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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相关研究表明，在
所有的疾病（内科、外科、妇产科、儿
科）中，皮肤病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占第
四位。在皮肤病中，湿疹皮炎类——主
要以特应性皮炎为代表，对生活质
量、家庭、社会、医保等各方面影响
占第一位。

很多特应性皮炎患
者会焦虑、抑郁

“特应性皮炎的表现有一千个面
孔。”张建中指出，老百姓说的湿疹
或者医生诊断的湿疹，大约80%是特
应性皮炎。除此之外，医生诊断的

“神经性皮炎”“结节性痒疹”，实际
上也是特应性皮炎。甚至有的病人头
皮痒得不行，医生诊断为“脂溢性皮
炎”，也是特应性皮炎。

特应性皮炎的表现有各种各样的
皮疹，患者感觉瘙痒。“这种瘙痒不
是一般的瘙痒。”张建中说，“严重的
能到红皮病或者剥脱性皮炎的程度，
就是 90%以上的皮肤面积全部是皮

疹，有渗出、剧烈瘙痒、不能睡觉，
这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太大了。”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
医师赵琰指出，很多特应性皮炎患者
有焦虑、抑郁的情况，有的甚至有自
杀的倾向，“这种心理问题也是特应
性皮炎的共病”。

如何判定中重度特应性皮炎？张
建中介绍，患者可以根据皮疹的面积
判断，假如超过5个手掌的面积，就
属于中度，超过10个手掌面积就是重
度。“如果到医院来，我们会算湿疹
面积严重度的积分，算特应性皮炎的
积分，这就复杂了。还有一条就是瘙
痒得受不了，晚上睡不了觉，那一定
是中重度的特应性皮炎。”张建中说。

“有人说特应性皮炎就是皮肤科
的糖尿病、高血压。”张建中表示，
特应性皮炎是慢性疾病，目前还没有
办法根治。

有人将特应性皮炎称为非致命性
疾病中疾病负担第一的皮肤病。据张
建中介绍，负担主要分两种：个人和
家庭的负担、社会的负担。“个人负
担不用说，看病就要花钱，严重的时
候要住院，住院就要陪护。如果家里
有一个孩子患特应性皮炎，全家不得
安宁。社会的负担体现在特应性皮炎
的患病率高，中国大概有七八千万的
患者。当然大多数是轻中度的，可以
通过外用药和口服药解决问题。但是
中重度的患者治疗就需要特殊的药
物、强有力的武器。”

“1+X”——特应
性皮炎的中国标准

赵琰指出，在过去几十年中，中
国的特应性皮炎发病率有逐年增高的
趋势。

“这和社会的进步有关系。很多
研究表明，随着社会进步，环境发生
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过敏性疾
病增加，比如吃的东西里面有添加
剂，装修的材料中有过敏源等。”张
建中补充道。

特应性皮炎发病率逐年增高，
但是诊断率还很低。赵琰解释说：

“一方面，我们既往对特应性皮炎的
认识并不充分，其实临床上很多湿
疹病、神经性皮炎等，本质还是特
应性皮炎。另一方面，既往我们用
的欧美的诊断标准对中国人群来讲
并不敏感，湿疹其实是比较泛化的
称呼，皮肤上有瘙痒、小疹子都诊
断为湿疹，但是特应性皮炎是有比
较明确的诊断标准的。”

“所以我们制定了特应性皮炎的
中国标准。”张建中表示，国外的27

条标准数都数不过来、记不住、没法
用、敏感性比较低，中国的标准是
2016 年他所带领的团队提出来的，
共 3条：有超过 6个月的湿疹，个人
过敏史和家族过敏史，实验室检查嗜
酸粒细胞和过敏原呈阳性。

张建中将特应性皮炎的中国标准
称为“1+X”。“1”指超过 6 个月的
湿疹，“X”指个人史、家族史或者
化验中的任何异常等情况。“这样归
纳就特别简化，中国的皮肤科医生大
概有 60%——70%都在用这个标准进
行诊断。特应性皮炎的表现多，要和
特应性皮炎鉴别的病也挺多，比如药
物反应、疥疮以及一些少见的遗传性
疾病，这些要到医院来做。”张建中
说，“我们要问病人除了本人有湿疹
表现，还有没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
哮喘、过敏性结膜炎、荨麻疹这几类
过敏性疾病，这是本人的方面。另外
要看家属，特别是一级亲属 （父母、
子女） 有没有湿疹、过敏性鼻炎、荨
麻疹、过敏性结膜炎等疾病。”

“除了询问病人的个人史和家族
史，还可以化验血液中的免疫球蛋白
E，这是专门负责过敏反应的免疫球
蛋白，正常人是没有的，或者即使有
也非常低。假如病人这个指标非常
高，超过正常人的 5 倍、10 倍甚至
100倍，十有八九是特应性皮炎。正
规操作的过敏原检测阳性、血液中酸
性粒细胞高也支持特应性皮炎的诊
断。”张建中说，特应性皮炎的表现
是“千面人”，但是要抓住它的本质。

治疗要规范，切忌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特应性皮炎在中国的治疗难

点，在规范性上。”张建中说，很多
病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看了中医看
西医，看完西医看中西医结合，有的
还要找所谓的祖传秘方，造成诊断和
治疗不规范。

“要到正规医院的皮肤科，最好到
特应性皮炎的专病门诊就诊。假如没
有，要看医生介绍，找擅长湿疹、特
应性皮炎或者过敏性疾病的医生也可
以。”张建中介绍，医生会根据患者疾
病的严重程度及患者年龄选择药物。

治疗比较轻微的特应性皮炎，一
般以外用药为主，外用药主要有外用
糖皮质激素 （松乳膏、丁酸氢化可的
松乳膏、曲安奈德乳膏、糠酸莫米松
乳膏等）、钙调磷酸酶抑制剂 （他克
莫司软膏、吡美莫司乳膏等）。中等
度的患者一般用外用药加口服药，口
服药包括抗组胺药物 （氯雷他定、地
氯 雷 他 定 、 咪 唑 司 汀 、 依 巴 斯 汀
等）、抗生素 （如红霉素族、四环素
族或喹诺酮类抗菌素）、糖皮质激
素、免疫抑制剂 （环孢素、硫唑嘌
呤、甲氨蝶呤等）、生物制剂等，需
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酌情使用。

大概 10%—20%的病人是重度患
者。过去重度患者就要用到免疫抑制
剂，用免疫抑制剂大概 70%、80%的
人会有效。“免疫抑制剂有很多副作
用，比如甲氨蝶呤、硫唑嘌呤、环磷
酰胺、环孢素，但是为什么我们还
用？因为没有更好的药物选择，我们
只能用它。”

现在，特应性皮炎患者有了更多
选择。2020 年 7 月，达必妥® （度普
利尤单抗） 在中国上市，成为中国第
一款获批用于治疗特应性皮炎的靶向
生物制剂。2020年12月，达必妥®被
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用于传统治疗无
效、有禁忌或不耐受的中重度特应性
皮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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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预防特应性皮炎？
生活中要注意皮肤保湿，避免

皮肤干燥，勿长时间洗热水澡，以
免加重皮肤干燥及刺激皮肤。

贴身衣物要纯棉透气，保持宽
松柔软，避免穿着化纤类等不易透
气的衣服。

注意保持适宜的环境温度、湿

度 ， 尽 量 减 少 生 活 环 境 中 的 过 敏
原 ， 如 居 室 保 持 通 风 、 透 气 、 清
洁，勤换衣物和床单、不养宠物、
不铺地毯、少养花草等。

尽量母乳喂养，减少婴幼儿出
现过敏的概率。

注意适当的锻炼，增强体质。
保 持 精 神 愉 快 ， 避 免 过 度 劳

累、紧张和焦虑。
得了特应性皮炎该怎么办？
一旦发现相关症状，应及时到

正规医院的皮肤科尤其是特应性皮
炎的专病门诊查看，在医生的指导
下坚持治疗。

特应性皮炎患者日常要注意观
察哪些是导致发病或者引起疾病加
重的因素，并注意避免。

发病期间，患者应避免饮酒和辛
辣食物，对于有食物过敏的患者，避
免食入致敏食物，注意观察进食蛋白
性食物后有无皮炎和瘙痒加重。

对皮疹反复发作的婴儿，辅食
添 加 要 少 量 、 逐 一 添 加 ， 并 充 分

蒸煮。
对于婴儿或年幼的儿童，可采

用 大 小 合 适 的 勺 子 ， 避 免 食 物 外
溢，刺激口周皮肤。

沐浴有助于清除和减少皮垢、
皮肤微生物。由于皮肤状态敏感，
建议使用清水洗澡，水温 32—40 摄
氏度为宜，每次 10—15 分钟，勿用
碱性强的肥皂沐浴，如有必要可使
用无刺激弱酸性 （pH 值约为 6） 的
沐浴产品。沐浴后立即外用适合自
己的润肤剂保湿皮肤，坚持每天使
用两次以上。

（资料来源：百度健康医典、丁
香医生）

特应性皮炎小贴士

春寒料峭，“多吃点才抗冻”的小心思逐渐占领了吃货们的日常。无论
是肉还是菜，都来者不拒。虽然多吃食物后产生的热量高，但也不是什么
食物都有御寒作用的。而且吃多了，入夏估计就要踏上艰难的减肥之路了。

所以，多吃点什么才能起到御寒保暖的作用呢？

羊肉
··

、牛肉等红肉
·····

蛋白质的食物产热效应在所有营养素中是最高的，所以高蛋白质的食
物有助机体抗寒。

红肉除了蛋白质丰富，还含有丰富的血红素铁。铁在体内参与血红素
合成，能提高血液携氧能力。缺铁者外周组织的供氧减少，会因产热不够
而感到寒冷。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红肉虽然能御寒，但每天的肉量最好别超过二两。

海带
··

、紫菜
··

、海鱼等富含碘的食物
·········

甲状腺素是调控人体新陈代谢的重要激素，影响着人体的代谢率高
低、生长发育、神经和肌肉功能。不仅如此，甲状腺素还能促进身体中的
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成能量，抵御寒冷。

而碘是合成甲状腺素的重要原料，如果缺碘，身体御寒能力会因此降
低。海带、紫菜、海鱼等食物，能够补充体内的碘含量，起到御寒作用。

但对于一些甲状腺功能异常的人，需要抽血化验，明确自己应该遵循
的是忌碘饮食、低碘饮食还是适碘饮食。对于甲亢患者，最好禁食海带、
紫菜这类含碘特别高的食物。

粗粮
··

、绿叶菜等富含
······

B
·
族维生素的食物
·······

大部分B族维生素在体内起到辅酶作用，如维生素B1、维生素B2、尼
克酸等都与能量代谢密切相关。

维生素B1主要存在于燕麦等粗粮、坚果、瘦猪肉及动物内脏中。富含
维生素B2的食物有动物肝脏、蛋黄、奶制品、绿叶菜等。富含尼克酸的食
物有全麦制品、糙米、豆类、芝麻、花生等。冬天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
多摄入一些。

辣椒
··

、姜等香辛料
·····

辣椒中的辣椒素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怕冷、冻伤等状况；肉桂能提
高身体新陈代谢速度，促进产热；姜中的挥发油可加快血液循环、兴奋神
经，使全身变得温暖。所以若要御寒，则在烹调时，可以多放些辣椒、肉
桂、姜等香辛料。

（作者为中国营养学会注册营养师、知名科普博主）

吃什么抗冻？
吴 佳

眼睛可“视万物，别黑白、审短长”。《灵枢·大惑
论》记述：“目者，五脏六腑之精也，营卫魂魄之所常
营也，神气之所生也。”

中医将眼局部由外至内分为胞睑、两眦、白睛、
黑睛和瞳神等五个部分，分别内应于脾、心、肺、
肝、肾五脏，命名为肉轮、血轮、气轮、风轮、水
轮，总称五轮。据考，“五轮”最初出现于晚唐时期的

《刘皓眼论准的歌》。将眼划分的各个部分名之为
“轮”，《审视瑶函·五轮所属论》 的解释是取“其像如
车轮圆转运动”之意。

眼者，如日月丽天而不可掩者也。虽五脏各有证
应，然论其所主，则瞳子之关系重焉。五轮大体指出
了眼了眼的各个部分与脏腑的关系。后代医家在此论述的
基础基础上发展出将眼局部划分为五轮，分属于五脏，借
以说以说明眼的解剖与生理、病理，并用于指导临床辨证
论论治的理论，即五轮学说。

具体可理解为：肉轮指胞睑。解剖学之眼睑皮
肤、皮下组织、肌肉、睑板和睑结膜。胞睑在脏属
脾，脾主肌肉，故称肉轮。因脾与胃相表里，所以，
肉轮疾病常责之于脾胃。

血轮指两眦。解剖学之眦部皮肤、结膜、血管及
内眦的泪阜、半月皱襞和泪点。上、下眼睑鼻侧联合
处交角钝圆，称大眦，又名内眦；颞侧联合处交角锐
小，称小眦，又名锐眦或外眦。两眦在脏属心，心主
血，故称血轮。因心与小肠相表里，所以，血轮疾病
常责之于心和小肠。

气轮指白睛。解剖学之球结膜和前部巩膜。白睛
在脏属肺，肺主气，故称气轮。因肺与大肠相表里，
所以，气轮疾病常责之于肺和大肠。此外，白睛环绕
黑睛周围，紧密相连，一旦发生病变，容易相互
影响。

风轮指黑睛，主要指解剖学之角膜。黑睛在脏属
肝，肝主风，故称风轮。因肝与胆相表里，所以，风
轮疾病常责之于肝胆。

此外，黑睛之后为黄仁，黑睛与黄仁之间充满神满神
水，瞳神位于黄仁中央，故当黑睛疾病之病邪深入
时，容易影响黄仁、神水，并波及瞳神。

水轮指瞳神。狭义的瞳神专指解剖学之瞳孔；广
义的瞳神不仅指瞳孔，还包括葡萄膜、视网膜、视神
经以及房水、晶状体、玻璃状体等。水轮一般多指广
义的瞳神，是眼能明视万物的主要部分。五轮学说原
主张瞳神在脏属肾，肾主水，故称水轮。因肾与膀胱
相表里，所以水轮疾病责
之于肾和膀胱。

五轮学说对中医治疗
眼 疾 具 有 重 要 的 指 导
意义。

（作者系北京朝阳中
医医院医院副主任医师）

眼之五轮
王红蕊

中重度特应性皮炎与食物过敏具有相关性。鸡蛋和牛奶是最常见的致敏食物。 资料图片

皮肤痒不算病，可痒起来真要命。皮肤干痒一挠一片红斑、头皮痒得厉害、皮肤剧烈
瘙痒到无法入眠……可能都是特应性皮炎在作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张建中教
授估计，中国有10%—15%的儿童患有程度不等的特应性皮炎，成人有5%—8%左右，加起
来，中国约有7000万至8000万的特应性皮炎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