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何糖尿病患者容易引發足部併發症？養和醫院
足病診療師陳家倫說：「糖尿病有機會影響血管內
壁，導致足部血液循環減弱，皮膚受傷後，傷口難
以痊癒。同時，糖尿病會引致下肢周邊神經病變，
令病人感覺變得遲鈍，很多時足部破損、潰瘍都
沒有感覺。」

下肢周邊神經病變的糖尿病患者，會感到輕
微麻痺、微針刺感，但對痛楚沒有感覺，就算足部
破損，甚至出現水泡亦毫不發覺，有些患者皮膚出

現紅腫，甚至在損傷或潰瘍出現後才發現問題。

糖尿病患者很多時缺乏足夠護理觀念，未能及早發現足部受傷或
預防出現嚴重併發症。陳家倫提醒糖尿病患者及其家人，應多留意足
部變化，日常做好護足措拖，預防病變。

▲ 病人被熱水袋燙傷，
形成水泡。

▲ 趾甲瘀黑，是糖尿病患者
常見的足部病變。

糖尿病是慢性疾病，有
機會緩慢地影響身體多個部位，患
者很多時掉以輕心沒有好好控制血糖，
到併發症出現時才補救便為時已晚。其中最
常見的併發症之一是糖尿腳，足部損傷後受細
菌感染和潰瘍，嚴重的甚至要截肢！

冬季天氣寒冷而乾燥，糖尿病患者
腳部容易冰冷，皮膚容易爆裂及損
傷，他們特別要注意足部護理；
在外遊時更應小心護足，避免
出現併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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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和醫院足病診療師陳家倫

每日檢查足部有否損傷、水泡及紅腫。

使用鏡子或家人協助，檢查雙腳底部有否損傷。

保持足部衛生，每日以溫水洗腳。

如足部皮膚乾燥或爆拆，可外塗潤膚膏，避免塗
在趾縫間，以保持乾爽避免真菌滋生。

檢查是否有傷口未能痊癒。

留意下肢是否經常冰冷，皮膚蒼白。

切勿以熱水浸泡或直接使用熱水袋、電毯或電暖
爐暖腳，避免灼傷。

定期修剪腳甲，需要平剪腳甲，不應剪得太貼或
留太長。

檢查腳甲是否有內
生甲、厚硬或灰甲
等問題。

避免到店舖修腳甲
及足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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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部病變原因?

日常足部護理10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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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周邊血管病變的糖尿病患者由於血液供應不足，冬季天
氣寒冷時，下肢皮膚溫度降低，使下肢脈搏減弱，患者應注意
身體的血液循環。

每年檢查下肢血液循環是否正常。
留意腳部有否冰冷，皮膚蒼白。
檢查趾甲是否呈正常的粉紅色，有沒有麻
痺徵狀。
留意晚上睡覺時有否腳痛及抽筋。
勤做運動，每天步行三十分鐘。
控制血糖、血脂、血壓的水平，保持健康
飲食及生活習慣，吸煙人士最好戒煙。
可進行血管鏡檢查，找出身體出現血管問
題位置，對症下藥。

糖尿病人外遊時，長時間屈膝而坐會影響下肢
靜脈回流，導致腳腫，有病人或會選穿壓力襪。陳
家倫說：「由於部分糖尿病患者並不適合穿着壓
力襪，因此糖尿病人在外遊前，可先檢查足部血
液循環是否正常才去購買。」

如血液流通正常，乘坐飛機時可穿着壓力
襪，陳家倫建議，可選購露趾的款式，襪子長度大約
到小腿即可。

其他襪子選購方面，可選擇舒適的棉質襪，冬季寒冷時，可穿
着較厚的羊毛質地保暖。避免穿着過緊的襪子，影響血液循環。而
已修補的襪子亦不宜穿着，因為縫口會弄傷腳部。

香港現時每十個人當中便有一人是糖尿病患者，且有年輕化趨勢。想預防來勢洶洶的慢性疾病？患上了又如何有效控制病情？日常生活有什麼要注意？養和醫院內分泌及糖尿病中心的專科醫生與護士、營養師、醫療心理學家、足病診療師、物理治療師以及藥劑師等跨部門醫護團隊，合力撰書與你分享糖尿病成因、預防、治療、飲食和生活注意事項等，以專業知識和經驗為你「教路」，破解糖尿病謬誤，助你保持身心健康，從此不再「慌」糖！《不再慌糖》售價為HK$88，現已於各大書局有售，萬勿錯過！

《養和醫健百科》《不再慌糖》
 正式登場 ！

糖尿病足部病變後果嚴重，一個小小的傷口，也可因為
療理不當及延誤，隨時要截肢，陳家倫提醒：「糖尿病人的
足部潰瘍其實是可以避免，患者應每年進行一次評估，包括
足部檢查。日常護理如發現足部有傷口，應立即治理。」

不適當的鞋履是造成足部損傷的主要原因，故
糖尿病人要護足，就要懂得選擇適合自己的鞋履，
冬天或外遊時亦要特別留意選擇合適的鞋履。

糖尿病人如
血液流通正常，
乘搭飛機時可穿
着壓力襪預防

腳腫。

選擇柔軟皮面、厚
膠底、縛鞋帶或魔
術貼的密頭鞋。

1 日常活動可引致足底增生厚皮，避免修

剪造成損傷，應外塗潤膚膏軟化硬皮。

6 經常坐輪椅及卧床的長期病患者，

時常檢查下肢有否壓力瘡。

4 留意腳部有否瘀斑，

趾甲有否瘀黑。

2 避免塗用雞眼藥水，

因 藥 水 含 水 楊 酸 成

分，具腐蝕性，會侵

蝕皮膚，引致潰瘍。

3 使用適當剪甲鉗修剪

腳甲，避免撕走趾甲

及腳皮，造成損傷。

5 發現灰趾甲或趾甲變

形便要立即求醫。

慎選壓力襪   預防腳腫嚴選鞋子   減少腳傷

促進血液循環

避免足部潰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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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穿着尖頭鞋及高跟鞋，防止腳趾受壓形成水
泡及紅腫。

避免在雪地逗留過長時間，防止足部凍傷。

選穿防水鞋子，避免腳傷時沾水，形成潰瘍。

經過一天的活動後，在黃昏時分才選購鞋子。

首次穿着新鞋，時間不宜過久，檢查雙腳有否紅
腫、水泡及皮膚破損。

在室內及戶外都不宜赤腳行走，以至受損而不自
覺。

出外旅遊時，不宜穿着新鞋，因為新鞋較硬，容
易令足部受壓而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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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頭應圓而闊，有足
夠深度，避免行走時
形成壓力點，令趾甲
受傷。

MEDICAL & HEALTH

2015  11  1185

G637_AHK.indd   2 7/11/2015   17:08:27


	EWA_637_084
	EWA_637_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