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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背景及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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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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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世界银屑病患者幸福感调查报告》首次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范围，针对银屑病患者生活状况

及银屑病对幸福感影响进行了调查研究。「幸福报告」显示，中国银屑病患者幸福水平排名垫底，平均

幸福指数仅为 4.28，数据位列参与调查的19个国家最末，该数据为医患及社会各界敲响了警钟。

今年，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银屑病病友互助网、感知关爱银屑病媒体公众号主

办，利奥医药（上海）有限公司支持，再次发起调研，旨在重新评估银屑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希望可以

助力于消除社会偏见，帮助更多中国患者大幅提高生活质量，共同走出“银”影，迎光而立。



调研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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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报告针对 332位银屑病患者展开调研，其中：

分类 人数 比例

＜18岁 15 4.5%

18-29岁 84 25.3%

30-40岁 115 34.6%

41-50岁 67 20.2%

51-60岁 34 10.2%

＞60岁 17 5.1%

年龄分布情况

疾病患病程度
分类 人数 比例

轻度 90 27.1%

中度 137 41.3%

重度 64 19.3%

未知 41 12.3%

55%45%

参与调研人数

男性 女性

n=332

接受过银屑病治疗的人群比例
分类 人数 比例

正在治疗 231 69.6%

之前有过，
现在没有 98 29.5%

未治疗过 3 0.9%

1. 男性 181人，女性151人；

2. 80%以上人群在18-50岁年龄段；

3. 轻中度银屑病患者人群>68%；

4. 99%以上的人群接受过治疗；



ü 关于幸福感差距：基于2017年患者幸福得分4.28分对比2021年的情况

ü 探究影响患者心情和情绪的重要因素

ü 对比银屑病给男性与女性带来的睡眠、压力、心理负担的差异

ü 了解公众对银屑病的认知及参与公益活动的积极程度

幸福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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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坎特里尔量表我们可以看到：
2021年患者幸福度平均得分5.90，相比17年上涨近38%

* 从0到10为逐步上升 (0代表处于生活最恶劣的状况，10代表处于
生活最美好的状况)

患者幸福度加权平均得分 5.90，其中男性平均
高于女性0.1分

2017年世界银屑病患者幸福报告中，中国银屑
病患者的幸福感水平排名垫底，仅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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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28.9%

25.6%

41.9%

从来没有
偶尔有
有时有
经常有

皮肤问题对您日常的情绪有影响吗？

皮肤问题对96%以上的患者日常情绪存在影响，其中，影响情绪的
主要原因有疾病引起的疼痛&瘙痒及对未来治疗缺乏信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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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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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0 100 150 200 250

疾病引起的疼痛、瘙痒等症状

对未来治疗的信心

对目前治疗结果不满意

别人异样的眼光或语言

生活现状

其他 2.4%

44.3%

49.4%

50.9%

61.1%

57.8%

影响患者心情和情绪的原因（多选）

n=332

n=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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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个月里，您的睡眠状况如何？

24.1%

57.8%

13.9%

4.2%

没有影响
偶尔失眠
一半以上时间失眠
几乎天天失眠

在过去的1个月里，近76%的银屑病患者睡眠有影响

73%

79%

0% 20% 40% 60% 80%

男性

女性

男女性别差异

感到睡眠状况有影响的患者比例 n=252

n=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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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个月里，您有感到紧张和压力吗？

9.9%

66.0%

17.2%

6.9%

完全不会
偶尔有
超过一半时间
几乎每天

88%

92%

0% 20% 40% 60% 80% 100%

男性

女性

男女性别差异

感到紧张和压力的患者比例 n=299

银屑病给90%以上的患者带来紧张和压力

n=332



超过66%的患者带来认为自己无人陪伴、缺乏友谊及不合群等严重
的心理负担，且女性比例均高于男性

过去1个月里，您是否认为自
己无人陪伴或感觉被无视？

30.7%

54.5%

8.7%6.0%

完全不会

偶尔有

n=332

过去1个月里，您是否会感到
缺乏友谊？

33.4%

53.3%

7.8% 5.4%

完全不会
偶尔有
超过一半时间
几乎每天

过去1个月里，您是否会感到
自己不合群？

31.3%

53.9%

11.1% 3.6%

完全不会
偶尔有
超过一半时间
几乎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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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66%

n=332 n=332

>

72% 62%

>

75% 63%

>

n=230男女性别差异 n=221男女性别差异 n=228男女性别差异



对于银屑病引起的情绪压力，您是否接受
过专业的心理或精神上的治疗帮助？

9.6%

10.8%

79.5% 正在治疗
之前有过，现在没有
从来没有过

未来有没有打算接受心理帮助或指导？

27.4%

72.6% 有
没有

近80%的患者从未接受过心理或精神上的治疗帮助，但超过94%患者
愿意参与到公益活动中分享经验，帮助更多的人正确认识银屑病

n=332

n=332

您是否愿意为其他病友分享经验或提供帮助？

58.4%36.1%

5.4%

愿意
有这样的环境会愿意
不愿意

n=332

您是否愿意帮助更多人正确认知银屑病？

60.8%
34.3%

4.8%

愿意
有这样的环境会愿意
不愿意

n=332
12



ü 探究什么是影响银屑病患者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

ü 了解银屑病患者是否有信心能够回归正常生活

ü 对比男性与女性由于疾病带来的职业、婚姻、与人相处、生育期望、

睡眠质量等方面受影响情况

生活质量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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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因皮肤问题引起的心理负担

皮肤的瘙痒和疼痛

疾病治疗造成的经济压力

公众的歧视

就业或婚恋障碍

其他 1.8%

36.4%

45.2%

54.2%

74.7%

67.8%

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影响了您的生活质量？

因皮肤问题引起的心里负担是影响银屑病患者生活质量最主要的因素

（多选）n=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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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1个月里，您是否对皮肤问题得到
改善而不影响正常生活有信心？

在过去1个月里，有超过56%的患者有信心皮肤问题得到
改善后不影响正常生活，且男性信心高于女性

20.5%

36.4%21.4%

21.7%

很有信心
有一些信心
相信能缓解小部分
不相信会痊愈

62%

51%

0% 20% 40% 60% 80%

男性

女性

男女性别差异

有信心皮肤问题得到改善可以不影响正常生活的患者比例 n=189n=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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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皮肤问题对您的职业选择影响程度？

有67%以上的患者表示皮肤问题对职业选择及与同事间相处有影响，
且男性比例大于女性

31.3%

36.4%

22.3%

9.9%

没有影响
较低影响
中度影响
较高影响

n=332

您的皮肤问题对您和同事间相处是否有影响？

32.8%

47.0%

13.6%

6.6%

没有
较低影响
比较影响
已经影响

n=332

21%

35%

19%

28%

0% 10% 20% 30% 40%

男女性别差异
女性
男性

认为皮肤问题对职业
选择达到中度或高度

影响的患者比例

认为皮肤问题和同事
间相处比较或已经影
响的患者比例

n=107

n=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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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从下列哪些人群中得到过支持？

292

166

131

75

54

26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家人

医护人员

朋友

公益组织

同事

没有得到过支持 7.8%

16.3%

22.6%

39.5%

88.0%

50.0%

家人及医护人员是银屑病患者得到支持最多的人群

（多选） n=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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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皮肤问题对您与家人或朋友关系的影响程度？

银屑病对于58%以上的患者与家人或朋友关系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其中影响在中度及重度的占20%以上，且女性大于男性

41.3%

38.9%

13.6%
6.3%

没有
轻度
中度
重度

n=332

您的皮肤问题对您的生育期望是否有影响？

38.3%

30.1%

17.5%

14.2%

没有
轻度
中度
重度

n=332

60%

55%

64%

65%

45% 50% 55% 60% 65% 70%

男女性别差异
女性
男性

认为对与家人或朋友关
系有影响的患者比例

认为皮肤问题对生育期
望有影响的患者比例

n=196

n=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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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探究影响患者坚持治疗的关键因素

ü 了解患者对目前治疗的满意程度如何？不满意的地方在哪？是否与

患病程度相关？

ü 观察影响患者依从性的原因

ü 了解患者对医生治疗自身银屑病能力的信心及获得的帮助相比2017

年是否有提升

诊疗满意度等现状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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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对现在的治疗满意？

12.0%

39.8%

40.4%

7.8%

完全不满意
部分不满意
基本满意
非常满意

一半以上的患者对治疗现状不满意，治疗效果不佳、涂药时间过长
及治疗费用较高是不满意的三大主要因素

210

165

164

122

66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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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0 100 150 200 250

治疗效果

涂药时间过长

治疗费用高

就诊不方便

诊疗时间短

医生服务态度

其它 3.3%

10.5%

19.9%

49.7%

63.3%

36.7%

49.4%

不满意的原因是什么？ （多选）

n=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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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对患者及其家庭造成巨大经济负担
仅33% 的患者可以接受年治疗费用>1万

目前家庭（或个人）经济年收入水平分布 可接受的每年用于治疗银屑病费用统计

21.4%

26.5%29.2%

18.1%

4.8%

＜3万
3-5万
5-10万
10-30万
＞30万

66.6%
25.3%

6.6% 0.9% 0.6%

＜1万
1-3万
3-5万
5-10万
＞10万

n=332 n=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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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有58%的受访者对医生治疗
银屑病的能力有信心

但相比2017年，患者对于医生治疗疾病能力的信心提升了7%
改善皮肤问题及获取疾病健康知识是主要的信心来源

64.5%

35.5%

是
否

247

189

151

31

5

0 50 100 150 200 250

改善皮肤问题

疾病健康知识

心理疏导

无帮助

其他

您是否对医生治疗您银屑病的能力有信心？

n=332

您认为您从医生的诊疗中获得下列哪些帮助？

1.5%

9.3%

45.5%

56.9%

74.4%

（多选）n=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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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会按照医生的要求定时复诊吗？

12.3%

36.1%41.0%

10.5%

根本做不到
偶尔做得到
基本做得到
完全做得到

仅10%的患者会按照医生的要求定时复诊

不同患病程度人群按照医生的要求定时复诊比例

14.6%

34.1%

19.5%

30.8%

42.5%

16.7%

26.5%

46.3%

17.6%

31.4%

25.7%

34.3%

0% 20% 40% 60%

轻度

中度

重度

完全做得到 基本做得到 偶尔做得到 根本做不到
n=332

n=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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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会按照医生交代的时间、剂量及疗程
使用药物吗？

只有12%的患者可以完全按照医生交代的时间、剂量及疗程使用药物

4.5%

25.6%

57.5%

12.3%

根本做不到
偶尔做得到
基本做得到
完全做得到

不会按照医生交代的时间、剂量及疗程服用药物的原因

166

138

127

104

14

0 50 100 150 200

用药麻烦

时间不允许

忘记

疾病已缓解

其他

50.0%

41.6%

38.3%

31.3%

4.2%

（多选）

n=332

n=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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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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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本报告调研的银屑病患

者相比2017年患者幸福度加
权平均得分上涨近38% ；

01

银屑病患者生活质量也因疾病受到

严重影响，包括对职业选择、与同
事间相处等各个方面，且男性的影
响均大于女性；但在与家人或朋友

相处及生育期望方面，女性所受到
的影响却普遍大于男性；

04

在银屑病患者的治疗过程中疗

效及治疗费用是影响坚持治疗
最关键的两大因素，其中仅
33%的患者可以接受年治疗费

用>1万；

02
银屑病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心理负担，

包括：失眠、感到紧张及压力、孤独、
缺乏友谊、感觉自己不合群且女性的
压力程度均高于男性；她们情绪低落

主要与疾病引起的疼痛&瘙痒、对未
来治疗缺乏信心等因素相关；

03

有一半以上的银屑病患者对目前

的治疗现状不够满意，治疗效果
不佳、涂药时间过长及治疗费用
较高是不满意的三大主要因素；

05
在诊疗方面，目前患者对医生治

疗疾病能力的信心提升了7%
（相比2017年），普遍患者依
从性普遍较差，不能够遵从医嘱

定时复诊、按剂量及疗程用药；

06

重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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