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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中西医结合疗法在消化内科治疗中的临床应用进行探讨,旨在确保消化内科治疗成效

以及促进中西医结合疗法的发展。方法：选取某院消化内科在2022年11月-2023年10月期间收治的105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A、B两个组别,各有52例和53例。A组患者采用常规西医治疗,B组患者采用

中西结合方式治疗,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结果：本次研究表明,B组患者在暖气症状消失时间、

反酸症状消失时间、胃部疼痛消失时间以及住院时间等各项临床时间上均显著低于A组患者,数据差异

显著(P＜0.05)；A、B两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分别为80.77％和96.23％,B组显著高于A组,数据差异显著(P

＜0.05)。结论：中西医结合疗法在消化内科的临床应用效果显著,能够显著降低患者的各项临床症状消

失时间以及显著提高患者的治疗效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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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Leishu Feng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digestive diseases, aiming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digestive disease 

treatment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rapy. 

Method: 105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of a certain hospital from November 

2022 to October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 and B, with 

52 and 53 cases respectively. Group A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while Group 

B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a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 treatment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Result: This study showed that Group B patients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clinical time than Group A patients in terms of disappearance time of heating symptoms, disappearance time of 

acid reflux symptoms, disappearance time of stomach pain,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ata (P<0.05); A. The effective rates of treatment for patients in Group B were 80.77% and 96.23%, 

respectively. Group B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Group A,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ata (P<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has a significant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 in the field of gastroenterology,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time for various clinical symptoms to 

disappear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iciency of patients.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rapy; Digestive diseases; Treatment; 

Effect; Clinical symptoms 

 

消化内科疾病极为常见,涵盖多种类型,例如食管功能减

退、胃肠功能障碍等,一般不会危及生命,但患者身体舒适度

降低,日常生活受到影响,如治疗不当,疾病进一步恶化,可能

出现癌变。既往,多采取西医治疗,长期观察发现,疗效不明

显。近些年,人们深入探索中医领域,将其和西医结合,能有效

改善病情。消化内科是医院非常关键的一个科室,其主要治疗

消化系统上的一些疾病,如胃炎、消化性溃疡等等。消化系统

疾病大都具有反酸、嗳气、恶心呕吐的临床症状,如不及时加

以良好的治疗,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是

生命健康。对于消化内科的绝大多数疾病临床上都是采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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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控制缓解的方式进行治疗,但是长期的西药治疗会给患者

的身体造成一定的毒副作用,从而影响治疗效果。相关研究显

示,中西联合治疗不仅有良好的治疗效果,还能够有效降低患

者的预后周期,基于此,本文选取某院消化内科在2022年11月

-2023年10月期间收治的105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针对中西医

结合疗法在消化内科治疗中的临床应用效果进行分析,现报

告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某院消化内科在2022年11月-2023年10月期间收治的

105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A、B两个组别,各有52例和53

例。A组患者中男性患者和女性患者分别有30例和22例, 大年

龄60岁, 小年龄21岁,平均年龄(40.5±1.5)岁；B组患者中男

性患者和女性患者分别有28例和25例, 大年龄63岁, 小年龄

22岁,平均年龄(42.5±0.5)岁。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中没有显

著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A组患者采用常规西医治疗,患者口服阿莫西林胶囊(生产

厂家：山西同达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14023222)1g/次,2次/

天；口服克拉霉素片(生产厂家：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

字H20183226)0.5g/次,2次/天；口服胶体果胶铋胶囊(生产厂家：

广州白云山光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23399)0.2g/

次,2次/天。 

B组患者采用中西结合方式治疗,在A组患者治疗的基础上,

加以服用中药健脾和胃汤。药方：丹参、黄芪各15g,厚朴、木

香、柴胡、金银花、白芍、连翘、党参各10g,香附、甘草、陈

皮、枳壳各6g。在治疗过程中依据患者的病情进行适当的加减,

反酸的患者需要适当增加瓦楞子和乌贼骨,胃脘的患者需要适

当增加乌药和延胡索等等。服用方法：清水煎服,每天一剂,每

剂分早晚两次服用。 

1.3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包括嗳气症状消失时间、反

酸症状消失时间、胃部疼痛消失时间、住院时间以及治疗有效

率。显效：患者所有临床症状均消失并且为粘膜形态和功能恢

复正常；有效：患者所有临床症状以及胃粘膜形态和功能均得

以改善；无效：患者病情无变化。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当P＜0.05则表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A、B两组患者各项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比较 

B组患者在各项临床症状消失时间上均显著低于A组患者,

数据差异显著(P＜0.05),详见表1。 

2.2 A、B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比较 

A组患者治疗有效率为80.77,B组患者治疗有效率为96.23

％,B组显著高于A组,数据差异显著(P＜0.05),详见表2。 

表1 A、B两组患者各项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比较[(`x±s)d] 

组别 例数 嗳气症状消失

时间

反酸症状消失时

间

胃部疼痛消失时

间

住院时间

A组 52 5.3±1.2 5.8±1.4 7.5±1.5 19.3±3.6

B 组 53 2.5±0.5 2.7±0.9 3.9±1.1 10.2±1.8

T 值 - 4.62 5.12 5.32 6.34

P 值 - ＜0.05 ＜0.05 ＜0.05 ＜0.05
 

表2 A、B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有效率

A组 52 22(42.31) 20(38.46) 10(19.23) 42(80.77)

B 组 53 30(56.60) 21(39.62) 2(3.77) 51(96.23)

X² - - - - 6.19

P 值 - - - - ＜0.05

 

3 讨论 

消化内科疾病作为临床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之一,具有不

易治愈、病程时间长且极易复发的特征,消化内科常见病类型包

括有：上消化道疾病,如反流性食管炎、急性胃炎等；肝胆脾胰

性疾病,如胆囊炎、乙肝、肝硬化等；肠道疾病,如肠息肉、胃

肠炎等；还包括其他病症,如肠系膜淋巴结炎以及早饱与腹胀

等。消化内科疾病的常见临床症状包括：食欲下降、经常反酸、

嗳气、恶心呕吐以及吞咽不畅等一系列的应激反应。消化内科

疾病的发病原因,主要原因与饮食结构不健康、生活习惯不良有

着密切关系。而西药作为临床治疗消化内科疾病的常用方法,

但是存在毒副作用较大、刺激性强的缺点,患者用药时间长耐药

性就愈加明显,西药治疗消化内科疾病虽然见效快,但是病情很

容易复发。而中药方剂虽然治疗见效慢,并且治疗周期长,但是

安全性较高,不容易给予患者造成毒副作用。虽然中药方剂优势

特点非常显著,但很多患者为了能够尽快缓解临床症状,往往更

愿意选择西药进行治疗,但整体治疗效果并不理想。随着近几年

我国对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愈加关注,该治疗方法在消化内科常

见病的临床治疗中得到广泛运用。 

消化内科疾病包含多种类型,常见的十二指肠、胃溃疡、慢

性胃炎等。人体胃部含有众多消化液,对胃部黏膜产生侵蚀,导

致胃部受损,对应中医名称,可纳入“胃脘痛”“嘈杂”等范畴,

致病原因主要为阴阳失调,胃部气血不足或凝滞,胃部阴气减少,

润泽滋养减少,引发疾患。 

针对西医理论,该病治疗多采取抗生素,起到杀菌作用,能

有效作用于胃部,降低胃酸分泌量,将Hp消灭。阿莫西林可以有

效抑酸,能降低胃部胃酸含量,减轻胃部侵蚀,对胃黏膜提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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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根据患者病情,联用其他药物,促进病情恢复。克拉霉素是

一种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和罗红霉素、红霉素具有相同抗菌谱,

若患者胃酸稳定,选取本品口服,具有较高吸收度。泮托拉唑能

在胃黏膜壁细胞发挥作用,具有较高选择性,能降低K-ATP酶、H+

活性。中医治疗主张调节阴阳,理气,促进气血畅通,避免血液淤

积,发挥出和胃功能。选取加味乌贝散,本品能帮助患者补充血

气,促进胃黏膜功能恢复,缩短疾病恢复。方中含有的乌贼骨、

浙贝母和三七粉具有镇痛、抑酸等功效,同时能够止血,本方能

改善血液循环,保护胃黏膜,消除炎症。药物合用,可有效降低毒

性作用,改善机体内环境,促使各症状改善,缩短生命指标恢复

时间。 

随着人们饮食习惯的改变,各种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病率逐

渐升高。临床上通常采用西药对消化科疾病进行治疗,主要的治

疗药物有阿莫西林胶囊、克拉霉素片和胶体果胶铋胶囊等。阿

莫西林胶囊属于制酸药物,能够良好的抑制患者的胃酸分泌,从

而有效的降低胃酸对患者胃部的侵蚀,进而良好的对患者胃粘

膜进行保护；克拉霉素属于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对于幽门螺杆菌

等的分泌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能够良好的保护胃粘膜；胶体果

胶铋胶囊也具有胃粘膜保护作用,同时还具有阻止溃疡面扩展

的作用。所以采用这些西药对消化内科患者进行治疗具有非常

良好的治疗效果。但俗话说,是药三分毒,长期使用西药会对患

者的身体造成一定的毒副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治疗效

果。中药健脾和胃汤的服用良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药方组成

中,各种中药都具有养胃、活血、益气以及解毒的功效,将其配

合西药一起使用,不仅能够提高治疗效果还能够极大缩短患者

的预后周期。 

本文显示,B组患者在各项临床症状消失时间上均显著低于

A组患者,同时治疗有效率也显著高于A组患者,由此表明,中西

结合法在治疗消化内科疾病上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临床治疗消化

内科疾病的常用药越来越多样,西药具有起效快、针对性强且治

疗时间短的特点,能够很快的缓解患者的不适症状。但是,西药

容易给予患者机体造成副作用,从而诱发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同

时,病症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西医治疗只能一定程度的缓

解患者临床症状,但是却无法彻底治愈患者,因此,普遍认为西

医治疗消化内科疾病存在一定局限性。而随着我国中医疗法的

逐渐崛起和发展,与西医结合治疗消化内科疾病,已经在临床上

得到广泛运用。中医疗法更讲究辩证施治、通过由内而外的调

理治疗,再加上中药性稳,能够针对患者的病情展开标本兼治的

效用,同时,还不会对患者的机体造成不良副作用。本文,针对消

化内科患者实施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从研究结果来看,接受

中西医结合患者的患者其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单纯实施西医治疗

的患者,并且患者出现不良反应的几率也明显低于单纯实施西

医治疗的患者。经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患者,其病情还不易复发,

为保障患者的临床疗效奠定有利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消化内科

常见病的发作,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患者机体免疫能力较差,一部

分原因与患者的不良生活习惯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为了有效预

防旧病复发,因此患者应该逐渐改善不良生活习惯,为有效避免

病情复发奠定有利基础。 

本研究表明,中西医结合疗法在消化内科的临床应用效果

显著,能够显著降低患者的各项临床症状消失时间以及显著提

高患者的治疗效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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