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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银屑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的非传染性皮肤病，病因不明，无治愈方法。银屑病会给患者带

来巨大的消极影响。任何年龄段、任何国家的人都可能患上银屑病。各国公布的银屑病患病

率在 0.09%至 11.43%之间，世界范围内至少有一亿银屑病患者，是一个严重的全球性难题。

银屑病症状不可预知、具有一系列外部诱因和严重的合并症，包括关节炎、心血管疾病、代

谢综合征、炎性肠病和抑郁症。 

 

2014 年，成员国于世界卫生大会决议 WHA67.9 认定银屑病是一种严重的非传染病

（noncommunicable disease，NCD）。决议指出，由于错误诊断、诊断不及时、不适当的治

疗、欠完善的医疗护理和社会偏见，世界上的许多银屑病患者承受着不必要的痛苦。 

 

世卫组织的银屑病全球报告将焦点集中在银屑病带来的公共卫生影响。此份报告的编写有助

于人们意识到银屑病可从各个方面影响患者的生活。它为决策者提供实际的解决办法以改善

公共卫生服务和提高对于银屑病患者的社会包容度。 

 

本报告强调，这种常见的复杂疾病所带来的痛苦，其中许多是可以避免的。银屑病的及早诊

断和正确治疗需要普及的医疗设施，为病情复杂、终生带病的患者提供以人为本的关怀。政

府和其他机构团体应发挥关键作用来应对银屑病带来的不必要的社会后果，反对排斥银屑病

人于医疗机构和日常生活之外的谬见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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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BSA 体表面积 

CLCI 累计生命过程损伤 

DALY 伤残调整生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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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背景 
 

什么是银屑病？ 
 

银屑病是一种慢性的、非传染性的、疼痛的、毁容的、致残的疾病，无治愈方法，对患者的

生存质量（QoL）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任何年龄都有发病可能，最常见于 50 至 69 岁之间

（1）。各国公布的银屑病患病率在 0.09%（2）至 11.43%（3）之间，因此银屑病是一个严重

的全球性难题。 

 

银屑病病因尚不明确，证据显示有遗传倾向（4）。免疫系统在银屑病发病时扮演了何种角色

也是研究的热点。尽管有人提出银屑病可能是一种自体免疫性疾病，然而至今没有明确导致

这种疾病的自身抗原。外源和内源诱因也可引起银屑病，包括轻微创伤、晒伤、感染、系统

用药以及压力（5）。 

 

银屑病发于皮肤和指甲，并伴随一系列合并症。皮肤损伤位于局部或全身，对称居多，边界

清晰，红疹和斑块，通常覆盖白色或银色的鳞片。皮损引起瘙痒和刺痛。1.3%（6）至 34.7%

（7）的银屑病患者患有慢性炎性关节炎（银屑病性关节炎），导致关节变形和残疾。4.2%

至 69%的银屑病病人有指甲病变（8-10）。报告称银屑病患者更易患心血管疾病和其他非传

染性疾病（NCDs）（5，11，12）。 

 

银屑病带来了巨大的身体、情感和社会负担（13-15）。通常患者的 Qol 会大大降低（16-23）。

银屑病患者往往面临毁容、残疾和劳动力丧失等困境。精神健康也遭受极大的损失，例如抑

郁症高发，给个人和社会带来消极影响（24，25）。社会排斥、歧视和羞耻感对于银屑病患

者和其家人的心理打击是毁灭性的。并非银屑病本身而是社会反应造成了排斥，因此我们可

以改变这种现状。 

 

银屑病的治疗仍基于控制症状。可用局部和全身治疗以及光线疗法。临床常结合使用以上治

疗方法。患者通常需终身治疗缓解疾病。至今为止，还未有完全治愈银屑病的方法。此外，

银屑病患者的护理不仅包括治疗皮损及关节损伤，还包括辨别和处理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

常见合并症，例如心血管和代谢疾病以及心理疾病。 

 

银屑病是一种复杂疾病，会给患者生活带来诸多后果（图 1）这一观点已在 2015 年成为共

识。 

 

 

 

 

 

 

 

 

 

 



 

 

图 1. 多合并症慢性病银屑病概要 

BoD：疾病负担；CVD：心血管疾病；Qol：生存质量 

来源：Mrowietz et al. 2014 （26） 

 

银屑病全球报告的必要性 
 

2014 年 5 月 24 日，世界卫生组织（WHO）第 67 次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一项关于银屑病的决

议（WHA67.9）。所有成员国认识到银屑病带来的疾病负担并致力于消除对银屑病患者的偏

见和排斥。他们也意识到世界上很多银屑病患者由于错误或延误诊断，不恰当的治疗和欠完

善的医疗护理忍受着不必要的痛苦。决议要求世卫组织起草一份银屑病全球报告，关注银屑

病对公共卫生的影响。决议也鼓励成员国进行宣传工作，提高对银屑病的认识，消除偏见。 

 

世卫组织认识到现迫切需要多方面努力以提高对银屑病的认识，消除偏见。该报告的编写有

助于认识到银屑病从多方面影响人们的生活。它的目的在于为决策者提供实际的解决办法以

改善公共卫生服务和提高对于银屑病患者，和其他非传染性疾病（NCDs），的社会包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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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银屑病的疾病负担 
 

银屑病在世界范围内发病。它可影响各国、各种族、各年龄段的男性和女性（1）。各国发布

的银屑病患病率介于 0.09%（2）和 11.4%（3）之间。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患病率为 1.5-5%

（27）。有证据显示银屑病患病率正在攀升（3）。许多研究证明，即使患病的体表面积（BSA）

较小，银屑病也会持续影响 QoL（16，17，22，28-32）。 

 

发病率及患病率 
 

关于银屑病发病率1的研究极少。银屑病病例并不要求强制登记，因此很难找到可靠的数据。

已发表的文献中仅有少数可信的关于银屑病发病率的研究。一项研究显示，1980 年至 1983

年期间，美国明尼苏达州的银屑病性别、年龄调整发病率大约为 0.60/1000 人年（33）。一

研究调查了 2001-2005 年间意大利的 511532 人的银屑病发病率（成人初次诊断为银屑病）

为 2.30-3.21 例/1000 人年（12）。2012 年，一项为期 2 周的基于医疗咨询的银屑病筛查研究

同时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三个国家进行，银屑病发病率分别为 10.36 例、12.26

例和 15.04 例/1000 人年（34）。 

 

相对而言更多的研究集中于银屑病的患病率。出版文献中可找到 68 篇文章或报告，估算了

20 个国家的患病率（表 1）。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文献提供的数据极难相互比较，由于

它们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而且不同方法有各自的局限性。主要问题在于不同的患病率定

义（点患病率、累计患病率、期间患病率）、银屑病诊断标准（主诉、医生诊断）、研究人群

年龄（仅儿童、仅成人、任何年龄段）和抽样技术（问卷调查、临床检查、临床检查与问卷

调查结合、登记数据）。研究方法的差异必然会影响患病率的结果。不同地区的患病率不同，

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 0.09%（2）到挪威的 11.4%（3）不等。地理纬度与银屑病患病率

呈非常微弱的相关性（35）。银屑病最常见于北欧人群（3，36），在东亚人群中最罕见（37-45）。

一些研究调查了不同种族的银屑病患病率。根据美国 2001 年的一项研究，白人血统、黑人

血统和其他血统的患病率分别为 2.5%、1.3%和 1.0%（14）。另一项美国 2009-2010 年的研究

报告了更高的血统间差异，白人血统、黑人血统、西班牙血统和其他血统的患病率分别为

3.6%，1.9%，1.6%和 1.4%（46）。 

 

 

 

 

 

 

 

 

 

 

 

 

                                                             
1 发病率（incidence）和患病率（prevalence）是两个相关的名词。患病率是指某一人群中患病人数占总调

查人数的比例，而发病率指的是在某一期间（通常为一年）新增的病例除以总人数。 



 

 

表 1. 银屑病患病率研究汇总 

地理位置 研究年份 样本量 估算值 女性 男性 研究对象年龄（岁） 

  儿童     

中国台湾 (39) 2004 4 067 0.00%   6–11 

中国台湾 (38) 2005 3 273 0.00%   6–11 

埃及 (47) 2008–2009 2 194 0.05%   <18 

埃及 (48) 2011–2012 6 162 0.06%   6–12 

德国 (49) 2005 306 020 0.71% 0.76% 0.66% <18 

德国 (50) 2007 1 215 684 0.40% 0.44% 0.35% <18 

德国 (11,51) 2009 293 181 0.45%   <18 

德国 (52) … 16 500 1.37%   0–17 

意大利 (53) 2006 145 233 0.09%   0–14 

意大利 (54) 2012 145 233 0.2%   0–14 

瑞典 (55) 1975–1976 8 298 0.30% 0.50% 0.10% 12–17 

  成人     

澳大利亚 (56) … 1 037 2.30%   … 
澳大利亚 (57) 1996 416 4.5%   ≥18 
澳大利亚 (58) 1997–1998 1 457 6.6% 4.5% 8.9% ≥20 
巴西 (13) 2011 12 000 1.3%   ≥18 
克罗地亚 (59) 1987 6 711 1.21%   >18 
丹麦 (60) 1978 3 892 3.73% 3.29% 4.18% 16–99 
法国(61) 2005 6 887 5.17%   ≥15 
德国 (62) 2004–2009 90 880 2.03% 1.78% 2.24% 16–70 
德国 (63) 2001–2005 48 665 2.10% 1.9% 2.3% 16–70 
意大利 (64) 2003 3 660 3.10%   ≥45 
挪威 (3) 2008 10 302 11.43% 10.8% 12.1% 20–79 
挪威 (65) 1979–1980 14 667 4.82% 4.85% 4.79% 20–54 
挪威 (36) 2000–2001 18 747 6.1%   30–75 
挪威 (66) 1998 8 045 4.2%   19–31 
瑞典 (67) 2004–2005 4 875 3.9%   18–84 
英国 (68) … 58 257 1.3%   18–64 
美国 (14) 2001 27 220 2.21% 2.5% 1.9% ≥18 
美国 (46) 2009–2010 6 216 3.2% 3.1% 3.6% 20–59 
美国 (69) 2003–2004 2 984 3.15% 3.18% 3.11% 20–59 
美国 (70) 1998–2010 121 701  1.32%  30–55 
美国 (70) 1991–2005 116 686  1.37%  25–42 
美国 (70) 1986–2010 51 529   1.25% 40–75 
美国 (71) 2011 799 607 0.51%–1.13%   ≥65 
美国 (72) 2003–2006, 2009–2010 10 676 3.10% 3.0% 3.1% 20–59 
美国 (73) 2001 2 443 1.3%   ≥18 
美国 (73) 2001 21 921 2.5%   ≥18 
美国 (74) 2001–2002 2 619 719 0.91%   … 
美国 (74) 2001–2002 2 872 333 1.06%   … 
美国 (75) 1991–2005 84 039  2.58%  41-58 

  所有年龄段     

中国 (37) 1984 6 617 917 0.123% 0.124 0.168 0–65+ 
中国 (40) … 30 935 1.49%   所有年龄 
中国台湾 (41) 2000–2006 5 864 0.19% 0.16% 0.23% 所有年龄 
中国台湾 (76) 2006 23 000 000 0.235%   所有年龄 
中国 (42) 1974–1981 670 000 0.35%   … 
中国 (43) … 17 345 0.47%   所有年龄 
中国 (44) … 7 747 2.14%   12–20 
丹麦法罗群岛 (77) 1947–1948 10 984 2.84%   所有年龄 
 



 

 

埃及 (78) 1994–1996 8 008 0.19%   所有年龄 

德国 (79) 2005 1 344 071 2.53% 2.57% 2.79% 所有年龄 

德国 (80) 2003 2 238 000 2.0%   所有年龄 

意大利 (81) 2006 4 109 2.9%   所有年龄 

日本 (45) 2010–2011 128 000 000 0.44%   所有年龄 

挪威 (82) 1985 10 576 1.41% 1.45% 1.37% 所有年龄 

挪威 (83) 1991 2 508 1.40%   所有年龄 

挪威(83) 1991 442 1.10%   所有年龄 

波兰 (84) 2005–2009 2 161 832 1.45% 1.46% 1.43% 所有年龄 

葡萄牙 (85) 1994 1 037 1.9%   所有年龄 

西班牙 (86) 1998 12 938 1.43% 1.40% 1.46% 所有年龄 

西班牙 (87) 2013 12 711 2.31% 1.9% 2.7% 所有年龄 

斯里兰卡 (88) 1997 1 806 0.44%   所有年龄 

瑞典 (89) 2001–2007 … 1.35%   所有年龄 

瑞典 (90) 1998–2010 … 1.95%   所有年龄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2) 1994 1 114 0.09%   所有年龄 

突尼斯 (91) … 5 778 0.57%   所有年龄 

英国 (92) 2009 7 520 293 1.87% 1.9% 1.8% 所有年龄 

英国 (93) … 4 390 1.71%   所有年龄 

英国 (94) 1987–2002 7 533 475 1.52%   所有年龄 

英国 (95) … 29 348 2.60%   所有年龄 

英国 (96) 2002–2003 789 335 0.8%   所有年龄 

英国 (97) 1999 252 538 0.73%   所有年龄 

美国 (98) 1971–1974 20 749 1.43%   1–74 

美国 (99) 2009 2 573 5.1%   所有年龄 

注： ... = 无数据.       
 

男女性的银屑病患病率相当（5）。但是，在所有按性别统计的研究中（图 2），一些研究指

出银屑病在男性中更普遍。其中引用的数值无统计学意义。此议题需深入研究，尤其是基因

以及行为因素方面的区别。 

 

 

图 2. 按性别统计银屑病患病率（给出数据统计年份；未出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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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可出现在任何年龄。一些研究显示银屑病的平均发病年龄为 33 岁并且 75%的病例为

46 岁以下（93），其他研究则提出银屑病的发病时间呈双峰分布，第一个峰在 16-22 岁，第

二个峰在 57-60 岁（100）。 

 

银屑病也见于儿童。但是，几乎没有关于银屑病儿童发病率或患病率的研究，仅有的几项研

究显示在中国台湾几乎没有青少年银屑病患者（38,39）而在德国 0 至 17 岁儿童中有 1.37%

的终生患病率（52）。规模最大的关于儿童患病率的研究在 年于德国进行（49）。从一

家医疗保险公司含有 130 万人信息的数据库收集的数据显示

率为 0.40%，并且随着年龄增加，患病率大体呈线性增长。

究调查了 2194 名儿童，发现 18 岁及以下的人群中银屑病患

 

银屑病正在增加还是减少？ 
 

追踪银屑病发病率和患病率的趋势非常困难，原因在于不同

一些国家银屑病的发病率和患病率有明显的上升趋势。198

25 年之后攀升至 0.59%（37,43）。1998 年西班牙的患病率为

2.31%（86,87）。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数据显示，200

增至 3.10%（46,69）。但是，上述研究采用的方法不同，特

因此无法对上升趋势进行明确评估。 

 

关于患病率趋势最具指导性的是一项在挪威特罗姆瑟进行的

列研究（3）。对 1979 年至 2008 年的患病率趋势分析发现主

中）从 4.8%增至 11.4%。 

 

银屑病造成的全球伤残负担 
 

2010 年的全球疾病负担研究（1）尝试量化不同疾病造成的

模型之一是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D

命年（YLDs）与生命损失年（YLLs）之和。一个伤残调整生

 

 

DALY=YLD+YLL           1 DALY=损失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分析结果指出银屑病带来很高的疾病负

均 DALY 约为 1050660，是急性丙型肝炎的 2 倍。图 3 展示

 

 

 

 

 

 

 

 

 2007
，18 岁以下儿童的银屑病患病

2008-2009 年期间，埃及一项研

病率为 0.05%。 

研究采取了不同方法。然而，在

4 年中国银屑病患病率为 0.17%，

1.43%，15 年后公布的患病率为

4 年到 2010 年的患病率从 1.62%

别是银屑病案例定义各不相同，

持续 30 年的以人群为基础的队

诉银屑病终生患病率（同一队列

残疾程度和健康损失。最常见的

ALY）。DALY 等于伤残损失健康生

命年等于损失一个健康生命年。 

一个健康生命年 

担（1）。2010 年全球银屑病平

了各个国家的疾病负担估值。 



 

 

图 3. 每 10 万人银屑病 DALYs 世界地图，数据男女合计且包含各年龄段 

 

来源：IHME GBD 2010（1），有变动 

 

60 岁以下男性和女性的 DALYs 随年龄增加呈线性增长。研究显示 50-69 岁疾病负担最高，75

岁以下男性银屑病患者的疾病负担比女性患者稍高（图 4）。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中，银屑病等慢性皮肤病患者负担是被低估的，这是由于基础疾病的权重

并不来自患者本身。一些研究发现，对于受严重歧视的慢性皮肤病，患者比公众持更加消极

的态度。由此可见，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局限性反应出银屑病患者的主要心理社会问题：其

余人对患者特有的负担缺乏认识。近期关于银屑病和皮肤病疾病负担的出版物相应地指出了

这种矛盾（101,102）。因此，对于不同疾病负担的对比分析需要在主客观负担之间达到更好

的平衡。 

 

 

 

 

 

 

 

 

 

 

 

 

 

 



 

 

图 4. 每 10 万人银屑病 DALYs 分布图，按性别和年龄段 

 

 

 

 

 

 

 

 

 

 

 

 

 

 

 

 

 

 

 

 

 

 

 

 

 

 

来源：IHME GBD 2010（1），有改动 

 

数据的缺乏 
 

完善的流行病数据对于疾病控制和卫生事业计划来说必不可少。本章列举了银屑病数据的诸

多空白，皮肤病仍是最被忽视的流行病研究领域之一。需要高质量的银屑病发病率和患病率

的数据来帮助了解疾病的规模和分布情况。现有的患病率数据仅仅来自 20 各个国家，这表

示对银屑病的了解还有很多地理上的缺口，特别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地区。为了对比不同地

区银屑病的发病和患病率及它们的趋势，需在不同地区采用同一方法收集数据，收集方法应

具有可重复性。需制定标准化的测量方法，包括统一的诊断评估、“成人”的明确定义以及

病例发现方法，这为银屑病等皮肤疾病提供更深入的了解。银屑病疾病负担的估算，譬如

2010 年的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应基于改进的、更加以人为本的方式。这不仅需要考虑通用

的估算方式，更要重点估量疾病特有的负担。 

 

 

 

 

5 岁以下      5-14 岁       14-49 岁        50-69 岁     70 岁以上 

男
性+

女
性 

女
性 

男
性 

男
性+

女
性 

女
性 

男
性 

男
性+

女
性 

女
性 

男
性 

男
性+

女
性 

女
性 

男
性 

男
性+

女
性 

女
性 

男
性 

男性 

女性 

男性+女性 



 

 

第三章：银屑病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 
 

引言 
 

银屑病是一种慢性的、非传染性的、疼痛的、毁

容的、致残的疾病，无治愈方法，无单一典型的

临床征象。它有多种表现形式。除皮肤和指甲外，

病人也可能患上炎性关节炎（银屑病性关节炎）。

银屑病患者有更高的几率患上心血管疾病和其

他的非传染性疾病（NCDs）（103）。此外，银屑

病也会影响精神健康，患者会受到严重的社会歧

视。 

 

超过 40 种不同的手段用来评估银屑病的严重程

度（104）。常用方法包括银屑病面积与严重程度

指标（PASI）和医生整体评价。医师根据鳞屑、

发红程度、皮损厚度或受银屑病影响的表皮面积

来评估疾病严重程度。生存质量（Qol）的评估

也相当重要。 

 

 

 

 

 

皮肤和指甲 
 

根据皮损类型和位置、发病年龄以及病程，银屑病有几种临床分类（表 2）。 

 

银屑病最常见的症状（105）有： 

 

 皮肤鳞屑：92% 

 瘙痒：72% 

 红斑：69% 

 疲劳：27% 

 肿胀：23% 

 烧灼感：20% 

 出血：20% 

 

另一研究显示：89%的患者在非头皮的部位有剥落和鳞屑现象，62%的患者在头皮有剥落和

鳞屑。87%有瘙痒，74%有皮疹，62%皮肤疼痛，58%有出血现象，57%有红疹，49%病情加

重，42%关节疼痛，39%皮肤皲裂，34%皮肤干燥，32%身体不适，28%有灼烧感，22%指甲

病变（7）。 

女性，南非：“我从 26 岁患上银屑病，现

在我 54 岁。由于症状最早出现在头皮上，最

初我以为是头皮屑。因为（‘头皮屑’）非常明

显，我的同事给我推荐了各式各样的洗发水。

后来我的身体上也出现了症状，去看了皮肤

科，医生告诉我这是银屑病。我用了药膏但是

没有帮助。我把皮肤都遮起来防止别人看到，

我也开始在工作时戴围巾。我觉得自己像个异

类，因为大部分工作环境不允许带围巾。那时

候我觉得银屑病是一种羞于启齿的疾病，因为

人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对你做鬼脸、问愚蠢

的问题或者嘲笑你。今天这种情况仍然在发

生。” 

 

来源：南非银屑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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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文献，指甲银屑病的患病率占所有银屑病病例的 4.2%（8）到 69%（9）。指甲银屑病可

伴随皮损发生或单独发生。指甲银屑病不仅影响美观，而且限制了手灵巧度。指甲银屑病可

为急性或慢性，有不同的严重程度。可损害单个指甲或破坏全部指甲甚至脱落（图 5）。 

 

图 5. 指甲银屑病 

 
 

©Matthias  Augustin,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Hamburg. 

 

指甲银屑病可成为真菌或细菌感染的诱因，发生比例占指甲银屑病病例的 4.6%至 30%（107）。 

 

指甲银屑病患者跟无指甲损伤的银屑病患者相比有更加糟糕的银屑病严重度评分（108）。此

外，他们拥有更低的生存质量和更多不宜工作的天数（108）。这些患者更易入院且更易患上

银屑病性关节炎。 

 

银屑病性关节炎 
 

除了皮肤之外，银屑病还伴有炎性关节炎称为银屑病性关节炎，损害脊椎关节和其他关节。

此关节炎发病时血液中不含特异性抗体（血清阴性脊柱关节病）。类风湿因子（类风湿性关

节炎的特异性抗体）也呈阴性。 

 

1.3%（6）至 34.7%（7）的银屑病患者患有银屑病性关节炎。无关于性别差异的数据。美国

人口中，相比其他种族，银屑病性关节炎在白种人中更高发（109）。两项在德国连续进行的

大型研究评估了 2005 年和 2007 年皮肤科临床中风湿科医生诊断的关节炎患病率分别为

20.6%（10）和 19.6%（110）。 

 

尽管临床症状不尽相同，周围型关节炎、脊柱炎、起止点炎（腱插入骨骼出炎症）、指关节

炎和趾炎（手指或脚趾剧烈肿胀）最为常见（图 6）。银屑病性关节炎可导致慢性疼痛和关

节变形。银屑病性关节炎患者相比无关节炎的银屑病患者身体适宜性更低（22）。银屑病性

关节炎的发作通常伴有长期皮损，在无银屑病的情况下罕有单独发作。 

 

 

 

 

 

 



 

 

图 6. 银屑病性关节炎 

  
©Matthias Augustin,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Hamburg. 

 

 

伴发疾病 
 

许多研究报告了银屑病与其他严重的全身性疾病共存，最常提及的有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疾

病包括高血压、血脂异常和糖尿病、克罗恩氏病。甚至，银屑病患儿相比其他健康儿童或散

播性神经性皮炎患儿，患合并症的比例更高（11，49）。 

 

大部分出版物探讨了心血管疾病和银屑病的关联。银屑病患者拥有更高的亚临床动脉硬化和

血管炎症的负担（111）。这些患者有明显高于健康人群的血脂水平，包括甘油三酯和总胆固

醇（112）。另外，银屑病也伴有心房颤动和中风风险，在年轻患者中更为严重（113）。但是

在现阶段，银屑病是否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还未知。 

 

已证明肥胖和体重增加是银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吸烟是另一风险因素（114）。代谢性疾病、

抑郁和勃起功能障碍在银屑病患者更为常见（115）。在一些疾病的部分患者中，银屑病是非

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116）。尽管有许多关于银屑病与合并症关联的研究，

一些伴发疾病的因果关系和独立性尚不明确，需深入探讨（117，118）。 

 

心理与精神健康 
 

银屑病不仅是一种疼痛的、伴有明显躯体症状的致虚弱疾病，它还会带来多方面的精神创伤。

种种原因可摧毁银屑病患者的心理健康。当银屑病出现在脸部或手等显眼的部位时，患者的

生活会变的尤其困难。相关的心理问题会影响日常的社会活动以及工作。它会引起尴尬、缺

乏自尊、焦虑和抑郁症（24，25）。银屑病患者经历着愤怒和无助，与其它疾病患者相比他

们有更强烈的自杀倾向。一项调查了 127 位银屑病患者的研究显示，9.7%的患者希望死去，

5.5%的患者在调查期间有主动的自杀念头（119）。 

 

 

 



 

 

工作场所的影响 
 

在工作场所，对无保护措施身体部位的机械或物理作用可诱发或加剧银屑病（120）。在有职

业性手部皮炎的患者中，银屑病占发病原因的 3.8%（121）至 6.5%（122）。工作可能会恶化

病情，因此穿戴特制手套和其他个人防护装备可减少损伤，使患者能够继续工作（121，123）。 

 

社会参与 
 

银屑病会影响家庭、学校、工作以及两性关系，降低

生活质量，导致心理性紧张（15，17-19，32，124-128）。

患者饱受歧视，被排斥于学校、工作场所和游泳池等

正常的社会环境之外。因此，他们避免参加社会活动，

常感受到孤独、孤立和缺乏吸引力，常有挫败感。 

 

美国的一项研究评估了患者生活在哪些方面受到了最

多的痛苦（7）。研究涉及 7 个方面：情感（心情、感

受）；社会（朋友、活动）；家庭（活动、责任）；专业

（工作、职业）、身体功能、性亲密性以及教育生活。

结果显示，银屑病影响了 98%患者的情感生活、94%

的社会生活、70％的家庭生活、68%的职业生涯、38%

的身体功能、17%的性亲密性、21%的教育生活。银屑

病性关节炎患者中以上数据的比例更高。 

 

在生命的相当一部分时间里，疾病所导致的机会丧失、

带来的负担是累积性的，许多情况下是不可逆的。 

 

 

 

社会经济负担 
 

在银屑病患者中，功能损伤、职业生涯的机会丧失、治疗费用的增加大大加重了个人层面的

社会经济负担（129-131）。对于患者和医疗系统来说，银屑病都带来了不小的花费。2008

年美国银屑病年支出为 115 亿美元，其中患者的付现成本占疾病总支出的 55%（132，133）。

美国的调查数据显示，每个银屑病患者每年的现金支出成本为 2528 美元，其中处方药以及

非处方药的花费占 34%（134）。在瑞士，非卧床护理患者 2005 年每人的现金支出成本从轻

度银屑病的 600-1100 瑞士法郎到重度银屑病的 2400-9900 瑞士法郎（135）。 

 

 

 

 

 

 

 

 

    Gary是一个23岁时发病的慢性银屑

病患者，他对游泳有着与生俱来的热情。

由于游泳者的投诉，Gary 无法进入公共

游泳池。即使救生员知道银屑病不会通

过水传播，他们对此也无能为力。适度

的日光浴对银屑病有好处。在一个周日

上午，Gary 来到一个公园准备进行日光

浴。当 Gary 露出带有红色斑块的皮肤，

一个小女孩的妈妈马上带着她的女儿走

开了。Gary 试图向她解释银屑病不会传

染，但这位年轻女士对此充耳不闻。 

 

 

来源：©香港银屑病患者协会 



 

 

银屑病导致的工作能力丧失程度随银屑病的

加重而增加。在德国的一项研究中，银屑病

患者雇员因银屑病损失平均 4.9 工作日／年

（23）。重度银屑病的住院率几乎是轻度银屑

病的两倍（136）。此外，重度银屑病患者有

更多的工作或学校缺勤天数（136）。 

 

在社会层面，由于银屑病的高患病率以及巨

大的直接和间接支出，它给纳税人、患者和

社会带来了相当大的经济负担（129，131，

137，138）。 

 

 

 

 

评估银屑病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除评估临床表现外，健康相关生活质量

(HRQoL)指标也是评估患者健康水平的

重要因素。QoL 工具帮助患者在自身角

度估算疾病对于身体、精神、功能和社

会健康的影响。皮肤生活质量指数

（DLQI），除去其在方法学方面的局限

性，是现阶段最为常用的评估不同皮肤

疾病患者 QoL 的方法。 

 

银屑病患者的 HRQoL 显著降低。HRQoL

的降低与疾病严重程度、性别、年龄、

损伤部位、合并症（如关节炎）以及心

理压力有关。治疗负担和日常所需治疗

时间是降低 HRQoL 的主要因素（139）。

有一些研究显示女性的 QoL 更易受影响

（139），其他研究则未发现性别间的区

别。相反，一项在伊朗进行的研究显示，

相比女性患者，银屑病对男性患者 QoL

的负面影响更甚（男性 DLQI11.0，女性

DLQI7.0）（21）。此研究也指出，患病部

位面积越大，对 QoL 的影响也越大。当

颈部或者手部患病时，QoL 受到的负面

影响最大。患病部位在腹股沟时，对 QoL

的影响最小。 

 

 

 

Jimmy，美国人，重度银屑病患者，银屑病影

响了他 90%的身体部位。他手上疼痛的银屑病斑

块让他失去了工作能力，他现在变得无家可归。

他被收容所拒之门外，因为员工担心他的皮肤损

伤有传染性。Jimmy现阶段没有接受任何有效的治

疗。他每天不但要努力自理生活，还要对付皮肤

的疼痛。 

 

来源：美国国家银屑病基金 

Astride，女性，荷兰人。“在年轻时患上严重的皮肤病

让人难以接受。得了银屑病就意味着在教室里没人愿意挨着

你坐，意味着从来没收到过生日聚会的邀请，意味着没人愿

意参加你的生日聚会，意味着你无法参加游泳课，意味着你

无法加入运动社团，等等等等。我爱上了一个非常好的男人。

他了解银屑病，因为他的整个家庭都患有银屑病。我们结婚

之后，我们决定不要孩子。我们都患有银屑病，不想把它带

给孩子。我们不想冒险让孩子有一个糟糕的人生。这个决定

非常困难。不要孩子意味着家里从来没有孩子的身影，没有

朋友串门，没有儿媳和女婿，没有孙子孙女。圣诞晚餐也只

有我们夫妻俩。找工作也非常困难，没人想要银屑病患者。

另一个难题是找房子。我们曾经想买下一栋房子，由于患有

慢性疾病，我们无法申请贷款。现在我们必须支付昂贵的租

房费用，这意味着我们没有时间休假。等等。实际生活中还

有许多难题。理发对我来说也是麻烦事。理发师不喜欢患有

银屑病的人。逛街买衣服时，店员不允许我试穿。在试衣间

时，即使衣服不合身也不允许我退还，我必须买下它们。假

如我没有银屑病，我的人生可能完全不同：我也许会住在一

栋漂亮的房子里，我们也许会有儿女和孙子孙女，也许我有

一份与专业相关的工作。没有银屑病，我们也可以过上正常

的生活。 

 

来源：Psoriasis Vereniging Nederland 



 

 

一项调查了欧洲大量银屑病患者的研究显示，银屑病严重程度越高，对患者的总体影响就越

大（105）。对于 15%轻度银屑病患者、23%中度银屑病患者和 51%重度银屑病患者来说，银

屑病是一个严重问题。此外，48%的患者称银屑病导致的残疾对日常生活和活动有一定影响。

残疾在较小程度上影响了职业、上学和朋友关系。银屑病对一些日常活动有消极影响，包括

服装选择（54%）、沐浴次数的增多（45%）、经常洗涤/更换衣物（40%）、体育活动（38%）、

睡眠障碍（34%）、限制工作/学校活动（27%）、性交困难（27%）和社会关系（26%）。另一

项马来西亚的研究得到了类似结果，仅有 5.6%的患者认为银屑病对他们的 QoL 没有影响

（22）。德国的一项研究也发现银屑病会对大部分患者的 QoL 产生负面影响，仅有 15.2%的

患者认为银屑病对他们的 QoL 没有影响（23）。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许多研究中，生活质量降低

程度和临床严重程度的相关性较弱，这表明银屑病

对患者的影响不仅仅来源于皮损的严重程度

（141）。另外，对于银屑病的歧视和 QoL 负担会持

续影响患者的生活。银屑病导致的慢性残疾叫做

“银屑病累计生命过程损伤”（CLCI）（20）。CLCI

是银屑病护理治疗中的重要概念，它指出从儿童时

期持续到老年的慢性疾病可导致不可逆转的负担

以及机会丧失。因此，即使患者没有威胁生命的病

症或者身体疤痕时，也应及早进行干预和科学治

疗，以避免患者长期遭受痛苦，防止疾病进展和CLCI

指数的上升。在实践中，可检测 CLCI 高危患者的指

标，尽早治疗，预防 CLCI（142）。 

 

银屑病对 QoL 影响的研究使用的方法大相径庭，因

此无法准确地比较研究数据。QoL 评估使用了不同

的指标，数据收集也采用了不同的工具（例如，自

填式问卷、电话采访、医生填写的调查问卷），患

者来自不用年龄段和不同种族。尽管如此，文献资

料一致认为银屑病导致了 HRQoL 的降低。此外，在

几乎全部临床研究中，有效的治疗方法可改善

HRQoL（31）。HRQoL 与患者对治疗的满意度也有关

联（143）。 

 

当然，影响患者生存质量的因素因人而异。另外，

银屑病对单个患者的影响在不同阶段也会不同。人

口研究让我们大致了解了影响银屑病患者 QoL 的各种因素。 

 

 

 

 

 

 

 

Dai，26 岁，中国人。患有红皮

病型银屑病和脓包型银屑病。Dai

从来没有过正式工作。现在他在

网上售卖蜂蜜，但还是需要依靠

父母的经济支持维持生活和支

付治疗费用。2015 年他的母亲带

他去医院的路上，他们被出租车

司机拒载，旅馆老板拒绝他们入

住。 

 

 
 

来源：美国国家银屑病基金 



 

 

 

第四章：改善银屑病患者的护理质量 
 

银屑病管理原则 
 

银屑病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慢性的、无法治愈的疾病，无法预测其症状和诱因。患者须接受

终生治疗，因此，所有的治疗方法必须符合高质量标准，不但应该有效，并且要保证长期使

用也安全保险。由于银屑病的病因尚不明确，现有的治疗方法都基于控制症状。治疗方法包

括局部治疗、全身治疗以及光线疗法。治疗目的也包括减轻疼痛、减少关节炎带来的行动不

便以及缓解其他症状。 

 

银屑病患者护理非仅仅包含管理皮损和关节损伤。银屑病的复杂性意味着单靠处方药是无法

有效控制病情的，而需要整体的、针对患者全身的医疗护理。银屑病的管理也包括筛查伴发

疾病，像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及其并发症例如心肌梗塞和中风（图 7）。

银屑病患者更易患抑郁症和焦虑症，有更强烈的自杀倾向。定期筛查这些伴发疾病以及筛查

联合用药可防止药物相互作用或防止药物诱发的银屑病，辨别疾病诱因并对症治疗也是银屑

病管理的重要方面。 

 

拥有发达的社会和医疗系统的国家的银屑病管理流程（图 7）经适当修改可用于本土医疗环

境。患者需要心理治疗、病人教育和精神疗法等心理社会干预方法（144,145）。患者也可进

行一对一治疗、集体治疗、护理干预（26）以及电话支持或远程医疗（146）。患者的配合是

一个治疗方案成功进行的关键（147），对于其他慢性皮肤病来说也是如此（123）。 

 

图 7. 银屑病管理流程 

UV=紫外线 

来源：Mrowietz et al. 201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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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皮肤损伤 
 

主要有三种治疗形式：局部治疗；光线疗法；全身治疗（表 3）。治疗方法的选择基于银屑

病的严重程度。轻度银屑病通常采用局部治疗，若效果不佳再使用光线疗法。中度至重度银

屑病需要全身性治疗。常用一线药物包括甲氨蝶呤、环孢素、阿维 A 和依曲替酯。一些国家

也使用生物制剂和延胡索酸酯（148）。除维甲酸外的银屑病治疗方法的目的均为抗炎，减缓

表皮角质细胞更新速度和平整斑块。许多国家的其他一些治疗方法也起到了显著作用，包括

中药、使用非处方药自行治疗以及气候疗法。 

 

表 3. 银屑病治疗方案 

局部治疗（应用于皮肤的药膏、

霜剂、洗剂、凝胶或泡沫） 

维生素 D3 类似物 

糖皮质激素 

（例如倍他米松和氢化可的松） 

地蒽酚/二羟蒽酚 

局部用类视黄醇 

光线疗法（紫外线疗法） 

全身性治疗（药片、注射/输液） 甲氨蝶呤 

环孢素 

阿维 A 

生物制剂 

口服小分子 

 

世卫组织标准处方集（149）包含小部分银屑病患者可使用的局部和全身性用药，可参考作

为各卫生系统配备的最低标准（表 4）。 

 

表 4. 世卫组织标准处方集包含的银屑病治疗药物 

核心处方集 1
 

抗炎止痒药 
倍他米松 乳霜或药膏: 0.1% (戊酸盐) 
氢化可的松 乳霜或药膏: 1% (醋酸盐) 
影响皮肤分化和生长的药物 
煤焦油 溶液: 5% 
氟尿嘧啶 药膏: 5% 
水杨酸 溶液: 5% 
尿素 乳霜或药膏: 5%; 10% 

补充处方集 2
 

全身性用药 3
  

甲氨蝶呤 药片: 2.5mg (钠盐 ) (关节疾病) 
环孢素 胶囊: 25mg (免疫抑制) 

1 基础医疗设施最低药品配备 
2 需要专业的诊断、监测、培训及护理 
3 世卫组织标准处方集并未指定此类药物治疗皮肤疾病，药物作用已于上表提及。 

 

来源：WHO 2015（149） 



 

 

为了保证疗效和安全，必须依照指导方针进行安全监测。需通过药品安全备案，特别是使用

新药时，对患者进行长期随访。现有欧洲银屑病指南和 NICE 指南（150-152）等一系列银屑

病治疗指导方针。 

 

患者整体治疗：不仅仅是皮肤损害 
 

单靠治疗皮肤症状无法有效地控制这种复杂

的疾病，这是因为银屑病症状不可预测，并且

有各种表现及伴发疾病。 

 

第三章指出许多银屑病患者会患上银屑病性

关节炎，因此需及早筛查患者的早期关节情

况。如果被确诊为银屑病性关节炎，应尽早开

始治疗防止病情发展和关节损伤。由于银屑病

性关节炎会随时间发展，筛查需定期重复。现

阶段已开发一系列工具来帮助检测银屑病性

关节炎的早期征兆（153）。 

 

 

了解银屑病的诱因 
 

现阶段已经找到导致银屑病初期症状或稳定慢性病突然爆发的一系列诱因。了解这些诱因并

尽量避免是银屑病管理的重要部分。 

 

各国的一系列研究显示，肥胖/超重是银屑病的重要诱因（114）。研究提到肥胖的银屑病患

者经减肥手术后体重明显下降，皮损也随之改善（154-156）。肥胖会使银屑病治疗的疗效降

低（157，158），这也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减重干预需成为银屑病管理的

一部分。 

 

吸烟是银屑病的另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114），因此医疗机构需提供戒烟咨询处。某些感染

也会诱发银屑病。链球菌咽喉感染会恶化或诱发银屑病（159）。牙周炎病人患上银屑病的几

率更高（160）。复发性扁桃体炎成人患者经扁桃体切除术后，银屑病病情有所改善，所需治

疗减少（159）。任何来源的压力都会恶化成人和儿童银屑病患者的病情（161）。 

 

优质护理的壁垒 
 

银屑病患者在与医生和医疗机构打交道时会面临诸多障碍。皮肤病患者常常遇到此类障碍，

包括非皮肤病专家对皮肤病缺乏认识、治疗费用高昂以及欠完善的医疗条件。许多低收入和

中等收入国家缺少皮肤病专科医生，由于地理距离和差旅费用的限制，转诊非常困难。银屑

病患者也会遇到他们特有的障碍，例如人们对于银屑病是传染病的固有成见，这导致了公共

意识的缺失以及公众的误解。坚持银屑病治疗具有挑战性，不理想的银屑病管理可能是由于

缺乏治疗的持续性（162,163）。 

 

 

女性，苏格兰人。“我在 13 岁时被诊断为头皮银屑病。

我不得不每天晚上使用又黏又脏的药膏，这对一个青

少年来说太糟糕了。我在 26 岁时被诊断为银屑病性关

节炎。医生给我开了抗炎药，但是手、脚、膝盖、脚

踝、手腕的变形持续了多年，既肿又痛。当时我觉得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当时情况确实如此。现在我的

脚和脚踝都变形了，我无法走得很远。我不得不接受

大范围的脚部手术。 

 

来源：Psoriasis Scotland Arthritis Link Volunteers. 



 

 

欠完善的医疗条件 
 

根据世卫组织 2015 年的卫生数据，许多国家

仍然缺乏完善的医疗条件（164）。21 个成员

国的每万人医生密度≤1，65 个成员国≤10。

值得注意的是，77 个成员国没有医生密度的

数据，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医疗条件可能更

加恶劣。另外，大部分低资源医疗机构的基

本药物配备情况不容乐观。 

 

许多慢性疾病，包括银屑病患者面临的另一

大难题是公共医疗经费不足以及高昂的现金

支付花费。许多国家为其国民配置的基础医

疗经费仍短缺。根据世卫组织提供的全球卫生支出图谱，提供基础的救生医疗服务每人每年

至少需要 44 美元（165）。世卫组织 2015 年的卫生数据显示，25 个 WHO 成员国在 2012 年

的支出少于 44 美元（164）。 

 

上述数据反映了银屑病患者面对的基本问题。缺乏完善的医疗条件意味着没有诊断、没有治

疗、任疾病自由发展和致残。卫生专业人员的短缺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缺乏对银屑病的公

共意识、对银屑病患者的排斥和歧视。 

 

卫生专业人员缺乏对银屑病的认识 
 

专科医生的短缺导致全科医生缺少专业支持，全科医生因此成为公共卫生服务的唯一提供

者。全科医生及其他医疗保健机构缺乏足够的培训导致了对银屑病缺少认识（166）。由于缺

乏对银屑病及其合并症的意识，无法对疾病做出全面诊断，患者从而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

欧洲银屑病护理白皮书（167）强调了提高对银屑病认识的必要性。 

 

医疗条件欠完善的地区，专科医生例如皮肤病专家、风湿病专家、精神病专家、心脏病专家、

儿科专家必然短缺。在理想情况下，患者需要与以上专家接触以保证全面的治疗并预防可能

出现的合并症。 

 

 

 

 

 

 

 

 

 

 

 

 

 

Dale，50+，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人，每天都

在重度斑块银屑病的煎熬中度过。他本来是一位

经验丰富的建筑工人，由于双手肿胀，疼痛剧烈，

他不得不放弃工作。他目前住在哥哥的后院，靠

打零工维持生计。他数次向政府申请残疾证，但

都被驳回。由于他没有保险，他无法接受现有的

许多有效的治疗方法。 

 

来源：美国国家银屑病基金 



 

 

缺乏标准化的诊断手段与治疗方法 
 

指导方针和有效的诊治手段对于银屑病的全面诊断和提供正确的治疗至关重要，而他们的缺

乏是银屑病患者面临的又一难题。这会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痛苦，会导致疾病无法控制、不

可逆转的关节变形以及残疾。此外，患者通常缺乏全面的、个性化的护理方案。即使在有指

导方针的国家，也很少按照指导方针进行诊疗（167）。但是，有证据显示，假如医疗机构在

临床实践中落实指导方针，银屑病人的护理质量会有所提高（171，172）。 

 

医疗支出和基础药物 
 

银屑病等许多皮肤病的治疗花费高昂，需持续终生，

且无法通过全民医疗保险报销。患者和他们的家庭

预算通常无法承担自费治疗，尤其许多患者由于健

康原因和歧视无法从事专业工作。根据世卫组织提

供的全球卫生支出图谱，每年有一亿人由于需要直

接支付医疗费用而返贫（165）。尽管世卫组织标准

处方集包含治疗银屑病的药物，许多国家的患者无

法获取这些药物，或无法报销购买这些药物的费用

（166）。 

 

银屑病药物价格差异巨大------从相对便宜的局部用

皮质类固醇到更昂贵的生物制剂（168）。近期研发

的生物制剂为银屑病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方法，但是其价格高于传统的全身性药物和光线疗

法（169，170）。2000 年至 2008 年间全身性治疗支出分析显示，药物价格上涨的速度超过

了一般通货膨胀（170）。 

 

由于银屑病是一种慢性疾病，治疗花费会随疗程延长而增加。治疗花费无论是由患者本人还

是政府和医疗保险支付，高额的慢性病治疗费用对总体医疗支出来说是巨大的负担。药物生

产商应和消费者和管理者沟通，为患者提供更低价的药品，尤其是新型全身性药物。甚至普

通的局部药物和甲氨蝶呤与环孢素等较低廉的全身性药物，对于低配置的医疗机构来说也是

较大的负担。 

 

坚持治疗的困难 
 

无法坚持治疗是银屑病患者面对的又一障碍。疾病反复发作、药物副作用和高昂的治疗费用

都会导致患者停止治疗。患者无法坚持治疗，因而无法获得最佳疗效（162,163）。患者坚持

度与治疗的不满意度和精神病发病率呈负相关（143）。局部治疗的坚持度最低，包含生物制

剂的全身性治疗的坚持度也相对较低（30）。对于药物使用方法缺乏沟通、对于可能的副作

用缺乏认识和对于改善速度和程度的错误认识，都可能导致患者不能坚持治疗。 

 

 

 

 

 

男性，南非：“我认为我面对的主要问

题是医疗保险无法支付某些治疗费用，因

此要改善我的皮肤状况需要高额的花费。

由于医疗救助停止了对我的治疗的资助

（且没有及通知我们）这让我的家庭欠了

皮肤科专家一大笔债。最终，我放弃了皮

肤治疗。因此，我皮肤面积的 65%到 75%

都覆盖着鳞屑。“ 

 

来源：南非银屑病组织 



 

 

歧视 
 

对于银屑病人的歧视可直接影响他们是否能够得到妥善的医疗救助。许多大众都认为银屑病

是传染病，这对处于医疗机构和药店等公共场所的银屑病患者造成了困扰。无法正常工作导

致他们无法支付医疗费用，他们也无法参与社会来提高幸福感和改善生活方式。公众对银屑

病认知不足，例如银屑病是传染病的成见，导致对于银屑病患者的排斥，使他们缺乏自尊、

引起抑郁症甚至自杀。 

 

我们能做什么？ 
 

可通过几个关键方面降低银屑病对患者生活的负面影响。包括：（i）确保全民医疗保险覆盖

皮肤病的治疗；（ii）开展公益活动和培训，目的在于提高医疗机构和社会对于银屑病的认识；

（iii）增加对银屑病病因的研究；（iv）研发针对病因的新型药物。 

 

普及医疗服务和基础药物 
 

实施全民医疗保险尤为重要。2030 年可持续性发展目标明确包含了全民医疗保险，这一决

定于 2015 年 9 月 25-27 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高级别全体会议经全部联合国成员国通过。

成员国表示他们会在 2030 年前实现全民医疗保险，包括金融风险保护、完善基础医疗服务、

为全民提供安全、有效、优质且不昂贵的基础药物与疫苗。成员国表示他们会支持非传染病

以及主要影响中低收入国家的 NCDs 疫苗和药物的研发工作，并且对全民开放这些药物。此

外，他们表示会持续增加医疗拨款以及在低资源医疗机构召集、发展、培训和保留卫生人力

资源，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全球承诺为全民提供医疗保险对改善人民生活，尤其是对银屑病等慢性病患者的生活有重大

意义。支付得起基础医疗费用、为银屑病进行诊治、得到尽早和适当的治疗、不昂贵的药物

的长期供应会显著减少银屑病导致的不必要的负担。加强卫生医疗团队建设意味着会有更多

经过专业培训、了解如何管理皮肤疾病的全科医生。 

 

患者需求与治疗目标 
 

全球的银屑病患者都急需缓解皮损以及心理负担的手段（139）。除了消除可见症状的需求外，

患者还有其他方面的需求，包括愈合生殖区域等隐私部位的损伤、缓解瘙痒和疼痛、更多的

参与社会活动、改善工作生活和个人生活中的职能（图 8）。需评估治疗方法是否能改善伴

发疾病。以上需求可作为优化治疗的评估标准（173）。临床研究的结果无法完整反映银屑病

治疗的疗效，这是因为它们大部分都集中于一些主要终点和次要终点。相反，基于患者相关

疗效终点的研究能更好地反映患者的看法，即患者报告结局。 

 

 

 

 

 

 

 



 

 

图 8. 患者对于银屑病治疗各需求的重要程度 

 

银屑病治疗的患者需求（%响应） 

 

来源：Blome et al. 2011（139），来源于 2007 年及 2008 年德国国家卫生保健研究（n=4458） 

 

以人为本的护理 
 

银屑病等慢性疾病和复杂疾病的患者需要医疗卫生系统把他们当做正常人看待。但这在妇幼

保健医院或急性传染病医院等医疗机构更难实现。各国的医疗系统必须进行基本范式的转变

来应对银屑病和其他主要 NCDs 等慢性复杂疾病和多种合并症带来的日益增加的负担。 

 

世卫组织在全球建立的以人为本的综合医疗系统的战略要求转变医疗机构筹资、管理和服务

提供模式（174）。战略展现了激励人心的愿景：医疗卫生系统保障全民，满足患者需要、安

全、有效、及时、高效、优质；医疗卫生服务为患者的一生提供持续保障，综合满足患者健

康需求。以人为本的医疗服务会采纳个人、家庭和社会团体的意见，把他们当成医疗系统的

参与者和受益者，以人道的方式全盘回应他们的需求和偏好。良好的教育以及支持可帮助人

们参与自己的医疗护理过程并作出正确的决定。无论是低、中、高收入国家还是冲突分裂国

家、小岛屿国家以及大联邦国家，以人为本的综合性医疗系统会为所有国家带来诸多益处。 

 

 

快速修复皮肤 

治愈所有皮损 

治疗效果有保证 

置疾病于可控范围内 

明确的诊断和治疗 

不担心疾病会恶化 

减少看医生和去医院的次数 

无瘙痒 

缩短日常治疗时间 

正常生活 

不会为在公共场合暴露皮肤感到不便 

更好的享受生活 

减少付现支出 

正常参与休闲活动 

减少治疗药物的副作用 

无皮肤烧灼感 

感到不那么沮丧 

提高日常生活生产力 

减少人际关系的负担感 

无疼痛 

减少亲人和朋友的负担 

有正常的性生活 

与其他人有更多接触 

更高的睡眠质量 

能够正常工作 



 

 

对于银屑病患者来说，以人为本的医疗系统意味着全科医生会全面评估和考虑患者需求，包

括银屑病病情和患者的其他健康问题。全科医生会将病人转交至皮肤病专家进行会诊（或利

用皮肤科远程医疗会诊寻求专家帮助）。基础医疗的提供者能够基于患者咨询整合各科专家

的力量，包括皮肤病专家、风湿病专家、心脏病专家和精神科专家。此外，如果无皮肤科专

家，全科医生需要监测治疗进程，一旦病情反复，需将病人转诊至相应专家。 

 

 

方框 1. 国家层面改善银屑病护理的典型案例：德国的经验 

 

 

 

 

标准化手段、诊断和治疗 
 

医疗机构和皮肤科专家应该采用标准化的手段评估银屑病的严重程度和疾病对 QoL 的影响。

医学界应对标准化的银屑病分类和统一评估手段达成共识。这包括编写银屑病诊断的标准及

指导方针，包括英国（152）和南非（176）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制定了以上文件。另外，也

需要制定治疗银屑病的指导方针，包括可在低配置医疗机构实施的临床治疗方案。 

 

 

 

 

 

 

 

 

 

德国的经验是通过大型计划改善银屑病患者医疗条件的一个案例。改善银屑病患者的护理

条件的计划始于 2005 年，首先对银屑病医疗的质量、结果与潜在障碍做系统性的分析

（172）。一系列国家卫生保健研究结果揭露了现代药物的严重短缺、缺乏国家级指导方针

以及存在大量重度患者等现状。2006 年编写了银屑病治疗指导方针，在地区银屑病网络

中系统性地实施指导方针并作出评估（172）。在对初始方案进行少数改进之后，公布了

2010 年至 2015 年银屑病护理的国家目标，得到了皮肤病协会、患者团体和决策人的广泛

共识。目标包括：（i）为患者提供更高的 QoL；（ii）尽早发现银屑病性关节炎并进行妥善

处置；（iii）其余合并症；（iv）为银屑病儿童提供更好的医疗条件。 

 

全国共建立了 28 个地区性银屑病网络，为银屑病患者整合了由皮肤科专家组成的高质量

医疗队伍。随机抽取的 2014 年跟踪数据显示，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和 QoL 明显改善，非

直接支出和丧失工作能力天数也明显降低（172）。这表明，一旦医疗机构和患者达成共识，

就可以成功实行标准化的、目标导向的、在患者层面和医疗系统层面沟通的系统性计划。

此国家计划成为了欧洲银屑病白皮书的典型案例（167），也可服务于其他国家，帮助管理

其他慢性（皮肤）疾病。 

 



 

 

壮大卫生医疗人力资源 
 

银屑病的诊断和管理需要基础医疗机构提高技能和扩充人力资源。大部分银屑病患者，特别

是中低收入国家的患者，无法得到皮肤病专家的诊治。医疗卫生机构组织需对中低收入国家

的医师和护士、社区卫生工作者等其他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提供教育和培训。皮肤科远程会诊

等医学手段的发展可帮助缺乏皮肤科专家的国家对患者进行更快速地皮肤科诊断。方框 2

举例描述了卫生机构工作者的培训计划。 

 

方框 2. 位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地区皮肤病培训中心 

 

 

增加患者自主权 
 

患者组织和民间团体在改善银屑病患者处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代表患者、政府和决

策者宣传决议 WHA67.9 中关于银屑病的部分，并监督决议及其建议的实施情况。患者组织

帮助建立了互帮互助团体、开展公益活动，提高社会对于银屑病的认识。 

 

 

 

消除偏见和歧视 
 

世界范围内众多的银屑病患者正遭受社会和工作的偏见与歧视，因此政府需采取措施来消除

公众对于银屑病的错误认知，包括开展大范围的社会公益活动，目的在于提高对银屑病的认

识。可通过大众传媒、社群媒体和当地社区的传播媒介进行宣传。公益活动需提高公众意识，

使其认识到银屑病是一种非传染性疾病，没有传播性。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防止针对银屑病

等疾病患者的偏见。方框 3 和方框 4 展示了公益活动的案例，旨在提高人们对于银屑病的认

识。 

 

 

 

 

 

 

 

 

 

 

国际皮肤病基金（IFD）是为低配置医疗机构培训医师的机构之一，它作为国际皮

肤病学协会联盟（ILDS）的分支成立于 1987 年。IFD 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建立了

地区皮肤病培训中心（RDTC），从 1992 年开始为整个非洲培训非医师皮肤病医疗

护理者。 

 

来源：国际皮肤病基金 2015（177） 

 



 

 

方框 3. 公益活动“关注我，而非我的皮肤” 

 

 

2012 年克罗地亚银屑病协会开展的旨在消除偏见的公益活动“关注我，而非我的皮肤”。它的目的在于使

人们了解银屑病患者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痛苦。 

 

 

 

 

 

 

 

 

 

 

 



 

 

方框 4. 公益活动“为银屑病而泳” 

 

 

另一个提高人们对银屑病认识的公益活动“为银屑病而泳”。此次活动由欧洲皮肤病性病防治院（EADV）

组织，于 2014 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Ixelles 游泳馆内进行。旨在消除对于银屑病固有的偏见。比利时名人、

政治家、皮肤病专家和患者协会作为#银屑病队共同参加，在当地的游泳馆游泳，声援银屑病患者。 

 

 

 

 

 

 

 

 

 

 

 

 

 

 

 

 

 

 

 

 

 

 

 

 

 

 

 

 



 

 

第五章：建议 
 

2014 年，世卫组织成员国在决议 WHA67.9 中就银屑病是一种严重的非传播性疾病这一意见

达成共识。决议强调，世界上许多银屑病患者由于错误或延误诊断、不恰当的治疗、未得到

及时医疗救助等原因而遭受不必要的痛苦。这份全球银屑病报告将焦点集中在银屑病对于公

共卫生的影响。该报告的编写有助于人们意识到银屑病可从各个方面影响患者的生活。它为

决策者提供实际的解决办法以改善公共卫生服务和提高对于银屑病患者的社会包容度。 

 

银屑病的控制及其并发症的预防依靠政府和决策者的作用。另外，科学家、卫生保健专业人

士以及他们所在的协会为改善银屑病患者的 QoL 发挥着重要作用。患者组织、民间团体和

媒体倡议改变现状并帮助消灭偏见和无知。 

 

政府和决策者的作用 
 

 成员国需确保银屑病患者得到专业的医疗救助。银屑病应尽早诊断。及早诊断和妥善治

疗可帮助患者防止不必要的痛苦、不受控制的病情发展、不可逆的关节变形和残疾。理

想的治疗可改善精神健康，减少疾病的社会支出。 

 

 银屑病患者应接受全面的、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公共和私人医疗机构至少应提供世卫组

织标准处方集列出的包括全身性药物在内的药品。全民医疗保险需涵盖这些治疗费用。

假如新型生物制剂能够作为银屑病患者的持续性用药，则应努力降低这些药品的价格。

研制生物仿制药可解决这一难题。政府在制定指导方针时需考虑治疗方法的成本效益。 

 

 银屑病及其合并症的理想治疗方法需要完成向以人为本的综合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转

变，世卫组织以人为本的综合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战略中也强调了这一点。全体银屑病患

者应该受到医疗系统的保障，医疗服务应满足患者需求，并且安全、有效、及时、高效、

优质。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应为公共医疗工作人员提供常见慢性皮肤病的知识授课，包括本科医

疗和护理课程, 对基层医务人员进行在职培训。提高全科医生对于银屑病的认知很有必

要，可促进银屑病的及早诊治，预防残疾。政府应大力支持银屑病的科研工作。 

 

 政府在减少歧视和偏见方面扮演关键角色。社会，而非银屑病本身，造成了对银屑病患

者的排斥和歧视。通过公益活动提高公众对银屑病的认识和谴责对银屑病患者的歧视行

为能够改变这种现状。成员国需采取积极的措施包括反歧视立法以及强制实行现行立

法。 

 

 

 

 

 

 

 



 

 

 

卫生系统和医疗专业人员的作用 
 

 所有医疗专业人员，尤其是在基层医疗机构工作的临床医师，应该提高对银屑病及其管

理和合并症的认识。医疗专业人士组织应提供培训课程，例如通过网络对中低收入国家

的医师进行授课，交授他们如何快速诊断以及准确治疗银屑病。银屑病患者应享有初级

医疗保健的权利，能够满足他们个性化的需求，必要时为他们寻求专科医生的帮助。 

 

 在配置完备的医疗机构中，卫生专业人员和卫生系统应努力为患者组织专业的专科医生

队伍提供全面专业的诊疗，包括皮肤病专家、风湿病专家、心理学家、精神科专家、儿

科专家、心脏病专家等等。临床医师必须告知患者疾病可能带来的后果，与患者协作找

出妨碍坚持治疗的障碍，并消除这些障碍，达到最佳疗效。 

 

 医学界应就银屑病的分类、统一流行病学数据的收集方法达成共识。 

 

 银屑病诊断和治疗指导方针的制定非常必要。此外，应实行标准化医疗护理，如正确评

估治疗过程、统一评估疾病严重程度和病患 QoL 的手段。医师应为治疗设立目标，与

患者沟通共同制定治疗方案。 

 

患者组织和民间团体的作用 
 

 患者组织必须坚持宣传工作，为银屑病患者争取权益。他们应提高与政府和决策者有协

作关系的人群对银屑病的认知。 

 

 患者组织需为银屑病患者提供支持，建立互帮互助网络，交流经验。 

 

 患者组织有责任鼓励在尚未建立患者协会的地区建立患者协会。 

 

 患者组织和民间团体应监督政府和决策人执行全球承诺，消除对银屑病患者的偏见。 

 

 

重点研究领域 
 

 关于银屑病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包括其流行病学、病因、治疗方法和改善医疗护理的

方式。科研人员应探索银屑病的病因、如何预防银屑病以及如何管理疾病症状。建立低

廉、有效、可广泛应用的治疗方法至关重要。 

 

 可在全球大规模应用的新型治疗药物是研究的重点。新型治疗药物应让患者能够负担得

起、长期安全有效、在炎热和潮湿气候中也能稳定储藏、极少需要维护。 

 

 需进行前瞻性对照研究，进一步明确在病理学层面银屑病与心血管疾病的联系，证实皮

肤/关节和伴发疾病的治疗起到了良好效果。 

 

 在临床研究方面，需要进行对比性有效性研究来银屑病治疗的疗效。 



 

 

 

 为了获取更可靠的研究结果，目前使用的 PASI 和患者报告结局如 DLQI 等临床结果指标

需要改进。 

 

 医疗服务研究应明确卫生保健系统的特殊需求、还未满足的病人需求以及遵从指导方针

治疗过程中的障碍。医疗服务研究需对提高医护质量、评估医疗效果的措施进行监督并

提供反馈意见。银屑病的护理可由此成为其他慢性（皮肤）疾病管理的模范。 

 

 银屑病的流行病学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病率和患病率是医疗服务研究的重点领域。需

协调研究方式，使其反映文化和地理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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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WHO）

第 67 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67.9 议项 13.5  银屑病

第67届世界卫生大会，已对银屑病报告进行了考据：

1.回顾了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所有关于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决议和决定，并强调各会

员国必须通过执行世卫组织关于预防及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全球行动计划，继续应对2013–2020
年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2.认识到寻求多方努力促进和改善人类健康、普及治疗和健康保健教育的迫切需要。

认识到银屑病是一种慢性疾病，不具传染性；银屑病会给患者带来痛苦、毁容和致残等问

题，且没有治愈的方法；

进一步认识到除了银屑病带来的疼痛、瘙痒及出血，世界各地的很多患者也在经历与个人社

交和与工作有关的羞辱和歧视；

强调银屑病患者会有更高风险患上一系列共患病，即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肥胖症、克罗恩

病、心肌梗塞、溃疡性结肠炎、代谢综合征、中风和肝病；

强调多达42％的银屑病患者也会患上银屑病关节炎。该病会导致疼痛、僵硬和关节肿胀，并

可能导致永久的外形损毁和伤残；

强调在世界上有太多的人因患上银屑病而承受着不必要的苦楚，原因是不正确的诊断或延误

诊断、不恰当的治疗方案以及无法获得充分的护理；

认可利益相关者的宣传工作，特别是通过每年10月29日在多国举行活动提高公众对银屑病的

认识，包括提高人们对银屑病患者遭受的污名化的认识；

欢迎执行委员会在第133会议对银屑病的考据：

1. 鼓励各会员国进一步开展宣传工作，特别是通过每年的10月29日在各成员国举行活动，

提高公众对银屑病的认识，对抗银屑病患者所遭受的污名化；

2. 要求总干事：

1）促进人们关注银屑病对公共卫生的影响。在2015年年底发布对银屑病的全球报告，并为

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政策制定者确定一些成功的方法，将银屑病的管理纳入非传染性疾病现有服

务。报告包含全球发病率和流行情况，并强调对银屑病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

2）将银屑病的诊断、治疗和和护理的相关信息列入世卫组织网站，籍此提高公众对银屑病

及其共同危险因素的认识，并提供一个机会增进对银屑病的教育和理解。

第九次全体会议，2014年5月24日A67/ VR/9



SIXTY-SEVENTH 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67.9 
Agenda item 13.5

Psoriasis

 
The Sixty-seventh World Health Assembly, Having considered the report on psoriasis, 

1、Recalling all relevant resolutions and decisions adopted by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and underlining the importance for 
Member States to continue addressing key risk factors for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HO global action plan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2013–2020;2
2、Recognizing the urgent need to pursue multilateral efforts to promote and improve human 
health, providing access to treatment and health care education; 
Recognizing also that psoriasis is a chronic, no communicable, painful, disfiguring, and disabling 
disease for which there is no cure;
Recognizing further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pain, itching and bleeding caused by psoriasis, many 
affected individuals around the world experience social and work-related stigma and discrimination; 
Underscoring that those with psoriasis are at an elevated risk for a number of co-morbid conditions, 
namely,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diabetes, obesity, Crohn disease, heart attack, ulcerative colitis, 
metabolic syndrome, stroke and liver disease; 
Underscoring also that up to 42% of those with psoriasis also develop psoriatic arthritis, which causes 
pain, stiffness and swelling at the joints and can lead to permanent disfigurement and disability; 
Underscoring that too many people in the world suffer needlessly from psoriasis due to incorrect or 
delayed diagnosis, inadequate treatment options and insufficient access to care; 
Recognizing the advocacy efforts of stakeholders, in particular through activities held every year 
on 29 October in many countries, to raise awareness regarding the disease of psoriasis, including 
awareness of the stigmatization suffered by those with psoriasis; 
Welcoming the consideration of psoriasis issues by the Executive Board at its 133rd session, 
1、ENCOURAGES Member States to engage further in advocacy efforts to raise awareness regarding 
the disease of psoriasis, fighting stigmatization suffered by those with psoriasis, in particular through 
activities held every year on 29 October in Member States; 1。
2. REQUESTS the Director-General: 
(1)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public health impact of psoriasis, publishing a global report on psoriasis, 
including the global 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emphasizing the need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psoriasis, and identifying successful approaches for integrating the management of psoriasis into 
existing services for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for stakeholders, in particular policy-makers, by the 
end of 2015; 
(2) to include information about psoriasis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care on the WHO website, aiming 
to raise public awareness of psoriasis and its shared risk factors, and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education and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psoriasis. 

Ninth plenary meeting, 24 May 2014 A67/VR/9



《全球银屑病报告》中文版翻译者简介：

银屑病病友互助网（www.yxb365.com）是银屑病患者于 2005 年 1 月 8 日创建的非营利性网

站，以“公益、服务、义务、自愿”的原则，提倡“自立、自强、互爱、互助”的精神。网站是

由全国 10余名老患者发起创立并维护的，经过十一年的时间，现在网站已拥有近八万名注册会员，

是目前世界华语最大的患者自办的网站。

银屑病病友互助网本着为广大中国银屑病患者提供更多治疗与控制疾患的信息服务、改善患

者生活质量的宗旨，致力于普及和推广银屑病治疗与控制的医学知识，抱定促进更多中国银屑病

患者与医生、医院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的目标，为中国银屑病患者减轻精神痛苦，增强银屑病患者

在疾患状态下的生活工作能力，增强银屑病患者互助友爱精神和培养银屑病患者乐观向上的生活

态度，提高银屑病患者疾病的认知度，使之适应社会工作和日常生活的要求并提高生活质量。

我们更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提高全社会对银屑病的认知，改善环境减少歧视，改善中国

银屑病患者的生活工作和就医的环境，提高银屑病患者的生活质量从而造福银屑病患者，造福

全社会！

                         银屑病病友互助网（中国）

                           二〇一六年

“Mutual Assistance of Psoriasis Patients” (http://www.yxb365.com) is a non-profit website 
created in 8th January, 2005, in China by psoriasis patients, with the principle of “charity, service, 
obligation and voluntary”, advocates “self-reliance, self-improvement, mutual love and mutual 
aid”.

The website was established and maintained by over ten patients across the country. With 11 
years of development, it has already been the largest Chinese patient-self-run website with nearly 80, 
000 registered members at present.

The website shoulders multiple responsibilities including : provide patients with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treatment and control of the disease, improve patients’ life quality, spread the related 
medical knowledge,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among patients, doctors and hospitals, alleviate 
patients’ psychological suffering, improve patients’ living and working ability, enhance the mutual 
care and assistance among patients, develop positive attitudes among patients and increase the 
general population’s awareness of psoriasis.

To sum up, it’s our hope that through our efforts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this disease can 
be increased; the discrimination towards patients will be decreased; the environment for patients’ 
living and seeking medical needs will be improved; then the world would be a better one for the 
psoriasis patients and for everyone.

 
Mutual Assistance of Psoriasis Patients Website（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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