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共识

儿童特应性皮炎(湿疹)中医药干预方案专家共识

上海市中医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

基金项目: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东部中西医结合儿科协同诊疗网络建设项目(ZY〔２０２１－２０２３〕Ｇ０２０６Ｇ０２)

通信作者:赵鋆,EＧmail:annezhao＠sinacom
共识执笔:赵鋆,马春艳,邓丹,吴力群,张慧敏,赵霞,叶青艳,朱盛国,姚婷

参加本共识制定单位及人员(按单位及姓名拼音为序):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吴力群),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孙丽平),成

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赵琼),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和婧伟、孙雯、汪永红、俞建),广东省中医院(杨京华),海宁市中医院(沈湘妹),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翟文生、郑宏),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侯树平),嘉兴市中医医院(范建国、陆玉廷),辽宁中医

药大学附属医院(王雪峰、张秀英),南京中医药大学(赵霞),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南京中医院(隆红艳),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

院(丁惠玲、李华、李战、何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邓丹、丁丽凤、孙克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吴敏、张欣、周亚兵),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陈黎、沈毅韵),上海市嘉定区中医院(苏保宁),上海市松江区方塔中医院(葛敏),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庄承),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姜永红、姜之炎、李文、史竞懿、肖臻),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

中医医院(封玉琳、李利清、林洁、吴杰、徐海霞、薛征、虞坚尔、张新光、周静冬),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马春艳、姚婷、叶青艳、叶

伟成、张慧敏、赵鋆、朱盛国),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陈伟斌、沈健、朱慧华),深圳市儿童医院(万力生),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杨燕),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胡思源、戎萍、张喜莲),云南省中医医院(明溪)

　　【摘要】　儿童特异性皮炎是３岁以内婴幼儿常见的皮肤疾病,其反复发作的瘙痒和皮损影响患儿生活

质量.为进一步加强儿童特应性皮炎中医干预的临床运用和推广,上海市中医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及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牵头制定了该共识,意在为中医儿科相关从业人员提供指导,更好地为广大

患儿提供帮助.
【关键词】　特应性皮炎;　中医药干预;　共识;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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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consensuson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interventionprogramforatopicdermatitisinchildren
PediatricCommitteeofShanghaiAssociation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

【Abstract】　Atopicdermatitisinchildrenisacommonskindiseaseininfantsandyoungchildrenunder
theageof３．Itsrecurrentitchingandskinlesionsaffectthequalityoflifeofthechildren．Inordertofurther
strengthentheclinicalapplicationandpromotion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interventioninchildrenwith
atopicdermatitis,thePediatricCommitteeofShanghaiAssociation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andShuguang
HospitalAffiliatedtoShanghaiUniversity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havetakentheleadinformulating
thisconsensus,aimingtoprovideguidanceforpractitionersin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pediatricsand
betterassist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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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特应性皮炎又称为异位性皮炎,是儿科临

床常见的多发疾病,具有慢性、反复性、炎症性、瘙痒

性的临床特点.通常认为该疾病与过敏性体质有

关,往往与遗传相关.
儿童特应性皮炎属于变态反应性疾病,在防治

过程中应重视调控人体本身失衡的免疫功能,中医

药有多靶点、多层面的作用,可祛内外病邪,通过辨

证论治组方增强人体正气,改善、纠正过敏体质,调

节免疫功能,使机体对外界适应性逐渐增强,恢复自

稳调节机制,维持内环境稳定.体现中医“治病求本”
的基本原则.

１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１１　特应性皮炎

特应性皮炎是一种慢性反复发作的炎症性皮肤

病,以剧烈瘙痒、对称分布和湿疹样损害为主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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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好发于儿童,大多数婴儿期发病,患儿往往有特

应性素质.

１２　治未病

预防疾病,早期治疗,防止传变.

２　流行病学
我国儿童特应性皮炎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

势.２００４年我国１０个城市问卷调查结果提示,１~
７岁儿童特应性皮炎患病率为３０７％[１].至２０１４
年,我国１２个城市１~７岁儿童特应性皮炎发病率

为１２９４％,１~１２月婴儿发病率为３０４８％[２].世

界范围内,大约有１０％~１５％婴儿患病[３].特应性

皮炎好发于３岁以内婴幼儿,随着儿童年龄增长,过
敏反应由消化道及皮肤表现逐渐向呼吸道过敏反应

如过敏性鼻炎和支气管哮喘发展[４Ｇ５].特应性皮炎

患儿瘙痒明显,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３　病因病机
中医学称之为“奶癣”“胎敛疮”“四弯风”“湿疮”

等.翻阅中医古籍可发现很多关于此类疾病的病因

病机论述,如明代陈实功的«外科正宗奶癣»云:
“奶癣生后头面遍身发为奶癣,流脂成片,睡卧

不安,搔痒不绝.”«幼科证治准绳»记载:“胎毒,初起

仅干癣,后则脓水淋漓或结靥成片,发于两耳、眉梢

或耳后、发际之间生于额颏生于颊生

于四肢.”婴幼儿期湿疹多见于头面部,继而其他部

位皮肤出现皮疹,并伴有瘙痒夜寐欠安,不停搔抓表

现.急性发作期皮肤多有糜烂、渗出.
发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先天禀赋不耐,感受

风、湿、热邪,邪气客于肌肤所致[６].具有本虚标实

的病机特点[７].小儿脾常不足,患儿或乳母饮食不

节易损伤患儿脾胃,导致脾运化功能失职,酿湿生

热,继而外感邪气,风、湿、热三邪相合,浸淫肌肤.
或患儿脾虚湿困,运化失职,生化乏源,血不养肤.
或湿热内蕴日久,耗伤阴血,生风化燥,肌肤失养,病
程迁延难愈.

４　筛查
询问儿童既往是否有过敏性疾病史,如支气管

哮喘、过敏性鼻炎、荨麻疹、过敏性结膜炎、消化道过

敏等.直系亲属是否患有过敏性疾病,如支气管哮

喘、过敏性鼻炎、特应性皮炎、过敏性结膜炎等,若有

上述情况则该儿童为特应性皮炎高危儿[８].

５　诊断

５１　诊断标准

参考«儿童特应性皮炎基层诊疗指南 (２０２３
年)»[８]及 «中国儿童特应性皮炎诊疗共识 (２０１７
版)»[９],采用 Williams诊断标准.

持续１２个月的皮肤瘙痒(或父母诉患儿有搔抓

或摩擦)加上以下标准中的３项或更多:
(１)屈侧皮炎湿疹史,包括肘窝、腘窝、踝前、颈

部(１０岁以下儿童包括颊部皮疹);
(２)哮喘或过敏性鼻炎史(或在４岁以下儿童的

一级亲属中有特应性疾病史);
(３)全身皮肤干燥史;
(４)屈侧湿疹样皮损(４岁以下儿童包括面颊/

前额或四肢伸侧);
(５)２岁以前发病(适用于４岁以上患者).

５１１　０~１岁婴儿特应性皮炎诊断标准

见表１.
表１　０~１岁婴儿特应性皮炎诊断标准

条目 内容

１ 出生２周后发病

２ 与皮疹同步发生的瘙痒/易激惹/睡眠障碍

３ 以上２项加上以下２项中的任意１项,均可诊断

(１)面颊部和(或)头皮和(或)四肢伸侧的湿疹样损害

(２)身体其他任意部位的湿疹损害同时伴有干皮症

　　注:需排除接触性皮炎、婴儿脂溢性皮炎、银屑病、疥疮,或遗传
代谢性疾病和淋巴瘤.

５１２　＞１~１２岁儿童特应性皮炎诊断标准

见表２.
表２　＞１~１２岁儿童特应性皮炎诊断标准

条目 内容

１ 瘙痒

２ 典型的形态和部位(屈侧皮炎)或不典型的形
态和部位同时伴发干皮症

３ 慢性或慢性复发性病程

　　注:同时具备以上３条即可诊断特应性皮炎.

　　典型的形态和部位(屈侧皮炎)包括儿童面部和

肢端受累.
非典型的形态和部位包括:
(１)典型的湿疹样皮疹发生在非屈侧部位(头皮

皮炎、眼睑湿疹、乳头湿疹、外阴湿疹、钱币状湿疹、
指尖湿疹、非特异性手部或足部皮炎/特应性冬季

足、甲或甲周湿疹和身体其他部位的湿疹样皮疹);
(２)非典型湿疹样皮疹(单纯糠疹、唇炎、耳下和

耳后/鼻下裂隙、痒疹、汗疱疹、丘疹性苔藓样变异);
慢性病程,２岁以下为２个月以上,其他则６个月以

上称为慢性.

５１３　青少年(≥１３岁)特应性皮炎诊断标准

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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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青少年(≥１３岁)特应性皮炎诊断标准

条目 内容

１ 病程＞６个月的对称性湿疹

２ 特应性个人史和(或)家族史(包括湿疹、过敏

性鼻炎、哮喘、过敏性结膜炎等)

３ 血清总IgE升高和(或)外周血嗜酸粒细胞升

高和(或)过敏原特异性IgE阳性(过敏原特

异性IgE检测２级或２级以上阳性)

　　注:符合第１条,另外加第２条或第３条中的任何１条,即可诊
断特应性皮炎.需要排除接触性皮炎、WiskottＧAldrich综合征、高
IgE综合征、淋巴瘤等疾病.

５２　临床分型

参考２０２１年«湿疹(湿疮)中医诊疗专家共识»
中临床分型[１０].

(１)急性:发病快,病程短,局部红斑,伴有丘疱

疹、小水疱或粟粒大小丘疹,有明显渗出和糜烂,瘙
痒剧烈,婴幼儿表现为夜寐不安,频繁搔抓.病程

２~３周,随着病程增加呈下降趋势.
(２)亚急性:皮损处见红斑,颜色偏暗,伴有鳞

屑、结痂、小丘疹.剧烈瘙痒,少有糜烂、渗出.常由

急性湿疹发展而来,随着病程增加呈上升趋势.
(３)慢性:肤色暗,有色素沉着或色素减退,局部

皮肤肥厚,可有苔藓样变或浸润,伴有鳞屑、粗糙、干
燥,瘙痒症状明显.常由急性及亚急性湿疹迁延而

成,或发病即为慢性,随着病程增加呈上升趋势.

５３　严重程度评估

常用的严重程度评估法有:特异性皮炎评分

(scoringofatopicdermatitis,SCORAD)、湿疹面积

和严重程度指数评分(eczemaareaandseverityindex,

EASI)、研究者整体评分法(investigator′sglobal
assessment,IGA)、瘙痒程度视觉模拟尺评分(visual
analoguescale,VAS)、患者主观湿疹评分(patient
orientedeczemameasure,POEM)、生活质量评分

(dermatologylifequalityindex,DLQI)、中医证候

分级量化标准等.其中特异性皮炎评分在儿童中最

为常用.

５４　辅助检查

(１)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可采用外周血及局部体

液测定嗜酸性粒细胞水平,辅助诊断过敏性疾病.
嗜酸性粒细胞升高水平与特应性皮炎症状严重程度

正相关[１１].
(２)血清特异性IgE检测:可采用血清sIgE测

定筛查Ⅰ型超敏反应,水平越高,患儿对相关过敏原

发生过敏反应的可能性越大.
(３)血清总IgE检测:血清总IgE水平明显高于

正常阈值,提示与过敏性疾病有关.因其影响因素

较多,且总IgE变化很慢,并不作为检测疾病活动情

况的指标.
(４)皮肤点刺试验:是排查食入及吸入过敏原常

用方法,阴性准确率较高,阳性则需进一步确诊.
(５)特应性斑贴试验:是诊断食物过敏原特异度

较高的方法.有助于发现引起迟发性食物过敏的可

疑过敏原.

６　干预方案

６１　日常护理

(１)饮食护理:IgE介导的食物过敏者建议食物

回避４~６周,观察皮疹变化[１２].非IgE介导的食物

过敏的可使用食物日记,进行诊断性避食来明确致敏

食物.食物过敏者由专业医师判断其过敏风险大小,
通过食物负荷试验明确其最小过敏阈值,从不反应的

微量食物起,逐步食用,逐渐诱导其免疫耐受.
(２)个人卫生:保持皮肤清洁,不搓澡,避免搔抓

损伤皮肤,减少皮肤感染风险.使用清水洗澡,如需

使用洁肤用品,可选用pH５~６的弱酸性低敏无刺

激沐浴用品.沐浴后３~５min全身使用功效性润

肤剂.避免热刺激,减少汗出,出汗后及时清洁,减
少汗液刺激皮肤.保持环境卫生,减少生活中吸入

性过敏原接触(包括尘螨、花粉、霉菌、甲醛等).

６２　中医内治疗法

临床多以清热、健脾、利湿、祛风为基本治疗

方法[１０].
(１)风热挟湿证:急性湿疹、慢性湿疹急性发作期

多见.病程短,进展快,皮疹多为红色丘疹,无明显渗

出,伴有剧烈瘙痒,局部皮损处皮肤有灼热感,或有口

渴,舌质偏红,苔薄黄,脉浮数,指纹紫.治以疏风清

热、化湿止痒,方用消风散或祛风败毒散加减.
(２)湿热浸淫证:急性湿疹多见.局部丘疹或丘

疱疹,皮损处色红,瘙痒剧烈,有灼热感,可见明显渗

出和糜烂.伴有口渴,心烦,尿黄,大便黏等全身症

状,舌质红苔黄腻,脉滑数,指纹紫.治以清热燥湿、
祛风止痒,方用甘露消毒丹加减.

(３)脾虚湿蕴证:亚急性湿疹多见.局部皮损处

可见丘疹或丘疱疹,肤色较暗,有鳞屑,渗出较少,瘙
痒明显,胃纳欠佳,乏力,腹胀便溏,山根青,面色黄,
舌淡胖,边有齿痕,苔白腻,脉滑,指纹偏红.治以健

脾利湿、祛风止痒,方用除湿胃苓汤加减.
(４)血虚风燥证:慢性湿疹多见.局部皮肤粗糙

伴肥厚,肤色较暗,可见色素沉着,轻度瘙痒,伴有口

干不欲饮等全身表现,舌质淡苔白,脉细,指纹偏红.
治以养血润燥、祛风止痒,方用四物消风散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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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中医外治疗法

６３１　中药涂擦

根据皮损范围及严重程度选择中药配方进行涂

擦,治则为清热解毒、祛风止痒、燥湿.常用剂型有溶

液、洗剂、软膏、乳膏等[１３Ｇ１４],适用于特应性皮炎各期.
急性皮炎有渗出可选用溶液或洗剂,常用中药

有土大黄、黄连、黄柏、苦参、地肤子、白鲜皮、蛇床

子、苍术、滑石、青黛、黄芩等,中成药可选择除湿止

痒洗液、皮肤康洗液.
亚急性皮炎可选用溶液或洗剂,常用中药有青

黛、滑石、寒水石、黄柏、黄连、黄芩、地肤子、苦参、蒲
公英、苍术、地榆、煅炉甘石等.中成药可选择皮肤

康洗液、儿肤康搽剂.
慢性皮炎可选用软膏或乳膏,常用中药有白鲜

皮、蒲公英、紫草、冰片、忍冬藤、蛇床子、地肤子、苦
参等.中成药可选择青鹏软膏、除湿止痒软膏、冰黄

肤乐软膏[１５Ｇ１６].
操作方法与时间:将药物直接涂于患处,每日

１~２次.

６３２　中药塌渍

适用于急性期皮损炎症较重,渗出明显者.治

则为清热燥湿,祛风止痒.选用溶液或洗剂.常用

中药有蛇床子、苦参、黄连、紫花地丁、地榆、白鲜皮、
地肤子、野菊花、白花蛇舌草、侧柏叶等.中成药可

选择三黄洗剂、祛湿止痒洗液[１６].
操作方法与时间:中药煎液,于皮损处冷湿敷,

每日１~２次,每次１０~２０min.

６３３　中药药浴

适用于皮损无明显渗出的亚急性或慢性皮炎患

儿.剂型选择溶液.
亚急性皮炎治则祛风清热燥湿,常用中药有马

齿苋、生地榆、黄柏、苦参、地肤子、金银花、土茯苓、
蛇床子等[１７].慢性皮炎治则滋阴养血,润燥,常用

中药有金银花、生地榆、黄柏、苦参、地肤子、伸筋草、
鸡血藤、生地黄、白及等.

操作方法与时间:中药煎汤,局部病变可溻洗,病
变部位广泛者可全身药浴,水温３２~３８℃,１~２日

１次,每次１０~１５min.

６４　其他疗法

６４１　推拿疗法

基本手法:清补脾经、清大肠、清肺、清胃、揉板

门、掐揉四横纹、运内八卦、推三关、摩腹、捏脊、清小

肠、清天河水、按揉百虫窝[１８Ｇ２３].
随证加减:风热挟湿证/湿热浸淫证:退六腑、拿

风池;脾虚湿蕴证:补肾经、拿血海、按揉足三里、按

揉阴陵泉;血虚风燥证:揉三阴交、揉二马.
操作时间及疗程:治疗时间约２０min,每周操

作２~３次,共１２~１４d.

６４２　体针疗法

取穴:主穴:曲池、血海、足三里、三阴交、阴陵

泉、合谷、大椎、肺俞.配穴:脾俞、膈俞、神门、内

关[２４Ｇ２６].
操作方法:３岁以下儿童选用揿针,留针２４~

４８h,３~７岁留针１０~１５min,７岁以上儿童留针

２０~３０min.每周操作２~３次.

６４３　放血疗法

取穴:主穴:四缝穴、少商穴、耳尖穴.配穴:对
屏尖、肺穴[２７Ｇ２９].

操作方法:三棱针刺破皮损部位２~３处至出

血,每周１~２次.

６５　瘥后防复

防复原则为重视脾胃调护和日常调护,积极控

制其他过敏性疾病临床症状.

６５１　日常调护

６５１１　孕期调护

孕妇不吸烟,远离二手烟、三手烟,建议家庭成

员戒烟[３０].避免暴露于交通相关空气污染环境.
孕期少吃热性或温补性质的食物,避免辛辣食物,饮
食宜荤素搭配,清淡为主.母亲受孕期保持良好心

情,减少压力.

６５１２　哺乳期调护

哺乳期母亲戒烟、远离空气污染环境.饮食宜

清淡,进食富含维生素 D、维生素E食物,忌辛辣刺

激[３１Ｇ３２].鼓励母乳喂养至少４个月[３３].

６５１３　儿童调护

(１)环境调护:尘螨过敏者勤洗晒床上用品,避
免使用地毯及毛绒玩具.注意室内空气流通,每天

至少半小时,室内湿度维持在５０％~６０％.饲养动

物的家庭应注意宠物清洁护理,明确或疑似动物毛

屑过敏者应避免与动物接触.
(２)饮食调护:４~６月龄添加辅食,辅食少量、

逐一添加[３３].明确有食物过敏者建议规避该食物

及其加工品的摄入.饮食结构均衡,添加富含维生

素、微量元素食物.
(３)个人卫生:避免过度皮肤清洁,尽量减少使

用肥皂等碱性洗护品.洗澡水温以３２~３８℃为宜,
时长５~１０min,频率为１~２d１次[３４].患儿应注

意皮肤保湿,夏季选择质地轻薄的乳剂,冬季可选择

低敏的霜、乳膏剂型,每日使用至少２次,润肤剂使

用量儿童每周１５０~２００g[３５Ｇ３６].贴身衣物宽松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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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选择全棉纺织品[３７].
(４)心理健康:与患儿建立良好的沟通,帮助其

保持良好心态,注意调整情绪[３８Ｇ４０].适当的运动有

助于释放压力或负性情绪.

６５２　推拿疗法

特应性皮炎缓解期应重视脾胃调护[４１],可选择

补脾经、掐揉四横纹、掐揉小横纹、顺运八卦、揉足三

里为基本手法,加捏脊、揉中脘等[１９Ｇ２０].
操作时间及疗程:治疗时间２０~３０min,每周

操作２~３次,共１４d.

６５３　耳穴疗法

取穴:肺穴、脾穴、肾穴、内分泌穴[４２].
操作方法:用王不留行籽或磁珠按压穴位,每次

选４~５穴,每次按压４０~６０s,每日按压３~５次,
一周２~３次.

７　随访评估
(１)特应性皮炎评分(SCORAD):儿童特应性

皮炎严重程度的主要评估方法,包括客观体征部分

(皮损面积 A和皮损严重程度B)以及主观症状(瘙
痒和睡眠影响程度 C).SCORAD 积分 ＝A/５＋
７B/２＋C.轻度(０~２４分)、中度(２５~５０分)、重度

(＞５０分),最高分为１０３分[４３].
(２)湿疹面积及严重度指数评分(EASI):将全

身分为４个部位,即头/头颈,上肢,躯干,下肢.０分:
无皮疹,１分:＜１０％,２分:１０％~１９％,３分:２０％~
４９％,４ 分:５０％ ~６９％,５ 分:７０％ ~８９％,６ 分:

９０％~１００％.临床表现分为红斑(E)、硬肿/丘疹

(I)、表皮剥脱(Ex)、苔藓化(L),每一项表现的严重程

度以０~３分计,无(０分),轻度(１分),中度(２分),重
度(３分).EASI总分值:头颈部(E＋I＋Ex＋L)×面

积×０２＋上肢(E＋I＋Ex＋L)×面积×０２＋躯干

(E＋I＋Ex＋L)×面积×０３＋下肢(E＋I＋Ex＋L)×
面积×０３.积分越高,病情越严重[４３].

(３)研究者整体评分(IGA):评估患儿整体病情

和疗效,采用５分制,分为５个等级.无皮损(０分),几
乎没有皮损(１分),轻度皮损(２分),中度皮损(３分),
重度皮损(４分),非常严重(５分).等级越高,病情

越重[４３].
(４)瘙痒程度视觉模拟尺评分(VAS):尺子的

反面与正面相对应部位标有０~１００的刻度,让患儿

抚养者回答相关问题并且确认答案真实可信,指出

最近３个昼夜瘙痒平均水平在１０cm评价刻度尺上

的对应点,分值范围０~１０分,分值越高,程度越

严重[４３].
(５)患者主观湿疹评分(POEM):通过表格测试

来了解自身病情严重程度,分为５个等级.没有或

几乎没有特应性皮炎/湿疹(０~２分),轻微(３~
７分),中度(８~１６分),重度(１７~２４分),极重度

(２５~２８分)[４３].
(６)生活质量评分(DLQI):问卷共１０个问题,

采用四级计分法,总共０~３０分.分值越高,生活质

量越差[４３].
(７)中医证候分级量化标准:主证包括皮损严重

程度(可采用SCORAD 评分)、瘙痒程度.兼证包

含身热、心烦、口渴、大便干、尿短赤、纳少、神疲、腹
胀、便溏、口干不欲饮.按照分级量化标准将特应性

皮炎分为正常、轻度、中度、重度４个等级[４４].

参考文献

[１]　顾恒,尤立平,刘永生,等．我国１０城市学龄前儿童特应性皮

炎现况调查[J]．中华皮肤科杂志,２００４,３７(１):３３Ｇ３５．
[２]　GuoY,ZhangH,LiuQ,etal．PhenotypicanalysisofatopicderＧ

matitisinchildrenaged１Ｇ１２months:elaborationofnoveldiagnosＧ

ticcriteriaforinfantsinChinaandestimationofprevalence[J]．J

EurAcadDermatolVenereol,２０１９,３３(８):１５６９Ｇ１５７６．
[３]　TorreloA．Successfultreatmentofwidespreadeczemaand

sleepdisruptionina７ＧmonthＧoldinfant with methylpredＧ

nisoloneaceponate０．１％[J]．JEurAcadDermatolVenereol,

２０１２,２６Suppl６:１６Ｇ１７．
[４]　BantzSK,ZhuZ,ZhengT．Theatopicmarch:progression

fromatopicdermatitistoallergicrhinitisandasthma[J]．J

ClinCellImmunol,２０１４,５(２):２０２．
[５]　申春平,闫琦,王召阳,等．低龄婴儿湿疹的流行病学调查与治

疗随访[J]．临床皮肤科杂志,２０１５,４４(８):４６９Ｇ４７２．
[６]　白彦萍．湿疹的中医诊治[J]．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

志,２００９,８(４):２５９Ｇ２６１．
[７]　时秀颖．湿疹中医医案诊治规律的数据挖掘研究[D]．沈阳:

辽宁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６．
[８]　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

会,等．儿童特应性皮炎基层诊疗指南(２０２３年)[J]．中华全

科医师杂志,２０２３,２２(１):８Ｇ１８．
[９]　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儿童皮肤病学组．中国儿童特应

性皮炎诊疗共识(２０１７版)[J]．中华皮肤科杂志,２０１７,５０
(１１):７８４Ｇ７８９．

[１０] 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湿疹(湿疮)中医诊疗专家共识

[J]．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志,２０２１,２０(５):５１７Ｇ５２１．
[１１] 中华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儿童过敏

性疾病诊断及治疗专家共识[J]．中华儿科杂志,２０１９,５７(３):

１６４Ｇ１７１．
[１２] 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儿童皮肤病专业委员会,中华

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儿童学组,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皮

肤性病学组．儿童特应性皮炎相关食物过敏诊断与管理专家

共识[J]．中华皮肤科杂志,２０１９,５２(１０):７１１Ｇ７１６．
[１３] 陈思羽,姚婷,马春艳,等．湿疹外洗方治疗湿热蕴肤型小儿湿

疹临床观察[J]．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９,３８(２):３６Ｇ３９．
[１４] 魏璠,杨佼．外治法治疗湿疹的研究进展[J]．世界中西医结合

９８１中国中西医结合儿科学２０２４年６月第１６卷第３期　ChinPediatrIntegrTraditWestMed,Jun２０２４,Vol１６,No．３



杂志,２０２０,１５(７):１３６９Ｇ１３７２．
[１５]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环境与职业性皮肤病

学组,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皮肤科分会,中国中药协会皮肤

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湿疹皮炎类皮肤病中西医结合药物治

疗专家共识[J]．中华皮肤科杂志,２０２３,５６(４):２８７Ｇ２９３．
[１６] 李邻峰,李元文．中成药治疗湿疹临床应用指南(２０２０年)

[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２１,４１(２):１３３Ｇ１４２．
[１７] 宋晓蕾,沈芳．中药药浴治疗湿疹的临床研究[J]．辽宁中医杂

志,２０１８,４５(８):１６７８Ｇ１６８０．
[１８] 邹文君,李煜俐,解建国,等．运用一和三清小儿推拿手法治疗

婴幼儿湿疹３０例临床观察[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２０２２,２０(１):１１３Ｇ１１５．
[１９] 刘明霞,花静．推拿联合外洗方治疗脾虚湿蕴型婴儿湿疹疗效

观察[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２２,３１(２０):２８７１Ｇ２８７４．
[２０] 孙艳．健脾利湿推拿法治疗婴幼儿湿疹(脾虚湿蕴型)的临床

疗效观察[D]．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９．
[２１] 王芳．小儿推拿用于幼儿湿疹脾虚湿盛的临床疗效观察[J]．

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２０１６,３(３９):７７６１Ｇ７７６２．
[２２] 柳希．推拿治疗婴幼儿湿疹脾虚肝旺型３０例临床观察[J]．中

医儿科杂志,２０１８,１４(５):７２Ｇ７５．
[２３] 张春波．小儿推拿联合中药治疗婴儿湿疹及复发因素的生存

分析[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２０１９,２５(５):６４８Ｇ６５１．
[２４] 林海龙,林良才．基于数据挖掘技术探讨针灸治疗慢性湿疹的

选穴规律[J]．上海针灸杂志,２０２２,４１(１):１０２Ｇ１０６．
[２５] 赵晶,张树明．针灸疗法在湿疹治疗中的应用进展[J]．黑龙江

中医药,２０２０,４９(３):４０３．
[２６] 张贵涛,何新芳．针灸治疗慢性湿疹的临床研究进展[J]．光明

中医,２０１６,３１(２):３０３Ｇ３０５．
[２７] 郭苏慧,李萍．湿疹外治研究进展[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２１(４):１８０Ｇ１８３．
[２８] 宋淑芬．当归六黄汤加减结合耳尖放血治疗小儿湿疹的临床

观察[J]．皮肤病与性病,２０１８,４０(４):５３４Ｇ５３６．
[２９] 龚致平,罗周慧,谢文全,等．耳穴放血疗法对湿疹患者ILＧ１７和

ILＧ２３表达的影响[J]．中国中医急症,２０１５,２４(７):１２４９Ｇ１２５１．
[３０] 江雪琴,冯军才．４００例婴幼儿湿疹治疗后复发情况和影响复

发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２１,３６(１９):

４５５６Ｇ４５５９．
[３１] 张旭东,刘洋．母体维生素 D营养状态与子代食物过敏相关性

研究进展[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２０２２,３０(１０):１１０８Ｇ１１１１．
[３２] TsakokT,MarrsT,Mohsin M,etal．Doesatopicdermatitis

causefoodallergy? Asystematicreview[J]．JAllergyClin

Immunol,２０１６,１３７(４):１０７１Ｇ１０７８．
[３３] 韦淑飞,汪兴玲,蓝海燕,等．食物过敏患儿规范化饮食干预后临

床症状和免疫状态的变化[J]．江苏医药,２０２２,４８(３):２５１Ｇ２５４．
[３４] 田晶,马琳．特应性皮炎的基础护理[J]．中国医学文摘(皮肤

科学),２０１６,３３(２):１９５Ｇ２００．
[３５] 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儿童学组,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

医师分会儿童皮肤病专业委员会．功效性护肤品在儿童特应

性皮炎中的应用指南[J]．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２０２０,３４(９):

９７７Ｇ９８１．
[３６] 马琳．儿童皮肤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４:３３．
[３７] 张艳琴,吴鹏．家庭参与式干预在小儿湿疹中的应用效果[J]．

河北医药,２０２２,４４(１８):２８６８Ｇ２８７０．
[３８] 杨雨怡,曾琳,周薇,等．生命早期影响过敏进程的因素[J]．中

华临床免疫和变态反应杂志,２０２２,１６(１):８４Ｇ８９．
[３９] 张玉琬,李强,钟珊珊,等．慢性湿疹患者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影

响因素研究[J]．天津医药,２０１０,３８(２):１０２Ｇ１０４．
[４０] KimDH,HanK,KimSW．RelationshipbetweenallergicrhiＧ

nitisandmentalhealthinthegeneralKoreanadultpopulation
[J]．AllergyAsthmaImmunolRes,２０１６,８(１):４９Ｇ５４．

[４１] 田小雅,柏燕军,郎娜．从脾胃论治婴幼儿湿疹[J]．中国中西

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志,２０１８,１７(５):４６３Ｇ４６５．
[４２] 梁悦,李萍,刘宇,等．耳穴压豆结合中药熏药对湿疹患者生活

质量的影响和疗效分析[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９,４２
(３):４４Ｇ４８．

[４３] 王珊,马琳．特应性皮炎严重程度的评估[J]．中国医学文摘

(皮肤科学),２０１６,３３(２):１５４Ｇ１５９．
[４４] 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临床评价学组．小儿湿疹局部用中

药新药临床试验设计与评价技术指南[J]．药物评价研究,

２０１５,３８(６):５９６Ｇ６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３２７)　　

读者作者编者

作者修稿注意事项

　　１．修改稿请用 Word文档以附件的形式上传至投稿平台.

２．作者应严格按编辑部提出意见修改,如果对某些意见修改确有困难,应作出适当解释.

３．参考文献应书写完整,按论文中引用出现的先后进行参考文献排序,并在文中相应的引用处标出序号.

４．请写全作者简介,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学历、职称、研究方向、联系方式(电话、EＧmail)等.

５．摘要要求按四要素格式撰写(目的、方法、结果、结论),表格应规范(三线表),表题尽量简化(＜２０字).

６．概率P 值前应给出具体检验值,如χ２ 值,t值,q值等.

本刊编辑部

０９１ 中国中西医结合儿科学２０２４年６月第１６卷第３期　ChinPediatrIntegrTraditWestMed,Jun２０２４,Vol１６,No．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