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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军：苏州市立医院皮肤诊疗中

心主任，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皮肤

科主任医师、教授，同济大学医学院

银屑病研究所名誉所长，兼任中国人

体健康科技促进会皮肤病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

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亚洲

银屑病协会理事，曾兼任中国中西医

结合学会第七、八届皮肤性病专业委

员会主委，《银屑病学》及《皮肤病症

状鉴别诊断学》主编，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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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皮肤病的方法就像打仗，过去

只有步枪，现在机关枪、导弹、核弹等武

器应有尽有。”近日，苏州市立医院皮肤

诊疗中心主任顾军在接受《医学科学报》

采访时表示，从外用药膏发展到分子靶

向药，皮肤病的治疗方法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治疗手段的丰富意味着医生

有了更多选择，但如何在复杂的病情中

作出最合适的决策，考验的是皮肤科医

生的专业知识与素养。

精准为先，
皮肤病迎来“新纪元”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皮肤病种

类繁多，主要可分为四大类———肿瘤

性、感染性、炎症性和变态反应性疾

病。每类疾病的治疗策略各有不同，皮

肤科医生需要根据疾病特点，为患者制

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针对肿瘤性皮肤病，手术是最直

接且常见的治疗方法。而对于某些无

法手术的病变，例如浅表皮肤肿瘤，

医生通常采用光动力疗法等物理治

疗手段。这些治疗方法通过局部照射

特定波长的光，并结合药物治疗，以

达到治疗效果。

感染性皮肤病的治疗则相对简单

直接，医生根据病原体的种类选择合适

的局部抗生素或全身用药。这类疾病

通过明确病因能够快速治疗。

“在这四大类皮肤病中，变化最大、

治疗方式进展最快的是炎症性皮肤

病。”顾军表示，银屑病、特应性皮炎、

慢性荨麻疹和白癜风等是目前皮肤科

领域研究最热、最常见的疾病。

以往，面对这些复杂、反复且顽固

的皮肤病，医生通常依赖外用药、激素

或光疗等传统方法。“如今不一样了，

分子靶向药物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

了疗效，也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顾军说。

所谓靶向药物是指能够精准针对

致病通路中关键分子的药物。例如，通

过使用靶向抑制剂可以迅速控制银屑

病患者体内特定炎症因子的过度表达，

进而实现炎症控制缓解症状的目的，并

且副作用较小。

“分子靶向药物的更新速度极

快，基本每个季度都有新药问世。”顾

军说。

此外，中医也在皮肤病治疗中发挥

重要作用。顾军指出，中西医结合不仅

能弥补西医治疗的局限性，还能通过中

医的辨证思维，为患者提供更加个性化

的治疗方案。“中医讲究辨证施治、调

和阴阳，西医则注重病因分析和精准干

预。结合两者的优势，可以为患者提供

更全面的治疗。”

顾军指出，银屑病的治疗需要综合

考虑多个因素，包括病变的严重程度、

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及个人生活习惯

等。作为一种常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

病，银屑病的治疗方法需根据患者具体

病情进行精准定位。尤其在面对中重

度银屑病患者时，单一治疗方法往往难

以取得理想效果。

“免疫介导的炎症性疾病的诊治，

最能体现皮肤科医生的治疗水平。”顾

军强调，随着精准治疗手段的不断进

步，皮肤科医生不仅要明确疾病的临床

表现，还要深入理解发病机制，熟悉各

类靶向药物的作用路径和适应证。

饮食环境，
皮肤疾病谱有了新变化

一边是治疗手段的推陈出新，另一

边则是皮肤病谱系的悄然变化。

顾军指出，随着食物日益丰富，尤

其是高糖、高脂饮食的普及，高血脂、

高尿酸等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持续攀

升。而气候环境的变化致使过敏性疾

病人群显著增多。“代谢异常虽然不直

接作用于皮肤，却通过影响全身的代谢

环境，间接诱发了多种皮肤问题。”顾

军举例说，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发生皮肤

感染，肥胖人群中则常见假性黑棘皮

病，而年轻人群中，痤疮的发病率与高

糖饮食息息相关。

相比之下，环境污染对皮肤健康的

影响更为直接且广泛。根据 2019年全

球疾病负担研究（GBD 2019）的数据，

1990 年至 2019 年间，中国特应性皮炎

患者的数量增长了 25.65%，发病率已

经接近甚至超过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

“这一趋势上升得非常快，不到 20年，

我们就赶上了欧美。”顾军认为，这一

变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空气污染

加剧以及环境中过敏原种类与浓度的

变化密切相关。

除饮食和环境，生活方式的演变也

带来了新的挑战。近年来，由宠物传播

的皮肤病病例逐渐增多，成为皮肤病谱

系中的新增内容。顾军指出：“很多头

癣、面癣等真菌感染病例的致病菌都来

自猫狗等宠物。”

此外，皮肤科也面临另一种日益显

著的趋势———医学美容的快速发展。

顾军认为，医美的流行反映了人们

对美的追求，其发展本身无可厚非，但

不能因此忽视皮肤病治疗的医学本

质。“医美是‘锦上添花’，而治病才是

‘雪中送炭’。”他强调，不能把医美当

成万能钥匙，“画蛇添足”式的医美过

度操作反而可能带来副作用，尤其在痤

疮、激素依赖性皮炎等疾病的治疗过程

中，基础医疗仍是首要路径，医美手段

只能作为辅助。

皮肤既是外部环境变化的第一道

防线，也是内部代谢状况的“镜子”。饮

食结构、环境污染及生活方式的变化，

正在悄然重塑人们的皮肤健康状态。

顾军强调：“未来皮肤病的预防和管

理，不能只盯着皮肤本身，要放到大格

局中去理解。”

临床为基，
教学科研“双翼齐飞”

“人品为先，能力为辅，医疗、教学、

科研三方面必须同步成长。”这是顾军

在多年带教中总结出的核心理念，也是

他时刻自我鞭策的座右铭。

顾军以身作则，也以同样的标准引

导学生。他指出，硕士有硕士的培养要

求，博士有博士的培养体系，临床是根

基，科研和教学则是延伸与深化。“如

今的科研早已不是一个人闭门造车，

而是依靠团队作战。”顾军与相关团队

合作，在炎症性疾病，特别是银屑病研

究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重磅成果。

从“抹点药就行”的传统认知，到今

天以分子靶向药为代表的精细治疗，皮

肤科治疗水平的进步，正悄然改变着大

众的生活质量。而在这背后，是一代又一

代皮肤科医生日复一日的专注与努力。

近日，顾军当选为中国人体健康科

技促进会皮肤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谈及接下来专委会的工作安排时，他

表示：“事情不少，但方向清晰。”

他计划带领专委会从多个方面发

力：一方面，稳扎稳打，切实完成行业

的指南、标准、共识制定等；另一方面，

灵活创新，通过举办专委会年会和小型

沙龙，持续提升专业队伍的整体水平。

青年医生的培养也是专委会发展的

重点方向之一。顾军希望通过搭建平台、

设立科研项目，助力更多年轻医生在专

业成长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远。

“希望几年后再回头看，专委会整

体向前迈出了一大步。”顾军说。

顾军：用心护卫人体“第一道防线”
因李春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