉）等。

第五类就是最近十几年兴起的生

物制剂，优势是疗效更精准，目前已在

临床上广泛应用。我国生物制剂研究相

较于国外起步晚，但目前已有仿制和本

土研发的生物制剂应用于临床。

对于生物制剂，很多患者都想知

道它到底能不能根治银屑病。我经常

这么回答我的患者：生物制剂不能根

治，需要维持治疗，甚至终生治疗，但

是疗效显著优于传统的治疗方法。需

要注意的是，生物制剂的疗效也存在

个体差异，因此治疗前需要予以评估

和筛查。

患者比较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生

物制剂有副作用吗。我想说没有绝对

的安全，患者要根据个人情况，实时观

察，定期接受随访。一旦发现问题，比

如皮损不再消退、效果不好，血液、肿

瘤指标出现问题或出现结核、肝炎等，

要及时和医生沟通是否减药、停药或

换药。

预防复发
提高生存质量

《医学科学报》：复发是影响银屑

病患者生存质量最大的困扰，对此该如

何预防？

温海：减少复发，一是尽量避免外

伤，摔跤、手术等外伤都可能导致复

发。二是避免各种感染、受寒，冬季感

冒要及早治疗。三是避免随意停药、减

药，治疗不规范是很多病人复发的一大

主因。四是戒烟戒酒，烟酒是全球公认的

导致银屑病加重和复发的因素。五是合

理膳食。门诊病人都很关心饮食上有没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其实银屑病患者不

需特别忌口，牛羊肉、海鲜、辣椒等都可

以吃，但要注意补充蛋白质，多吃鸡蛋、

瘦肉。去年发布的《中国银屑病患者饮食

管理指南（2023）》里有非常详细的饮食

建议。六是生活规律，保持充足的睡眠，

不要熬夜，保持好心情。

如果在遵循以上建议的情况下还

是复发了，患者也不要紧张，应及时就

医，并与医生分析寻找复发原因，而后

主动避免，也能延长复发间隔、减少复

发次数。另外，现在正值盛夏，一些反

季节银屑病患者要注意避光。

《医学科学报》：我国银屑病诊疗还

面临哪些挑战？未来如何“破局”？

温海：我们一直强调规范化治疗，

其实就是安全、有效、个体化的治疗。

基于多年来的相关医疗教育和互联网

的崛起，我国银屑病规范化治疗取得很

大进步，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基层

缺少银屑病专科医生，个别情况下可能

出现诊疗误区；边远地区病人享受不到

大城市专家教授的优质诊疗服务，易轻

信偏方、秘方。

目前没有一个偏方或秘方能完全

治愈银屑病，我们呼吁大家不要偏听

偏信，防止出现不仅没治好银屑病，还

诱发其他问题的情况。另外，要把偏

方、秘方和正规中药方剂区分开来。

患者如果出现银屑病疑似症状，应

去正规医院咨询专科医生并诊断。一

些非典型银屑病在诊断上有一定难

度，此时基层医生可以将患者转至上

级医院，以免贻误病情。

攻克银屑病是一条漫长的路，未来，

我们将在银屑病的发病机制研究和治疗

手段研发两方面持续深入“发力”，努力

让银屑病患者拥有更好的生存质量。

温海

日前，由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主办、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皮肤病专业委员会等联合承办的 2024年中国人

体健康科技促进会皮肤病学术年会在江苏淮安举办。与会专家围绕皮肤病领域的热点话题、科研进展、指南共识、临床新

技术等展开了充分讨论。

为此，本报编辑部邀请参加此次年会的部分专家，围绕银屑病、敏感性皮肤、光敏性皮肤病、寻常性痤疮以及化妆品

市场监管等问题进行深入解读，以期为公众呈现科学权威、全面详细的皮肤健康知识和政策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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