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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针治疗稳定期白癜风的临床疗效及其
2ULS

图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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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中医院#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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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评价火针治疗白癜风的临床疗效及皮肤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2ULS

$图像特点%方法
!

采用随机自身对

照试验设计%每位患者选择
1

块对称或相邻白斑!随机接受火针治疗或他克莫司治疗!疗程为
'

个月%记录治疗前&火针治疗
'

次及
)

次后白斑
2ULS

图像%结果
!

0$

例白癜风稳定期患者!火针治疗组有效率为
/1&(Q

!他克莫司对照组有效率为
-/&%Q

!治

疗后两组疗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火针治疗后!

2ULS

观察可见!树突状黑素细胞出现!基底层及真皮乳头周围

逐步出现色素颗粒!形成色素环%结论
!

火针和他克莫司治疗白癜风的疗效相当!且
2ULS

可作为白癜风黑素细胞恢复情况的

无创性&客观可靠检测手段%

"关键词#

!

火针'白癜风'皮肤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镜

"中图法分类号#

!

?-3$&%3

"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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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癜风是皮肤科常见的一种色素脱失性疾病&

$.1

'

#全世界

发病率约为
$Q

&

'

'

#中国汉族人的发病率约为
%&$(Q

&

0

'

#近年

来呈现出逐渐增高的趋势)虽然白癜风为非致命性疾病#但其

常并发其他自身免疫病#同时还可能导致患者产生严重的心理

障碍#如自我评估下降*社交恐惧*焦虑和抑郁等#甚至出现自

杀倾向#给患者和家庭带来严重的身心负担&

3.-

'

)目前白癜风

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临床治疗十分困难)中医在白癜风治疗

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治疗方法多样)火针治疗白癜风#

借助其+引火助阳,之功#从而扶正祛邪#达到治疗目的&

/

'

)但

是传统的火针存在着一些弊端#如特制火针针尖较粗#比较容

易遗留疤痕#影响美观)本科采用改良火针规范化方案#在临

床上治疗白癜风取得良好疗效)

皮肤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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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ULS

%是
1%

世纪
/%

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细胞生物

学分析仪器#它能直观*实时*动态和无创地观测皮肤病发生*

发展*皮损情况及其治疗疗效&

(

'

)

2ULS

已在色素性疾病*皮

肤肿瘤*红斑鳞屑性疾病*光化性疾病*感染性疾病中广泛使

用&

$%

'

)目前尚未见应用
2ULS

对火针治疗白癜风的疗效进行

分析的研究报道)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科室
1%$3

年
)

月至
1%$)

年
)

月白癜

风患者#根据样本量估算最后纳入
03

例白癜风稳定期患者#男

10

例#女
1$

例(年龄
11

!

0/

岁#平均$

''&)0=)&-0

%岁(病程

-

!

()

个月#平均病程$

1-&)-=/&1'

%个月)每位患者选取两

块白斑#按随机数字表#分别接受火针治疗和他克莫司治疗)

白癜风诊断标准参考+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

会色素病学组
1%$0

版白癜风治疗共识,

&

)

'

)纳入标准!$

$

%符

合白癜风诊断标准($

1

%选择非节段型$散发型%稳定期白癜风

患者($

'

%皮损面积小于
1%Q

($

0

%

1

块对称或相邻皮损($

3

%年

龄
$/

!

-%

周岁($

)

%近
$

个月未系统治疗白癜风*未用过紫外

线*

'%/,J

准分子激光治疗#

1

周内未外用皮质类固醇药物

史($

-

%签署知情同意书#并能够随访)排除标准!$

$

%伴有湿

疹*特应性皮炎*银屑病*扁平苔藓等其他顽固皮肤病患者($

1

%

伴有鳞状细胞癌*恶性黑素瘤等恶性皮肤肿瘤患者($

'

%妊娠或

33$$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3%'3//

%(国家中医药重点学科专项经费资助$

11%(%1%'%$

%(重庆市卫生和计生委中医药科技

项目$

]\1%$3%1'-

%(重庆市基础与前沿研究计划项目$

E+:E1%$)

*

E

I*

8d%%%1

%(重庆市社会民生科技创新专项$

E+:E1%$)+DJ+.c!$%%%$.0

%(重庆市基

础与前沿研究计划项目$

E+:E1%$3

*

E

I*

8$%$$'

%)

!

作者简介!王禹毅$

$(/-O

%#研究实习员#硕士#主要从事色素性皮肤病的研究)

!

$

!

通信作

者#

W.J;#C

!

/3$-%%'%-

'bb

&E"J

)



哺乳期妇女($

0

%瘢痕体质患者)本研究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

审查批准#每位受试者入选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

!

方法

=&>&=

!

样本量估算
!

采用两个总体率比较的样本量计算公式

$

$

%)根据前期研究结果#取参数
!

>%&%3

#

"

>%&$

#

"

$

>%&/3

*

"

1

>%&)3

#样本量计算结果如下!

(>00&0/

&

03

#共需要样本

量
03

人)

(

$

>(

1

>

$

1

$

#

!

e

#

"

:&(

O$

"槡 $

O:&(

O$

"槡 1

%

1

!

$

$

%

=&>&>

!

试验设计
!

采用随机自身对照试验设计)每位患者选

择
1

块对称或相邻白斑#采用
LRLL1%&%

软件获得随机序列#

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

=&>&?

!

治疗方法

=&>&?&=

!

火针组
!

选用
%&'0JJT13&%%JJ

的毫针$直径

为
%&'0JJ

#针身为
13&%%JJ

的
$

寸苏州华佗牌毫针%#将针

刺部位常规消毒后#用血管钳夹持
(3Q

乙醇棉球点燃烧针#以

握笔式持针#取阿是穴$即白斑处%#将烧红针尖迅速刺入白斑

区#随即出针#频率一般为每秒
1

!

'

次#点刺间隔
%&1

!

%&'

EJ

#深度以浅刺*轻刺即可$不超过基底层%#可沿皮损边缘向

中心点刺#一般点刺整个皮损的
/%Q

左右#以针点均匀*局部

皮肤潮红为度)每
1

周治疗
$

次#共治疗
)

次)毫针治疗由科

室治疗室专门进行火针治疗已
1

年的技术人员操作)

=&>&?&>

!

对照组
!

采用普特彼他克莫司软膏
%&$Q

$

$%

K

f$%

J

K

%外用#每日
1

次#连续使用
'

个月)

=&>&B

!

2ULS

检测方法
!

2ULS

$

#̂F;+E"

B

@$3%%

型#美国

UGE#!

公司%#检测前于待检部位涂上耦合剂#使
2ULS

的探头

紧贴皮肤#固定后开始扫描#调零后逐层向下切取横断面#到达

基底细胞层后开始在同一横断面上取点扫描#观察黑素颗粒形

成的层面及各层亮度变化)图像保存于计算机中)患者于治

疗前*治疗
'

次*治疗
)

次后在同一位置进行监测)

=&>&C

!

临床疗效评价
!

疗效判定标准参照中国中西医结合皮

肤性病学会色素病学组有关白癜风的临床分型及疗效标

准&

$$

'

)痊愈!白斑全部消退#恢复正常肤色(显效!白斑部分消

退或缩小#复色面积大于或等于
3%Q

皮损面积(好转!白斑部

分消退或缩小#复色面积为
$%Q

!#

3%Q

皮损面积(无效!白

斑无色素再生或范围扩大#复色面积小于
$%Q

皮损面积)有

效率
>

$痊愈
e

显效
e

好转%"总例数
T$%%Q

)

=&?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统计软件
LRLL1%&%

进行处理#

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两组比较采用
$

1 检验#以
"

#

%&%3

为差

异有统计意义)

>

!

结
!!

果

>&=

!

患者一般情况
!

所有患者均有
1

片对称或相邻的皮损)

在
'

个月随访中#共
0

例患者脱落#其中
'

例患者因工作原因

不能按时随访#

$

例患者不能忍受火针治疗的疼痛感而退出)

>&>

!

临床疗效比较
!

0$

例白癜风稳定期患者#火针组与对照

组临床疗效比较#见表
$

)治疗前后的效果见图
$

*

1

)火针组

有效率为
/1&(Q

#对照组有效率为
-/&%Q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3

%)

>&?

!

2ULS

图像分析结果
!

白癜风患者火针治疗前后白斑复

色情况的
2ULS

图像见图
'

)白癜风皮损火针治疗前#皮损处

基底层及真皮乳头周围的黑素环完全消失$图
'8

%(火针治疗

'

次后#树突状黑素细胞出现#基底层及真皮乳头周围逐步出

现散在色素颗粒$图
'Z

%(火针治疗
)

次后#基底层及真皮乳头

周围色素增多#形成色素环#呈明亮的+圆形,或+椭圆形,

$图
'2

%)

表
$

!!

两组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

治愈

$

(

%

显效

$

(

%

好转

$

(

%

无效

$

(

%

有效率

$

Q

%

$

1

"

火针组
0$ 1 $% 11 - /1&( O$&%%1%&'%-

对照组
0$ $ - 10 ( -/&%

!!

8

!腰部左侧(

Z

!腰部右侧

图
$

!!

典型病例治疗前腰部白斑

!!

8

!他克莫司治疗白斑变小(

Z

!火针治疗白斑区基本复色

图
1

!!

典型病例治疗后

!!

8

!治疗前(

Z

!治疗
'

次后(

2

!治疗
)

次后

图
'

!!

白癜风患者白斑复色情况的
2ULS

图像

>&B

!

不良事件
!

火针治疗后
'

例患者皮损出现轻微红肿#

-

例患者出现局部瘙痒#均未做特殊处理#自行缓解)

$

例患者

不能忍受火针治疗的疼痛#退出临床研究)使用他克莫司的皮

损均未见不适)

?

!

讨
!!

论

!!

白癜风中医又称+白处,+白驳风,+白癜,等&

$1

'

)-灵枢.

五色/曰!+青黑为痛#黄赤为热#白为寒,)-素问.皮部论/曰!

+其色多青则痛#多黑则痹#黄赤则热#多白则寒#五色皆见则寒

热也,)-华佗神医秘传.华佗治白癜风神方/载有外治之药有

乌头*附子*天雄等)-医师得效方.卷十三/载有白癜风外用

乌头*硫黄*姜汁等)-五十二病方/-备急千金要方/均有用针

灸法治疗白癜风的记载)这些治法均有+补火助阳散寒,之功)

火针属于中医外治疗法#古称+燔针,+刺,+烧针,等#是将针

烧红后#快速刺入人体#以治疗疾病的方法)火针具有+引火助

)3$$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阳,之功#通过加热的针体#将火热通过腧穴和经脉直接导入人

体#其对白癜风皮损局部或穴位的温热刺激#能疏通经络*调和

气血#使局部气血畅通)并通过+引火助阳,#增加人体阳气#扶

助正气#激发经气#调节脏腑#使经络通#气血行#并可开腠理#

使风寒祛#湿滞化#从而扶正祛邪#治疗白癜风&

$'

'

)

本研究采用的+改良火针,#即改用毫针$普通不锈钢针灸

针%做火针针具#克服了原始火针的缺点#突出了火针的优势)

其特点有!针体细小#对皮肤损伤轻(易于燃烧#在火焰下烧针

片刻即针体通红#针后出血少#基本不晕针(易于操作#对病变

面积较大者可用多针同时治疗#减轻患者痛苦#减轻了患者的

恐惧心理(普通针灸针做针具#便于普及应用)

本研究采用自身对照试验设计#选择对称或相邻两块皮

损#能有效减少患者病程*年龄等引起的偏倚)对照采用他克

莫司是目前白癜风治疗的阳性药物#本研究发现#采用火针治

疗稳定期白癜风与他克莫司治疗白癜风的
'

个月临床疗效相

当)对于
2ULS

图像特点分析发现治疗前皮损处黑色素消

失#基底层及真皮乳头周围明亮的+圆形,或+椭圆形,的黑素环

完全消失(火针治疗后#随着复色的出现#

2ULS

观察可见皮损

处树突状黑素细胞出现#色素含量逐渐增多#逐渐形成完整的

色素环#黑色素环逐渐变亮)说明
2ULS

可作为火针治疗后

连续动态观察黑素细胞恢复情况的无创性客观可靠检查手段)

本研究也存在局限性)首先#纳入的白癜风患者平均病程超过

1

年#

'

个月的治疗周期相对来说稍短#可能还不能完全观察到

火针治疗白癜风的疗效(其次#纳入的患者全为稳定期患者#火

针治疗进展期白癜风的临床疗效尚不清楚)在未来的临床研

究中#将在本次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研究质量#观察火针

治疗白癜风的长期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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