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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常见病合理用药丛书》之一，面向广大群众普及银屑病知识和合理用药知识。
以问答的形式分别介绍银屑病的诱发因素、类型、鉴别、治疗方法、常用药物、防治注意事项、预防
保健及最新研究进展，以讲解药物治疗为主，兼顾介绍疾病知识和其他疗法，以使患者对银屑病有一
个正确和比较全面的了解，认识到应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辅以其他疗法进行综合治疗。
力求浅显易懂，简明扼要，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
本书适合银屑病患者及基层医务工作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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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银屑病的发病情况是怎样的？
银屑病的发病因种族、地域、年龄、性别、环境等差异很大。
许多国家都进行过银屑病在当地人群中的流行调查，总的来说，银屑病在白种人中较常见，黄种人次
之，黑种人、阿拉伯人、印度尼西亚人及美国印地安人中罕见；国外的银屑病患病率波动在0.1％-0.3
％之间。
我国在1984年组织进行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发现银屑病总的患病率为0.123％，也
就是说每10000人中就有12.3个银屑病病人。
同时新的病人还在不断出现，年发病率为0.01％，如果按当时的10亿人口计算，全国每年新发生的银
屑病病例在10万左右。
近年虽然未再开展类似的大规模调查，但在多个小范围内进行的调查表明，银屑病的发病率和总的患
病人数有逐渐升高的趋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与环境污染、生活节奏加快、心理压力和社会因
素以及自然条件的变迁、人口寿命延长等有关。
据估计，我国目前银屑病病人的总数已超过280万人，所以银屑病已经成为一种严重影响我国人民身心
健康的皮肤病，应当引起医学工作者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2.不同人群中发生银屑病的情况有何特点？
不同的人群中银屑病的发生情况差异很大。
根据国外的资料，银屑病在普通人群中的总患病率在0.1％-0.3％不等。
有的人种容易罹患银屑病，而有些人种则不易发病。
现有资料显示银屑病在白种人较常见，美国的患病率为0.5％-1.5％，估计在美国目前有银屑病病人100
万-300万人；英国的患病率为1.6％，挪威为1.4％，欧洲一般为1％-2％，北欧较高；黄种人的发病率次
之，多不超过1％；而在黑种人、阿拉伯人、印度尼西亚人、美国印地安人中则更为少见，有些地区
或部落甚至几乎从无银屑病发生。
我们国内的情况也反映出不同的人群中银屑病患病率的差异。
一般的规律是北方普遍高于南方，城市明显高于农村，男性常常高于女性。
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很复杂，目前还没有一个令人十分满意的解释，可能与气候、环境、温度、湿度
、日照强度、生活习惯、工作环境、心理负担等都有一定的关系。
从发病年龄来看，任何年龄的人都有患银屑病的可能。
根据文献资料的报道，最小的病人仅出生6天，甚者还有出生时即已患病的，这种情况称为先天性银
屑病；而资料中记载的发病年龄最大者达到100多岁。
流行病学研究发现，不同年龄的人群中银屑病发病情况高低不同、差异很大。
1984年在全国范围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北方城市男性发病率最高的年龄组是20-44岁，女性
为15-34岁；南方城市男性发病率最高的年龄组是20-44岁，女性为15-44岁；北方农村男性发病率最高
的年龄组是20-39岁，女性为10-34岁；南方农村男性发病率最高的年龄组是25-39岁，女性为15-39岁。
可见银屑病主要发生在青壮年，而且女性有比男性提前5-10年发病的趋势。
3.银屑病发病的原因是什么？
银屑病又名牛皮癣，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皮肤病。
由于本病发病率高，易复发，病程较长，故对病人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影响较大。
目前银屑病的病因尚不完全清楚，但国内外许多学者研究发现银屑病的发病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
果，其中主要有遗传因素、感染因素、免疫学说及神经精神因素，并发现男性患病率高于女性，城市
患病率高于农村，北方患病率高于南方。
主要有以下病因。
（1）遗传因素：临床实践证明，本病常有家族发病史，并有遗传倾向。
一般认为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伴有不完全外显率。
近来发现由遗传决定的HLA与银屑病明显相关。
目前认为银屑病受多基因控制，包括环境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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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感染因素：包括细菌感染和病毒感染。
有实践证明，对银屑病病人进行抗病毒或抗细菌治疗可以缓解病情。
（3）免疫因素：近年来有报道在银屑病病人中存在着多种免疫学紊乱，在45％银屑病病人存在着
抗IgA抗体。
在寻常型及脓疱型银屑病的角质浸出液中证明有补体成分。
（4）中医对银屑病病因的认识：近来研究认为血热是本病的重要因素，因风热之邪结聚于皮肤，则
局部的气血运行失畅，气血久郁则血热。
也有经络阻隔，气血凝滞型。
（5）其他：如外伤、某些理化刺激、精神及气候因素等，与银屑病的发病亦有一定关系。
4.银屑病与遗传有何关系？
银屑病的流行病学调查以及近年来众多的实验研究，特别是相关基因的研究，都说明银屑病与遗传因
素有关，并逐渐揭示了银屑病与遗传的关系，银屑病是一种多基因的遗传疾病。
调查显示在有银屑病家族中的成员，其银屑病发病率高于一般人群。
若父母都是银屑病病人，那么他们的子女银屑病的发病率会更高。
银屑病与遗传有关，属一种多基因（或多因素）疾病。
它的发病是比较复杂的，许多皮肤病学者目前已证实银屑病病人存在遗传性缺陷，或者说是存在银屑
病易感基因，再加上一些环境因素（如上呼吸道链球菌感染、精神创伤、外伤等），导致免疫异常表
现，进而引起银屑病的发生。
5.银屑病的发病机制是什么？
银屑病的发病原因极其复杂，发病机制至今尚未完全明了，总的来说，有以下几方面。
（1）感染因素学说：银屑病的病因学理论认为，有许多病人在发病前曾有急性扁桃体炎、中耳炎和
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史，有的病人每遇感染发热后发生本病或使病情加重。
而临床上用抗生素治疗后，可使本病缓解或者临床痊愈。
这一理论观点，医学上已经初步从体内试验，血清学、细胞学及治疗学等诸方面得到证实。
（2）环境因素学说：银屑病病因学的理论证实了当机体处于超过本身耐受能力的条件下，如风寒潮
湿、涉水淋雨、负重劳累等都会诱发本病。
这是因为环境因素破坏了皮肤新陈代谢功能，皮肤新陈代谢功能失常又必影响机体脏腑功能，两者互
为因果而使机体患上银屑病。
（3）精神因素学说：皮肤是人体内部心理活动的表达器官之一。
基于这一观点，精神因素是银屑病发病和病情恶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精神因素中主要是惊恐惊吓、思想焦虑、精神紧张、性情急躁、情绪抑郁。
其他如家庭纠纷、亲人病故、睡眠不好等。
现代临床研究及心理学调查表明：精神因素对产生银屑病及全病程都有较大的影响，这一理论观点已
从神经内分泌免疫学上得到了证实，也就是说，某些银屑病是精神因素造成皮肤代谢生理紊乱的结果
。
所以说银屑病病人在治疗前，首先要认真分析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看是否有精神因素存在。
若有一定要自我消除，否则任何药物都难以奏效，即使治愈，往往会因精神因素而诱发。
银屑病病人若能够顺利调整好自己的精神状态，消除患病原因将胜于任何药物对疾病的治疗效果，这
本身就是防治银屑病的一个有效途径，那么疾病就会相应减轻甚至痊愈。
6.银屑病与内分泌之间有什么关系？
皮肤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受内分泌的影响，而当处在疾病状态时，内分泌系统会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
。
银屑病与内分泌功能之间的关系早已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一般认为内分泌功能的紊乱是银屑病发病
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人群之间发病率的差异都与内分泌有一定的关系。
幼儿期间患银屑病者相对较少，可能与幼儿的胸腺不发达有关，而胸腺是免疫系统成熟、免疫细胞活
化的重要场所；临床上经常可以看到许多病人妊娠期间病情好转，分娩后又复发，也有正好相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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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后明显加重的病例；有人曾经给银屑病病人服用甲状腺素治疗取得过疗效；还有人报道银屑病病
人甲状旁腺功能异常，这些证据都支持银屑病与内分泌系统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根据这个特点，在银屑病的治疗中应注意病人有无内分泌方面的异常，并酌情给予有针对性的调整措
施。
7.银屑病病人有哪些代谢方面的异常？
银屑病病人在病情发作的过程中可以有多方面的代谢异常，近年来对病人的代谢功能进行了大量研究
，发现有以下几方面的代谢异常。
（1）脂类代谢异常：临床研究发现，银屑病病人有一些脂类代谢功能异常，如有些病人血清中胆固
醇、血脂水平增高，但内在联系还有待于进一步阐明。
（2）蛋白质代谢异常：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发现在饥饿和营养不良状态下，银屑病的
发病率降低和病情好转的事实，有人提出用饥饿疗法或低蛋白饮食治疗本病，临床观察并无明显疗效
。
此外发现部分银屑病病人血清中尿酸增高，有些病人皮损处对细胞增生起重要作用的聚胺含量高于正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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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银屑病合理用药113问》倡导明明白白用药，轻轻松松治疗。
《银屑病合理用药113问》针对银屑病，采用问答的形式，介绍了其诱发因素、类型、鉴别、治疗方法
、常用药物、防治注意事项、预防保健及最新研究进展。
合理用药至关重要，答疑解惑指点迷津，明明白白用药，轻轻松治疗。
《银屑病合理用药113问》由药学界的相关院士、专家教授进行审定，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的特点，绝
对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合理用药的优秀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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