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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毒化瘀中药联合西药治疗溃疡性结肠炎
疗效及对炎症反应及高凝状态的改善分析
赵子雄，栾玮捷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药学部，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目的：讨论解毒化瘀中药联合西药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疗效及对炎症反应、高凝状态的改善。方法：抽取治疗的 66 例溃疡性结肠炎患

者开展研究，回顾患者资料，患者按不同疗法分为对照组、实验组。对照组 33 例给予美沙拉嗪肠溶片治疗，实验组 33 例在对照组基础上联

合解毒化瘀中药治疗，对比治疗效果。结果：实验组治疗效果及炎症指标改善情况均优于对照组。结论：解毒化瘀中药联合西药治疗能够显

著抑制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炎症反应，缓解患者临床症状，临床疗效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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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病因尚不十分清楚的结肠和直肠
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病变局限于大肠黏膜及黏膜下
层 [1]。本研究分析应用解毒化瘀中药联合西药治疗溃疡性
结肠炎疗效及对炎症反应及高凝状态的改善。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2019年 10月 ~2020年 12月我院治疗的66例溃疡性
结肠炎患者开展研究，回顾患者资料，按治疗方法不同分成对
照组与实验组。对照组33例，男17例，女16例；年龄35~55岁，
平均年龄（45.65±9.31）岁。实验组33例，男18例，女15例；
年龄34~54岁，平均年龄（45.40±9.40）岁。比较两组患者一
般资料，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所有患者均符合溃疡性结肠炎相关诊断，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美沙拉嗪肠溶片（国药准字H19980148）1.0 g/次，
口服，3次 /d；实验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给予解毒化瘀汤，
药方：丹参 20 g、黄连 15 g、忍冬藤 20 g、炒地榆 15 g、
黄柏15 g、白芨8 g、侧柏叶12 g、马齿苋15 g、槐花炭12 g，
1 剂 /d，500 ml，水煎服。两组患者均治疗 8 周。

1.3 观察指标

治疗效果。显效：患者临床症状体征基本消失，肠镜
检查肠道黏膜基本正常；有效：患者临床症状体征好转，肠
镜检查仍显示肠道黏膜轻度炎症或者假性息肉形成；无效：

患者临床症状体征及肠镜检查结果未好转或出现恶化。总有

效率 =（显效例数 + 有效例数）/ 总例数 ×100%。比较两组

TLC、hs-CRP、TNF-α、IgA、IgG 水平。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处理采用SPSS24.0软件，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表示，采用χ2 进行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实验组患者总有效率 93.94%，对照组患者总有效率

75.76%；实验组治疗后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组别 n 显效（例）有效（例）无效（例）总有效率（%）

对照组 33 13 12 8 75.76

实验组 33 17 14 2 93.94

χ2 4.243

P 0.039

2.2 两组治疗前后免疫炎症指标比较

治疗后，两组 TLC、IgA、IgG 高于治疗前，实验组高于

对照组（P ＜ 0.05）；两组 hs-CRP、TNF-α 低于治疗前，

实验组低于对照组（P＜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免疫炎症指标比较（ ±s）

指标
实验组（n ＝ 33） 对照组（n ＝ 33）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TLC（L） 1 277.35±251.71 1 831.75±282.62 1 316.76±265.34 1 596.72±275.45

hs-CRP（ng/ml） 45.67±25.21 20.56±18.34 42.35±27.67 34.68±27.34

TNF-α（ngl/ml） 223.75±24.68 86.51±34.76 228.67±29.56 155.78±32.23

IgA（mg/L） 2.14±0.62 2.74±0.62 2.19±0.95 2.21±1.21

IgG（mg/L） 10.57±3.57  14.48±3.43 10.31±3.14 10.57±3.5

3 讨论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中普遍存在高凝状态，由于患者的肠

屏障损伤，导致肠道黏膜通透性显著升高，内毒素及细菌等

进入血液循环，诱发肠道炎症反应，激活机体凝血—纤溶系统，

导致高凝状态，从而增加血栓的发生风险，以及阻塞肠黏膜

微循环，加重患者肠道黏膜组织的缺氧缺血，并能够进一步
加重患者机体的炎症反应，引起肠道黏膜损害及溃疡发生，
不利于疾病的治疗及预后的改善。相关研究证实，溃疡性结
肠炎患者的凝血指标处于异常状态，如FIB、D-D、PAGmax水
平增高，而MPV水平明显下降，不利于患者病情的恢复。因此，
临床中如何减轻患者的机体炎症反应，改善凝血指标进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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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护理中的人文关怀与心理护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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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患者进行人文关怀护理服务，不仅仅能够使患者感受到尊重和被人关注，还可以给患者带来焕然一新的健康理念，有效的提高了护

理满意度。本文详细论述人文关怀和心理护理如何在妇产科护理中的实际应用以及产生的优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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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文关怀护理的概念
人文关怀护理服务为患者提供了良好、优质、细致的全面

护理服务，旨在细化“以患者为重点服务中心”的中心理念，为
患者提供优质服务，提升护理满意度 [1]。人文关怀护理是指为患
者仔细、正确护理的同时，还提供个性化、针对性的服务，也就
是把对患者的病情观察、基础护理、有效治疗以及康复和后续身
体康健建议等整体化，为患者提供良好，细致有效的护理服务。

2 妇产科护理的特性
妇产科护理具有自主性以及独立性，与其他护理专科差

异较为明显。妇产科护理关系母婴安全，因此，对护理人员
要求也相对较高。由于妊娠期女性不同孕期有着不同的心理
和生理变化，且护理对象即包括母亲也包括其胎儿与新生儿。
因此，护理人员需对孕妇提供日常治疗和护理，同时还要教
授孕育婴幼儿的相关知识，以及为新生儿父母提供教育、咨
询等优质服务，宗旨是帮助新生儿父母较快适应、接纳并且
承担起相应的家庭责任。

3 应用在妇产科护理中的优质护理服务

3.1 培养优质服务的概念

（1）深化护理人员内心“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宗旨，
并建立“安全、温暖、诚信、关爱”的优质服务宗旨，让护
理人员能够更好的进行护理工作，做到把患者当亲人来对待，
做到心中有患者。（2）注重人性化管理，懂得换位思考，加
强对护理人员情感沟通。“假如我是一个患者，我希望被人
待我如何？”让护理人员能够感受到护理工作的真正意义。
（3）医院需要关注护理人员的发展前途，注重职业前景，做
到工作上对护理人员严格要求，生活中关爱、尊重护理人员，
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激发出护理人员的工作热情，让护理人
员能够更好的、主动的护理患者。

3.2 实行亲情护理的方法

（1）密切注意患者的情绪，加强与患者沟通，深入了
解患者内心，让患者有亲切感、不排斥、不陌生。（2）不仅
仅要提升护理人员的护理操作技术，还要对护理人员建立绩
效考核的管理制度，以此提高护理人员积极性，提升护理满
意度。（3）对于部分存在行动不便或者是老年患者，则需要
强化各科室之间的工作协调程度，由患者的陪护人员或者是

医护人员事先预约，后进行检查，这样不仅仅可以避免危险
因素的发生还可以使得患者有归属感，提升患者满意度。

3.3 为患者创造“温暖”的病房

医护人员定时打扫病房，坚持每天更换患者床单、清洗
衣服，保持室内物品的摆放整齐，保证病房以及走廊整体清洁，
让患者有一个舒心干净的生活休养环境。并在患者床头设置
呼叫铃，如若患者有何需求，医务人员便可立马赶到，呼叫
铃的设置能够有效的减少意外事故发生几率。

3.4 强化基础护理

（1）给每几位患者就安排一位总负责护理人员，负责
记录具体病情、用药情况、观察记录以及基础护理等各项工作，
以达到能够正确掌握患者病情、治疗方法和康健指导，以便
给患者提供最好的、最恰当的护理服务。（2）实行合理排班
工作，强化早晚排班，做好基础护理，并满足患者的个体化
需求。（3）为了避免出现多个患者按呼叫铃，而护理人员没
有及时出现，导致体验度下降的情况发生，可以通过计算好
每种输液量的输液时间，到了大致时间护理人员便去换下输
液袋；并要求护理人员定时推治疗车，到病房对患者进行护
理治疗、观察病情等。

3.5 完善对护理人员的绩效考核

为了使护理人员能够更好掌握患者情况和给患者更好的
指导，提高护理人员的动力，可以通过制定考核方案，内容
大致包括及时清洗床单、早晚护理、病人情况观察等项目，
以此来考虑护理人员的绩效。

4 结语
在医院管理中重要的工作内容包括人文关怀护理工作的

开展，通过在妇产科护理工作的应用实践可知，若是想要很
好的应用人文关怀护理服务到妇产科，就必须打好护理的基
础，把“以患者为中心，给患者最优质服务”的服务理念扎
根于每个护理工作人员心中，并注重护理工作人员的职业前
景，加强对工作人员的理解，让其真心为患者服务。重视与
患者的交流，给患者提供细致、全面、有效的健康指导，可
以提高护理服务质量，提升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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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高凝状态是溃疡性结肠炎治疗的重要环节。本研究结果显

示，中西医结合的实验组效果优于单一西药治疗的对照组。

综上所述，解毒化瘀中药联合西药治疗能够显著抑制溃

疡性结肠炎患者炎症反应，改善患者的高凝状态，缓解患者

临床症状，临床疗效较好，应用价值较高，值得进一步推广

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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