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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胰腺炎消化内科治疗临床效果观察 

曹祖裕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医院消化内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研究消化内科急性胰腺炎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方法 本次研究需要选取急性胰腺炎患

者，病例数 64 例，纳入时间段为 2020 年 4 月～2020 年 8 月。为了提升研究效果，采用分组式结果分析，

患者平均分为观察组（n=32 例）与对照组（n=32 例），组别不同运用的治疗对策不同，对照组患者运用常

规治疗方式，观察组患者需要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运用血必净治疗，研究期间需要护理人员做好记录工作，

重点记录患者治疗有效率、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运用综合治疗的观察组急性胰腺炎患者，治疗有效率明

显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结论 为提升急性胰腺炎疾病治疗效果，本次研究对患者运用综

合治疗，结果显示对患者运用综合治疗可以促进治疗效果的提升，减少消化道出血、休克以及肺部感染等

不良反应发生，可在临床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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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pancreatitis in the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Methods: This study needs to select patients with acute pancreatitis, the number 
of cases is 64, and the period of inclusion is from April 2020 to August 2020.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search 
effect, the grouped results analysis was adopted. Patients were equal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n=32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n=32 cases). Different groups used different treatment strategies. The control group used 
conventional treatment methods.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need to be treated with Xuebijing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treatment.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nursing staff need to do a good job of recording, focusing on 
recording the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acute pancreatiti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ing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P<0.05). 
Conclus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acute pancreatitis disease, this study used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for pati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use of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for patients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such as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shock and lung infection.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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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急性胰腺炎属于消化内科常见疾病，该疾病的

发生原因与胆道类疾病具有较大关系，诱因为暴饮

暴食，具有病情变化快、起病急等特点。若不及时

实施治疗比较容易损伤患者肝功能，严重还会对其

消化系统、呼吸等系统造成不同程度损害，甚至会

威胁患者生命。本次研究需要选取急性胰腺炎患者，

采用不同治疗方法分组对比，以此来探究急性胰腺

炎疾病的最佳治疗方法，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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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需要纳入 64 例急性胰腺炎患者，研究

开始时间为 2020 年 4 月，结束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对照组（n=32 例）患者运用常规治疗方式，患者年

龄≥24 岁，≤76 岁，平均年龄（47.03±3.45）岁，

患者男女占比 20 例、12 例；观察组（n=32 例）患

者需要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运用血必净治疗，患者年

龄≥25 岁，≤77 岁，平均年龄（48.36±3.47）岁，

患者男女占比 19 例、13 例，两组患者基础资料差

异度低（P＞0.05）。研究纳入标准：被临床诊断为

急性胰腺炎疾病；具有胆道疾病、高脂血症；可以

去程完成研究者。排除标准：具有精神类疾病者；

具有严重肝脏、肾脏疾病者。 
1.2 方法 
对照组急性胰腺炎患者运用常规治疗方式，分

别使用质子泵抑制剂与抗生素，可以起到抑制胃酸

分泌、杀灭病原菌的效果。此外，为了有效控制患

者病情需要在此基础上采用乌司他丁治疗，使用剂

量为 20U，需要将该药物溶于 500ml 的葡萄糖注射

液中，治疗方式为静脉注射，每天需要静脉滴注两

次，连续治疗两周[1]。 
观察组急性胰腺炎患者需要在常规治疗基础上

运用血必净治疗，使用剂量 100ml，需要将该药物

溶于 100ml 的葡萄糖溶液中，使用方式静脉滴注，

需要连续治疗 14d。治疗期间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

各项生命体征进行监测，即血氧饱和度、血压、心

率以及脉搏等，如果患者出现休克、血容量不足情

况，需要及时对患者输液[2]。具体实施如下：（1）
病情监护，在监测患者生命体征的同时还需要重点

记录患者尿量的变化，注意查看患者腹痛范围，防

止患者出现腹膜刺激征。此外，为了进一步了解患

者疾病发展情况，需要对其进行血钙、血淀粉酶等

进行生化检查[3]。（2）维持患者水电解质平衡，主

要是补充电解质、血容量，依据患者疾病实际情况

确定钾盐、钙盐的补充量，另外还需要为患者输注

葡萄糖溶液。（3）减少胰腺外分泌，患者疾病确诊

后需要立即对其实施胃肠减压、吸氧，禁止使用吗

啡、禁水、禁食等[4]。此外，还需要静脉滴注法莫

替丁或奥美拉唑，其中法莫替丁的使用剂量为 20g，
奥美拉唑的使用剂量为 40mg，其作用为抑制胃酸分

泌。（4）抑制胰酶活性，主要静脉滴注 20 万 U 的

抑肽酶、600mg 加贝酯以及 1000mg 的胞磷胆碱。

（5）依据患者实际疼痛情况需要使用镇静、镇痛药

物，如哌替啶，该药物的使用剂量为 10g，使用方

式肌肉注射[5]。 
1.3 观察指标 
观察组与对照组急性胰腺炎患者观察指标为治

疗有效率、不良反应发生率。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处理是研究过程中重要的环节，为提升研

究数据准确性，将本研究中的相关数据分为计量和

计数数据，并纳入计算机软件 SPSS 22.0 中，以此

完成相关内容的分析。其中计量资料的表达和检验

分别使用均数±标准差表达、t 检验。而计数治疗的

表达和检验分别使用 n（%）表达、X2 检验，观察

指标中治疗有效率、不良反应发生率用（%）表示，

数据比较存在差异说明有统计学意义，用（P＜0.05）
表达。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有效率 

观察组 32 20（62.5） 11（34.37） 1（3.12） 31（96.87） 

对照组 32 15（46.87） 10（31.25） 7（21.87） 25（78.12） 

X2  4.985 3.014 2.698 4.055 

P 值  ＜0.05 ＜0.05 ＜0.05 ＜0.05 

表 2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消化道出血 肺部感染 休克 不良反应发生率 

观察组 32 1（3.12） 1（3.12） 0（0.00） 2（6.24） 

对照组 32 2（6.24） 3（9.37） 2（6.24） 7（21.87） 

X2  2.014 3.145 1.035 4.598 

P 值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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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如表一所示，观察组急性胰腺炎患者治疗有效

率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 
如表二所示，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

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 
3 讨论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人们生活方式不

断发生转变，多外饮食支出不断增多，加上工作压

力不断增加，导致多数人养成暴饮暴食、饮食不规

律等不良习惯，从而对胃肠、肝脏等消化器官造成

不良影响，最终导致急性胰腺炎疾病发生。相关研

究结果显示，我国急性胰腺炎疾病发生率不断提高，

并且疾病致死率也处于居高不下状态，严重威胁国

民的机体健康与生命安全[6]。急性胰腺炎主要是机

体中的胰酶被有效激活，最终引发组织出现自身消

化、水肿以及出血，患者出现该疾病后的典型表现

为腹痛、腹胀、恶心、呕吐以及发热等，并伴有不

同程度的呼吸困难、黄疸、手足抽搐以及腹水等，

若不及时实施治疗比较容易迸发消化道出血、器官

衰竭以及败血症等，对患者生命造成威胁。 
临床治疗急性胰腺炎疾病多运用常规治疗方

式，主要是以控制病情为主，不过该种治疗方式易

发生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以及休克等不良反应，

严重降低疾病治疗效果。本次研究对急性胰腺炎疾

病实施综合治疗，结果显示观察组急性胰腺炎患者

运用综合治疗方式有效率为 96.87%，显效、有效以

及无效占比为 62.5%、34.37%、3.12%；对照组急性

胰腺炎患者采用常规治疗方式有效率为 78.12%，显

效、有效以及无效占比为 46.87%、31.25%、21.87%，

观察组患者治疗有效率优于对照组，（P＜0.05）。

由此可以说明对患者实施综合治疗方式，可以促进

治疗效果的提升，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7]。主要是

因为该种治疗方式会对患者进行病情监护、抑制胰

液分泌、抑制胰酶活性以及镇静镇痛等，从而有效

维持患者的有效循环血量、控制病情，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胰液对胃肠黏膜的刺激，从而延缓病情恶化。

此外，还会对患者实施早期抗感染治疗，由此来减

少因组织坏死所引发的感染、器官衰竭等，同时对

患者提供针对性的营养支持，避免患者处于高代谢

状态中出现营养不良状况，诱发脓毒血症，最终促

进总体治疗效果的提升。 
综上所述，对患者运用综合治疗可以促进治疗

效果的提升，减少消化道出血、休克以及肺部感染

等不良反应发生，可在临床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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