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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综合疗法在胆源性胰腺炎止疼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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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中医综合疗法在胆源性胰腺炎（ABP）患者止疼方面的临床应用效果。通过对比研究，分析中医综合疗法与常规西

医治疗在缓解疼痛方面的差异，并对其安全性和耐受性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中医综合疗法在减轻 ABP 患者疼痛程度、缩短疼痛缓解时间以及减少不

良反应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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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胆源性胰腺炎是临床常见的消化系统急症之一，疼痛是其主要症状

之一，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预后。西医治疗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疼痛，但存在一定局限性，如药物副作用、耐药性等问题。中医综

合疗法源远流长，在疼痛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二、材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的选择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选取了符合胆源性胰腺炎诊断标准的患者。这些

患者均通过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以及影像学检查确诊为胆源性胰腺炎。

在患者选择时，排除了其他潜在疾病或病症以确保研究对象的纯度。患

者年龄在 18 至 75 岁之间，性别不限。在开始研究之前，所有患者均签

署了知情同意书，以确保他们了解研究的目的和可能的风险。 

（二）分组方法 

研究对象通过随机分配的方式分为两个组别：中医综合疗法组和常

规西医治疗组。随机分配使用计算机生成的随机数表进行，确保两组在

年龄、性别、疾病严重程度等基线特征上的平衡，以减少混杂因素对研

究结果的影响。 

1.中医综合疗法组：该组患者接受中医综合疗法，包括中药内服、针

灸、拔罐和艾灸等多种治疗方式。具体的治疗方案由经验丰富的中医师

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确保个体化治疗。中药的选择和剂量根据患

者的体质、病情程度和进展情况而定。 

2.常规西医治疗组：该组患者接受常规西医治疗，包括抗炎药物、解

痉药、酶抑制剂以及必要时的手术干预。治疗方案由专科医生根据患者

的临床表现和实验室结果制定。 

（三）中医综合疗法的实施 

1.中药内服：中药内服是中医综合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药方根据患

者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制，旨在疏肝利胆、清热化湿。通常采用口服汤剂、

颗粒剂或其他剂型，每日两次，连续治疗一段时间。 

2.针灸：针灸疗法使用细长的针刺入患者体内的特定穴位，刺激经络

以达到镇痛效果。针灸治疗的穴位根据患者的症状选择，通常包括胰俞、

脾俞、胆俞等穴位。每次治疗持续约 20-30 分钟，每日或隔日一次。 

3.拔罐：拔罐疗法通过负压吸引作用，将罐子附着在患者的皮肤上，

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淤血消散。拔罐部位根据患者的疼痛部位和症状而定，

通常选择在背部和腰部区域，每次持续约 10 分钟。 

4.艾灸：艾灸疗法利用燃烧的艾草通过热力刺激特定穴位，以达到促

进气血循环、缓解疼痛的目的。艾灸的穴位选择和针灸相似，每次治疗

约 15 分钟，每日或隔日一次。 

（四）观察指标 

1.疼痛程度评分：使用视觉模拟评分（VAS）或数字评分量表（NRS）

等工具评估患者的疼痛程度。患者根据自己感觉的疼痛程度在 0（无痛）

到 10（剧烈疼痛）之间打分。评估在治疗前、治疗中及治疗后不同时段

进行，以观察疗法对疼痛的缓解效果。 

2.疼痛缓解时间：记录患者疼痛缓解所需的时间，即从开始治疗到疼

痛明显减轻或消失所经历的时间。该指标可反映疗法对疼痛缓解的速效

性。 

3.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监测并记录患者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良

反应，包括但不限于皮肤发红、瘀伤、过敏反应等。每位患者在治疗过

程中都会进行详细的问询和观察，以确保疗法的安全性。 

在研究的整个过程中，研究人员将定期评估患者的疼痛程度、疗法

效果以及潜在的不良反应，并进行记录和分析。这些数据将用于评估中

医综合疗法在胆源性胰腺炎止疼中的应用效果，并与常规西医治疗组进

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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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 

本研究对比分析了中医综合疗法组和常规西医治疗组在胆源性胰腺

炎止疼中的应用效果，并观察了两组在疼痛缓解程度、疼痛缓解时间以

及不良反应发生率方面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中医综合疗法在这些方

面均表现出优势。 

（一）疼痛缓解程度 

研究发现，中医综合疗法组在疼痛缓解程度上明显优于常规西医治

疗组。通过视觉模拟评分（VAS）或数字评分量表（NRS）评估患者疼痛

程度，中医综合疗法组患者的疼痛评分显著低于常规西医治疗组。这表

明中医综合疗法在缓解胆源性胰腺炎患者的疼痛方面更为有效。患者普

遍报告中医综合疗法治疗后疼痛减轻程度较高，疼痛明显缓解。 

（二）疼痛缓解时间 

中医综合疗法组患者的疼痛缓解时间较常规西医治疗组更短。患者

从接受治疗到疼痛明显缓解或消失所需的时间在中医综合疗法组中更

短，这显示出中医综合疗法在缓解疼痛方面的快速性和有效性。相较之

下，常规西医治疗组患者的疼痛缓解时间相对较长，疗效不如中医综合

疗法组。 

（三）不良反应发生率 

中医综合疗法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常规西医治疗组。在研

究过程中，详细监测了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情况。常规西医治

疗组中的不良反应包括药物过敏、胃肠道不适等；而中医综合疗法组的

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较低。这表明中医综合疗法在应用中更为安全，对

患者的副作用较小，更易被患者接受。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中医综合疗法在胆源性胰腺炎止疼中的应用效果

明显优于常规西医治疗组。在疼痛缓解程度、疼痛缓解时间和不良反应

发生率方面均表现出优势，为胆源性胰腺炎患者的临床治疗提供了一种

更有效、更安全的选择。 

四、讨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评估了中医综合疗法在胆源性胰腺炎止疼中的应

用，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发现。通过对中医综合疗法组和常规西医治疗

组在疼痛缓解程度、疼痛缓解时间和不良反应发生率方面的对比，我们

得出了一些值得讨论的观点。 

（一）中医综合疗法的作用机制 

中医综合疗法通过调和脏腑功能、疏通经络、活血化瘀等多种途径

来达到止疼的目的。调和脏腑功能可以帮助恢复消化系统的正常运行，

减轻胆源性胰腺炎引起的疼痛；疏通经络能够促进气血流通，改善局部

循环，从而缓解疼痛；活血化瘀则有助于消除体内的淤血，进一步缓解

炎症和疼痛。这些多样化的治疗方式协同作用，使中医综合疗法在缓解

胆源性胰腺炎患者的疼痛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二）与西医治疗的比较优势 

与常规西医治疗相比，中医综合疗法在缓解疼痛方面展现了独特的

优势。首先，中医综合疗法的疼痛缓解时间更短，患者在接受治疗后更

快地感受到疼痛的缓解。其次，中医综合疗法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

于常规西医治疗组，这意味着中医综合疗法在应用中更为安全，副作用

较小，患者更容易接受。此外，中医综合疗法在整体上关注患者的身体

状态和脏腑功能的协调，有助于改善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而不仅仅是

缓解疼痛。 

（三）研究的局限性 

虽然本研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结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

样本量较小，可能影响结果的外部有效性。未来研究应扩大样本规模以

提高结果的普遍性。其次，研究的随访时间较短，未能观察长期疗效和

潜在的不良反应。这意味着需要进一步的长期研究来评估中医综合疗法

的持久效果。最后，尽管本研究对中医综合疗法进行了比较，但在中药

内服、针灸、拔罐和艾灸等疗法的具体选择和操作上可能存在一些主观

差异，影响疗效的评估。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在标准化治疗方案和操作

程序方面进行更严格的控制。 

尽管如此，本研究为中医综合疗法在胆源性胰腺炎止疼中的应用提

供了积极的证据，提示其在临床治疗中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为了更

全面地评估中医综合疗法在胆源性胰腺炎中的效果，仍需更多、更全面

的研究来进一步验证我们的发现。 

五、结论 

中医综合疗法在胆源性胰腺炎止疼治疗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其

通过多种疗法的协同作用，能够有效减轻患者疼痛，改善预后，且安全

性和耐受性良好。未来应进一步开展大规模临床试验，深入研究其作用

机制，为临床实践提供更有力的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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