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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脉冲1064 nm激光的波长是1064 nm，理论上穿透深度正好是皮下组织、毛囊及血管等深部位置，该激

光的机理是选择性吸收，对于皮肤中的黑色素、含氧血红蛋白及皮肤光老化进行针对性治疗，其余组织则

少量吸收，从而达到了理想的治疗效果。现对长脉冲1064 nm激光治疗皮肤常见病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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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avelength of the long pulse 1064 nm laser is 1064 nm. Theoretically penetrating the depth is 
exactly a deep position such as subcutaneous tissue, hair follicle, and blood vessels. The mechan-
ism of the laser is selective absorption, and the melanin, oxygen-containing hemoglobin and skin 
optical aging are tied to the skin. Sexual treatment, the remaining organizations absorb a small 
amount, thus achieving the ideal therapeutic effect. A review of the common disease of the treat-
ment of skin in a long pulse 1064 nm laser is provided. 

 
Keywords 
Long Pulse 1064 nm Laser, Selective Absorption, Treatment of Common Diseases in Skin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cm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2.124465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2.124465
http://www.hanspub.org


丁舒舒 
 

 

DOI: 10.12677/acm.2022.124465 3228 临床医学进展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长脉冲 1064 nm 激光是掺钕钇铝石榴石激光，其波长为 1064 nm，具有较长的波长，激光能量被含

氧血红蛋白吸收传递至血管壁临界区域的时间，可以治疗血管性增生，此波长理论上穿透深度正好是皮

下组织、毛囊及血管等深部位置，光能直达深部位置，减少中途能量的消耗，从而减少对表皮及其他组

织的损伤。此激光理论为选择性热理论，其理论认为特定波长的激光能量特异性作用于皮肤特殊的靶组

织对其造成破坏，而其他组织结构基本不受影响。这一理论能更好地达到治疗效果，减少表皮皮肤的损

伤等副作用的发生。笔者将对长脉冲 1064 nm 波段激光治疗对皮肤疾病的应用情况加以综述。 

2. 血管瘤 

血管瘤，是由大脑血管内皮细胞异常生长而形成的真性肿瘤，以刚出生的婴儿时候最常见，好发于

头脸部、四肢及躯干等全身各处，头面部占 60%。发生于头面部的瘤体不但影响容貌，甚至会压迫邻近

器官而危及患儿生命，所以婴儿血管瘤需予以早期干预治疗[1]。牛兵[2]的报告，长脉冲可调脉宽激光工

艺技术在防治婴幼童头表面单纯性血管瘤及其浅表型混合性血管瘤方面的效果良好，且外观恢复情况良

好，具有起效快、疗程短、术后疤痕发生率低、无远期不良反应、不影响儿童正常生长发育等优势。长

脉冲 1064 nm 激光的脉宽参数在 0.25~300 ms 范围内均可调整，有效地针对激光照射后皮肤损伤状况，

选择较为适宜的参数，以降低不良反应状况的产生，同时该激光还具有喷雾动态冷却系统，和连续激光

一样，可以避免产生非特异性的热伤害，同时其穿透深度也较脉冲染料激光深，达到了更好的治疗效果。

长脉冲 1064 nm 的激光治疗一般采用高选择性光热作用机理，即毛细血管中氧合血红蛋白质与去氧血红

蛋白靶色基选择性地吸收光能，因而高选择性固定并损伤了毛细血管的内皮组织，进而发挥了防治血管

瘤的效果[3]。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将选择性光热作用应用到了临床治疗血管性皮肤病上，其主要

治疗原理为大毛细血管中人体红血球内的血红蛋白，可以选择性地吸收某些特定波段激光的热量，在激

光作用下，血红蛋白很快产生改性、凝结，大脑血管中的内皮急剧扩张，大毛细血管也因此痉挛，该毛

细血管所提供的组织也出现了缺血，而在激光作用下，血红蛋白很快产生改性、凝结，大毛细血管内皮

迅速膨胀，毛细血管也因此痉挛，该毛细血管所提供的组织也发生了缺血、或缺氧性坏死，大毛细血管

也逐渐闭合收缩，从而实现了治愈目的[4] [5]。有研究者报告对 178 例血管瘤患者实施长脉冲 1064 nm 激

光的治疗，178 例(共 202 处)治疗总有效率为 75.74% (153/202)，且对各种血管瘤种类、部位、治愈次数

的医疗效率也比较相似。178 例中出现轻度水肿共 9 例，占 5.06%，3 d 内均自然消退；出现暂时性色素

沉着共 10 例，占 5.62%，6 个月内均自然缓解；发生浅表性瘢痕共 1 例，占 0.56% [6]。有些研究者回顾

性剖析了 68 例受到治愈的病人，并认为疗效是很准确的。临床并发症情况主要和以上报告的类似，还有

水疱、浅表疤痕、颜色沉默、颜色消退和脱毛。他们还指出，长脉冲宽度 1064 nm 激光对血管瘤有较好

的防治效果，但副作用的发生率却较高[7]。 

3. 瘢痕疙瘩 

瘢痕疙瘩是由于皮肤内的结缔组织过于增生所引起的一种良性皮肤肿瘤[8]，增生的组织中，早期富

含血管，常伴有炎症反应，会出现瘙痒、疼痛等症状。瘢痕血管位置比较深，临床上皮损多为红色、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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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此病好发于前胸、后背、下耳垂等部位，同时也可伴随着毛细血管的扩展，症状为球形、卵圆形、

长条状以及不规则的红色至暗红色瘢痕，并突出在皮下表层，质地坚硬。长脉冲 1064 nm 激光对组织的

高选择性损伤，能够到达 1064 nm 的深度，因为血红蛋白在激光的穿透过程中吸收了大部分热能，瞬间

体温迅速上升，将热能向周围传播，进而导致红细胞坏死、毛细血管壁坏死、周围组织坏死，进而封闭

了早期增生性瘢痕内的毛细血管，进而达到了阻止成纤维细胞的增生和胶原蛋白纤维的生长，达到治疗

效果。近年来，部分临床研究证明长脉冲 1064 nm 激光对疤痕疙瘩的厚度和颜色都有一定疗效[9]。姚庆

军等人[10]认为，长脉冲 1064 nm 激光治疗对瘢痕疙瘩较厚深者更为有效，而且长脉冲激光虽然对表面的

破坏小，但在较高能量下仍可损伤疤痕内毛细血管，而提高防瘢痕的效果。 

4. 酒渣鼻 

酒渣鼻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主要累及中心面区域(脸颊、下巴、鼻子和前额)和眼睛。酒渣鼻的特

点为反复发作潮红、持久性红斑、发炎性丘疹/脓疱和毛细血管扩大。主要发生在鼻子(鼻赘)，更常见于

男性。超过一半的酒渣鼻患者有眼部特征，包括干燥、异物感、畏光、结膜炎、睑缘炎，在极少数情况

下，角膜炎可能会损害视力。红斑痤疮通常始于 30~50 岁之间，但可发生于任何年龄。长脉冲 1064 nm
激光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酒渣鼻血管和炎症性病变的方法。激光治疗被认为以多种方式发挥其作用，

包括血管异常的消融，营养不良性真皮结缔组织的重组和重塑，以及炎症介质释放的中断。一些作者认

为，激光治疗酒渣鼻会破坏小血管，减少敏感皮肤的不愉快症状[11]。在酒渣鼻的早期阶段，可将其激光

用作一线治疗。长脉冲 1064 nm 激光治疗低能量和更长脉宽的红斑毛细血管扩张性红斑，没有副作用。

脉冲染料的主要不良反应是紫癜，它主要作用于浅表和小毛细血管，但也可以深入真皮[12]。与其他激光

器相比，长脉冲 1064 nm 激光炎症后色素沉着过高的风险非常低。 

5. 化脓性肉芽肿 

化脓性肉芽肿，又名分叶状血管瘤，1897 年由 Poncet 和 Dor 首先叙述[13]，为一类后天生、良性结

节样增生，通常由新生的毛细血管所形成，且增殖速度很快，易于大量出血。化脓性肉芽肿多表现为单

一的血管性结节，轻微外伤后易出血，难以自行消退。化脓性肉芽肿的早期损害呈血红色丘疹，后迅速

扩展，逐渐成为有蒂或无蒂甲状腺结节，表面平滑，通常为直径 0.5~l cm，反复感染者及妊娠者可增生

达 2 cm 大小。无自觉痛及压痛，极易出血，但出血量较多。采用长脉冲 1064 nm 激光手术治愈化脓性肉

芽肿有效率高，适合于敏感性特定部位，且疤痕形成面积小，对美容效果较好，且术后复发率小，因此

可以在医院中应用。长脉冲 1064 nm 激光手术也是一项高效，低风险，微创的化脓性肉芽肿诊疗技术。

这个种类的激光手术是一个较好的诊疗方法，也能够取得不错的美容效果，但尤其是对于较大直径的化

脓性肉芽肿中，更不适宜采用长脉冲染料激光手术进行诊疗[14]。化脓性肉芽肿病理特征表明其血管结构

深达真皮层，所以适宜使用长脉冲 1064 nm 激光治疗。当含氧血红蛋白在吸收长脉冲 1064 nm 激光热能

之后，转化为正铁血红蛋白，血红蛋白迅速凝结，红细胞被毁坏并产生了栓塞，进而堵塞毛细外周血管，

导致局部出血，进而损伤毛细外周血管，更关键的是，由于产生的栓塞体温迅速上升，将热能传导到了

毛细血管内皮细胞中，导致了毛细血管内皮细胞不可逆损坏，进而到达了止血目的[15]。长脉冲 1064 nm
激光治疗化脓性肉芽肿的主要机理，是由于皮损组织中含量丰富的含氧血红蛋白可选择性地吸收激光光

能，从而形成热凝固效应，使血红蛋白迅速变性、凝固。同时利用热传导功能损伤大脑血管内皮细胞，

引起毛细血管闭塞退化，以此达治病目的[16]。与传统的超临界二氧化碳激光和冷冻疗法相较，长脉冲

1064 nm 激光治疗的优势在于它不但可以提高较好的效果，且治愈时痛苦等不良反应较轻，但更关键的

是出现术后疤痕、炎症或后色素沉着的几率较少。该激光穿透力极强，配合较长的脉宽，可有效治疗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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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染料激光所无法到达的深度，甚至对于大面积、较深的皮损也同样有效[17]。Hammes 等[14]共使用

长脉冲 1064 nm 的激光手术共治愈了 20 例病人，除另有一例位置在上唇的病人因连续性出血使用连续二

氧化碳激光模式治愈以外，14 例一次性诊治痊愈，3 例需再次治愈，另外 2 例病人 3~4 次治愈，临床上

与美容疗效都相当好。 

6. 甲真菌病 

甲真菌病，是指一类主要由皮肤癣菌、酵母菌，包括非皮肤癣菌性霉菌等所致的慢性感染性皮肤病，

是目前临床诊断治疗上最常用的指甲病[18]。长脉冲 1064 nm 激光，是目前中国国内临床上诊断甲真菌病

时使用较多的物理方式，具有波长长、能量高、使用简便、穿透力强等优势[19]，其波长为 1064 nm，能

直接通过甲板进入甲床，对感染性物质加温以控制其生长，使病甲脱落。真菌在接受激光辐照后，细胞

壁的黑素颗粒产生崩解，使胞壁遭到毁坏[20]。长脉冲 1064 nm 激光治疗真菌甲感染中的具体作用机理目

前尚不明确，但有如下的二个假设：一是能够利用局部的热疗和激光束透过甲板和粘附在甲床的光热效

应，进而实现抗真菌效果[21]；二是利用激光束被真菌细胞壁上的黑色素同化，引起其光热分解，进而控

制菌类繁殖[22]。本研究中，我们长脉冲 1064 nm 激光器使用了从 35~40 J/cm2 的能量，4 mm 的光斑尺寸

大小，35 ms 的长脉冲持续时间和 1 Hz 的频率。因 1 周 1 次，可能会造成手指的指甲变形，所以治疗期

限为每 2 周进行 1 次治疗[23]。 

7. 总结 

近年来，物理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为皮肤常见疾病的治疗带来了较好前景。长脉冲 1064 nm
激光借助选择性吸收原理，对病变组织造成损害，而对正常周围组织有极少的损害，更好地治疗皮肤常

见疾病，减少副作用的产生。目前长脉冲 1064 nm 激光治疗皮肤常见病的具体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探讨，此激光在临床上应用的较少，我们可以大量推广激光的使用，特别是与其他方法联合治疗，取其

各治疗的优点，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从而获得足够多的临床经验，使激光技术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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