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疱疮（天疱疮）中医诊疗方案 

（2018 年版） 
 

一、诊断 

（一） 疾病诊断 

1.中医诊断标准 

参考《中医皮肤性病学》（杨志波，范瑞强，邓丙戌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 2010年出版）和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 2017年发布的《天疱疮中医诊疗

指南》。 

身起水疱，大小不等，发无定处，可遍及全身，伴痒痛难耐，未破不坚，

疱破则毒水浸烂不臭，呈慢性病程。 

2.西医诊断标准 

参考《中国临床皮肤学》（赵辨主编，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年出版）、

《皮肤性病学》（张学军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年出版）。 

（1）临床特点：好发于中年人，男性多于女性，一般分为寻常型、增殖型、

落叶型和红斑型 4种类型，还可有其他特殊类型，如副肿瘤性天疱疮、药物诱发

性天疱疮、疱疹样天疱疮和 IgA型天疱疮等。 

（2）临床表现：水疱发生在红斑或正常皮肤上，疱壁薄而松弛，尼氏征阳

性，易破裂形成糜烂，表面可附有淡黄色痂；病程慢性，此起彼伏；偶见血疱、

溃疡、组织坏死；可累及全身各处的皮肤，口腔、咽、喉、食管、外阴、肛门等

处黏膜也可受累；表现为水疱和糜烂。皮损愈合后可留有色素沉着；自觉瘙痒、

疼痛、灼热等。 

（3）病理及免疫荧光检查：皮损处组织病理表现为表皮内水疱、棘层细胞

松解，免疫荧光检查可进一步明确诊断。直接免疫荧光检查示棘细胞间 IgG、

IgM、IgA 或 C3 沉积；间接免疫荧光检查示血清中有抗表皮棘细胞间物质抗体，

根据抗体滴度可监测患者病情的变化。 

（二）证候诊断 

参考《中医皮肤性病学》（杨志波，范瑞强，邓丙戌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 2010年出版）和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 2017年发布的《天疱疮中医诊疗

指南》。 

1.毒热炽盛证 

发病急骤，水疱迅速扩展、增多，糜烂面鲜红，或上覆脓液，灼热痒痛；

伴身热口渴，烦躁不安，便干溲赤；舌质绛红，苔黄，脉弦滑或数。  

2.心火脾湿证 



身起水疱，新起不断，疮面色红，口舌糜烂，皮损较厚或结痂而不易脱落，

疱壁紧张，潮红明显；伴见倦怠乏力，腹胀便溏，或心烦口渴，小便短赤；舌质

红，苔黄或黄腻，脉数或濡数。 

3.脾虚湿蕴证 

疱壁松弛，潮红不著，皮损较厚或结痂而不易脱落，糜烂面大或湿烂成片；

伴口渴不欲饮，或恶心欲吐，倦怠乏力，腹胀便溏；舌质淡胖，苔白腻，脉沉缓。 

4.气阴两伤证 

病程日久，已无水疱出现，疱干结痂，干燥脱落，瘙痒入夜尤甚，或遍体

层层脱屑，状如落叶；伴口干咽燥，五心烦热，汗出口渴，不欲多饮，神疲无力，

气短懒言；舌质淡红，苔少或无苔，脉沉细数。 

二、治疗方法 

参照《中医皮肤性病学》（杨志波，范瑞强，邓丙戌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 2010年出版）和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 2017年发布的《天疱疮中医诊疗

指南》。 

（一）辨证论治 

1.毒热炽盛证 

治法：清热解毒，凉血清营 

（1）推荐方药：犀角地黄汤合黄连解毒汤加减。水牛角、生地黄炭、丹皮、

金银花炭、莲子心、黄连、白茅根、天花粉、栀子、生石膏、淡竹叶、紫花地丁、

甘草等，或具有同类功效的中成药（包括中药注射剂）；高热者加玳瑁，大便干

者加生大黄、火麻仁。 

（2）中药塌渍技术：选用清热解毒中药随证加减，煎煮好后，用 6-8 层纱

布浸湿后拧至不滴水为度，敷于病患局部，每次 15～30 分钟，水温宜 0～10℃，

塌渍时保持纱布湿润。 

（3）饮食疗法：宜食清心解毒食物，如莲子汤、绿豆水、萝卜汤及各种新

鲜蔬菜汤等。 

2.心火脾湿证 

治法：泻心凉血，清脾除湿 

（1）推荐方药：清脾除湿饮加减。茯苓皮、白术、黄芩、栀子、泽泻、黄

柏、茵陈、枳壳、生地黄、麦冬、莲子心等，或具有同类功效的中成药（包括中

药注射剂）；心火炽盛者加黄连、灯心草；口腔糜烂者加金莲花、金雀花、藏青

果、金果榄；大便干燥者加生大黄。 

（2）中药塌渍技术：选用凉血燥湿中药随证加减，煎煮好后，用 6-8 层纱

布浸湿后拧至不滴水为度，敷于病患局部，每次 15～30 分钟，水温宜 0～10℃，

塌渍时保持纱布湿润。 

（3）饮食疗法：宜食清心健脾食物，如莲子汤、冬瓜汤及各种新鲜蔬菜汤等。 



3.脾虚湿蕴证 

治法：清热解毒，健脾除湿 

（1）推荐方药：除湿胃苓汤加减。茵陈、猪苓、车前草、白术、茯苓皮、

黄芩、冬瓜皮、泽泻、黄柏、枳壳、陈皮，或具有同类功效的中成药（包括中药

注射剂）；皮损色红者加丹皮、赤芍；痒甚者加白鲜皮；大便干燥者加生大黄。 

（2）中药塌渍技术：选用解毒除湿中药随证加减，煎煮好后，用 6-8 层纱

布浸湿后拧至不滴水为度，敷于病患局部，每次 15～30 分钟，水温宜 0～10℃，

塌渍时保持纱布湿润。 

（3）饮食疗法：宜食健脾益气除湿食物，如薏苡仁粥、山药粥、芡实粥、

茯苓饼及藕粉等。 

4.气阴两伤证 

治法：益气养阴，清解余毒 

（1）推荐方药：解毒养阴汤加减。南沙参、北沙参、玄参、佛手参、天冬、

麦冬、玉竹、金银花、蒲公英、石斛、丹参、西洋参等，或具有同类功效的中成

药（包括中药注射剂）；痒甚加刺蒺藜、当归。 

（2）中药塌渍技术：选用解毒养阴中药随证加减，煎煮好后，用 6-8 层纱

布浸湿后拧至不滴水为度，敷于病患局部，每次 15～30 分钟，水温宜 0～10℃，

塌渍时保持纱布湿润。 

（3）饮食疗法：宜食进食养血扶正食品如山药粥、当归补血汤、桂元肉、

黄芪粥等。 

（二）其他中医特色疗法 

以下中医医疗技术适用于所有证型。 

1.中药涂擦治疗：紫草制成油剂或复方紫草油涂擦于皮损表面促进皮损愈

合，每日 2～3次。 

2.灸法：辨证选穴，使用艾灸盒或艾灸条，每次 20-30分钟，日 1次。 

3.中药药浴：根据辨证选用药物，用煎煮的中药以能浸泡全部皮损为度，

水温 37～40℃，每次 20分钟左右，每日 1次。 

4.穴位注射：辨证选穴，每穴位抽取 2ml 自身静脉血穴位注射于穴上，隔

日 1次或每两周 1次。 

5.针灸治疗：辨证选穴，用毫针针刺穴位，得气后留针 30 分钟，每 10 分

钟行针 1次或用电针刺激 30分钟。 

（三）西药治疗 

根据《中国临床皮肤病学》（杨志波，范瑞强，邓丙戌主编，中国中医药出

版社 2010年出版），在无禁忌症情况下规范应用全身治疗以糖皮质激素、免疫抑

制剂作为全身治疗一线药物或联合应用。有并发感染时对症外用抗生素、抗真菌

制剂，同时注意保护创面。 



（四）护理调摄要点 

1.饮食调理：饮食护理应以高蛋白、高热量、低盐饮食为主，同时宜食清

心、健脾、益气、养血扶正食品，忌食不易消化及辛辣刺激食品。  

2.皮损护理：局部皮损治疗需要根据皮损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护理操作，主

要原则是保护创面、促进皮肤愈合。 

3.情志调理：了解患者精神心理状态，耐心指导患者正确认识疾病，学会

心理的自我调节，避免焦虑、紧张、抑郁、恐惧等不良情绪，保持心情舒畅。。 

三、疗效评价 

参照第 9版《安德鲁斯皮肤病学》拟定。 

（一）评价标准 

1.临床近期痊愈：无新发水疱，创面干爽无渗液，局部由正常上皮组织取

代，病人疼痛完全消失为痊愈。 

2.显效：新发水疱＜3个，创面渗液明显减少，疼痛明显减轻为好转。 

3.无效：新发水疱≥3个创面渗液不止或加重，出现脓性分泌物或脓性分泌

物增加，疼痛无缓解时为无效。 

（二）评价方法 

根据患者入院和出院当天情况按照疗效评价标准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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