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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观察中 药 内服联合云 南 白 药 外敷治 疗 带状疱疹的 临床疗 效 。 方法 ： 将 例 带状疱疹患者随机分为 组
，

治疗

组 例 用复元活血汤 加味 内服和云 南 白药 外敷 ， 对照组 例 予 阿昔洛韦 片 口 服及 外用阿昔洛韦软膏 外搽 ，
疗 程均 为 周 。 结果 ：

治疗 周
，
治 疗组视觉模拟评分法 （ 评分 明显低于 对照组 （ 评分下 降率高 于 对照组 （ 。 治疗 周 ，

总有效率治 疗组为 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 组患者用 药后均 未见明 显不 良反应 结论 ： 中 药 内服联合云

南 白 药外敷能有效提高带状疱疹的 治愈率 ，
减轻患者神 经痛 ，

关键词 带状疱疹 ； 复元活血 汤加味 ； 云南 白 药 ； 内服 ； 外敷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

带状疱疹是由 水痘 带状疱疹病毒感 染所致 ，
以沿单 侧 临床资料

周围神经分布的簇集性水疱为特征 ， 常伴有明显神经痛 。 病情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均 为 年 月一 年 月 在

严重者疼痛剧烈难忍 ，
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 中 医学称此病 浙江 中 医药 大学 附属中 西医结合医院诊治 的 带状疱疹患者共

为缠腰火丹、 蛇 串疮等 ，
认为其 多 由 外感 湿热引 起 ， 脾失健 例 。 根据患者就诊顺序随机分为 组 。 治疗组 例

， 男

运
、 肝失疏泄 ， 湿热内生 ， 内外合邪为其病因病机 ， 病位多在 例 ， 女 例

， 年龄 岁 ， 平均 ± 岁 ， 病

肝胆与脾胃 。 笔者采用 复元活血汤加味 内服联合云南白药外敷 程平均 ± 天
；

疼痛视 觉 模拟评分 法 评 分 为

治疗早期带状疱疹 ， 取得较好 的临床疗效 ， 结果报道如下 。 （ ± 分 。 对 照组 例 ， 男 例 ， 女 例 ， 年龄

收稿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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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 平均 土 岁 ； 病程平均 ± 天 ； 为 明显优于对 照组的 治疗组疗

评分为 ± 分。 组患者年龄 、 性别 、 发病时间 、
效优于对照组 。

评分等 比较 ，
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具有可 比

表 组治疗后 评分比较 ±

组 别 治疗 周 分 ） 评 分下 降率

诊断标准 符合 《临床诊疗指献肤病与性病分勝 ’ — 一“

± ±

带状痕 诊断 发雜有倦怠 、 低热、 全身不适 、 食
± ±

欲不振等前驱症状 ； 它患处有神经痛 ， 皮肤感觉过敏 ； ③好发
一

与 对照组 比较
， ①

部位是助间神经 、 三叉神经等支配区域的皮肤 ； ：
皮疹 为红斑

’ 丨
’

‘

上簇集性粟粒至绿豆大 小水泡 ’ 疱液澄清 ； ⑤皮疹常单侧分 表 组临床疗效比较

布 ’

一

般不超过躯体 中线 。

别 治 愈 好 转 未愈

排除标 准 带状痕疫后遗症慢性神经痛者
；

妊娠及 絲 组

哺乳期妇女 ； ③年龄大于 岁 ’ 或小于 岁患者 ； ④肿瘤 、

对照 组
、 ：

自 身免疫性疾病 、 器官移植等接受免疫抑制剂者 ； ⑤伴有严重
’

高血压 、 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者 。 不 良 反应 组患者用药后均 未见明显不 良 反应 。 治疗

治疗方法 组有 例 ， 对 照组有 例患者 由于病情加重转其他 医院就诊

治 疗 组 采用复元活血汤 加味 内服联合云南 白药外敷治 而退出 。

疗 。 复元活血汤加 味基本方 ： 柴胡 、 泽泻 、 车前子、 当 归 、 桃 讨论

仁 、 郁金 、 甘草各 瓜蒌 、
板蓝根各 赤芍 、 僵蚕各 带状疱疹 多发于

一

侧助部 ，
呈簇状水疱 。 中 医学认为胁助

， 黄等 ， 蒲公英 ， 红花 。 加减 ： 热盛者加金 部为肝经所主 ，
水疱疹 多为湿热所致 ， 故本病主 要由湿热之邪

银花
、 石膏 ；

大便秘结者加大黄 ， 并加大瓜蒌 的用量 ；

水疱 明 侵犯肝经所致 。 若治疗不及时或湿热之邪较盛 ， 湿热酿毒 ， 常

显者加 薏苡仁 、 苍术 、 黄柏 。 每天 剂 ， 水煎
， 早 晚分服 。 会 出现神经痛 等后遗症 ，

为久病入络的表现 ，
与瘀血关系 密

另取云南 白药适量 ， 用凉开水冲调 ， 敷于患处 ， 早、 中 、 晚各 切 。 故笔者认 为
’
带状疱疹的基本病机是肝经湿热 ， 而湿热酿

次 。 生毒邪 、 瘀阻脉络是疾病常见的变证 。 因此 ， 在疾病早期治疗

对照组 阿昔洛韦 片 口 服
， 每次 每天 次。 阿 中 扭转截断、 加入活血化瘀和清热解毒药物 。 复 元活血汤

昔洛韦软膏 ， 适量涂于患处 ， 每天 次。 见于 《医学发明 》
，
治疗从高坠下 ， 恶血 留于胁下 ， 疼痛不可

组疗程均为 闺 。 忍者 。 主要是针对瘀血 留于胁下所致 的疼痛 ，
与 带状疱疹 的症

观察项目与统计学方法 状相似 ，
故笔者用来移治带状疱疹 。 方中 柴胡清肝热 、

理肝

观察项 目 观察治疗 周 时 组患者 的疼痛 变化 ’ 评 气 ， 还兼引经药 ；

瓜蒌清热化痰 ， 宽胸散结 ； 红花 、 桃仁 、 当

定其 评分
； ②治疗结束时评价 临床疗效 ； 观察用 药过 归活血化瘀 ； 郁金、 僵蚕理气通络 ； 板蓝根 、 蒲公英 、 甘草清

程中不 良反应 。 热解毒 。 诸药合用 ，
共奏清肝利湿 、

活血解毒之效 。 同时外用

统计 学方法 应用 统计软件 ， 计量资料均 以 云南 白药活血止痛 、
解毒消肿 ，

进一步加强临床疗效 。

± 表示 ， 用 《 检验 ； 计数资料用 检验 ； 等级资料用 本观察结果显示 ，
治疗组总有效率 明显优于对照组

分析 。 且治疗 中 未出 现毒副作 用 ， 提示中 药 内服 加云南 白药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外敷治疗带状疱疹具有较好的 临床疗效 ， 值得进一步推广应

疗 效标 准 参照 《中 医病证诊 断疗效标准》
《
拟定 。 治 用 。

愈 ： 皮疹消退 ， 临床体征消失 ， 无疼痛后遗症
； 好转 ：

皮疹消

退约 疼痛 明显减轻 ； 未愈 ： 皮疹消退不足 ， 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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