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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皮炎湿疹是皮肤科常见疾病，特应性皮炎是这一类疾病的典型代表。
特应性皮炎因迁延不愈、反复发作伴剧烈瘙痒，严重影响患者本人及家庭生活质量。
此病在工业化国家患病率很高，达15％～20％。
因此，特应性皮炎已成为变应性炎症性皮肤病研究领域中进展最显著、知识更新最快的基础和临床课
题。
我国特应性皮炎发病率相对较低，且因研究起步较晚，认识上不够全面，常将特应性皮炎视为一般的
皮炎湿疹，而忽视了对本病的防治。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其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加强对本病的研究与认识，避免类似于工业化国家高发病率的情况在我国发生，是摆在我国皮肤科学
工作者面前一个重要课题。
郝飞教授主持编写的《特应性皮炎》参考了近10年来大量的国内外文献，内容涉及特应性皮炎的病因
学、流行病学、发病机制、动物模型、临床表现、诊断标准、疾病严重程度评价、各种治疗手段以及
健康教育等多个方面，尤其是注重新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对临床的指导。
同时，本书很多内容对其他类型皮炎湿疹同样有指导价值。
相信本书的问世，对促进我国皮肤病学界同仁对本病的认识，规范本病的临床诊断和治疗，加强防治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可以相信，在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皮炎湿疹基础和临床研究工作一定能够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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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特应性皮炎》作者根据特应性皮炎基础和临床研究进展快、新成果多的特点，广泛收集近年来
国内外最新文献资料，结合自己的基础研究成果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运用现代分子生物学、遗传
学及免疫学等理论，分22章详细阐述了特应性皮炎的病因学、发病机制、动物模型、流行病学、临床
表现、实验室检查、诊断、鉴别诊断、治疗方法及其评价，以及健康教育、疾病转归等。
还有外用糖皮质激素和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的评价，特异性免疫疗法、变应原检测与规范、瘙痒的
处理、光疗的应用，以及中医中药等热点内容。
《特应性皮炎》内容新颖全面，理论性、实用性强，适合皮肤科医师阅读，也适合相关专业研究生、
医学生学习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特应性皮炎>>

书籍目录

第1章 概论第一节 特应性皮炎概念的认识一、命名二、基本概念及认识过程三、变应性与特应性的关
系第二节 特应性皮炎、哮喘、变应性鼻炎的比较一、临床和实验证据比较二、共性与个性比较第三节
特应性皮炎研究现状一、国外研究现状二、国内研究近况三、问题与展望第2章 特应性皮炎病因学第
一节 特应性皮炎与遗传一、遗传因素对发病的作用二、发病基因研究三、动物模型研究第二节 特应
性皮炎与变应原一、吸入性变应原二、食入性变应原三、化学变应原四、虫媒变应原五、生物变应原
第三节 特应性皮炎与微生物一、金黄色葡萄球菌二、疱疹病毒三、马拉色菌四、白念珠菌五、皮肤癣
菌六、霉菌第四节 其他与特应性皮炎有关的因素一、环境因素二、职业因素三、社会地位及生活方式
四、家庭关系五、压力·六、精神应激第3章 特应性皮炎的流行病学第一节 概述一、基本概念二、发
展历程三、特应性皮炎的流行病学研究第二节 流行特征一、时间分布二、地理分布三、年龄分布四、
性别分布五、种族分布第三节 危险因素一、遗传因素二、环境因素三、社会、经济因素四、精神因素
五、生活习惯六、感染因素第四节 发病趋势一、病期变化二、人群结构改变三、过敏原变化第五节 
对社会、经济的影响_第4章 特应性皮炎的发病机制第一节 皮肤屏障功能一、正常皮肤屏障功能二、皮
肤屏障功能评价三、皮肤屏障异常的病理生理基础四、皮肤屏障异常与发病机制第二节 细胞免疫异常
及其机制一、免疫效应细胞功能缺陷及异常二、细胞免疫异常及紊乱机制第三节 体液免疫异常及其机
制一、血清免疫球蛋白紊乱与B细胞活化异常二、IgE在皮肤炎症中的作用_三、lgE与特应性皮炎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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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三、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分泌的介质四、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的激活五、两类细胞参与致
病的证据六、治疗靶位第七节 嗜酸性粒细胞的致病作用一、嗜酸性粒细胞与特应性皮炎二、嗜酸性粒
细胞的调控作用三、嗜酸性粒细胞的趋化机制四、颗粒蛋白的释放五、嗜酸性粒细胞与IgE介导的迟发
相反应六、治疗靶位第八节 特应性皮炎与Thl／Th2失衡一、辅助性T细胞分型二、特应性皮炎的Thl
／Th2模式三、调控特应性皮炎Thl／Th2分化的机制四、皮损中Th细胞的趋化机制五、平衡治疗第九
节 炎症因子和介质的致病作用一、细胞因子异常二、趋化因子与特应性皮炎三、其他炎症介质与特应
性皮炎第十节 非免疫因素的致病作用一、精神因素二、内分泌因素三、代谢因素第5章 特应性皮炎的
动物模型第一节 概述一、特应性皮炎的特征二、疾病进展的标志三、研究现状四、动物模型研究的意
义第二节 天然动物一、鼠模型系统二、狗模型系统第三节 变应原或化学诱发动物模型一、尘螨及其
提取物二、三硝基氟苯或二硝基氟苯三、食物抗原诱导模型第四节 转基因动物模型一、IgE转基因小
鼠二、IL4转基因小鼠第6章 特应性皮炎的临床表现第7章 特应性皮炎严重程序评估第8章 特应性皮炎的
实验室检查第9章 物应性皮炎的诊断第10章 特应性皮炎的鉴别诊断第11章 特应性皮炎的合并症、并发
症和相关综合症第12章 特应性皮炎中医认识和辨别第13章 特应性皮炎治疗概论第14章 特应性皮炎一般
治疗第15章 特应性皮炎瘙痒及止痒疗法第16章 特应性皮炎糖皮质激素外用疗法第17章 特应性皮炎外用
钙调神经磷酸抵制剂评价第18章 特应性皮炎的系统药物治疗第19章 特应必性皮炎光化学疗法第20章 特
应必性皮炎的特异性免疫疗法第21章 特应必性皮炎某些新的生物疗法第22章 特应必性皮炎的病程和转
归附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特应性皮炎>>

章节摘录

三、问题与展望(一)遗传学基础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众所周知，特应性皮炎与遗传密切相关，但到目
前为止，尚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某一条或一组基因决定特应性皮炎的发生和发展。
由于研究的对象不同，特别是选择不同年龄、性别、种族，已经影响到基因多态性与发病关联的分析
。
因此，难以明确关键的相关基因及其功能，就很难开展基因治疗并从根本上控制疾病的发展。
基因多态性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也是特应性皮炎遗传学基础研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鉴于众多研究分析发现，环境的变化可能影响特应性皮炎的发生和转归，如何将环境因素与遗传学基
础联系在一起，分析两者相互作用可能是今后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
相信随着分子遗传学和分子免疫学技术和理论不断更新，可望改变目前孤立地研究各种不同易患基因
及环境中危险因素，使特应性皮炎发生机制研究更符合临床的实际情况，也为特应性皮炎病因学治疗
和其他治疗学基础提供更有价值的证据。
(二)临床表现多样化与诊断标准不统一鉴于特应性皮炎临床表现较为复杂，不仅存在复杂的皮肤损害
，也同时合并较多的皮外症状，使得有人怀疑此病并非为一独立疾病，而是一种综合征。
临床表现上即可以有典型不同时期皮损改变，也可以表现为不典型皮损改变，特别是成人型特应性皮
炎。
既可以表现合并呼吸道过敏病史的混合型，也可以表现仅为皮肤受累的单纯型，甚至临床和实验检查
缺乏变应性证据的内源型，这给临床认识乃至诊断提出了较大的挑战。
到目前为止，实验室尚缺乏任何一项指标明确或否定特应性皮炎的诊断，常常依据国内、国外制定的
诊断标准来建立疾病的诊断，这就给诊断标准的确立提出更高的要求。
目前尚无公认的诊断标准应用于临床诊断或流行病学调查。
因此积极推进对特应性皮炎l临床表现的认识，不断改进和统一现有的诊断标准，对指导特应性皮炎的
合理防治十分重要。
期待符合世界各地不同类型的特应性皮炎诊断标准不久会应运而生。
(三)治疗方法研究与疾病有效控制近20年来，特应性皮炎的治疗模式已发生很大变化，已单纯从使用
皮质类固醇类制剂等免疫抑制和抗炎治疗，已转向恢复皮肤屏障，选择性使用免疫抑制或免疫调节药
以及光疗等立体化治疗模式。
然而，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目前尚缺乏安全有效控制特应性皮炎发生和发展的方法。
特异性免疫疗法是一个被人们寄予厚望的从病因学角度改善患者预后的方法，然而，因疗程长、疗效
不肯定而难以满足临床需要。
今后需改变特异性免疫疗法的策略，提供多价变应原制备技术和方法，改进免疫途径，并联合其他免
疫调节剂，使特异性免疫疗法获得最大的效益。
特应性皮炎是一个合并皮肤屏障功能障碍为特征的变应性炎症。
因此如何改善皮肤屏障功能，阻断疾病的病理生理环节，是今后治疗学研究另外一个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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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特应性皮炎》参考了近10年来大量的国内外文献，从特应性皮炎的病因学、流行病学、发病机制、
动物模型、临床表现等多个方面对其进行介绍，书中尤其注重新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对临床的指导。
同时，《特应性皮炎》很多内容对其他类型皮炎湿疹同样有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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