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糖尿病足是怎么发生的，应如何预防
▲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医院  张春花

糖尿病足是一种比较多见的糖尿病并发

症，这一类患者很容易出现溃疡感染，有的

甚至会截肢，所以要提高对该病的重视，并

在糖尿病早期就要做出相应的预防。对于糖

尿病患者来说，一定要加强对血糖值的控制，

同时也要经常检查足部的状况，保持足部的

干净舒适，并且穿合适的鞋子和袜子。

糖尿病足，是由于长期的高血糖状态导

致神经系统和血管系统发生病理性改变，从

而引起的足部并发症。当人体长时间处于高

血糖状态时，血液中的糖分子会黏附到血管

及神经末梢上，导致血管管壁增厚，血液循

环受阻，神经末梢受损，这些都会导致足部

出现血液流通不畅和感觉异常。同时，长时

间高血糖还会影响足部皮肤的营养及吸收能

力，从而增加了足部感染、溃疡和坏疽等并

发症的风险。如果不及时治疗，会进一步导

致严重足部组织坏死、甚至截肢的情况。

积极控制血糖  糖尿病足是由于血糖控

制欠佳导致的，最好的预防措施就是要严格

控糖，使患者血糖值处于正常状态。糖尿病

患者可遵医嘱服用降糖药或使用胰岛素，进

行规律性治疗，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注意饮

食习惯，并且适当运动。   

经常检查足部  糖尿病足日常的护理尤

为重要，患者需要每天检查其足部的情况。

尤其是在洗澡之后，要看一下脚趾之间有没

有擦伤、有没有皲裂等等，足部有没有颜色

变化，指甲有无变形，足部是否有溃疡等情

况。此外，也要经常查看脚趾之间或脚跟处

的玫瑰色粉刺，这可能是一个灰指甲的先兆，

也是将来形成溃疡的标志，对于这种异常情

况，要有足够的敏锐度。同时，也要每天检

查足部血管和神经功能，这种检查可以帮助

您早期发现足部神经和血管损伤，以及其他

可能的问题，并及时采取改善措施。对于糖

尿病患者来说，也要注意其足部的保暖工作，

不要光脚走路，也不要穿露脚趾的鞋子，尤

其是在寒冷的季节，如果足部受凉，那么很

容易引发病足，并且影响到全身健康。总之，

如果糖尿病患者足部有异常的情况，要及早

去医院进行就诊，及早治疗，避免病情恶化。

做好足部卫生  保持足部清洁对于糖尿

病患者来说非常重要，糖尿病患者需要采取

一些措施来减少足部感染的风险，避免糖尿

病足的发生。每天检查足部情况，发现任何

损伤或异常应该及时处理。如果发现足部有

划伤、破皮或溃疡，应该洗净并涂上药膏进

行保护，避免感染。此外，在清洗足部时可

以使用温水和中性肥皂，轻柔地清洗干净脚

底和脚趾之间的区域，以避免造成伤害。此

外，在洗澡后应注意及时擦干脚部，特别是

脚指缝的部位，以防潮湿引起真菌感染。同

时，糖尿病患者也要做好足部的清洁卫生，

坚持洗脚是最好的卫生习惯。如果在天气比

较凉的时间段，在泡脚时，要注意其水温，

不能超过 38℃，以免烫伤，泡完脚之后要

擦拭干净，并且检查是否有出血和擦拭等情

况。另外，指甲也要做到勤修剪，指甲不能

过长也不能过短。

适度运动  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感觉神

经损伤，导致失去足部感知力和平衡性。适

度运动可以通过增加血液循环来促进神经恢

复和神经再生，并提高足部感知力和平衡性。

研究显示，适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

游泳等，可以有效地降低糖尿病患者的血糖

水平，同时也可以减轻胰岛素抵抗和心血管

疾病的风险。此外，有氧运动还能够提高糖

尿病患者的耐力和心肺功能，促进免疫力的

提高。

选择合适的鞋子  糖尿病患者在日常生

活中，要注意穿合适的鞋子，保证脚部舒适。

换新鞋时，也要穿着袜子试新鞋，以宽松舒

适为最佳状态，并且要循序渐进的穿，从而

使脚部可以适应新鞋，注意鞋子内部不要有

粗糙的接缝和异物等。在生活中，穿着合适

的鞋子和袜子是保护足部的重要措施。对于

糖尿病患者，不要穿着紧身或高跟鞋，而应

选择宽松、舒适、透气性好的鞋子，并且必

须缝制严密的鞋子，以免磨损足部皮肤。同

时，袜子也要选择棉织品、毛线等天然材质，

吸汗透气的面料材质，并保证干燥和洁净。

每天要做到及时更换鞋袜，保证干爽，给足

部一个舒适的环境，这样疾病也会远离你。

科普
POPULAR  SCIENCE

C8
2023年 7月27日

责任编辑：刘则伯
美编：蔡云龙

电话：010-58302828-6858
E-mail：ysbliuzebo@163.com

CT 扫描如何用于肺部疾病筛查
▲ 玉林市红十字医院   梁甲伟

糖尿病患者的饮食调理措施
▲ 四川友谊医院   郑桃

肺部疾病是全球范围内的重要健康问

题，其中包括肺癌、肺炎、结核病等。及早

发现和准确诊断肺部疾病对于治疗和预后至

关重要。作为一种先进的影像学技术，计算

机断层扫描（CT 扫描）被广泛应用于肺部

疾病的筛查和诊断。现在让我们更详细地了

解一下 CT 扫描在肺部疾病筛查中的应用。

肺部疾病的 CT 影像特征

不同的肺部疾病在 CT 影像上会呈现出

独特的特征，这些特征有助于医生进行准确

的诊断和筛查。以下是一些常见肺部疾病的

CT 影像特征：

肺癌 肺癌通常呈现为肺部结节或肿块，

其形状、边界和密度等特征可以提供关于肿

瘤的信息。此外，肺癌还可能表现为肺门或

纵隔淋巴结的增大。

肺炎 肺炎在CT影像上表现为肺部实变、

斑片状阴影或浸润。这些特征有助于医生确定

炎症的范围和程度，并与其他疾病进行鉴别。

结核病 结核病通常呈现为肺部结节、

空洞或纤维化病灶。这些特征对于区分结核

病和其他肺部疾病非常有帮助。

肺部疾病的 CT 筛查适应证

CT 扫描在肺部疾病筛查中具有重要的

应用价值。以下是一些常见肺部疾病的 CT

筛查适应证：

高风险人群 吸烟者、长期接触粉尘、

化学物质或有害气体的人群是肺癌和其他肺

部疾病的高风险人群。对于这些人群，定期

进行 CT 筛查可以帮助早期发现肺部病变，

提高治疗的成功率。

疑似肺部疾病 对于出现肺部症状的患

者，如持续咳嗽、咳痰、呼吸困难、胸痛等，

进行 CT 筛查可以帮助医生确定病变的性质

和范围，作出准确的诊断。

随访观察 对于已知患有肺部疾病的患

者，如肺结节、肺炎、肺纤维化等，定期进

行 CT 筛查可以帮助医生观察病变的变化，

评估治疗效果和预测预后。

遗传因素 如果家族中有肺癌或其他遗

传性肺部疾病的病例，尤其是一级亲属患有

肺癌，那么进行 CT 筛查有助于早期发现潜

在的肺部病变。

肺部结节发现 在其他检查中发现肺部

结节或肿块时，CT 筛查可以提供更详细的

结节信息，帮助确定结节的性质和是否需要

进一步治疗。

手术前评估 在进行肺部手术前，CT

筛查可以提供有关肺部结节和病变的详细

信息，帮助医生规划手术方案和评估手术

风险。

除了上述适应证，医生还根据具体情况

和临床需要来判断是否进行 CT 筛查。综合

考虑患者的病史、症状、体征和其他辅助检

查结果，医生能够确定是否进行 CT 筛查，

并制定相应的筛查方案。

CT 筛查的优势和注意事项

CT 扫描在肺部疾病筛查中具有许多优

势，但我们也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辐射剂量 CT 扫描使用 X 射线，会产生

一定的辐射暴露。在进行 CT 筛查时，医生

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权衡利弊，并尽量控

制辐射剂量。

造影剂使用 在某些情况下，CT 筛查可

能需要使用静脉注射的造影剂，以增强图像

的对比度。在使用造影剂时，需要注意过敏

反应和肾功能的评估，确保安全性。

专业医生解读 CT 影像需要由专业医生

进行解读和诊断，以确保准确性和可靠性。

CT 扫描在肺部疾病筛查中具有重要的

应用价值，可以提供详细的肺部解剖信息和

病变特征。通过准确的诊断和筛查，可以帮

助早期发现肺部疾病，提高治疗的成功率和

预后。然而，在利用 CT 技术进行肺部疾病

筛查时，我们需要注意辐射剂量和造影剂使

用等安全性问题，并确保 CT 影像的准确解

读。只有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才能充分利

用 CT 技术进行肺部疾病筛查，为我们的健

康保驾护航。

糖尿病是现代社会的常见疾病，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患上

了糖尿病。糖尿病是与膳食营养关系最

为密切的慢性病之一，糖尿病的科学饮

食控非常重要。在“糖尿病治疗的五驾

马车”中，“营养治疗”是最基本和重

要的措施，所以糖尿病患者营养水平决

定了病情的发展。

糖尿病是因胰岛素绝对或者相对不

足，以及胰岛素利用障碍，所引起的碳

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代谢紊乱的疾

病，临床上是以高血糖为主要标志。长

期存在的高血糖，导致各种组织，特别

是眼、肾、心脏、血管、神经的慢性损

害、功能障碍。发生糖尿病时，典型的

临床表现是三多一少，即多饮、多尿、

多食、体重下降，主要是由于胰岛素的

绝对或者相对不足，葡萄糖不能被利用，

随尿排出，产生渗透性利尿、排水过多、

机体口渴明显、糖代谢异常、患者饥饿

明显、糖代谢异常导致蛋白质代谢异常，

出现负氮平衡，患者消瘦明显。糖尿病

患者一经诊断，就是终身性疾病，只能

控制，很难根治。

糖尿病治疗中的很多问题都与饮食控

制好坏有关，饮食治疗是一些无症状与轻

症、老年、肥胖患者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治

疗方法．其在防止延缓患者并发症发生、

维持患者健康生活，保持患者劳动力方面

起着重要作用。针对糖尿患者的饮食调理

要注意以下几点：

加强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教育。目前有

一部分糖尿病患者严重缺乏有关饮食治疗

知识。认为控制饮食就是单纯的节食或少

吃含糖多的食物，结果引起严重的低血糖

反应。还有患者忽视碳水化合物的摄人控

制，饮食结构不尽合理，导致病情恶化。

因此对糖尿病患者进行饮食知识的传授和

教育至关重要。

所有糖尿病患者都要坚持饮食治疗

方法。以饮食治疗为主，轻型病例即可

收到好的效果，对中、重型患者使用药

物疗法也应以饮食疗法为基础。注射胰

岛素或口服降糖药只有在科学合理饮食

的基础上才能发挥疗效，不重视饮食治

疗，一味依赖药物治疗，不可能取得长

期的好的临床效果。

及时掌握患者病情，随时调整患者饮

食方案。肥胖患者须严格控制饮食，以低

热量低脂肪饮食为主，减少热量摄人和减

轻体重；对于消瘦患者需保证总热量，故

适当放宽饮食；使用胰岛素治疗的患者，

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上午 9：00-10：00．下

午 15：00-16：00 或睡前加餐，有效防止

低血糖的发生，患者若平常活动量大或日

常从事体力劳动可适当加餐或增加主食。

合理安排主食副食之间比例，不可

只重视主食而轻视副食。虽然控制作为

血糖主要来源的主食摄人量是必须的，

但是副食中含有的脂肪、蛋白质进人体

内也有一部分可以变成血糖，成为血糖

的来源之一，造成血糖升高，体重增加，

不利于患者病情改善。因此，合理控制

主食，同时科学搭配副食，才有可能取

得预期效果。

合理控制糖的摄入。控制糖的摄入被

认为是糖尿病饮食调养的关键。肝葡萄糖

生成作用是维持人体内葡萄糖稳定状态的

重要组成部分，人体内 90% 的内源性葡萄

糖由其生成。一般 T2DM 患者的 HGP 率高于

正常人生理水平。HGP 抑制作用受损，表

现为肝胰岛素抵抗，造成葡萄糖代谢下降，

导致葡萄糖生成增加，各种因素的相互作

用下，一般 T2DM 患者血糖水平较高。通过

科学合理的饮食，严格控制糖分的摄人量， 

能有效抑制患者体内葡萄糖生成的源头，

进而降低 T2DM 患者血糖水平。

总之，糖尿病的饮食注意事项是要避

免吃一些高糖、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

在患者血糖控制正常的情况下，做一些有

氧运动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要用胰岛

素来控制血糖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