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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研究和探索中医治疗皮肤湿疹的临床效果。方法 从本院近一年内所治疗的七十八例湿疹患者临床资料中随机抽取患者，
把这些患者分成两组进行观察，规定其中一组患者为对照组，而另外一组患者为实验组。这两组分别要用不同的方法去治疗患者，对照组
采用西医的方法治疗，实验组采用中医综合方法进行治疗，通过两组不同的治疗方法和最后得到的治疗效果可以很清楚的发现到底那种治
疗方法效果更好。结果 观察组中有二十八例患者被治愈，十例患者对这个治疗是有效果的；在对照组中有二十一例患者被治愈，十一例患
者对这种方法的治疗效果有效，通过两组比较发现对照组的治疗效果更好。结论 中医综合治疗皮肤湿疹会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在疗效成就
方面也是比较明显的，同时也可以提高对治疗的效率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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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疹在皮肤科属于一种皮肤炎症，这种皮肤疾病产生的原因会
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影响因素种类繁多而且很容易反复发病，一
般情况下会根据患者病情的严重情况分为三类：轻度湿疹、中度湿
疹、重度湿疹。直到现在，面对湿疹患者时也大都采用药物的治疗
方法，在西医方面所采用的药物一般都是抵抗感染和抵抗炎症的作
用，可以暂时缓解患者的病状，但是不能从根本上去除，而且还会
不断的复发。而在中医综合治疗方法上，对湿疹患者进行中医治疗
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本文就主要分析了基于中医综合治疗方法上的
临床效果，以下是实际研究的报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本院一年中七十八例湿疹作为总数据，然后进行随机抽样把
这七十八例病人分成两组，一组患者是试验组，一组患者是对照组，
每一组患者数相同都是三十九例。在实验研究过程中，对实验组采
取的是中医的综合治疗方法，其年龄基本保持在十六岁到七十二岁
之间；对照组采取的是西医治疗方法，其年龄大多在十五岁到七十
二岁之间。这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层面上暂时还没有什么统计学的
意义（P 大于 0.05）。 
1.2 治疗方法 

让所有的湿疹患者都接受中医的综合治疗方法，在患者住院期
间，给所有湿疹患者享受一般的护理待遇，护理标准上要统一，不存
在任何差异，而且对湿疹患者的饮食也要合理规划，在出院的时候也
要告诉患者在出院后所需要注意到的问题和生活细节，恰当的给出出
院指导，并且定期对湿疹患者进行上门看望和电话询问，让患者的病
情变化尽量在自己控制范围内，用药的时间平均在一个月左右最佳[1]。 

对照组：中医常规药剂治疗。选取杏仁六克、花粉六克、蛇床子
六克、甘草六克，栀子花十五克、金银花十五克，生地黄和滑石各十
二克，桑皮九克、白鲜皮九克和苦参九克。将这些药物放在清水中煮
半小时之后，将药物的汁液取出来给患者服下，一日三次使用。 

实验组：中医辨证治疗。首先，对于湿热证型的患者要取木通
六克，车前子、赤芍、黄芩、六一散、茯苓皮、龙胆草以及黑山栀
和泽泻各九克，将这些药物放在水中进行煎煮之后才可以给湿疹患
者服用。如果湿疹患者同时还伴随着瘙痒难耐的症状，那么最好再
采取九克连翘和金银花，再配上十二克蒲公英，给患者服下即可。
第二种症状就是血热型患者，配比生地三十克、牡丹皮 、白鲜皮、
六一散、泽泻各九克，经过水煎煮之后给患者服下即可。第三种症
状就是脾胃湿热型，要取六一散、地肤子、泽泻和茯苓、川厚朴各
九克，水煮后给湿疹患者服用下去。第四种症状就是湿瘀互结型，
选取十二克丹参、柴胡、丹参和泽泻，再加上六克的桂枝、当归和
赤芍，最后加十克白皮和赤小豆，不断用水进行煎煮，待药物完全
融合之后给湿疹患者服下。最后就是肝肾阴虚型的患者，水煮山药、
续断、地骨皮、过地黄等各十五克，再加之炒牡丹、枸杞子。酸枣
仁各十克，煮完给患者服下。 
1.3 治疗诊断标准 

根据《临床皮肤学》湿疹的判断，湿疹的形态一般是呈现弥漫状，
分布的比较均匀，急性湿疹患者会出现渗出的现象，而慢性湿疹患者
表现为湿润肥厚，病症历程不太规律，容易反复发作、瘙痒难耐。 
1.4 统计学方法 

经过对上述两组患者的记录和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之后，我们采

取了统计学的软件对以上数据进行了分析和汇总处理，对于以 P 低
于 0.05 作为最显著的差异和统计学的意义。 
2. 结果

经过不断研究表明，观察组中被治愈的患者有二十八例，对治
疗效果有明显作用的患者有十例，对治疗不起作用的患者只有一
例。对照组中被完全治愈的患者有二十一例，对治疗有效果的患者
有十一例，对治疗不起任何作用的有七例。可以看出实验观察组的
治疗成效明显高于对照组的治疗效果，可以知道中医综合治疗方法
是很有效果的。 

3 讨论 
中医的湿疹综合治疗有着很大的优越性，但是在其治疗疗效上

通常是和患者的患病类型相联系的，对于湿瘀互结型和湿热型的湿
疹患者来说，他们的病情比较严重，所以治疗痊愈的难度系数会比
较大。湿疹这种病的患病类型比较多，而且产生病情的原因多样化，
分布病灶也非常广泛，湿疹的发病原因有很多影响性因素，发病情
况也比较复杂多变，在中医上被认为湿疹产生与肝脏、肺腑发生病
变是存在很大关联性的，尤其是全身性的湿疹患者来说，因为患者
的皮肤状态始终是处于失去养分的状态，所以患者的病情就不断迁
延，在治疗疾病的难度上也随之加大。通过本次的实验研究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出观察组在采用了中医常规药物治疗方法之后取得了
不小的成效，观察组中有二十八例患者被完全治愈，这就说明中医
的综合治疗疗效非常显著有效，可靠性也比较高[2]。 
4 结论 

综上所述，对于湿疹患者采取中医综合治疗方法进行湿疹临床
治疗，不仅有利于患者病情以及病症的改善，还可以让湿疹得到很
好的治疗。从本次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观察组对湿疹患者的治
疗成效比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成效有很大的差异性，而且效果非常显
著，这也就表明中医综合治疗的方法比较安全、稳定，很值得湿疹
病症的临床推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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