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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外治法在糖尿病皮肤溃疡治疗中的应用

回雪颖 　 郭伟光 　 王 　 景 　 马铭堃

摘 　 要 　 糖尿病皮肤溃疡是常见的糖尿病并发症,其病程长、病情复杂,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病情重者甚至需要截肢。
本文通过对临床常用治疗糖尿病皮肤溃疡的中医外治理论、外治方法等分析总结,发现中医外治法对本病的治疗优势明显。 所

以不仅要积极解决中医外治法临床上所面临的问题,还应进一步探索其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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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外治法是中医外科具有特色的治疗方法,是
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在历代医家的实践经验中形成

的,种类多样,疗效显著。 《医学源流论》云:“外科之

法,最重外治。” 糖尿病皮肤溃疡 ( diabetic cutaneous
ulcers,DCU)属外科疾病范畴,本病病程长,病情严重

者甚至需要截肢,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心理健

康,中医外治法在本病的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中医外治理论

《理瀹骈文》曰:“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

药,亦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尔。”可见外治法与内治

法都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通过药物来达到治病的目

的,只是给药途径不同。 从最初的砭石发展到系统的

外科理论,许多医家做出了重要贡献。 部分医家把

“久病入络”“阳化气、阴成形”等理论引入到 DCU 的

治疗中,并取得很好的疗效。
《灵枢·百病始生》曰:“是故虚邪之中人也,始

于皮肤……留而不去,则传舍于络脉”,指出了邪气

伤人,先侵袭皮肤肌表,病久不去就会传于络脉,为叶

天士“久病入络”学术理论奠定了基础。 之后,叶天

士提出“久病必治络,谓病久气血推行不利,阴虚而

血涩,血络之中必有瘀凝”。 在此理论基础上,胡锦

庆等 [1] 根据“络以通为用”的治疗原则,自拟化瘀通

络汤治疗糖尿病足(diabetes foot,DF),该方能有效减

小 DF 的溃疡面积,促进溃疡愈合。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 提到 “阳化气,阴成

形”。 张介宾在《类经》中注释:“阳动而散,故化气,
阴静而凝,故成形”。 张介宾认为,阳主动主运散,能
将有形之物质气化,阴主安静凝滞,能将无形之气物

化。 贾湘隆等 [2] 认为随着创面发展,坏死组织随之

液化、脱落,产生脓液为“阳化气”;脓液逐渐消失,肉
芽组织的生长与上皮的爬生过程为“阴成形”。 并在

前人经验基础上创制回阳生肌膏应用于阴证创面,包
括 DCU 创面,临床效果显著。 《景岳全书》中又提到

“凡下焦阳虚,则阳气不行,阳气不行,则不能传送而

阴凝于下,此阳虚而阴结也”,明确阴邪结聚的产生

在于阳虚。 易祥龙等 [3] 基于“阳虚阴结”理论,认为

糖尿病足溃疡( diabetic foot ulcer,DFU)病机可概括

为阳虚为本,阴邪结聚为标,并以温阳化瘀法为治疗

原则,自创温阳生肌膏治疗 DFU,为临床治疗 DFU 提

供新思路。
“煨脓长肉”是中医外科创面换药的经典指导理

论,最早见于申斗垣《外科启玄》,提到:“在凡疮毒已

平,脓水来少,开烂已定,或少有疼痒,肌肉未生,……
故将太乙膏等贴之则煨脓长肉,……使其气血和畅,
精神复旧,至此强壮诸疮,岂能致于败坏乎?”煨脓长

肉具体指在创面愈合的后期阶段,即在腐去肌生、肌
平皮长时,外敷中草药膏或散剂,使创面直接吸收药

物,促进局部气血温通,增强其防御能力,增加脓液分

泌,保持创面湿润,进而促使创面生长 [4] 。 故 《外科

证治全生集》 指出:“毒之化必由脓,脓之来必由气

血。”《外科大成·论脓》谓:“概毒之得脓,如伤寒之

得汗”。 这句话足以说明脓成在创面愈合过程中的

重要意义。 现代医学创面湿性愈合理论与“煨脓长

肉”理论是一致的。 程嘉骏等 [5] 通过 Meta 分析结果

显示,在煨脓长肉理论指导下,中医外治法在促进伤

口愈合方面有较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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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实功 [6] 在《外科正宗》中强调,疮疡脓成后要

“开户逐贼”,认为“使毒外出为第一”。 李竞在疮疡

病的外治法中提出给邪出路的理论,认为一切致病因

素都可以称为“邪”,给邪以出路,转移邪正相争之

所,以免闭门留寇。 张朝晖继承李竞教授给邪出路

的理论,并提出 DF 给邪出路的外治法主要是引流,
还包括自身坏死组织和异物的清除;内治法则是通

过改善机体内在环境,给邪以出路,包括通腑法和

托法 [7] 。
二、中医外治法

DCU 常用的中医外治法有清创法、药物疗法、熏
洗法、针灸、穴位注射、穴位按摩等。 各种方法可配合

或交叉应用。
1. 清创法:包括鲸吞法和蚕食法两种。 蚕食法是

指分次逐步清除坏死组织,而鲸吞法是彻底清除坏死

组织。 另外,奚九一提出的清筋术,主要应用于筋疽,
即糖尿病非缺血性肌腱变性坏死症患者,效果显著[8] 。
李小芳等[9] 予蚕食清创联合银离子敷料治疗 DFU,发
现上皮组织形成时间、创面愈合率等均优于对照组。
王晋军等[10] 应用祛腐清筋术清除坏死组织并使创面

开放,再用皮肤牵张闭合系统渐进式闭合创面,发现创

面肉芽生长新鲜,创面愈合快,保肢率为 96. 7% 。
2. 药物疗法:根据疾病所在的部位不同,以及病

程发展变化所需,将药物制成不同的剂型施用于患

处,使药力直达病所,从而达到治疗目的的一种方

法 [11] 。 《医学源流论》曰:“汤药不足尽病,……用膏

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其腠理,通经贯

络,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较服药尤有力。”常用

的药物剂型有膏药、油膏、箍围药、掺药、酊剂、洗剂

等。 对于 DCU 患者,中药外敷可对神经末梢产生刺

激,进而促进血管扩张,加速局部血液循环,促进皮肤

新生。 黄金梅等[12] 应用自制九华膏治疗 DF,发现九

华膏能降低炎性细胞因子水平,促进创面上皮组织的

生长。 刘玲等[13] 研究发现,复方白玉散外敷治疗 DF
比常规油纱外敷治疗创面愈合率高,创面愈合时间短。

3. 熏洗法:早在 《金匮要略》 中就提到过此法。
熏洗法是用药物煎汤,趁热在患部熏蒸、淋洗和浸浴

的方法。 机制是通过中药的作用与药水的热力共同

作用于病灶,透过患者的皮肤、黏膜对其机体产生疏

通经络、调和气血的作用,从而对 DFU 进行治疗或者

预防 [14] 。 卞荣蓉等 [15] 研究发现,糖足康洗剂可以明

显改善 DF 患者创面愈合率等。 林立英等 [16] 研究发

现,以益气活络生肌汤熏洗气虚血瘀型 DFU 患者患

足,可促进肉芽组织的生长和溃疡创面的愈合。
4. 塌渍法:最早见于《刘涓子鬼遗方》。 溻是将

饱含药液的纱布或棉絮湿敷患处,渍是将患处浸泡在

药液中。 溻渍法是通过湿敷、淋洗、浸泡对患处的物

理作用,以及不同药物对患部的药效作用而达到治疗

目的的一种方法,具有通调腠理、疏畅血脉、消散肿疡

的作用 [11] 。 近年来,应用广泛的足浴法即属于溻渍

法。 王平东 [17] 将解毒洗剂用于 DF 患者创面红肿热

痛者,而创面红肿热痛不明显者则给予溃疡洗剂治

疗,两者可促进肉芽组织生长,缩短创面愈合时间。
5. 针灸法:《灵枢·海论》曰:“夫十二经脉者,内

属于腑脏,外络于肢节。”针灸不仅可调节脏腑,还可

疏通经络,改善气血运行。 刘可等 [18] 通过观察发现

温针灸联合创伤负压治疗技术治疗 DFU 患者,创面

愈合进程快。 张建平等 [19] 发现,针刺可以增加创面

微血管密度,同时加快神经传导速度,改善足部溃疡。
6. 穴位注射:即药物联合针刺疗法,通过辨证施

治选用某些腧穴,将药物注射其中,使其既发挥药物

本身的作用,又可以通过刺激穴位,达到疏通经络、活
血化瘀等不同作用 [20] 。 滕惠兰等 [21] 应用黄氏外用

油纱联合血必净穴位注射治疗 DFU,发现此法疗效

较好。
7. 穴位按摩:是一种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以经络

腧穴学说为基础、以按摩为主要施治手段的治疗方

法。 其手法渗透力强,通过刺激特定的穴位,达到通

经活络的作用。 雷芳芳 [22] 根据辨证分型采用不同中

药足浴方联合穴位按摩治疗 DF,发现此法能够有效

提高局部血流量及神经传导速度,促进创面愈合。 王

岩 [23] 予桃红四物汤联合足底穴位按摩治疗 DCU,结
果显示总有效率较好。

临床上,常是多种治疗方法联合应用。 如常用的

贴敷法、熏洗法、穴位注射等均与药物有关。 有的学

者认为 DFU 患者应用中医综合治疗方案,是能够最

大化保留有功能的肢体的有效办法 [24] 。
三、实验研究

创面愈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创面炎性反

应、上皮及血管新生、基质形成和胶原合成,涉及生长

因子、趋化因子及细胞外基质与不同细胞因子之间的

协调作用等 [25,26] 。 与创面修复有关的生长因子主要

有表皮生长因子( epithelial growth factor,EGF)、血管

内皮 生 长 因 子 (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转 化 生 长 因 子 (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TGF)、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 plateletderived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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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PDGF)、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FGF)等。 许多医家通过动物实验,证实了中医

外治法对生长因子的影响,为中医外治法的疗效客观

化提供证明。
1. EGF:主要功能是促进皮肤细胞的分裂,还能

刺激透明质酸和胶原蛋白等的合成与分泌。 在创伤

修复过程中,EGF 通过与其受体结合,通促进 DNA、
RNA 的修复和蛋白质的合成,从而改善创面微循环

和组织营养状态,促进创面的再上皮化。 郑琪等 [27]

研究发现,四效散可以显著提高大鼠血清中碱性成纤

维细胞生长因子 (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bF-
GF)、EGF 水平,有利于肉芽组织的生长,从而促进

DFU 的愈合。
2. VEGF:可在体内诱导血管新生,是已知的促进

血管生长作用最强的细胞因子。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A(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 VEGFA)作为

VEGF 促进基膜分解的主要因子,能加速血管新生,
进而为创面肉芽组织、细胞提供营养与氧气 [28] 。 张

东萍等 [29] 通过糖尿病大鼠实验证明,血竭生肌膏可

通过提高溃疡创面 VEGF 的表达,促进新生血管形成

来加快创面愈合。
3. FGF:分为酸性 FGF( aFGF)和 bFGF。 FGF 受

体对 FGF 有高度的特异性和亲和性,两者结合后通

过激活细胞内相关的蛋白激酶,促进形成新的毛细血

管,同时能诱导创面周围组织中的成纤维细胞向创面

迁移,促进创面愈合。 王景等 [30] 研究发现,提高 DCU
大鼠的 bFGF 水平能够改善血管功能,促进肉芽组织

生长及创面愈合。
4. PDGF:是低分子量促细胞分裂素,可刺激成纤

维细胞、神经胶质细胞和其他多种细胞分裂增殖,在
伤口愈合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有研究应用适宜浓度

的丹银海绵治疗大鼠 DCU,发现丹银海绵可以使

PDGF 等生长因子表达上调,从而促进糖尿病大鼠皮

肤溃疡创面愈合进程。
5. TGF:目前研究得较为清楚的是 TGF - α 和

TGF - β。 TGF - β 是与创伤愈合关系最密切的生长

因子,能够促进细胞的增殖、迁移、分化,加速肉芽组

织的形成,对创面修复有重要调控作用。 有研究发现,
养阴生肌散通过增强皮肤组织 TGF - β1、bFGF 和

VEGF 蛋白的表达促进糖尿病大鼠皮肤溃疡的愈合。
四、展 　 　 望

《疡科纲要》云:“疮疡为病,发见于外,外治药尤

为重要。 凡轻浅之证,专恃外治,可收全功;而危险大

疡,尤必赖外治得宜,交互为用,此疡医之学。”该理

论明确了中医外治法在疮疡疾病中的重要作用。 中

医外治法不仅种类多样,而且随着临床经验的累积,
日益成为治疗外科疾病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治疗方

法。 它因方法独特、特色优势明显、疗效确切受到了

临床医师的重视。 但是临床上掌握每种外治法的适

应证和操作规范及临床疗效判定标准不统一是亟待

解决的问题。 在科研方面,虽然在创面修复的相关细

胞因子的研究上明确了中医外治法的作用机制,也明

确了部分信号通路,但具体的作用机制、靶向调控还

需进一步探索研究。 另外,外治中药的药理学机制、
作用机制的深层研究,以及跨专业合作研究,均有利

于中医外治法治疗 DCU 的理论依据系统化、精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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