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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鄧先生～」

鄧先生在家人的幫助下，坐著

輪椅進入診間。推著他進來的女兒急切

的問：「醫生你好，上個週末我看到我

爸走路怪怪的，問他怎麼了？他都說沒

事，我強迫他把腳給我看，才發現他的

腳腫腫的，還有小傷口，沒想到隔了幾

天，我再看的時候，傷口的邊邊已經有

點變黑，能不能請你幫忙看一下？」

細問之下，病人罹患第二型糖尿病

大約十年，平常都在附近的小診所就

醫。平常就沒有在家監測血糖，問起診

所抽血的各種數據，也是一問三不知。

至於怎麼受傷的，病人說：「大概是抓

的吧！我也不知道。」

病人在女兒與護理師的幫忙下，脫

下涼鞋，打開覆蓋的紗布。紗布一打

開，映入眼簾的是一個約 3公分的傷

口，邊緣發黑，但是在傷口的外圍是有

點泛白的皮膚，更外圍的部分，則是又

紅又腫的腳。泛白的部分摸起來偏軟，

而紅腫的地方觸手卻是冷冰冰的，讓人

看了也忍不住心裡一涼。

「你好，你的這個傷口看起來雖然

沒有很大，但是摸起來裡面已經化膿

了，所以這裡白白的，就像是以前我們

長青春痘一樣。但是這個問題比青春

痘嚴重很多，我建議你等一下就去辦住

院，接受後續的檢查跟治療。」邊比邊

說的同時，映入眼簾的是憂心如焚的病

人女兒，還有，滿臉狐疑的病人。

「哪有那麼嚴重，我有糖尿病，傷

口會比較慢好是正常的，你開個藥給我

回去自己擦就會好了啦！」病人義正辭

嚴地用一種「我得糖尿病的時間比你當

醫生時間還長」的語氣為自己辯護，完

全無視旁人的憂心忡忡。

其實，雖然「糖尿病病人的傷口會

比較慢好」已經是一個普遍的認知，但

是這句話卻讓許多醫師與學者花了許多

的時間，背後的複雜機制直到今日都還

沒有完全解答。而糖尿病足部潰瘍的難

以控制，也有部分嚴重到需要截肢。

糖尿病足潰瘍之所以會有這麼嚴重

的後果，起因常常是初期沒有控制好糖

尿病，而隨著罹病時間的延長，就開始

出現一個接一個的併發症，包括會讓我

們容易忽略易造成傷口的神經病變，以

及影響傷口癒合的周邊血管病變，加

上血糖控制不好也會影響免疫系統的功

能而誘發感染，使得糖尿病足可謂集各

式併發症之大成。因為神經病變的關

係，許多病人並不會感覺到疼痛，加上

疾病的初期感染尚未蔓延至全身，所以

糖尿病足部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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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出現發燒等症狀，更讓許多糖尿病

足部感染的患者覺得「會比較慢好是

正常」，直到症狀變嚴重或是身邊的家

人發現，才半推半就的被帶來醫院。而

這個時候傷口可能已經漫延數週甚至數

月，讓感染肆虐了這麼久，即使是在醫

學中心治療，往往也讓人感到相當棘手。

糖尿病足部感染是許多合併症（如

神經病變與周邊血管病變）累積的後

果，除了嚴重度比一般單純的蜂窩性組

織炎高出許多之外，往往也容易合併

其他心血管疾病，像是中風、冠心症或

是糖尿病腎病變，增加控制病情的困難

度。慢性傷口感染經過一段時間，可能

從原本的局部感染慢慢擴散，開始出現

傷口分泌物增多或是皮下膿瘍，嚴重的

話，也可能往更深處侵犯到骨頭，變成

需要治療更久的慢性骨髓炎。除此之

外，足部感染的時間往往長達數週，感

染的菌種更是複雜難以預測，從皮膚感

染常見的格蘭氏陽性菌（如：金黃色葡

萄球菌），到毒性較為猛烈的格蘭氏陰

性菌（如：惡名昭彰的綠膿桿菌），甚

至是會讓傷口散發腐敗惡臭的厭氧菌。

所以面對這樣複雜感染的傷口，當然不

是「開個藥回去自己擦就好了」這麼簡

單。

糖尿病足感染的治療，會因病情

的嚴重程度而有所不同。像是輕微的感

染，外觀紅腫的範圍小於 2公分且足部

血液循環正常，在門診可藉由適合的換

藥方式或服用口服抗生素得到改善。但

如果感染嚴重導致產生許多分泌物、或

紅腫範圍擴大，甚至出現全身性感染的

症狀，如：發燒、心跳過快、呼吸短促

等，此時就需要住院接受治療。治療的

方式除了使用抗生素控制感染之外，也

需經由外科醫師透過手術清創的方式把

已經壞死的組織移除，同時採取檢體做

細菌培養，並根據培養的結果調整抗生

素使用。如果病人同時合併有周邊血管

病變等併發症，建議在住院中盡快處

理。所以嚴重糖尿病足感染的病人，常

常需要數週甚至數個月的治療才有辦法

出院。

糖尿病足部感染的嚴重度，往往會

因為輕忽而被低估，並不是有糖尿病，

傷口就理所當然的視同一般人一樣。因

為疾病的表現通常跟一般感染相比也比

較不典型，建議還是需要有經驗的內外

科醫師評估。

經過苦口婆心的勸說及女兒的堅持

下，病人心不甘情不願地辦理住院。住

院當天就開始發燒，抽血也出現白血球

跟發炎指數同時上升的典型感染表現。

除了馬上給予抗生素之外，住院醫師為

了避免感染擴散，也大膽的劃開傷口引

流膿液，流出來的東西顏色就跟綠豆湯

一樣！

其實，糖尿病足部感染是一個容易

被忽略及低估的敵人，病人往往不會有

發燒或是疼痛等急性症狀，因而失去了

早期治療的契機。所以除了平時控制好

自己的血糖之外，也要隨時注意自己的

足部保養，檢查有無足部變形或是傷口

的形成，這才是重要的保健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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