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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湿疹又称 “奶癣”， 属于一种常见的皮肤科疾病， 具

有发病率高、 反复发作等特点， 临床表现为水泡、 皮肤瘙痒、

黏液渗出及丘疹等， 病情严重时， 可发展为支气管哮喘、 过敏

性鼻炎。 如不及时干预， 对小儿身体健康影响极大。 由于患儿

年龄较小， 用药配合度较差， 常出现拒绝服药、 不配合治疗的

情况， 因此选择适当的用药方法对湿疹患儿治疗效果有积极意

义。 有学者指出， 中 药 外 洗 是 治 疗 小 儿 湿 疹 的 有 效 方 法， 且

易 为 患 儿 及 其 家 属 所 接 受 [1]。 临 床 上， 笔 者 应 用 榆 柏 外 洗 方

联 合 复方氧化锌软膏治疗小儿湿 疹， 取 得 较 好 疗 效， 结 果 报

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选择本院 2012 年 12 月—2014 年 11 月收治的湿疹患儿共

146 例， 均符合 《临床皮肤病学》 [2]中相关诊断标准。 随 机分

为 2 组各 73 例。 对照组男 45 例， 女 28 例； 年龄平均(1.35±
0.15)月； 皮损部位： 躯干、 四肢 4 例， 头面、 躯干及四肢 15

例， 单发于头面 54 例； 其中亚急性 23 例， 急性渗出型 33 例，

混合型 13 例， 慢性 4 例。 研究组男 43 例， 女 30 例； 年龄平

均(1.37±0.13)月； 皮损部位： 躯 干、 四 肢 6 例， 头 面、 躯 干

及四肢 14 例， 单发于头面 53 例； 其中亚急性 25 例， 急性渗

出型 31 例， 混合型 14 例， 慢性 3 例。 2 组年龄、 皮损部位、

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

性。

2 治疗方法

2.1 对照组 采用复方氧化锌软膏(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白云山何济公制药厂)治疗， 取适量药膏涂抹于患处， 每

天 3 次。

2.2 研究组 采用中药外洗治疗， 自拟榆柏外洗方组成： 黄

柏、 地榆、 苦参各 30 g， 马齿苋 100 g。 加减： 红肿明显， 加

蒲公英、 金银花各 30 g； 渗出严重， 加明矾 30 g。 每天 1 剂，

将方药加水 1500 mL 煎至 600 mL， 水温保持 15～20℃， 分 3

次外 洗， 每次 洗 15 min。 洗 后 取 适 量 复 方 氧 化 锌 软 膏 涂 抹 于

局部患处。

2 组疗程均为 1 周。

3 观察项目与统计学方法

3.1 观察项目 观察记录治疗后患者皮肤症状改善情况， 并

对治疗有效患者随访 3 月， 记录复发情况。

3.2 统计学方法 数据处理应用统计软件为 SPSS16.0， 计数

资料行 χ2 检验， 计量资采用 t 检验。

4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1 疗效标准 参考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3]中相关标准

拟定。 治愈： 自觉病状消退， 皮肤恢复正常； 显效： 自觉病状

明 显 好 转， 皮 肤 恢 复 范 围 大 于 70%； 有 效 ： 自 觉 病 状 缓 解 ，

皮肤恢复范围大于 30%； 无效： 自 觉 病 状 未 改 善， 皮 肤 恢 复

范围低于 29%。

4.2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1。 总有效 率 研 究 组 为94.52%，

对照组为 72.60%， 2 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4.3 2 组复发率比较 随访 3 月， 失访 2 例， 复发 4 例； 对照

组失访 3 例， 复发 9 例。 复发率治疗 组 为 5.97%(4/67)， 对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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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为 18.00%(9/50)， 2 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与对照组疗效比较， P ＜ 0.05

5 讨论

小儿湿疹 主 要 由 多 方 面 外 在 因 素 与 内 在 因 素 共 同 作 用 而

致， 其病因复杂。 有学者研究指出， 小儿湿疹的发病机制与个

体差异、 母乳喂养、 遗传等有直接关联 [4]。 在治疗期间， 对于

以母乳为主的患儿， 母亲当禁食辛辣刺激食物； 对于人工喂养

的患儿， 当禁食异型蛋白， 同时， 还需注意不可为患儿头面部

穿戴毛织品、 化纤制品[5]。

鉴于小儿皮肤娇嫩， 且年龄较小， 多有拒绝用药现象， 因

此应谨慎选药， 以防损伤皮肤而诱发不良反应。 临床上， 多不

建议对小儿湿疹患儿采用外涂激素类药物、 或服用抗过敏等药

物。 复方氧化锌软膏是一种复方制剂， 内含樟脑、 苯酚、 水杨

酸甲酯、 氧化锌等， 有一定的滋润、 止痛、 止痒、 消炎、 缓解

肿胀等作用， 适用于湿疹、 脓包疮等疾病的治疗。 但是， 湿疹

病情易反复， 复方氧化锌软膏只能暂缓症状， 因而使其在儿科

的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在中医学理论中， 小儿湿疹病机主要因素体禀赋不耐、 湿

热侵袭， 或饮食失调， 郁于腠理而致。 在临床治疗中， 应以燥

湿祛风、 解毒消肿为主。 故研究组在复方氧化锌软膏治疗的基

础上， 加用榆柏外洗方治疗。 方中黄柏、 苦参是治疗湿疹瘙痒

的常用中草药， 具有 杀 虫 止 痒、 燥 湿 清 热 之 效； 地 榆 收 湿 敛

疮、 清热解毒； 马齿苋燥湿祛虫、 祛风泻火。 诸药相伍， 共奏

燥湿祛风、 清热解毒之功。 观察结果显示， 研究组临床疗效优

于对照组， 且复发率低于对照组， 提示复方氧化锌软膏联合榆

柏外洗方治疗小儿湿 疹， 疗 效 显 著， 复 发 率 低， 值 得 推 广 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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