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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足底筋膜炎是足跟痛的常见原因，足底筋膜炎的中西医临床治疗手段日趋多样，目前已有诸多进展。中

医与西医都有不同的治疗方式来改善症状。本文就中西医的临床治疗手段作一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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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lantar fasciitis is a common cause of heel pain, and the clinical treatment metho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for plantar fasciiti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diverse. Currently, 
there have been many advances. Bo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have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to improve symptoms.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clinical treatment 
metho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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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足底筋膜炎是一种跟骨下筋膜的退行性病变而非原发性炎症[1]，中医中属于“骨痹”的范畴。足底

筋膜炎的常见症状为足跟痛，典型症状为晨起后最初几步行走足跟内侧疼痛剧烈，之后继续行走疼痛则

慢慢减轻。足底筋膜炎的发病机制是脚趾背屈及纵向足弓的过度拉伸导致足底筋膜的张力增加，长时间

的张力载荷导致足底筋膜炎的急性或慢性损伤，主要的诱发因素有过度运动、长时间站立、肥胖、筋膜

弹性不足、足弓先天异常、双下肢不等长等[2]。足底筋膜炎最常见于 40~60 岁，该病可能累及运动和非

运动人群，但跑步者的发病率更高[3]。 

2. 足底筋膜炎的西医治疗 

1) 体外冲击波治疗 体外冲击波是一种压力瞬间急剧变化的高能量机械波，该技术由超声碎石技术

发展而来[4]，具有缓解疼痛、影响细胞增殖分化、扩张与修复血管、抗炎的作用[5]。体外冲击波作为治

疗足底筋膜炎的一种新兴治疗方法安全可靠，能够有效缓解疼痛和改善功能。 
2) 拉伸训练 足底筋膜炎患者因长时间休息后筋膜处于挛缩状态，因此才会出现晨起后最初几步行

走疼痛剧烈的典型症状，拉伸训练能够合理平衡足底结构的肌张力，维持足底筋膜的长度和弹性，避免

足底筋膜长期处于紧张的痉挛状态，有效促进患足淋巴组织与血流循环，快速控制机体的炎症反应，提

升患足功能[6]。 
3) 夜间夹板 在夜间使用夹板固定患足，使患足脚面持续处于拉伸状态，通过持续拉伸能有效缓解

足底筋膜炎的疼痛，该方法治疗足底筋膜炎安全有效。 
4) 矫形鞋垫 矫形鞋垫短期(2 周内)使用与长期(1 年内)使用都能有效缓解足底筋膜炎的疼痛症状，它

能给患足内侧足弓提供有效支撑以减少足底筋膜压力，同时大大缓冲足跟的压力，并使足底筋膜以及跟

骨的止点处的筋膜的受力能均匀分布[7]。矫形鞋垫作为目前治疗足底筋膜炎的常规手段对平足患者疗效

更佳。 
5) 肌内效贴 肌内效贴是依据人体的生物力学和解剖结构设计有不同形状的胶布，它具有良好的拉

力并可直接粘贴于皮肤上，它能促进淋巴液回流、增加本体感觉输入，放松筋膜、促进软组织功能活动，

作为一种非侵入性康复治疗技术，在临床康复中备受好评。肌内效贴在短期内对足底筋膜炎导致的疼痛、

本体感觉缺失起到了显著的治疗效果[8]，但单独使用对于功能改善效果并不明显，需要配合拉伸训练提

升疗效[9]。 
6) 类固醇激素注射 局部注射小剂量类固醇激素可抑制无菌性炎症，促进炎症吸收，加快软组织恢

复，短期内快速减轻患者的疼痛症状，促进足功能改善，疗效显著[10]。类固醇激素注射主要在短期(一
个月内)获益更大。 

7) 非甾体抗炎药 非甾体抗炎药对骨肌疾病的疼痛有很好的疗效，通过抑制环氧化酶减少前列腺素

的合成，降低痛觉过敏状态。在足底筋膜炎的治疗中对急性期疼痛疗效较好，但只是通过对症治疗而缓

解疼痛，并不能针对病因或者病理进行治疗[11]。 
8) 离子导入疗法 近年来离子导入治疗作为一种新的经皮给药途径运用足底筋膜炎的治疗，使用地

塞米松或醋酸电离子透入疗法提供短期(2~4 周)的疼痛缓解和功能改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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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富血小板血浆局部注射 富血小板血浆局部注射是将自体血液中的血小板富集后使用少量自体血

清为载体，注射到足底筋膜损伤处，从而达到促进局部组织修复、改善足踝功能、减轻患者疼痛、改善

患者生活质量的目的[13]。 
10) 手术治疗 绝大部患者通过保守治疗可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手术治疗作为次要选择只适用于小

部分保守治疗全部失败的顽固性足底筋膜炎患者。 

3. 足底筋膜炎的中医治疗 

1) 推拿治疗 推拿通过手法作用于足底疼痛部位来软化僵硬的足底筋膜，使疼痛部位放松，减小肌

张力，解除痉挛，治疗过程中可产生热能，加快足部血液循环，提升痛阈，降低致痛物质含量，促进损

伤组织修复，加快炎性介质稀释[14]。此外推拿治疗过程中患足僵硬、粘连的软组织到了充分拉伸，因此

改善了步行功能，缩短了疾病周期。 
2) 针灸治疗 跟底为足太阳经筋所结，通过针灸疗法，着重刺激患者的足部穴位，促进病变部位的

血液循环，可减轻其症状表现[15]。 
3) 中药熏洗 中医认为，足底着力不当、用力过度，牵掣足底足太阳经筋，导致经筋损伤，气滞血

瘀，筋拘黏结，或因肝肾亏虚，肝主筋，肾主骨，久虚及骨，以致“骨痹”，故治疗足底筋膜炎应予以

活血化瘀、通经活络、强肝补肾类药物进行治疗，以达到通则不痛、虚则补之的目的。例如直接将活血

止痛汤外洗足底筋膜炎患者足部，三七、积雪草、红花等药物的镇痛、解瘀作用能较快发挥，减轻疼痛

症状[16]。 
4) 针刀治疗 根据“网眼理论”及“弓弦理论”，足底筋膜炎属于足部软组织起止点所发生的慢性

损伤，针刀治疗通过对病变组织的松解，减轻其张力，使足底筋膜恢复正常的应力状态。通过对病变组

织的剥离，使损伤部位局部充血，形成新鲜创面，促进纤维蛋白的渗出，有效缓解疼痛，并加快局部组

织的修复。故针刀治疗能有效恢复足底正常的生物力学，缓解患足疼痛症状并恢复正常生理功能[17]。 

4. 治疗方式的选择 

超过九成的足底筋膜炎患者不需要手术治疗即可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因此保守治疗应当作为足底

筋膜炎的首选治疗方式。各种治疗方法均有较为可观的治疗效果，但是尚无可完全根治足底筋膜炎的治

疗方法。推荐进行分阶段、个体化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以达到更佳的治愈率。治疗中需减少患肢负重、

避免赤脚及穿平底鞋，初治可选择使用非甾体抗炎药、中药熏洗、拉伸训练、推拿、针灸、矫形鞋垫、

肌内效贴，疗效不佳者可进一步选用夜间夹板、离子导入、针刀治疗、类固醇激素注射。对于至少 6 个

月后以上所有治疗无效的患者，可考虑尝试价格较为昂贵的冲击波治疗或富血小板血浆局部注射。极少

部分保守治疗全部失败的顽固性足底筋膜炎患者选择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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