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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寄语·

目 次

生物医药临床应用，点亮美好人生⋯⋯⋯⋯⋯⋯⋯⋯⋯⋯⋯⋯⋯⋯⋯⋯⋯郑敏

·专家笔谈·

IL．17拮抗剂在银屑病亚型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周颖，于浈，吕成志

lil成志，主任医师，教授，硕‘|：生导师。现任大连l前皮肤病医院医疗副院长兼银

屑病学科带头人。创建大连市皮肤病医院银屑病专科，长期注重于银屑病发病机

理、|Ii!}{床规范治疗、复发预防以及银屑病患者长期管理等研究，擅长巾fj_|i医结合治疗

银屑病、生物制剂治疗银屑病、特殊人群银屑病治疗和银t『}lj病病友健康教育。曾赴

德冈(：h，’istian—Albrecht大学附属医院银屑病治疗中心和英同Cardiff大学附属医院

皮肤科研修银屑病治疗。是将牛物制剂治疗银屑病纳入同家医保目录的提案发起人，是将银屑病纳入

城市慢病管理的最早实践者。荣获2016年度中国。5海德奖，荣获2016年度辽宁省门然科学学术成果

一等奖，荣获2017年度辽宁省首届医学科技三等奖。，

[内容简介] 银屑病是一种免疫介导的慢性、系统性、炎症性疾病。近年来研究表明，

IL一17在银屑病的发病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可作为治疗银屑病的靶点。

本文系统阐述IL一17拮抗剂治疗中重度斑块型银屑病、关节病型银屑病、

脓疱型银屑病以及红皮病型银屑病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为中重度银屑病

提供靶向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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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笔谈·

银屑病性关节炎的生物制-J'03治sty进展

◎张然，王怡怡，古元霞，李薇

李薇，主任陕师，版。7：博士，颂fj研究牛导师，f』I_『川省海纠、高层次人才。火闻斯

坦福大。半：医学IfI心表皮乍物’学斗hD访问学，扦。建j?：J’华两I父院大疱一陀疾病诊断体

系，开没了华阿阪院银』肖痫多学利．联合门诊。负责银屑病H家内然科。￥：基金课题面

上项f|l项，L发表论义100余旒，包括．，Clin Inf_q,gl，Autopag)"，Br t，Dermatol仵内

SCI杂志收录20余篇，参编《银』肖病解读》等书籍。，¨的抓任：巾华医’、≯：会皮肤性：病

学银屑病学组委pi j；cl(川I)for Rh㈨rch aIIII Assessnl{l『1l ot‰)liasis and Psol，iatk·Ar—

111Iiris(GRAPPA)IlleIliI)el；巾同f|，心医结合7、≯：会银"j病学组委员；r川f4医疗保健国

际交流促进会皮肤科分会委员；中同康复医学会银屑病康复学组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银屑病学组委

员；中『司医师协会皮肤性病分会罕见病学组委员；I几IJ J』省医学会变态反应学会剐主任委员；四JII省医

师协会皮肤性病分会常委；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内容简介] 银屑病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约30％的银屑病患者可发展为银屑病性

关节炎。目前银屑病性关节炎的治疗目标是控制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

量，防止结构损伤和残疾。该病的治疗药物近年来进展迅速，本文就银屑

病性关节炎的生物制剂治疗做一综述。

·专家笔谈·

生物制剂治疗银屑病的转录组学研究进展

@任韵清，俞点荷，郑敏

任构清，医学博士、剐}j任医师，浙汀人学副研究员、硕I‘研究_!导师。，现扪任

中华阪学会皮肤。rl：病学分会美容’、≯：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痤疮簟业

委员会委员、小o#预防医。j：：会皮肤病‘j性病预防‘抒H川号、lk委员会科ff教育。、≯：组委

员、中㈤埭复医’、≯：会皮肤病康复专、『k委员会青年委必、全眄】IL?k产、渺食、Ik管理协会

护肤技术发展分会专家委员会委-L长期敛力于皮肤科的j』☆-床和川必堪础删：究T

作，擅K银屑病的诊疗及皮肤美容、面部41：轻化治疗，研究方向主要为银屑病的易感

堆冈及药物基P,Ifl?T：研究。发表SCI论文30余篇，处巾第·／通讯作者SCI}仑史8

篇，包括Nat Ce／leI 2篇，PI。oS GeHeI I篇；主持国家f}然科学基金3项、浙江省自然科学j毒金l巧

[内容简介] IL一23／Thl7轴被认为处于银屑病发病的核心地位。直接或间接作用于

IL一23／Thl7轴的生物制剂如抗TNF—d、IL一12／23、IL．17抑制剂在治疗银屑

病方面显示出良好的疗效，但部分患者仍存在对某种生物制剂反应不佳的

情况。应用高通量技术鉴定治疗前后银屑病患者基因表达水平的变化，以

寻找能够预测患者对药物治疗反应的特异性生物标志物，这在近期成为研

究热点。本文就生物制剂治疗银屑病的转录组学研究进展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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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笔谈·

生物制剂治疗斑块型银屑病的抗药抗体

◎李欣欣，郑敏

郑敏，浙汀大。丫：训L医师，教授，心{：，卜导师二rl，华I父学会皮肤病分会顾问，小

T乎皮J扶一El病学分会银_|『l{病。浮组剐!H K、tltH恢师『办会』叟JJ火乖：¨廷师分会尚+委；H』}：Ji银

1|『l{痫J{{|圳f(『l’C)珥叫；：‘伞球银悄病流j¨对!Z：研究项LI(Gl’A)JX域坍涮员，、l哪!银脂病

学会(．、Sl，)职誉会K，⋯际皮呋炎症‘j银屑病联盟(Sl’IN)科’、≯：委员会委-!币¨-f，罔

『办州uii 2017年荣狱闷际皮肤科。#会联惜I(II，1)S)杰⋯贞献奖 章、俐寺【<=和研究力1

|i}『j：银j肖病、特J、证性皮炎等炎症。降皮肤病，n身免疫性皮肤病以及过敏’I'kJ叟肷病，作

为课题负责人承扪卜j家f’I然科学珠食ff汀卜项f』和币．^项【I处6项，发表论义300余

篇，足-It SC!收?J之期川l发表论文80余篇，狱得省部缴科技进步一等奖奖f砌l项，：等

奖奖锄2项，人选“㈧之名医”

[内容简介] 生物制剂能极大地改善斑块型银屑病患者的皮疹和生活质量，但随治疗而

产生的抗药抗体也可能降低其血药浓度和疗效。鼠源性较人源性生物制

剂更易使机体产生抗药抗体，抗IL．17较抗TNF一仅生物制剂产生抗药抗体

的比例低，对疗效影响小。通过增加生物制剂的剂量、联合甲氨喋呤等方

法，可以减少抗药抗体对生物制剂疗效的影响。

·专家笔谈·

泛发，I生脓疱型银屑病的生物制剂研究进展

@周炯，黄雁舟，郑敏

[内容简介] 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是银屑病中最严重的亚型，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清

楚，目前尚无统一的治疗方案。近年来大量研究都聚焦其与免疫机制的关

系，针对各个靶点的生物制剂也不断出现，本文就近年来泛发性脓疱型银

屑病靶向药物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专家笔谈·

银屑病生物制剂治疗与炎症，I生肠病

◎徐梦骏，郑敏

[内容简介] 银屑病是一种系统性炎症性疾病，炎症性肠病是银屑病的主要合并症之

一。流行病学研究显示，银屑病患者发生克罗恩病和炎症性肠病的风险高

于普通人群，但银屑病和炎症性肠病的关系仍不明确。银屑病和炎症性肠

病有许多共通的基因位点，且在炎症途径中也有重叠。尽管两者之间共同

的病理生理途径，但生物治疗治疗炎症性肠病的后可能出现银屑病样皮

损，银屑病患者接受生物制剂治疗后也有发生炎症性肠病的报道。因此，

本综述围绕银屑病与炎症性肠病的流行病学、两者相关的病理生理机制、

生物制剂治疗逐一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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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笔谈·

银屑病患者共患病诊疗进展

◎苏日娜，何焱玲

何焱玲，北京大学医导：部免疫学博士．}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帅；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皮肤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第“届委员会常

委；中同皮肤科陕师分会r1身免疫擘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华医学会皮肤。陛病学

号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医学：会皮肤性病学擘业委员会副主仟委员；北京医师协会皮

肤科专利．医师分会副会长；北京医学会过敏(变态)反应专业委员会剐主任委员；中

罔研究型医院踟会皮肤俐!病专业委员会常委。主要研究领域：f,-银屑病和免疫性皮

肤病发病机制研究、疾病『|fii床评估及治疗力‘衙有较深学术造诣和丰。：日li t床经验。尤

其在银屑病神经免疫调节机制、神经肽与银悄病免疫细胞活化，趋化闪子与银屑病T

细胞归巢及免疫炎症等方面取得突jH成绩。先后主持国家fii然科学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北京

市科委基金及北京市国际合作项f：i等十余项，在国内外发表一系列研究论著。

[内容简介] 银屑病是常见的慢性自身免疫炎症性皮肤病，目前很多研究证实银屑病是

系统性疾病，其病变可涉及机体多个方面，很多系统疾病是银屑病患者的

共患病，包括心血管疾病、代谢综合征、银屑病关节炎、炎症性肠病、精神疾

患等。不同的银屑病治疗药物，可以对银屑病共患病产生有益或有害的影

响。本文将对银屑病的常见共患病及不同银屑病治疗药物对银屑病共患

病的影响进行综述，以便为患者提供更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专家笔谈·

MicroRNAs在银屑病中的研究进展

@王昭圆，郑敏

[内容简介] 银屑病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皮肤病，是由遗传、环境、免疫、角质形成细胞等

复杂的相互作用引起的，但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MicroRNAs(miR—

NAs)一类小的非编码RNA，能在转录后水平调控基因表达。近年来，有关

miRNAs参与银屑病发病的证据迅速累积，因此我们回顾了有关miRNAs

在银屑病研究中的最新成果。

·专家笔谈·

反向银屑病的诊治进展

@李伟，郑敏

李伟，副主任医师，医’学博～I!，毕业于浙汀大学I廷学院皮肤病学譬、忆从出：皮肤

病的II帛床诊治及研究Tfl：。中华陕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第15届委员会实验学组委

员；浙汀省医学会皮肤科分会青年委员会削主任委员；医学参考报皮肤病与性病学

频道第一届编辑委员会青年编委；浙江省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第一届委员会皮肤

过敏性疾病学组组员；浙江省整形美容行业学会皮肤美容分会委员。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及青年项目各1项；发表SCI论文10余篇；参’j《住院医师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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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教材一皮肤性病学》、《临床皮肤病学》以及《内科疾病的皮肤表现》等教材或专著的编写rfl

[内容简介] 反向银屑病是银屑病的一个临床亚型，以躯体皱褶部位皮损为主要表现。

临床上易和发生在皱褶部位的其他疾病相混淆，如间擦疹、真菌和细菌感

染、接触性皮炎、脂溢性皮炎以及扁平苔藓等，不易诊断。皮肤镜是新近出

现的无创性检查手段，可帮助鉴别反向银屑病。反向银屑病的治疗仍然充

满挑战，现有治疗手段包括：外用糖皮质激素、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和维

生素D衍生物，系统治疗如环孢素、甲氨蝶呤等以及生物制剂。本文就反

向银屑病的诊治进展作一综述。

·专家笔谈·

儿童银屑病生物治疗

@江建，陈宏翔

陈宏翔，i级教授、主任医师、博I=牛导师。美国哈佛医学院麻省总医院皮肤科

博卜后／皮肤生物学研究中心(CBRC)研究员、日本几州大学访问学者。4仁rII科技大

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皮肤科剐主任、肤与性病研究事主任；华t”科技大学协

和深圳医院(南山医院)常务副院长。主持和参加国家f’1然科学基金课题7项，教育

部新教师基金、-|I华医学会课题等10余项。2011年成为比尔及梅琳达一盖茨基金

(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中刚唯一得主(医学类项H)。发表学术沦文100

余篇，SCI收录60余篇；JDS、JEADV等多家杂志审稿人，并担任《皮肤科．⋯--c-：tE—l报》常

务编委、《ALLERGY巾文版》、《JAAD中文版》编委等。参洋《安德鲁斯『愉床皮肤病

学》第9、10、11、12版，参编其它大型著作4部。

[内容简介] 银屑病是一种在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下、免疫介导的慢性、复发性、炎症性

皮肤病，可累及全身多个系统。银屑病发病以青壮年为主，但目前患者的

年龄结构正趋于年轻化，儿童银屑病越来越受到关注。生物制剂是目前治

疗银屑病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在疗效上带来了新的突破，众多生物制剂

已被批准用于成人斑块型银屑病的治疗，但鉴于儿童具有独特的生理结构

和药物代谢特点等，目前对儿童银屑病生物治疗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其疗

效和安全性还有待进一步明确。本文就目前国内外儿童银屑病生物治疗

现状作一综述。

·专家笔谈·

生物制剂在特应，I生皮炎的治疗进展

◎郑璃心，郑敏

[内容简介] 特应性皮炎是一种慢性反复发作的炎症性皮肤疾病，本文综述了近年来治

疗特应性皮炎较为热门的生物制剂，主要包括Dupilumab、Tralokinumab、

Lebrikizumab、Nemolizumab、Fezakinumab、GBR830、ANB020。其中，Dupi-

lumab是全球首个也是唯一获批治疗成人中重度特应性皮炎的靶向生物

制剂。随着Dupilumab在中国的上市和临床应用，将积累更多药物使用有

效性及安全性的相关数据。

万方数据



·6·

·专家笔谈·

荨麻疹药4,Jm-：台疗进展

@郑敏，沈颖

沈颖，浙江火学：第：阪院皮肤科剐2-：ft医师，毕业J：浙汀火学医学院，研究方向

变态反应性皮肤疾病及皮肤美容。擅K变态反应性皮肤疾病，如各类荨麻疹、糖皮

质激素依赖性皮炎、q,7-Ji',f性皮炎等，以及皮肤激光美容、⋯部年轻化治疗、皮肤镜临

J术心川等 日iU任浙江省整形美窬行、Jk胁会面部年轻化。j体形管理分会常务理事；

浙汀省医学会医。、≯：炎。、≯‘j美容学分会『‘j年委员；浙汀省数川!医学学会皮Jl夫-9,i智能诊

疗々、№委员会委员；浙汀省医学会变态反』、V皮肤病学绀委6j；浙江省医’7：会儿童皮

肤。、，：组委员二

[内容简介] 荨麻疹是一种临床常见的，以肥大细胞为主要效应细胞的疾病，表现为风

团或／和血管性水肿。急性荨麻疹的终生患病率约为20％，慢性荨麻疹终

生患病率可高达5％⋯。其中慢性荨麻疹因长期反复发作会严重影响患

者的生活质量、工作和学习。治疗方面虽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择，但仍有部

分病例疗效不佳。近年来，随着生物制剂的开发和研究，为荨麻疹的治疗

提供了新的方法，特别是在慢性荨麻疹治疗中具有重要地位。

·专家笔谈·

系统性红斑狼疮重要器官损害的靶向治疗策略

◎冯荣芳，t1．育民

砭育民，教授、{-：f引廷师，博十生导师在美图哈佛火。7：麻省总医院、叶t史瓦大

’、≯：陕。≯：院等从事博㈨1、研究员J：作，2014年回国-I：f4。迄今主持国家f’I然科学基

金课题5项(包括·n。tj、洲!kl 1项)、陕肌竹科技创新⋯队等课题，入选陕心竹thI f年

科技领军人才等 ii璎从事红斑狼疮领域的研究，以第-或通汛作者和J a111 Soc

N(·11h八J Autoimnnnl、J lmesL DeiIImtol、l{I’J De,1matolol等SCI杂志发表沦艾60余篇二

扒ft 2()余种英文杂，＆的审稿专家，以及《Ifl罔皮肤性病。、≯：杂志》常务编委、《阳安交

迎人’、j：：学报(医学版)》、《Tlerlds i,i lmmunotlmrapy))编委等职务。出版《sIrll{·ItlIal Bi—

oh)gy in hnnmnohigy}、《安德鲁斯临J术皮肤病学》等著作。2016年当选为，⋯j1皮肤科

恢lJilim会优秀中iii<I-J矢师．2017年、20l 8年获得中华阪学会皮肤性病。、≯：分会年度学术奖

[内容简介]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是一种累及多系统器官的自身免疫病，治疗重要靶

器官损害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主要目标之一。近年靶向药物发展迅速，

在SLE临床治疗方面取得显著进展。这些药物主要针对B细胞、T细胞、

相关细胞因子或JAI<／sTAT信号通路等，分为单克隆抗体或非抗体抑制

剂。它们可以减少致病性自身抗体产生，抑制炎症细胞浸润与功能，封闭

细胞因子与受体结合，或阻断炎症相关信号激活。由于靶向性较强．生物

制剂和小分子靶向药物能够更高效缓解SLE患者的器官组织损害，同时减

少不良反应的发生率。随着临床应用趋向普及，这些靶向药物治疗SLE靶

器官损害的方案将更规范，也会出现更多适应症。本综述针对近年生物制

剂和小分子靶向药物治疗SLE的研究进展进行分析，为控制患者重要靶器

官损害提供相应依据。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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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笔谈·

银屑病生物治疗的常见问题与对策

◎王刚

E刚，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I：生导师。第四军医大学两京皮肤医院院

长、两京医院皮肤科主任、全军皮肤病研究所所K。兼任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

分会候任会长，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实验学组组长，亚洲银屑病

学会(ASP)副理事长，《欧洲皮肤病学杂志(Eur J 1)m’mat01)》副主编。专业特长和研

究方向为银屑病、自身免疫性大疱病，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等国家级科研课题16项，发表论文200余篇，l=￡中以第一／通讯作者在SCI收录

期刊发表论文81篇，主编出版《银屑病》等专著5部，获得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等

国家和省部级奖励6项，人选“同之名医”和陕西省“三秦人才”。

[内容简介] 生物制剂在银屑病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已经成为中重症和难治性病例的

重要治疗手段，在特殊类型银屑病的治疗中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临床实

践中，不同患者的病情和个体情况千差万别，在是否应用生物制剂、选择何

种生物制剂以及具体的使用方法和安全性等方面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需要解决，临床医生应从患者病情与健康背景、治疗需求和既往治疗反应、

生物制剂作用机制和安全性特点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做出恰"-3的

选择。

·专家笔谈·

度普利尤单抗治疗特应性皮炎的研究进展

(窗孙莉婷，张江安，亏建斌

张汀安，l尊十，主任I灭师，教授，硕十叫i导师，2005年西安交通大学皮肤病‘j性病

学博Ij毕业、、现任中I习阪师协会皮肤科阪师分会罕见病遗传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河

南省变态反应分会副主委、河南省医学会皮肤病分会委员、河南省性tj性病学会委

员兼秘书、河南省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皮肤病分会银屑病

学组剐组长、河南省中队药学会皮肤科分会副主委、河南省抗癌协会皮肤肿瘤专委

会副主委、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编委、叶f o#皮肤科杂志审稿人。参编《实用皮肤科

学》第：t版等多部专著，迄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50余篇2018年获得

围家l’I然科。学基金项日l项，主持河南省利．技厅、，”牛厅和教育厅科研项目彳=}l项二

l内容简介7 特应性皮炎(Atopic dermatitis，AD)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系

统性疾病，以剧烈瘙痒和多形性皮疹为主要，临床表现，患者常合并过敏性

鼻炎、哮喘等其他特应性疾病。对于中、重度的难治性AD，缺乏一种低风

险且有效的系统性药物。度普利尤单抗(Dupilumab)是由Regeneron和

Sanofi联合开发的一种全人源化IgG4亚类单克隆抗体，是全球首个也是迄

今唯一治疗成人中重度特应性皮炎的靶向生物制剂。度普利尤单抗通过

与IL-4Rc￡亚单位结合来抑制IL-4和IL—13信号及下游的信号转导。本文

对度普利尤单抗治疗中重度AD患者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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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笔谈·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生物制剂治疗进展

◎郑璃心，蔡绥勃

蔡绥勃，主仟医师，阪学博士，硕士生导师j从‘{_：i_皮肤科陕教研]：作26年，其间

曾存UCI．A学习皮肤病理。擅长皮肤病理诊断，对异位性皮炎，湿疹，银屑病，痤疮、

flj=『部过敏、皮肤荚容激光，皮肤月f。,d+,，J等的治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任一}1华医学会皮

肤性病学会病删。浮组委员，巾华医学会激光医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同整形协会皮肤

荚容分会委员，I|1【_司rⅢ1 qI矢结合协会皮肤病分会老年皮肤病学组副组长，浙江省医

学会皮肤性病。￥：会委员，浙江省医学会医学：美容分会委员，浙江省医学会激光医学

分会委员一2005‘1i入选浙江省151人才梯队(第■悌队)，2008年获,t1同医师协会

皮肤性病分会优秀中青年医师奖。主持同家自然基金2项，省厅级基金4项，先后发表SCI论文二

多篇。

[内容简介]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是一种累及多器官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持续

的疾病活动和药物毒性导致的副作用，造成不可逆的器官损害，导致SLE

患者长期预后不佳和过早死亡。近年来，生物制剂治疗成为了临床医生治

疗SLE患者的新选择。本文综述了生物制剂治疗SLE的研究进展，旨在

为I】盏床实践中传统药物疗效不佳的患者治疗提供新思路。

·专家笔谈·

生物制剂治疗自身免疫，I生皮肤病的研究进展

@何杏兰，史雅倩，肖嵘

削喋，巾南人学湘雒二医院皮肤科主任，教授，一级主ft医师，博_L牛导师，“湘

雅名队”，国务院政j#q-,!I-殊津贴簟家。主持完成围家自然科学基金[111I L项Ii(四项)、

科技部闱际合作雨点项H等各级课题22余项，参‘j同白承点、国合及面一l?项目多

项。发表学术沦义160余篇，SCl收录66篇。主编“现代激比荚容”和参编规划教材

“皮肤痫学与性痫7、#”等并作十了i余部作为主持人或主要亢成人先后获得H家科

技进步：等奖、洲南省|，I然科学一等奖、湖南省医学科技进步一等奖、湖南省科技进

步一等奖、中同优秀rh’i年皮肤科医师奖等：，}1华陕学会陕学美学‘j美容分会委

员、中华医学会皮肤利-分会皮肤美容学组委员、中刚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皮肤科分会常委、湖南省

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分会主委、湖南省医学会皮肤病分会副主委等二主攻自身免疫性皮肤病(如系

统性硬皮病等)的发病机理及治疗研究。

[内容简介] 自身免疫性皮肤病是一组临床表现多样、发生机制复杂的疾病。糖皮质激

素和免疫抑制剂等作为自身免疫性皮肤病传统的治疗方式往往给患者带

来较多的不良反应，且部分患者治疗效果不理想。而生物制剂具有较高的

特异性，只针对靶向分子，在增加疗效的同时，也减少了因广泛免疫抑制而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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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笔谈·

所引起的不良反应。随着生物制剂研发和运用的迅速发展，为临床上自身

免疫性皮肤病的治疗带来了新选择。本文就生物制剂在自身免疫性皮肤

病临床治疗中的新进展进行综述。

银屑病生物制剂临床应用x,-Jl-究进展

◎贾文斌，牟星宜，周艳，王丽娟，葛睿，牟宽厚

牟宽厚，阿安交通大学一附院皮肤科主任、医学博?1二、研究牛导师、主任医师、教

授。主持同家fI然科学綦金项同和省级利-研项日5项；参‘j多项科．研课题研究；先

后获得省rfj级科技奖励3项；发表学术论文逾80篇。参1j编写《微与±元素‘j皮肤

病》、《实』¨_I皮肤科学》、《皮肤’降病学》、《留学生》教材等；参译{Molec．1ar Medir·讹》、

((Dermatology(1lld Venemology}教材、主译((Atlas of Chemical，，川厶》。研究创立的‘位

一体疗法在门癜风进展期控制方面取得很好疗效；多手段治疗结节。H-：痒疹和皮肤丁

细胞淋巴瘤取得良好疗效。善于钻研多种难治性皮肤病。近年来往神经梅毒的诊

治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担任中罔医师协会皮肤性病学专业委员；中}t4巾药学会皮肤性病学专业委员会

常委雨1世界华人医师协会皮肤病擘业委员会委员和《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常务编委等职。

[内容简介] 银屑病(Psoriasis)是免疫介导的多基因遗传性皮肤病，多种环境因素可以

诱导银屑病的发生，随着研究的深入，银屑病也被认为是一种系统性疾病，

患者同时伴发代谢综合征、银屑病性关节炎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明显增

加。近年来银屑病治疗伴随着生物制剂的问世，治疗的疗效和预后得到了

明显的提升，特别是进入2019年，银屑病新型治疗靶点白介素17(Interleu—

kin一17 antagonist，IL-17)和白介素23(Interleukin一23 antagonist，IL一23)相继

在我国应用于银屑病的临床治疗，银屑病生物制剂家族的成员不断增多，

给患者带来治疗手段增加的好处，同时也为临床医生的选择提出了更大的

挑战，尤其是对于特殊人群的治疗选择存在较大难度。本文即将目前在国

内上市并应用于临床的银屑病生物制剂及其选择原则做一综述，以期为临

床医生提供帮助。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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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巾国皮肤性病学杂志》“康哲觚"皮肤科青年医师病例演讲比i

暨第二届“喜润新生”病例演谢比赛

皮肤领域疾病多样，原因复杂，治疗手段多样，为了促进疾病诊疗的专业化和规范化，并且为广大的中青年医生提供一个学习交流以

及展现自我的平台，《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联合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司举办“康哲杯”皮肤科青年医师病例演讲比赛暨2020．“喜润新

生”病例演讲比赛。希望通过此次活动的举办进一步巩固皮肤疾病治疗的理念，使更多的医生了解熟悉各类皮肤病的诊疗和处理方式，帮

助中青年医生提高临床实践能力和理论水平。

现面向全国征集皮肤疾病临床精彩案例，我们诚邀领域优秀的中青年医师共同分享诊治经验，同时也祝愿更多优秀的医生能突出重
围，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现将^体参蠢●宣通知如下

比赛进程

征文要求

G病例需为医师本人主治的患者，确保了解整个诊疗过程

。病例须真实、完整(包括患者年龄、性别、主诉、现病史、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入院诊断、治疗经过及结局)，同时注意保护患者隐私

。病例方向无特殊要求，内容精彩完整即可

G参赛者同意主办方在网络平台公开展示病例

报名方式

登录《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官网

(http：／／pfxbxzz．paperopen．com／)，点击右上

方滚动图片，选择“喜润新生”病例演讲比赛，

下载报名表格，填写完毕后连同病例报告发送

至指定邮箱：hirudoid@cms．net．cn

囝日国

曰团固目

优秀案例将有机会发表在《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并且获奖名单将在《中国皮肤t

病学杂志》官方网站及其微信平台上进行公示。(最终解释权归深圳市康哲药业苇

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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