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专利数据库外用中药制剂
治疗银屑病用药规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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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基于数据挖掘技术分析国家专利数据库中外用中药制剂治疗银屑病的用药规律,为提

升银屑病的中医临床疗效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检索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数据库中1990年1月-
2024年1月关于治疗银屑病的外用中药制剂,将制剂名称、药物组成导入到古今医案云平台中,对药

物进行频次、性味、归经统计和关联、聚类、复杂网络分析。结果:共检索到银屑病外用中药制剂167
个,研究发现用药频次最多的药物为白鲜皮、苦参、蛇床子、黄柏、冰片、紫草等,性味以寒性为主,其次

为温性、平性、微寒;五味中以苦味为主,辛、甘味次之;归经依次为肝、脾、心、肾、胃经。功效以清热燥

湿、解毒、止痒、凉血为主;高频次配伍药对有4对,外用制剂核心用药以清热燥湿药物为主,其次为疏

散风寒、疏散风热、凉血解毒、活血化瘀药。结论:外用中药制剂治疗银屑病应根据证型辨证加减用

药,初期多为血热内蕴证,兼外感风寒、风热之邪,以清热解毒佐以疏散风热、风寒为法;中期多为湿毒

蕴积、风寒湿痹、火毒炽盛证,以清热燥湿解毒、清热凉血为法;后期多属气滞血瘀、血虚风燥证,以养

血活血、活血化瘀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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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MedicationRulesAboutExternal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
PreparationsinNationalPatentDatabaseforPsori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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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employethedataminingtechnologytoanalysismedicationrulesofChineseandexternaltradi-
tionalChinesemedicine(TCM)preparationsaboutthetreatmentofpsoriasisinthenationalpatentdatabase,soasto
improvetheclinicalefficacyofpsoriasis.Methods:Theexternal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preparationsweresearched
forthetreatmentofpsoriasisfromJanuary1990toJanuary2024inthepatentofficedatabaseofthestateintellectual
propertyoffice,andthenamesofthepreparationsanddrugcompositionswereimportedintotheancientandmodern
medicalrecordcloudplatform.Themedicationsrulesoffrequency,sex,taste,categorizationstatisticsandcorrelation,
clusteringandcomplexnetworkanalysiswereperformedandanalysedviadataminingtechnologyofthisplatform.Re-
sults:Atotalof167TCMpreparationsforpsoriasiswereretrieved.Thestudyfoundthatthemostfrequentlyused
herbswerecortexdictamni,sophora,cnidium,Phellodendri,borneol,comfrey,etc.Themaintastewascold,followed
bywarm,flatandslightlycold.Amongthefivetastes,bitterwasthemaintaste,followedbysinuousandsweet.The
meridianswereliver,spleen,heart,kidneyandstomachlines.Themaineffectwastoclearheatanddrydampness,de-
toxify,relieveitchingandcoolblood.Therewere4pairsofhighfrequencycompatibleherbs,thecoreherbsofexternal
preparationweremainlyheat-clearingdampness-dryingherbs,followedbywind-coldevacuation,wind-heatevacuation,
blood-coolingdetoxification,blood-activatingandblood-stasisremovalherbs.Conclusion:Thetreatmentofpsoriasis
withpatentcompoundofChineseherbalmedicinepreparationistheadditionandsubtractionofmedicineaccording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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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drometypedifferentiationinclinic.Intheearlystage,mostofthebloodheatisintrinsic,andtheevilofwindcold
andwindheatisexogenous,whichisneedtoclearawayheatandtoxicmaterials,andtoevacuatetheevilofwind-heat
andwind-cold.Inthemiddleperiod,itismainlythesyndromeofwetpoisonisaccumulated,anemofrigid-damparthral-
giaandfire-poisonflourishing,whichisneedtoclearingawayheat,toxicmaterialandpromotingdiuresis,Atalater
stage,themainsyndromeareQistagnationandbloodstasis,blooddeficiencyandwind-dryness,whichisexpectedto
nourishbloodandactivatingbloodcirculationandremovingbloodstasis.
Keywords:Psoriasis;ChineseHerbalMedicine;ExternalPreparation;NationalPatent;DataMining;MedicationRules

  银屑病是一种由自身免疫介导的慢性复发性的
系统性炎症性皮肤病,其典型皮损表现为扁平斑片或
斑块,表面覆盖白色鳞屑,部分患者可伴有甲损害、脓
疱型损害或伴有关节疼痛症状[1-2]。调查显示,我国银
屑病发病率不断递增,2008年患病率为0.470%,对比

1984年增长了0.347%[3]。银屑病的发病机制有待进
一步研究,T淋巴细胞免疫异常,尤其是以Th细胞介
导的免疫反应被认为是银屑病发病机制的核心。具
体表现为Th1/Th2细胞因子失衡,Th1细胞分化增
多,Th2细胞分化减少,Th1细胞因子分泌的IFN-γ、
TNF-α等炎症因子水平升高。同时,有研究显示

Th17细胞为银屑病的关键效应细胞,其释放的IL-17、
IL-21及IL-22等细胞因子可诱导角质细胞增生并合
成炎症趋化因子,募集其他免疫细胞于皮损处,引发
银屑病样皮损[4]。西医治疗轻度银屑病患者,常常将
糖皮质激素、维生素D3衍生物、润肤剂、复方制剂、钙
调磷酸酶抑制剂、维A酸类制剂等外用药物作为其一
线用药;对于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患者,常须在外用
药物基础上联合应用系统药物,如甲氨蝶呤、环孢素、
维A酸类、糖皮质激素、生物制剂以及小分子靶向药
物等,部分患者可联合物理疗法,如NB-UVB光疗、
308nm准分子激光等。西医治疗银屑病方法多样,但
仍存在复发、不良反应较多、安全性不足等弊端,而结
合中医药治疗,往往可以降低复发率和不良反应,并
提高安全性及经济效益。

中医药治疗银屑病具有悠久的历史,治疗方法多
样,形成了大量方药和独特的外治技术。外科之法,
重在外治,中医外治法可直达病所,临床中常用的治
疗方法有中药药浴、中药外洗、中药药膏、中药熏蒸、
中药封包、火罐、穴位埋线、放血疗法等[5-6]。国家知识
产权局专利局公布的外用中药制剂,是通过基础实验
或临床试验验证有效的治疗技术,也是中医药创新及
传承的重要载体,值得深入研究及推广。本研究通过
对治疗银屑病的外用中药制剂进行数据挖掘,并总结
其用药规律,以期对提升治疗银屑病的临床疗效,为
研发新的治疗银屑病的外用药物提供思路。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检索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数据库(http://

www.cnipa.gov.cn/),检索时间为1990年1月-
2024年1月18日。以“银屑病and中药”“白疕and
中药”“银屑病and外用”“银屑病and外洗”“银屑病

and药膏”“银屑病and膏药”“银屑病and牛皮癣”分
别检索,并对检索结果进行整合和筛选。
1.2 纳排标准

纳入标准:①治疗银屑病的外用中药制剂;②含
中药提取物的外用中药制剂;③发明专利的详情介绍
中有说明可有效治疗银屑病的外用中药制剂;④因现
代教材、书刊多将“牛皮癣”归类为西医学的神经性皮
炎,为避免歧义,选取专利条文中有明确标明“银屑病
(牛皮癣)”或“牛皮癣(银屑病)”的外用中药制剂。

排除标准:①相同组成、剂型不同的重复处方;
②含有糖皮质激素、抗生素、维生素等西药成分的外
用制剂。
1.3 数据建立及规范

将筛选得到的外用中药制剂经两人核对、整理并
录入至Excel表中。剔除外用制剂中介质(如芝麻油、
蜂蜡、橄榄油、乙醇、凡士林等)。初筛后得到的外用中
药制剂导出为Excel表格,再将药物组成制成新的

Excel表格。药物名称的规范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2020年版)》《中药大辞典(2020版)》修改,如七
叶一枝花改为重楼、大力子改为牛蒡子、双花改为金
银花、鸡蛋黄改为鸡子黄、核桃青皮改为青龙衣等。
1.4 数据录入与核对

将整理好的Excel表格导入“古今医案云平台”,
执行医案标准化操作。由两人分别核对Excel表格
内容与标准化后的数据,确认无误后纳入分析池进
行数据分析。
1.5 数据分析

采用古今医案云平台网页版系统中的“数据挖
掘”模块,对纳入分析池中治疗银屑病的外用中药制
剂进行药物频次、功效、性味归经分析,应用关联、聚
类、复杂网络分析以进一步分析药物之间的内在联
系,从而深入阐明治疗银屑病的外用中药制剂的组
方特点。

2 结果

2.1 用药频次分析
录入系统的治疗银屑病的外用中药制剂共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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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涉及中药374味,总频数1373次,出现频率>
10%的药物共16味,其中前16位的药物依次为白
鲜皮、苦参、蛇床子、黄柏、冰片、紫草、防风、白芷、地
肤子、硫黄、红花、当归、土槿皮、黄连、丹参、甘草。
见表1。
2.2 中药性味归经

四气中以寒性最多,其次为温性、平性;五味中
以苦味为主,辛、甘味次之;归经依次为肝经、脾经、
心经、肾经、胃经。见图1。

表1 外用中药制剂中治疗银屑病的中药统计

序号 中药 频次 频率(%) 序号 中药 频次 频率(%)
1 白鲜皮 51 30.54 9 地肤子 21 12.57
2 苦参 46 27.54 10 硫黄 20 11.98
3 蛇床子 32 19.16 11 红花 19 11.38
4 黄柏 30 17.96 12 当归 19 11.38
5 冰片 28 16.77 13 土槿皮 18 10.78
6 紫草 24 14.37 14 黄连 18 10.78
7 防风 22 13.17 15 丹参 17 10.18
8 白芷 22 13.17 16 甘草 17 10.18

图1 外用中药制剂中治疗银屑病的中药性味归经雷达图

2.3 中药功效统计
排名前8位的中药功效分布情况如下:清热燥

湿(164次)、清热解毒(132次)、杀虫止痒(127次)、
利尿解毒(100次)、清热凉血(75次)、祛风解毒(51
次)、疏散风热(49次)、祛风止痛(48次)。见图2。

图2 外用中药制剂中治疗银屑病的中药功效分布

2.4 关联规则分析
设置支持度≥0.10,置信度≥0.50,提升度≥

1.00°支持度越大表示该项集在总项集中出现的概率
越高;置信度为在前项与后项同时配伍的概率;提升
度表示前后两项同时出现率与后项单独出现率之
比,提升度大于1说明前后两项存在强关联。得到
关联规则“苦参-白鲜皮”“蛇床子-苦参”等共5
条。见表2。
2.5 高频次中药聚类分析

对频次前20位的中药进行聚类分析,可得到5
组,分别是:第1组为牡丹皮、金银花、白鲜皮、防风;
第2组为紫草、甘草、当归、白芷;第3组为土槿皮、

表2 外用中药制剂中治疗银屑病的中药关联分析

药对 支持度 置信度 提升度 共现度

苦参-白鲜皮 0.15 0.54 1.77 25
蛇床子-苦参 0.14 0.72 2.61 23
苦参-蛇床子 0.14 0.50 2.61 23

蛇床子-白鲜皮 0.11 0.56 1.83 18
黄柏-苦参 0.10 0.53 1.92 16

花椒、红花、丹参;第4组为硫黄、冰片、青黛;第5组
为黄柏、黄连、地肤子、苦参、蛇床子。见图3。
2.6 复杂网络分析

对167个治疗银屑病的外用中药制剂进行复杂
网络分析,获得治疗银屑病的外用核心方药组成为
白鲜皮、苦参、蛇床子、黄柏、土槿皮、土茯苓、地肤
子、地黄、当归、牡丹皮、甘草、紫草、防风、金银花等。
见图4。

3 讨论

银屑病在民间一般称为“牛皮癣”,古代文献记
载为“白壳疮”“白疕”“干癣”“狗癣”“蛇虱”“风毒癣”
等。现代医家参照临床表现及西医病名,将银屑病
的中医病名统一称为“白疕”。“白疕”首见于明代王
肯堂的《证治准绳》:“遍身起如风疹疥丹之状,其色
白不痛,但搔痒,抓之起白疕,名曰蛇虱。”清代的《外
科大成》《医宗金鉴》《外科正宗》《外科证治全书》沿
用“白疕”的病名,并记载有“色白而痒”“搔起白皮”
“风邪客皮肤”“血燥难荣外”“血虚失于濡养”等皮损
特点 及 相 关 病 机 的 描 述[7-8]。现 代 医 家 认 为 银
屑病的发病初期多由机体血热内蕴,外感风、寒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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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外用中药制剂中治疗银屑病的中药聚类分析

图4 外用中药制剂中治疗银屑病的中药复杂网络分析

气,或内生湿热之邪,后期多因病久耗伤营血,致阴
血亏虚、生风化燥,或气血运行受阻致经脉阻塞,无
以荣养肌肤所致;或血热蕴结日久,积为热毒,致气
血两燔,炽灼肌肤发为该病。银屑病病机较为复杂,
在治疗方面,多主张内治、外治相结合。初期或进行

期多以清热凉血为主,后期以养血润燥、活血化瘀为

主[9-10]。外用药物一直是银屑病的首选治疗方案,本
研究共收录167个外用中药制剂,均为临床或实验

证明治疗银屑病确有疗效的配方,其中涉及各种外
用剂型,包括中药药膏、中药洗剂、中药涂剂、中药熏

蒸药柱、中药粉剂、中药药酒、耳穴贴敷等。研究显
示,银屑病患者的皮肤通透性增加,比正常皮肤高

8~10倍,更容易吸收药物有效成分[11],因此运用外

用药物治疗银屑病具有天然优势。治疗银屑病的系
统用药均存在一定的不良反应,会对正常细胞造成
一过性损害。中医药具有多组分、多靶点、疗效确
切、毒副作用小的优势,故研发治疗银屑病的有效、
安全、经济实用的外用中药制剂具有巨大的发展潜
力和应用前景。本研究基于数据挖掘分析治疗银屑
病的外用中药制剂的用药规律,以期为提高银屑病
的临床疗效提供参考依据。

药物频次统计及药物关联分析显示,治疗银屑
病的外用中药制剂中使用频次最高的4味药为白鲜
皮、苦参、蛇床子、黄柏,同时这4味药相互配伍,如
苦参-白鲜皮、蛇床子-苦参、蛇床子-白鲜皮、黄
柏-苦参为常用外用药对,均具有清热燥湿之效,适
合应用于血热夹湿或湿热证型的患者。白鲜皮使用
频次位居首位,为芸香科植物白鲜的根皮,《本草原
始》云其:“治一切疥癞、恶风、疥癣、杨梅、诸疮热
毒。”现代医学研究显示,白鲜皮具有抗肿瘤、抗炎、
抗变态反应、抗溃疡作用[12],其主要成分汉黄芩素可
通过调控TNF-α、IL-6、NF-κB基因的表达,降低银屑
病患者的炎症因子表达水平[13];白鲜皮多糖亦具有
抗银屑病作用,其机制可能与抑制IL-17、IL-23等炎
症信号通路有关[14]。苦参善治湿疮、疥疮,因其性味
大苦、大寒,临床中较少入汤剂内服,常与黄柏、黄连
煎汤外洗,熊杨等[15]研究显示苦参凝胶可以抑制银
屑病小鼠表皮角质形成细胞的增殖,还可减少其皮
肤中T淋巴细胞的数量,并且通过抑制IL-6、PAR-2
水平改善银屑病小鼠的皮损情况。黄柏常被广泛应
用于治疗各种皮肤病,内服和外用皆有良好疗效,临
床研究显示,外涂复方黄柏液能有效治疗头皮银屑
病[16],研究显示,黄柏浸提液可通过抑制 Wnt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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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抑制表皮角质细胞增殖达到抗银屑病作用[17]。药
物功效分析显示治疗银屑病的外用中药制剂中有大
量清热凉血解毒之品(如冰片、紫草),冰片煎煮内服
具有开窍醒神、散热止痛之效,外用可用于治疗痈
肿、痔疮等,研究显示,冰片是一种具有高应用价值
的天然促渗剂,可加强中药有效成分透皮吸收的作
用,现被广泛应用于外用制剂中[18]。紫草可外用治
疗各种皮肤疾病,其主要成分紫草素可通过多途径、
多靶点改善银屑病样皮损[19-21]。其他具有杀虫止痒
(如硫黄、土槿皮)、清热解毒(如黄连、甘草)、祛风止
痒(如防风、白芷、地肤子)等功效的中药亦被广泛应
用。因银屑病常伴有关节炎,祛风止痛类药亦被外
用于关节处以缓解疼痛。

药物聚类分析显示聚类共5组:第1组为牡丹
皮、金银花、白鲜皮、防风,具有清热解毒,兼有凉
血、祛风之效,适用于发病初期,血热内蕴,外感风
热证患者;第2组为紫草、甘草、当归、白芷,具有凉
血解毒、养血活血之效,适用于血热内蕴证患者;第
3组为土槿皮、花椒、红花、丹参,具有杀虫止痒、活
血化瘀之效,适用于皮损暗红、舌质暗、有瘀点瘀斑
等属气血瘀滞证患者;第4组为硫黄、冰片、青黛,
具有清热解毒杀虫、凉血消斑之效,适用于皮疹颜
色鲜红、瘙痒剧烈、舌质红,苔薄黄,脉数等血热内
结证患者;第5组为黄柏、黄连、地肤子、苦参、蛇床
子,具有清热燥湿、杀虫止痒之效,适用于湿热蕴积
证,皮疹表现为红斑,伴有丘疹、脓疱、糜烂渗出,瘙
痒,或伴关节肿胀、舌红、苔黄腻、脉滑等症状的
患者。

复杂网络分析显示,治疗银屑病的外用中药制
剂中核心药物为白鲜皮、苦参、蛇床子、黄柏、金银
花、蝉蜕、防风、荆芥、土槿皮、土茯苓、地肤子、地黄、
冰片、牡丹皮、甘草、紫草、当归、红花、艾叶、全蝎、乌
梢蛇等。其中白鲜皮、苦参、蛇床子、黄柏具有清热
燥湿之效,金银花、蝉蜕疏散风热,防风、荆芥疏散风
寒,土槿皮、土茯苓、地肤子杀虫止痒,地黄、冰片、牡
丹皮、甘草凉血解毒,当归、红花、艾叶活血化瘀,全
蝎、乌梢蛇祛风止痛。临床中可根据血热内蕴、血虚
风燥、气血瘀滞、湿毒蕴积、火毒炽盛、风寒湿痹等证
型辨证加减用药。

4 结语

本研究通过古今医案云平台数据挖掘板块对国
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数据库中关于治疗银屑病的外
用中药制剂进行用药规律分析,归纳其用药频次、性
味归经、功效、配伍规律、核心药物,最后从客观的角
度分析外用中药制剂治疗银屑病的用药规律,以期

为临床治疗银屑病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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