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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就要关注我，喵呜~

这是一条有味道的科普

不知大家是否有这样的经历

当你坐在回家的列车上

打开自己精心准备的列车餐食

突然一股奇异的味道扑鼻而来

——“香港脚”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NzAwODk2OQ==&mid=2650580090&idx=1&sn=4201bc898117a3e3e234eb4e61e31f4c&chksm=f06fccdcc71845ca2cb8554779f869603bc92abc4494009c95c90efb8276c5aef0d8ed18321a&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203


其实“香港脚”不仅味道大

更重要的是

“香港脚”不是病，痒起来真要命

还经常传染给身边的人

大家都避之不及



小编，先莫慌，香港脚最关键的还不是痒和臭，关键的是他如影随形，循环

往复，根本不会清净。

锅佬倌，其实香港脚是真菌感染，也叫足癣，古语常道：“内科不治喘

，外科不治癣”，说的就是癣不易医治，时常反复发作的状态。





意思是说，得了香港脚就好不到了嘛。

并非如此，在香港脚治疗的道路上，总有些锅佬倌不听话，老踩坑，

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那些“坑”。





“坑”之一

“我的就是你的 ”

在家庭、集体生活或一些公共洗浴场所尤其注意

洗脚盆及擦脚毛巾等

密切接触物应单人使用

—你的就是你的

以免相互传染

如果发现家里的喵星人或者汪星人出现斑片状脱毛

也应及时就医，群防群治

避免出现人畜共染

“坑”之二

臭袜子几天不换



真菌的生长繁殖需要一定的温度湿度

长时间不更换鞋袜

以及鞋码偏小导致的足趾挤压

使汗液蒸发受阻，造成真菌在鞋袜

（尤其是透气性差的皮鞋）大量繁殖

成为足癣致病的重要一环

因此需勤换洗鞋袜

保持足部清洁干燥

鞋垫、袜子用开水烫泡后晒干

每天消毒鞋袜

如果够“壕”

治疗后甩掉旧货，开开心心买新鞋

“坑”之三

脚气有啥大不了

不要以为脚气只是臭自己一下

然后再臭别人一下的问题

抠脚大汉（并非特指男性）尤其注意



避免搔抓，防止自身传染及继发感染

坚持正确的诊治观念

积极治疗对预防足癣加重及其合并症有重要意义

“坑”之四

随便擦点药就好了

多数病情并不严重的足癣患者常自行买药

而市面上的“足光粉”及众多

披着“纯中药、苗药、彝药、藏药”外衣的“神药”

可能并不含有抗真菌成分

更可怕的是

这些药物可能含有激素

可以迅速在短期内改善症状

病情却并未得到控制

长久使用产生激素依赖

甚至造成病情复发加重

买对了药还要注意剂型

水疱型可选择无刺激性的溶液或乳膏剂型

间擦糜烂型可先用温和的糊剂或粉剂

使局部收敛干燥后



再用乳膏等其他剂型

此型保持局部干燥非常重要

鳞屑角化型可选择乳膏、软膏等剂型

不要只把药物涂抹只在患部

真菌感染初期可能会没什么症状

除了患处以外，临近的脚趾也都涂一下为好

“坑”之四

皮疹消，脚气好

有这种想法的锅佬倌小编只能说

Too young，too simple！

一些正规诊疗的患者

出现足癣复发的主要原因则是疗程不足

常用的外用抗真菌药物

多在1周内可明显缓解皮损

但大量真菌仍然存在于皮肤角质层内

此时停药为时过早

皮肤科医生普遍建议疗程满1月以上

单用1种外用效果差或皮损面积较大者



可同时口服抗真菌药物

“坑”之五

脚上的皮疹全是脚气

发生在足部的皮肤病中

有一些看上去与足癣的皮疹形态相似

比如汗疱疹、掌跖脓疱病等

所以如果上述几点你都做到了

情况却还不见好转

那么还请尽快求助于皮肤科医生

还有还有，灰指甲的治疗跟足癣大！有！不！同！

一定不要混为一谈胡乱治疗

“香港脚”得来容易，医治难，这些“坑”一定不要踩，远离脚气还你自信双足

。



本文由皮肤科杨文峰医师撰写





精选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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