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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 χ2=4.827，P＜0.05)。

表 3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5

4.5 2 组复发率比较 6 月后，对 2 组患者进行随访发现，患

者均已治愈，观察组有 2 例患者复发，复发率为 3.39% ，对

照组有 10 例患者复发，复发率为 16.95% ，2 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χ2=6.262，P＜0.05)。
5 讨论

辨证论治是中医最常采用的论治方法，且银屑病病机以血

热毒盛为主，其中血热型是最常见的证型，表明银屑病正处于

进行期。青壮年正值血气方刚之时，机体蕴热旺盛，且性情容

易急躁，心绪易不宁，心火由此滋生；或因食辛辣、臊腥之

品，伤及肠胃，郁结化热；或偶感湿热之邪气，致使内热过

盛，热由里及表，经由肌肤发散。名医朱仁康是血热论的代

表，邓丙戌等[5]认为，血中有热是银屑病的主要原因。本研究

采用的凉血消银汤，方中诸药性味寒凉，具有清热解毒、疏通

脉络、凉血活血、不留瘀痕的作用。紫草解毒透疹、凉血活

血，《本草纲目》谓其“活血凉血，利大肠，治斑疹，痘毒”，
故可作为君药。槐花清热解毒，《药品正义》中谓“此凉血之

效独在大肠也。可疏皮肤之热，泄肺金之气”；土茯苓可除湿

解毒，槐花与土茯苓合用法源于赵炳南治疗血热证采用的“土

槐饮”；金银花凉血清热，赤芍通络活血，上述诸药共为臣药。
大青叶除湿除热，白鲜皮祛风止痒，两药共为佐药。生地黄清

热凉血，白花蛇舌草清热解毒，丹参活血化瘀，水牛角清热凉

血解毒，牡丹皮清热凉血、活血化瘀，同为方中使药。上述药

物合用，凉血化瘀而不留痕，清热解毒而不伤身，同时还具有

除湿止痒之功效，是治疗银屑病的良方。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 2 组 P A SI、V A S 评分均明显低

于前一时点(P < 0.05)，表明了从整体疗效来看，随着时间的

延长，患者的治疗效果越来越好，这可能与中药治疗银屑病效

果慢有关，要想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需持之以恒，坚持服

药。治疗后 2 组 D LQ I 及血热证评分均低于治疗前(P < 0.05)；

观察组 D LQ I 及血热证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总

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 < 0.05)，表明了采用凉血消银汤治疗的

效果要优于消银片，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6 月后，观

察组的复发率低于对照组(P < 0.05)，表明了采用凉血消银汤

治疗银屑病，患者复发率降低。
综上所述，采用凉血消银汤治疗寻常型银屑病血热证患

者，能明显提高患者的临床疗效和生活质量，降低复发率，值

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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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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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愈

12

6

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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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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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总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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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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