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患者常见的慢性
并发症之一， 其发生与血糖控制不佳、
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密切相关。 糖尿
病足不仅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还可
能导致截肢甚至危及生命。 临床上， 采
用中医外治与西医抗感染相结合的治
疗方法， 可以起到更好的效果。

西医抗感染治疗
1.�局部护理 保持患病肢体的休

息， 避免负重， 以免加重损伤。 同时，
及时修整局部增厚的角质层， 避免二
次损伤。

2.�改善微循环 使用扩血管、 促纤
溶、 抗血小板凝集的药物， 必要时可采
用腰交感神经切除术， 以扩张下肢血
管， 改善足部血液循环。

3.�抗感染治疗 浅表感染应重视并
积极处理， 真菌感染使用抗真菌药物，
细菌感染可用局部消毒剂。 深部感染
要先做好清创工作， 然后局部和全身
同时使用抗菌药物， 必要时联合应用。

4.�全面清创 彻底清除伤口的坏死
组织、 异物等， 可以有效隔离坏死组
织侵蚀健康的部分， 对溃疡的治疗非
常重要。

5.�局部生长因子的使用 溃疡局部
可使用胰岛素、 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
因子、 表皮生长因子等促生长物质， 以
促进内皮细胞和肉芽组织生长， 加快溃
疡愈合。

中医外治方法
1.�中药泡脚 用黄芪、 丹参、 红花

等中药泡脚， 可以起到活血化瘀、 改善
微循环的作用， 有利于病情恢复。

2.�中药外敷 如果糖尿病足患者局
部皮肤出现溃疡、 坏死等情况， 可以
遵医嘱使用黄芪、 丹参、 红花等中药
外敷， 以促进血液循环， 改善皮肤溃
烂症状。

3.�针灸 通过针刺、 艾灸等方式，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缓解局部疼痛症
状， 还能起到温经散寒的作用。

4.�中药熏洗 用黄柏、 黄连、 地肤
子、 白鲜皮等中药熏洗， 可以起到清热
解毒、 杀虫止痒的作用。

日常生活注意事项
1.�控制血糖 有效的血糖管理可以

预防糖尿病足的发生和发展。
2.�改善生活方式 合理控制饮食，

控制碳水的摄入， 调整蛋白质以及脂
肪比例， 并定期复查血压血脂。

3.�预防创面形成 注意保护足部，
避免冻伤、 烫伤、 外伤等。 穿合适的
鞋袜， 避免影响血液循环， 造成足局
部摩擦伤、 挤压伤。 养成每天检查足
部的习惯， 做好足部卫生， 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

4.�定期修剪趾甲 糖尿病患者要定
期修剪趾甲， 避免因趾甲过长断裂而
伤到趾甲周围的组织。

总之， 糖尿病足的治疗是一个多学
科、 长疗程、 联合治疗的过程。 但只要
早发现、 早治疗， 结合中医外治与西医
抗感染治疗， 就能显著提高糖尿病足的
治疗效果， 降低截肢率和死亡率。 同
时， 患者应保持良好心态， 注重日常预
防， 降低糖尿病足的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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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发现吃火锅更容易
诱发痛风？ 其实， 将食物在水中
煮一下就吃掉， 比其他烹饪方法
更健康， 但火锅混煮会产生更多
的嘌呤， 从而诱发痛风。

1.�食材 火锅的食材除了素
菜之外， 大部分种类都是 “嘌呤
炸弹”， 例如各类红肉、 海鲜、 鱼
类以及毛肚、 黄喉、 鸭肠等内脏。

2.�锅底 火锅锅底多为高
汤， 本身嘌呤含量就高， 且随着

水分不断蒸发 ， 浓度会不断升
高。 而且火锅底料在加工的过程
中会放入鸡精、 味精等调味品，
这些调味品中的核苷酸也是导致
尿酸升高的罪魁祸首之一。 再加
上食材所含的嘌呤在火锅汤中也
能够充分溶解， 火锅汤里的嘌呤
含量早已爆表， 因此， 尿酸高的
人一定不要喝火锅汤。

3.�调料 吃火锅时， 蚝油、
虾酱等海鲜发酵类调料， 会让你

在不知不觉中摄入大量嘌呤。
4.�饮料 不少人吃火锅时， 还

会搭配点小酒或各种饮料 ， 酒精
在 体 内 代 谢 会 增 加 尿 酸 生 成 ，
同时还会导致脱水 。 无论是啤
酒 ， 还是白酒都会在一定程度
上 增 加 痛 风 反 复 发 作 的 风 险 。
另外 ， 含糖饮料中的果糖同样
会引起尿酸升高 ， 增加或加重
痛风发作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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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病可分为 5种类型
根据 2023 年颈椎病中西医

结合诊疗专家共识， 将颈椎病分
为 5 种类型。

1.�脊髓型颈椎病 一侧或双
侧上肢或下肢麻木、 沉重感； 有
时感觉在胸部、 腹部或双下肢有
如皮带样的捆绑感， 称为 “束带
感”； 双手无力、 不灵活， 难以
完成写字、 系扣、 拿筷子等精细
动作， 拿东西容易坠落； 步态不
稳、 行走困难， 双脚有踩棉感，
上下楼梯时需要借助上肢扶着拉
手才能登上台阶； 严重时， 双下
肢瘫痪， 卧床不起， 生活不能自
理； 部分患者可出现排尿无力、
尿频、 尿急、 尿不尽、 尿失禁、
尿潴留、 便秘等现象。

2.�神经根型颈椎病 颈肩部
疼痛， 向上肢或手放射； 颈部肌
肉发僵， 活动不利； 颈肩部、 上
肢或手麻木 ； 患侧上肢感觉沉
重 、 握力减退 ， 手指活动不灵
活， 有时拿东西容易坠落。

3.�椎动脉型颈椎病 头晕 、
恶心、 耳鸣、 偏头痛、 心慌。

4.�颈型颈椎病 颈肩疼痛不
适、 颈部活动受限、 颈部肌肉僵
硬与压痛。 如不及时治疗或治疗
不当， 可能进展为其他较严重的
颈椎病类型。

5.�交感型颈椎病 颈部疼痛，
特别是长时间低头或伏案时明
显； 头部症状如头晕、 （偏） 头
痛、 记忆力减退、 注意力不易集
中等； 耳鸣、 听力下降； 胃肠道
症状如恶心 、 呕吐 、 腹胀 、 腹

泻 、 消化不良 、 打
嗝、 咽部异物感等；
心跳很快或者很慢、 胸闷。

颈椎病的高危人群
1.�工作姿势不当者 电脑工

作者、 文字工作者、 教师、 科研
人员、 驾驶员等职业， 由于需要
长时间保持低头的姿势， 容易加
速颈椎间盘的退变和颈部软组织
的劳损， 引发颈椎病。

2.�睡眠体位不佳者 枕头偏
高会造成颈部肌肉、 韧带劳损，
加速颈椎的退变。

3.�生活习惯不良者 长时间
低头玩手机、 躺在床上或沙发上
看电视等， 会使颈椎长时间处于
弯曲状态， 颈后肌肉和韧带负荷
过大， 易引起颈椎劳损。

4.�中老年人 随着年龄的增
加， 容易引起颈椎骨质增生、 钙
化等一系列退行性改变， 最终导
致颈椎病。

5.�颈椎先天性畸形者 如颈
椎发育性颈椎管狭窄患者 ， 在
遭受轻微的外伤后 ， 容易引发
颈椎病。

颈椎病的治疗方法
1.�中医特色治疗 中医定向

透药疗法 、 药物竹罐 、 艾灸 、
穴位贴敷 、 针灸推拿 、 牵引治
疗等方法缓解痉挛、 减轻疼痛。
此外 ， 还可适量进行一些传统
功法 ， 如五禽戏 、 太极拳 、 八
段锦 、 易筋经等 ， 能通过拉伸
周身筋骨 ， 疏解经络壅滞 ， 达
到调节全身气血 、 舒缓筋骨的

作用。
2.�药物治疗 中医药物治疗

上根据辨证分型给予不同的中药
汤剂口服， 如羌活胜湿汤加减、
活血舒筋汤加减、 天麻钩藤饮加
减、 六味地黄汤加减、 黄芪桂枝
五物汤加减等。 西医药物治疗上
常予以非甾类消炎镇痛药、 营养
神经药物、 肌肉松弛药物等。

3.�手术治疗 减压术解除脊
髓和神经等的压迫， 促进神经功
能恢复。 适用于非手术治疗半年
以上仍无效的患者。

颈椎病的预防措施
1.�调整日常姿态 避免长时

间低头工作， 工作 1 小时左右要
改变一下姿势， 进行拉伸运动。
改变不良生活习惯， 如不要躺在
床上阅读、 看电视等。

2.�避免颈部外伤 乘车外出
应系好安全带， 以免急刹车时因
颈部肌肉松弛而损伤颈椎。

3.�避免风寒潮湿 避免用风
扇、 空调直接吹向颈部， 出汗后
不要直接吹冷风或用冷水冲洗头
颈部， 避免风寒入侵体内。

4.�保持正确的睡卧姿势 选
择合适的枕头， 成年人睡觉时建
议颈部垫高约 10 厘米。 侧卧时，
枕头要加高至头部不出现侧屈的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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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足的中西结合治疗
健康 点

“低头族”致颈椎病年轻化
5 种颈椎病，你属于哪一种？

10月 16日是第 16 个“世界脊柱日”，
旨在呼吁全世界提高对脊柱疾病防治的认
识。 随着现代电子产品的普及、 工作生活
方式的改变， 不少人长时间对着手机、 电
脑， 成为了“低头族”， 导致颈椎病患病
率呈现出逐年升高和年轻化趋势。 颈椎病
是指颈椎间盘退行性病变及其继发性椎间
关节退行性病变所致脊髓、 神经、 血管损
害而出现的相应症状和体征。 那么， 人们
该如何预防颈椎病呢？

为何吃火锅易诱发痛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