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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痛消炎膏外敷治疗外周静脉炎的效果观察

朱艳琼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云南 昆明 650032

【摘 要】：目的：探讨在外周静脉炎的治疗中，选择使用止痛消炎膏进行外敷的作用以及影响。方法：挑选出 60 例 2020

年 2 月到 2021 年 9 月期间在本院进行外周静脉炎相关治疗的患者，使用分别抽样法进行平均分组，将主要使用止痛消炎膏进

行外敷治疗的 30例患者设定为实验组；将主要选择硫酸镁溶液进行湿敷治疗的 30 例患者设定为参照组，分析经过不同治疗

后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检查患者治疗过程中疼痛反应变化状况，统计治疗后两种治疗方式的最终效果。结果：不良

反应发生方面，实验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出现的症状少于参照组患者，病情得到更有效的缓解，差异较为明显（P<0.05）；疼痛

反应变化方面，实验组患者治疗过程中疼痛感轻于参照组患者，病痛得到较好控制，差异较为明显（P<0.05）；治疗效果方面，

实验组患者普遍最终效果好于参照组患者，治疗有效率更高，差异较为明显（P<0.05）。结论：临床应用中，使用止痛消炎膏

进行外敷治疗，在一定程度上，对改善患者病情状况以及促进恢复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可以被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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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家逐渐将生活重心转移到大力发展

自身经济方面中，与以前相比，多数人自身身体素质下降明

显。而环境的变化，为很多有害病菌提供了可乘之机，对人

体的免疫系统大肆破坏，从而导致现在各类疾病泛滥。静脉

注射成为了现在人们应对疾病的主要治疗手段，但也增加了

静脉炎的发生频率。静脉炎对人体的危害较大，除了静脉注

射外，手术创口、分娩等都容易引发此类疾病，形成的血栓

会在患者体表呈现条状凸显。在美观方面来说，容易引发消

极情绪，对患者的身体健康以及日常生活都会产生较大的影

响[1]。现在治疗外周静脉炎较为有效的两种外敷方法分别是

止痛消炎膏和硫酸镁溶液[2]，对病情抑制都会起到一定效果，

但止痛消炎膏在多方面经过试验，都取得了比硫酸镁溶液更

好的效果，能够及时缓解炎症，降低患者疼痛反应，为后续

康复提供了很大帮助。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审批通过医院委员会一致同意后，挑选出 60 例 2020 年

2月到 2021年 9月期间在本院进行外周静脉炎相关治疗的患

者，使用分别抽样法进行平均分组，将主要使用止痛消炎膏

进行外敷治疗的 30例患者设定为实验组；将主要选择硫酸

镁溶液进行湿敷治疗的 30例患者设定为参照组，实验组：

女为 2例，男为 28例，主要分布年龄段为 22-54（38.51±6.11）

岁。参照组：女为 22 例，男为 8 例，主要分布年龄段为 21-60

（40.56±6.27）岁，将患者两组一般资料进行比对（P＞0.05），

入选标准为：①患者经过诊断，确定患有静脉炎。②对所用

药物无过敏反应。③研究获得患者及其家属同意。排除标准

为：①沟通及精神能力有一定障碍。②患者年龄过小或是孕

妇。

1.2方法

1.2.1参照组

参照组接受硫酸镁溶液进行湿敷治疗，主要操作如下：

将患者患病肢体抬高，选择含量为 50%的硫酸镁纱布对患者

患病部位进行湿敷治疗，控制纱布覆盖面积宽为 4-5cm即可。

确保可以完全罩住患病部位，使用保鲜膜进行包裹，让患病

部位处于适宜温度下恢复，叮嘱患者保持患肢放松，治疗间

隔为 6h，每天湿敷 2-3 次。持续 3d 即可。

1.2.2实验组

实验组接受止痛消炎膏进行外敷治疗，主要操作如下：

加热止痛消炎膏（广东恒建制药有限公司，批号 161203）至

软化后，均匀涂抹在纱布中，确保药膏覆盖面积可以超过患

病部位 3-5cm，涂抹过后，选择医用胶布进行包裹。在每次

换药期间，选择生理盐水作为清洗工具，对患病部位实施清

理，再进行外敷，并保证患者患肢放松，尽量避免与其他物

体接触。换药间隔为 16h，每天外敷 1-2次，持续 3d 即可。

1.3判定指标

①分析经过不同治疗后的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②分析治疗过程中两组患者疼痛反应变化，满分为 10 分，

分数越低证明患者疼痛越不明显。③分析经过治疗后的最终

效果，分为三个方面来表示：无效代表病情仍然发展，一般

代表病情得到暂时抑制，有效代表病情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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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分析

试验各指标均通过统计学软件 SPSS25.0 检验，卡方比对

计量资料（%）率；t 值比对计数资料（均数±标准差）；如

组间数据有差异（p＜0.05）。

2 结果

2.1 分析不良反应发生

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分为疼痛、红肿、灼烧感，

经过统计，实验组患者不良反应总发生人数为 3 例，占比

10%；参照组患者不良反应总发生人数为 11 例，占比 36.66%。

经过对比可得，实验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出现的症状少于参照

组患者，病情得到更有效缓解，差异较为明显（P<0.05）。

表 1 分析不良反应发生

组别 疼痛（例） 红肿（例） 灼烧感（例）
总发生率

（%）

实验组

（n=30）
2（6.66） 1（3.33） 0（0.00） 3（10.00）

参照组

（n=30）
5（16.66） 3（10.00） 3（10.00） 11（36.66）

X2值 - - - 5.9627

p 值 - - - 0.0146

2.2 分析疼痛反应变化

实验组患者经过治疗后，疼痛评分从 7.31±1.02 下降到

2.44±0.25；参照组患者经过治疗后，疼痛评分从 7.28±1.01

下降到 4.08±0.33。进行对比可得，实验组患者病痛抑制得

效果好于参照组患者，更有效地提高了患者治疗欲望，差异

较为明显（P<0.05）。

表 2 分析疼痛反应变化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实验组（n=30） 7.31±1.02 2.44±0.25

参照组（n=30） 7.28±1.01 4.08±0.33

t值 0.1144 21.6969

p 值 0.9093 0.0000

2.3 分析治疗效果

经过治疗后，实验组患者治疗有效人数为 24例，占比

80.00%，一般人数为 6 例，占比 20.00%，无效人数为 0 例，

占比 0.00%，治疗有效总人数为 30 例，占比 100.00%；参照

组患者治疗有效人数为 15 例，占比 50.00%，一般人数为 9

例，占比 30.00%，无效人数为 6例，占比 20.00%，治疗有

效总人数为 24 例，占比 80.00%。进行对比可得，实验组患

者经过治疗后，普遍最终效果强于参照组患者，治疗有效率

更高，差异较为明显（P<0.05）。

表 3 分析治疗效果

组别 有效（例） 一般（例） 无效（例） 总有效率（%）

实验组

（n=30）
24（80.00） 6（20.00） 0（0.00） 30（100.00）

参照组

（n=30）
15（50.00） 9（30.00） 6（20.00） 24（80.00）

X2值 - - - 6.6667

p 值 - - - 0.0098

3 讨论

静脉炎主要由于患者在进行静脉注射时，长时间地接触

刺激性较强的药物，导致形成血栓，在静脉壁中产生炎症，

很容易引发其他类疾病。现在很多人过于频繁、不合理地进

行长时间静脉注射，是静脉炎多发的主要原因之一[3]。其引

发的症状有很多，患病初期，患者身上会出现红肿现象，行

走时伴随有较为强烈的痛感，能够触摸到体表出现的条状纹

路，很多患者在出现此类症状时，由于对医学知识掌握不足，

会采取不重视的态度，加上其中很多人是肥胖体质，或长期

进行不良生活习惯等，不仅会加重病情恶化，还会引发很多

其他疾病[4]。静脉炎可在患者身上进化成静脉曲张，不美观

的下肢会让患者产生消极情绪，除了要在生理上承受病情折

磨外，在心理上也会让患者恐惧治疗、恐惧疾病，从而增加

治疗难度，病情严重的患者甚至出现下肢溃烂的症状，导致

截肢[5]。所以要及时选择合理正确的治疗方式，进行对症下

药，才是关键，止痛消炎膏可以运用包含的各类中草药，对

病情展开针对性治疗，不仅能够快速帮助患者止痛，还能缓

解治疗过程中产生的其他症状，让患者能够更有信心来面对

治疗。

经研究可得，止痛消炎膏外敷治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硫酸镁湿敷治疗的不足，能够帮助患者更有效地实现康复。

综上所述，止痛消炎膏外敷治疗得到了显著效果。患者

在接受正常治疗的同时自己也要保持有规律的作息安排、正

确的饮食习惯，这样才能全方位的配合医生治疗，实现最终

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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