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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下肢静脉性溃疡作为临床常见病症，从中医上分析，该病属于廉疮的范围，此病拥有比较漫长的病程，

且容易复发，会对患者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因此，需要重点关注该病的治疗进展，目前中西医结合

治疗是常用的治疗方式，本文通过相关文献对中西医治疗进展展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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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wer limb venous ulcers, as a common clinical symptom, belong to the scope of chronic ulcers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alysis. This disease has a relatively long course and is 
prone to recurrence, which can have a serious impact on patients’ daily life. Therefore, it is neces-
sary to focus on the treatment progress of this disease. Currently,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is a commonly used treatment method.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progr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through relevant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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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西医治疗手段在下肢静脉性溃疡疾病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目前临床研究的重点，西医重

点在于手术、创面敷料等，而中医主要考虑该病的辨证论治方面，有着很强大的中医理论基础[1]。本文

对该病的中西医治疗进展展开了一定研究，现有如下内容。 

2. 病因及发病机制 

从中医角度对下肢静脉性溃疡进行分析，认为此病属于“廉疮”等范围，最早在《外科正宗》的书

中记载过：“出现廉疮的患者，一般多在两侧下肢，初期阶段会发肿，时间太长不治疗会出现腐烂或瘙

痒的症状，更严重还会出现破溃，……”很详细低就讲述了廉疮从初期到后期的一个发病过程以及表现

出来的症状。此病大多是因为湿热下注、湿阻瘀滞等因素导致的，局部皮肤的血液供应长时间无法通畅，

导致皮肤没有得到充足的滋养，加上长时间的行走和站立，导致下肢部位的气血不是十分通畅，血液运

行速度也减慢，经络无法打开，导致下肢静脉出现溃疡[2]。 
从现代医学角度对此病进行分析，认为下肢静脉性溃疡的发生和下肢静脉高压、慢性炎症之间存在

一定关联性。这种慢性炎症反应会导致患处皮肤出现红肿、疼痛、硬结等症状，进一步加重下肢静脉高

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患者仍然保持不良的生活习惯，如长时间站立、久坐、肥胖等，将加剧下肢静

脉高压，使溃疡难以愈合。因此，对于下肢静脉性溃疡患者来说，改变不良生活习惯、保持适当的运动、

控制体重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治疗措施。而静脉内如果长时间高压会导致静脉回流出现阻碍，持续高压也

会直接影响到毛细血管，增加毛细血管的通透性，而血液血管壁通透性一旦增加，会直接引起外渗；除

此之外，血管壁一旦有所变化还会直接引起组织出现循环障碍，容易降低局部代谢产物血的排出，还会

引起营养不良等情况，最后严重出现溃疡。 

3. 中医治疗 

3.1. 中药外敷 

中药外敷是一种古老的中医外治方法，其原理是将中草药捣烂或研磨成为粉状，然后外敷于患处，

以发挥其独特的治疗效果。这种方法历史悠久，疗效显著，且副作用较小，因此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喜爱。

外敷中药的剂型有多种，如膏药、散剂等。这些剂型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需求进行选择。膏药具

有较好的粘附性，可以长时间贴在患处，有利于药物的持续作用；散剂则具有较好的流动性，可以方便

地涂抹在患处，便于患者的使用。外敷中药意味着患者可以通过外敷中药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而无

需经过口服药物所必需的肝脏代谢过程。在外敷治疗廉疮的众多药物中，尤其应注重中药油膏的使用。

中药油膏是一种将中草药研磨成粉末，再加入适当的油脂制成的膏状药物。这种剂型既具有膏药的粘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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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又具有散剂的流动性，非常适合用于廉疮的治疗。 

3.2. 中药熏洗 

中药熏洗疗法，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治疗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十二病方》。在这部古老的医

学典籍中，已经明确提出中药熏洗的治疗方式在多种疾病的治疗中有重要作用。例如，书中记载了骆阮

熏洗的方式能够对痔疮这种疾病进行治疗。而中药熏洗的治疗方式其主要原理就是对中药进行煎煮后，

对患者穴位和病灶位置进行熏蒸。这种方法充分利用了中药的药效，使其能够直接作用于患处，从而达

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赵俊凯[3]在研究中指出，湿热下注证臁疮，采用口服二妙丸合五神汤加静脉活性药

物,急性期油调膏外敷加清热利湿解毒煎剂熏洗后能够有效改善红肿情况。 
该治疗方式最早在《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古书中曾经被记载过，认为“涤洗之法，乃疡科之

要药也。中医还认为，温热具有疏松媵理、发汗祛邪的作用，而中药熏洗中所运用的一些药材多数都是

具有疏通经络、活血化瘀作用的，对治疗下肢静脉溃疡有一定效果，其药物能够直接作用于病灶所在位

置，通过药物的辅助和热力的效果，促进患者气血得到疏通，淤血得到畅通，毒气可以得到清楚，疼痛

可以有所改善。 

3.3. 针刺疗法 

早在古代的时候，针刺疗法就被当时的医学大家称之为刺络疗法，最早是记录在《黄帝内经》，其

中所描述的内容为“刺络者,刺小络之血脉也”。针刺疗法一般分为两种方法，一种是在中医辨证论治的

基础上，将毫针刺入经络主要穴位，以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这种方法需要医生具备丰富的中医知识和

高超的针刺技巧，以便准确地找到疾病的根源，从而进行有效的治疗。另一种方法则是通过在体表特定

的穴位上施以温和的按摩和刺激，以达到调整身体机能和缓解病痛的目的。 

3.4. 灸法  

灸法作为一种古老的治疗方法，其原理是借助药物和火对穴位经络的温热刺激，从而达到温通经络、

除痹散寒的目的。这种疗法通过刺激穴位，使气血运行更加顺畅，从而有助于疮疡的愈合。同时，灸法

还具有近红外辐射的功效，这种辐射可以深入机体组织，促进疮疡疮面的局部血液循环，加快机体的新

陈代谢，从而促进肉芽组织快速生长，加快创面愈合的过程。灸法在治疗疮疡方面的应用非常广泛，无

论是急性疮疡还是慢性疮疡，都可以通过灸法来达到治疗的目的。在治疗过程中，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

体情况，选择合适的穴位和药物，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此外，灸法还可以与其他治疗方法相结合，

如针灸、拔罐等，以提高治疗效果。韦凤玲学者[4]在研究中指出，单纯康复新液湿敷基础上加用艾灸治

疗下肢溃疡效果优于单纯康复新液湿敷换药治疗法。 

3.5. 缠缚疗法 

缠缚疗法就是将调配好的药物在患者患处敷贴好，并用绑带将其束缚好，这种方法能够促进病灶部

位的局部血液血环，从而加速溃疡面快速愈合[5]。 

4. 西医治疗 

4.1. 手术治疗 

静脉溃疡主要以下肢静脉高压为主要病理生理学基础，不管是静脉回流受到阻碍或者静脉倒流，都

会引起高压，因此，要解决根本问题，必须纠正下肢静脉血流动力学异常。在历史上，治疗下肢静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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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的方法经历了多次演变。最初，手术主要是通过高位结扎加抽剥术来解除大隐静脉反流。然而，随着

医学技术的进步，治疗手段也在不断发展和改进。如今，我们已经发展出了以激光、射频消融和硬化剂

为代表的化学消融等微创手术方法。微创手术在治疗下肢静脉高压方面具有许多优势。首先，微创手术

创伤小，患者在术后能够更快地恢复。其次，微创手术的手术时间相对较短，这有助于降低患者的痛苦

和医疗费用。此外，微创手术还具有较高的安全性，降低了术后并发症的风险[6]。 
有相关研究指出，硬化剂术后四年有很高的复发风险，因此，有些微创手术方式治疗后的长期效果

还不确切，需要进行观察[7]。在现代医疗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为了取得最佳治疗效果，医生们开始

尝试多种治疗方式相结合的复合式手术。这种手术方式的出现，使得治疗过程更加全面、精确，从而提

高了治疗效果。例如，常规手术与注射硬化剂治疗的结合，以及高位结扎与激光手术的结合等。这些复

合式手术治疗方式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并达到最佳的效果[8]。复合式手术治疗在下肢静脉

功能不全的治疗中尤为显著。特别是对于 C6 级下肢静脉功能不全的患者，这种治疗方式可以有效地解决

他们的病痛。下肢静脉功能不全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其病因主要包括静脉壁薄弱、静脉腔内血栓形成、

静脉曲张等。复合式手术治疗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出最适合的治疗方案，从而提高治疗效果。

在复合式手术治疗下肢静脉功能不全的过程中，交通支静脉的作用不容忽视。交通支静脉连接浅静脉系

统和深静脉系统，是下肢血液循环的重要通道。在小腿中下段，有 3 支交通静脉与下肢溃疡有密切的关

系。这些交通支静脉的异常，可能导致下肢血液循环不畅，进而引发下肢溃疡。因此，对于下肢静脉功

能不全的患者，治疗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这些交通支静脉的状况。早在 1938 年的时候，有国外学者提出，

交通支静脉异常是下肢溃疡形成和加重的重要原因。这一观点在后来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证实。因此，

在治疗下肢静脉功能不全时，医生们需要密切关注患者的交通支静脉状况，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出合适

的治疗方案。复合式手术治疗下肢静脉功能不全，正是基于这一理论，通过结合多种治疗方式，发挥各

自优势，从而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9]。 
这几年，我国医学技术进步十分显著，在很多领域方面都有了十分卓越的发展，下肢静脉溃疡的治

疗也有了很大进步，这几年临床可发现，下肢静脉溃疡在治疗上的关键缓解就是有效处理交通静脉。结

扎交通静脉后，将血液有效阻断后形成逆流，并对静脉高压状态进行有效缓解，对下肢静脉溃疡患者的

治疗有很重要的临床价值。虽然传统交通支结扎手术在治疗过程中需要将小腿深筋膜切开，手术的效果

固然显著，但是因为有很大的创伤性，手术切开较大，愈合能力较差，会出现新的溃疡[10] [11]。1985
年的时候，德国的学者第一次将腔镜交通支离断术用于临床治疗，这也使交通支微创治疗的一个崭新的

阶段，但是这个手术拥有很广泛的游离范围，瘀血、血肿等并发症发生率能够控制病情发展。这几年，

陆续出现了腔内热消融( EVTA)、泡沫硬化治疗(FS)等治疗手段。Fs 的手术方式在操作上相对方便，成本

上相对比较低，但是交通支静脉闭合率更低，同时适用范围有一定局限性。而 EVTA 的手术方式在闭合

率上比 FS 更高，但是在操作上比较复杂，同时手术费用比较高。 

4.2. 创面敷料 

以往，创面敷料并不是必要的，在创面愈合效果上并不是必须得。但是，随着这几年创面敷料技术

的进步，有些创面敷料在减少创面感染方面也有很好的作用。敷料在种类和类别上有很多类型，比如水

凝胶敷料、泡沫敷料等[12]。 

4.3. 压力治疗 

下肢静脉性溃疡形成的主要因素就是连续的静脉高压，因此，想要使下肢静脉性溃疡得到有效治疗，

需要将下肢浅静脉高压状态进行改善。而压力治疗的手段主要是利用对下肢增加的压力，将下肢静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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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瓣压力降低，从而提升下肢组织氧合能力，从而加快溃疡愈合。 

5. 结论 

下肢静脉溃疡的治疗方式有很多，包含西医和中医，其中西医治疗方案包含药物治疗、饮食调整、

心理治疗等。而药物治疗是最主要的，包括使用抗生素、抗炎药、免疫抑制剂等药物。中医药在治疗溃

疡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中医药的治疗可以贯穿该疾病治疗的整个过程，要立足于整体观念，辨证论治，

标本兼顾。整体观念是指中医药治疗溃疡时，需要考虑患者的身体、心理、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全面调

整患者的身体状态。总之，下肢静脉溃疡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优势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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