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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导入联合光子嫩肤治疗面部黄褐斑的疗效及美容效果&方法
!

以

+-&.

年
%

月至
+-&C

年
%

月来该院治疗面部黄褐斑的
&%C

例女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成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

例!对照组给予光子嫩肤技术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
U5

离子导入治疗!比较

两组治疗黄褐斑的疗效#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黄褐斑的颜色及面积进行评分并比较#观察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

情况&结果
!

观察组黄褐斑治疗总有效率为
;+,FEb

!对照组黄褐斑治疗总有效率为
F+,G.b

!两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E

%#治疗后观察组皮损颜色及面积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

%#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b

!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G,G;b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

%&结论
!

U5

离子导入联合光子嫩肤治疗面部黄褐斑疗效及美容效果显著!并发症发生率低&

关键词"维生素
>

#

!

光子嫩肤#

!

面部黄褐斑#

!

美容效果

中图法分类号"

#FEC,G+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F+$;G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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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褐斑又可称为肝斑#是一种色素沉着性皮肤

病#皮损为不规则的淡褐色+褐色或黑色斑片#多见于

中青年女性#其病因被认为与雌激素水平增多而刺激

细胞色素沉着有关)

&

*

#此外#患者妊娠+内分泌失调+

肝功能异常+遗传等因素也可诱发黄褐斑)

+

*

#因影响

容貌#造成女性心理及精神负担(光子嫩肤技术以强

脉冲光子进行非剥脱式的嫩肤技术#临床研究较成熟

且治疗黄褐斑效果明显)

%

*

(左旋维生素
>

%

U5

&离子

导入可促进
U5

的吸收#可抑制黑色素的形成(以本

院
+-&.

年
%

月至
+-&C

年
%

月收治的
&%C

例患有黄褐

斑的女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观察
U5

离子导入联合

光子嫩肤技术治疗面部黄褐斑的疗效及美容效果(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以
+-&.

年
%

月至
+-&C

年
%

月来本

院治疗面部黄褐斑的女性患者
&%C

例为研究对象#按

照随机数字表法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

例(

观察组患者年龄
+G

$

.&

岁#平均%

G+,E-DG,&F

&岁$

病程
+

$

C

年#平均病程%

%,G;D-,G&

&年$蝶型
&G

例#

面上部型
+%

例#面下部型
&F

例#泛发型
&E

例(对照

组患者年龄
+.

$

.%

岁#平均%

GG,%EDE,.+

&岁$病程

%

$

&&

年#平均病程%

F,%&D+,%-

&年$蝶型
&F

例#面上

部型
&C

例#面下部型
+-

例#泛发型
&G

例(两组患者

年龄+病程+黄褐斑临床分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E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获得医

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所有患者均符合黄褐斑临床

诊断标准)

G

*

#同意治疗方案#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过敏体质或严重药物过敏者$患有糖尿病

或皮肤性病变+面部有细菌感染者$

%

个月内使用过固

醇类药物或口服抗凝药物或使用维
(

酸类药物者$黄

褐斑诱因为月经周期者$伴有严重心+肝+肾等器质性

病变者$依从性差#不能按要求做到术后避免强紫外

线照射+少吃深褐色食物+少用化妆品等注意事项者(

$,/

!

方法
!

对照组患者采用光子嫩肤技术治疗#具

体方案如下!治疗前用洗面奶常规清洁皮肤#去角质#

面部照相后患者取平卧位#医师带防护眼镜#治疗前

均匀涂抹耦合剂于患者面部#应用美国科医人公司生

产的
[='

光子嫩肤仪(根据患者皮肤情况及皮损颜

色深浅选择相应的脉冲光波长#面部皮肤较白患者给

予
EG-6!

脉冲波长进行治疗#面部皮肤偏暗的患者

给予
EF-6!

脉冲波长进行治疗$淡褐色斑选择双脉

冲形式#治疗参数为脉宽
%

$

.!4

#脉冲间隔时间
+E

$

G-!4

#能量
+G

$

+CX

"

5!

+

$深褐色斑选择双脉冲或三

脉冲形式#治疗参数为脉宽
+

$

E!4

#脉冲间隔时间

+E

$

G-!4

#能量
+-

$

+%X

"

5!

+

(患者在行第
&

次光

子嫩肤治疗时应在隐蔽处#如耳前区做光斑测试#预

防不良反应的发生(根据皮损区具体变化情况调整

适宜的脉宽+脉冲间隔和能量密度#直至皮肤出现轻

微的潮红(治疗结束后除去面部耦合剂#面部有灼热

感者可冰敷
+E!"6

(

%-M

治疗
&

次#连续治疗
%

个疗

程后判定疗效(

观察组患者采用光子嫩肤联合
U5

离子导入治

疗!光子嫩肤治疗方案同上#治疗
+

个疗程后开始用

武汉奇致激光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皮肤美容仪导入

左旋
U5

溶液治疗#先用温水清洁面部皮肤#将左旋

U5

滴入美容仪治疗头上#缓慢做螺旋式移动#直至溶

液被完全吸收#每次
&E!"6

#

&

次"周#

&

次为
&

个疗

程#连续治疗
&-

次(

$,'

!

观察指标
!

%

&

&比较两组黄褐斑治疗效果(以

/黄褐斑的临床诊断和疗效判定标准0为判定依据)

G

*

!

治愈#肉眼观察色斑消失面积
$

;-b

#且颜色基本消

失$显效#肉眼观察色斑消失面积
$

.-b

#颜色明显变

淡$好转#肉眼观察色斑消失面积
$

%-b

#颜色较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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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变淡$无效#肉眼观察色斑消失面积
%

%-b

#颜色较

治疗前无变化(%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黄褐斑颜色及

面积评分比较)

E

*

(颜色评分!肤色正常评
-

分#淡褐

色评
&

分#褐色评
+

分#深褐色评
%

分$面积评分!评

分范围
-

$

%

分#无斑块评
-

分#

%

+5!

+ 评
&

分#

+

$

G

5!

+ 评
+

分#

$

G5!

+ 评
%

分(总评分
h

皮损颜色评

分
B

皮损面积评分(%

%

&观察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

情况(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C,-

统计学软件进行

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
ED"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

验$计数资料以)

0

%

b

&*表示#黄褐斑疗效比较采用秩

和检验#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E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皮损颜色及面积评分比较
!

两组患者

治疗前皮损颜色+面积及总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E

&$与治疗前相比#两组患者治疗后皮损

颜色+面积及总评分均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E

&$治疗后观察组皮损颜色+面积及总评分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皮损颜色及皮损面积

!!!

评分比较#

ED"

&分$

组别
0

时间 皮损颜色 皮损面积 总评分

观察组
.;

治疗前
+,.GD-,.& +,%%D-,.+ G,;FD&,&E

治疗后
&,EED-,&%

*"

&,%.D-,+G

*"

+,;&D-,EG

*"

对照组
.;

治疗前
+,.CD-,EC +,+CD-,.& G,;.D&,G.

治疗后
&,C&D-,G+

*

&,CED-,E&

*

%,..D&,-%

*

!!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

*

$

%

-,-E

#与对照组周期比较#

"

$

%

-,-E

/,/

!

两组患者黄褐斑临床疗效比较
!

观察组黄褐斑

治疗总有效率为
;+,FEb

#对照组治疗黄褐斑总有效

率为
F+,G.b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0

#

b

$(

组别
0

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 %E

%

E-,F+

&

+%

%

%%,%%

&

.

%

C,F-

&

E

%

F,+E

&

.G

%

;+,FE

&

对照组
.; &G

%

+-,+;

&

+E

%

%.,+%

&

&&

%

&E,;G

&

&;

%

+F,EG

&

E-

%

F+,G.

&

+ &C,E--

$

%

-,-E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0

#

b

$(

组别
0

皮肤红肿+疼痛 色素沉着 遗留瘢痕 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
.; +

%

+,;-

&

-

%

-,--

&

-

%

-,--

&

+

%

+,;-

&

对照组
.; E

%

F,+E

&

+

%

+,;-

&

%

%

G,%E

&

&-

%

&G,G;

&

!

+

E,CG&

$ -,-&.

/,'

!

两组治疗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

观察组治疗后并

发症发生率为
+,;-b

#对照组治疗后并发症发生率为

&G,G;b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

&#见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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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

面部黄褐斑是困扰中青年女性的皮肤问题之一#

临床认为该病病因为色素过度沉着#伴内分泌失衡#

垂体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同时也分泌过量的黑

色素细胞刺激素#导致皮肤黑色加深)

.$F

*

(目前治疗

黄褐斑的药物和手段较多#但见效慢#不良反应多发(

光子嫩肤技术以不损伤正常皮肤为前提#用特定

波长的强脉冲光透过皮肤表皮#利用其光热作用和光

化学作用#分解+破坏组织中的色素细胞和色素颗

粒)

C

*

#部分表现为皮肤表层形成薄痂后自然脱落#另

一部分被吞噬细胞处理排出体外#皮损处颜色减淡或

恢复正常肤色#发挥美容功效(有研究发现黄褐斑与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紧密相关)

;

*

#光波作用于皮肤的胶

原层#刺激纤维细胞分泌新胶原蛋白#可恢复皮肤紧

致+光泽#整体提升皮肤状态(因单一疗程就可改善

多种皮肤问题#能在短时间内达到较好的美容效果#

且可根据皮肤状态及治疗目的的不同调整治疗参数#

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安全而简便#受到很多皮肤问

题患者的关注(

酪氨酸酶在黄褐斑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

用#它是酪氨酸转变为黑色素的催化剂和黑色素生成

的限速酶#

U5

能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阻断黑色素生

成#刺激深颜色的氧化型色素转化为浅颜色的还原性

色素#发挥祛斑效果)

&-

*

(此外#

U5

是参与胶原蛋白合

成的最主要成分#而胶原蛋白具有祛斑+除皱修复+美

白等作用(左旋
U5

较普通水溶性
U5

更易通过皮脂

膜#是唯一可直接被人体肌肤所吸收的
U5

形式#离子

导入更加促进了皮肤的吸收#为皮肤局部补充高浓度

的
U5

#达到淡化面部黄褐斑的美容目的)

&&

*

(运用光

子嫩肤术祛除黄褐斑后导入
U5

离子#两者祛斑+淡斑

的功效互补#可显著提高黄褐斑治疗效果(

本研究考察
U5

离子导入联合光子嫩肤技术用于

黄褐斑治疗及美容效果#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皮损

颜色及面积评分均明显低于治疗前#表明光子嫩肤术

起到了改善黄褐斑患者面部皮损的作用#达到面部美

容效果#观察组治疗后皮损颜色及皮损面积评分明显

低于对照组#提示光子嫩肤术联合
U5

离子导入可进

一步改善肤质#且结果表明#观察组治疗黄褐斑总有

效率高达
;+,FEb

#与对照组
F+,G.b

的治疗总有效率

相比差异明显#进一步说明光子嫩肤术联合
U5

离子

导入治疗效果优于其单一使用的疗效(此结果与张

予晋等)

&+

*研究黄褐斑治疗效果的试验结论一致#支持

光子嫩肤术与
U5

离子导入联合治疗的有效性(钟淑

霞等)

&%

*指出左旋
U5

导入可改善光子嫩肤治疗黄褐

斑后面部色素沉着等皮肤问题(本研究中#观察组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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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反应发生率为
+,;-b

#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G,G;b

#

表明单纯使用光子嫩肤术治疗容易引起皮肤局部炎

性反应#加速色素沉着#遗留疤痕#而联合
U5

离子导

入治疗明显降低了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其原因可能与

U5

后续治疗作用有关(

综上所述#光子嫩肤术联合
U5

离子导入治疗黄

褐斑及面部美容具有更好的临床价值#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不良反应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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