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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急诊胃脘痛患者胃复安经足三里穴位注射护理技术的效果。方法：2020年1月~2021年2月选

取我院急诊科136例确诊急诊胃脘痛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平均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68例，对

照组采用常规药治疗和胃复安肌肉注射护理技术方案。观察组在对照组一致的常规药治疗基础上使用胃

复安经足三里穴位注射护理技术，分析两组急诊胃脘痛患者不同手段的护理效果，观察指标包括临床疗

效、平均临床症状减轻时间、患者护理满意度等。结果：观察组总治疗有效率为97.06%，总护理满意

度为98.53%；对照组总治疗有效率为85.29%，总护理满意度为83.82%；两组临床疗效、总护理满意

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 = 5.674, P < 0.05)；观察组平均临床症状减轻时间比对照组均缩短，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X2 = 6.332, P < 0.05)；结论：足三里穴位注射胃复安护理技术缓解急诊胃脘痛患者效

果较好，恢复时间更快疗效更显著，还能起到调理脾胃运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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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nursing effect of metophan injection through Zusanli acupoint in 
emergency patients with epigastric pain.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0 to February 2021, 136 cas-
es of confirmed emergency patients with epigastric pain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our hos-
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
trol group, 68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drug treatment and 
metocloprin intramuscular injection nursing technology program. The observation group, on the 
basis of the same conventional drug treatment in the control group, used metoclopron through 
Zusanli acupoint injection nursing technology, analyzed the nursing effects of different means i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emergency epigastric pain, and the observation indexes included 
clinical efficacy, average clinical symptom relief time, patient nursing satisfaction, etc.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7.06%, and the total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98.53%.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85.29% and the total nursing satis-
faction was 83.82%.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linical efficacy and total 
nurs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X2 = 5.674, P < 0.05). The average clinical symptom 
relief tim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X2 = 6.332, P < 0.05). Conclusion: Zusanli acupoint injection of meto-
phurin nursing technology has a better effect on relieving emergency epigastric pain patients, 
with faster recovery time and more significant efficacy, and can also play a role in regulating the 
transport of spleen and stom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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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胃脘痛，是国内中医学在临床上的称呼，为西医学临床上的胃疼。是以胃溃疡、胃炎、十二指肠溃

疡、消化功能不良及以上腹部疼痛为主要症状的疾病，均属于中医学的胃脘痛的称呼范畴。中医学认为

胃脘痛是指以上腹的胃脘部位及心窝部位主要以急性剧烈疼痛为症状的疾病。认为胃脘痛的病根或发病

部位在胃的脘部，发病原因多由饮食不规律不节制、喜欢食用生冷食物或忧思烦恼过度等所致气血不通。

但胃具有储存、分泌、消化及蠕动排空的功能，需要依赖于脾脏的运化、肝脏的疏泄和肾阳的温煦，所

以认为胃脘痛这一病理的发生与脾脏、肝脏、肾脏的病变有紧密的联系。常常在发病后均会伴有呕吐、

嗳气、反酸、胃内烧灼感、胀满、饮食减少等症状表现。其中急性胃脘痛患者发病急，引起的疼痛非常

剧烈，患者很难忍受，多项中医研究表明，这大多是由于外邪侵袭、饮食失衡、气滞血瘀等外在的原因

导致胃功能失去平衡所致。在治疗上多采用理气和止痛的方式，急诊胃脘痛患者对疼痛忍受有限，导致

在护理上患者满意度不高，且治疗效果不好。本次研究针对 136 例胃脘痛急诊患者在常规用药保持一致

的基础上，采用胃复安经肌肉注射和经足三里穴位注射两种护理技术。对比观察疗效，其胃复安经足三

里穴位注射护理技术的护理效果显著，提高了患者的治疗效果，缩短患者临床症状减轻时间，提高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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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满意度。具体报道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报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选择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2 月医院急诊胃脘痛患者为实验对象。

严格制定纳入与排除标准后，选择 136 例急诊胃脘痛患者进行研究，诊断标准为我国《中医诊断学》中

的金标准，将 136 例患者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 68 例，其中男 36 例，

女 32 例，年龄 23~59 岁，平均年龄(26 ± 7.23)岁，病程 0.6~70 h。对照组 68 例，男 38 例，女 30 例，年

龄 22~60 岁，平均年龄(27 ± 5.96)岁，病程 0.5~74 h。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相比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其他可比性。 

纳入标准：① 明确为急诊胃脘痛；② 无其他合并症；③ 无其他器官损伤，本次实验可全程配合；

④对研究目的内容知晓，签订知情同意书[1]。 
排除标准：① 患者为其他急性腹部疾病如胃肠穿孔等；② 发病时患有胃癌的；③ 不配合研究的；

④ 退出研究的；⑤ 研究时腹部合并其他外伤疾病的[2]。 

2.2. 研究方法 

患者在入院后依据医嘱开展护理，包括入院相关健康教育知识普及、以及进行心理支持等。具体管

理内容及方法如下。 

2.2.1. 对照组护理方法 
对照组以胃复安 10 mg/次、每次 1 ml 臀大肌肌肉注射。其他按照常规药物治疗行常规综合护理，包

括① 生理性补液和药物配合护理，② 为患者提供舒服卫生环境；③ 开展健康教育宣传，告诉重要事项；

④ 心理支持[3]。 

2.2.2. 观察组护理方法 
观察组予胃复安经足三里穴位注射护理技术护理，剂量 10 mg/lm/次，用 5 m1 注射器将药物吸入注

射管内，按常规方法对足三里穴位消毒处理，然后在所取的穴位上快速插针，待进针后回抽下注射器，

确认无回血后，轻轻提插，等到患者感觉有发酸、发麻、胀痛时，将药物经注射器缓慢注入足三里穴位，

注射完后慢慢拔出针头，用干棉球或棉签按住针眼等待止血。其他的护理按照常规药治疗行常规综合护

理即可，与对照组的其他护理保持一致[4]。 

2.3. 疗效判定标准 

短时临床治愈评价：从治愈、显效、有效、无效四个维度开展评价，治愈表示在注射半小时后无胃

脘痛症状；显效表示在注射后 0.5~1 小时内胃脘痛症状消失；有效表示在注射后 1 小时后胃脘痛症状减

轻明显；无效表示在注射后 12 小时胃脘痛症状无变化[5]。 

2.4. 护理满意度判定标准 

采用护理满意度量表进行评价，从非常满意、比较满意和不满意三个维度开展。满意度计算为，满

意度 = (满意 + 比较满意)/总人数 * 100%。 

2.5.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24.0 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组间检验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检验采用 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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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P < 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 表示存在显著差异。 

3. 结果 

3.1. 观察组与对照组间的临床疗效对此 

根据表 1 可知，观察组患者的临床疗效为 97.06%，对照组患者的临床疗效为 85.29%，观察组疗效显

著高于对照组(P < 0.01)。 
 

Table 1. Comparison of clinical efficacy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表 1. 观察组与对照组间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68 38 20 8 2 97.06 

对照组 68 33 16 9 10 85.29 

统计量 5.674 

P 值 0.0001 

3.2. 观察组与对照组间的平均临床症状减轻时间对此 

根据表 2 可知，观察组与对照组胃脘疼痛，反酸、暖气、烧心、呕吐等症状减轻时间比较，具有显

著差异(P < 0.01)。观察组患者的平均临床症状减轻时间与对照组比较，时间基本缩短一半以上。 
 

Table 2. Comparison of clinical efficacy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表 2. 观察组与对照组间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胃脘疼痛 嗳气 反酸 烧心 呕吐 

观察组 68 0.6 0.6 1.5 1 0.5 

对照组 68 1 2 1.5 2 1.5 

统计量 6.332 

P 值 0.00001 

3.3. 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依从性、满意度比较 

根据表 3 可知，观察组患者满意度为 98.53%，对照组患者满意度为 83.82%，观察组对护理的满意度

高于对照组(P < 0.05)。 
 

Table 3. Comparison of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n(%)] 
表 3. 观察组与对照组间的满意度比较[n(%)] 

满意度 观察组 对照组 统计量 p 值 

非常满意 49(72.06%) 40(58.82%) 

9.064 0.0015 
比较满意 18(26.47%) 17(25.00%) 

不满意 1(1.471%) 11(16.18%) 

总满意 98.53% 83.82% 

https://doi.org/10.12677/ns.2022.112027


雷灵菲 

 

 

DOI: 10.12677/ns.2022.112027 152 护理学 
 

4. 讨论 

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生活压力的持续提高，伴随着各种不良饮食行为习惯的逐

渐养成，致使人们胃部疾病发生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其中胃脘痛发病率也在不断上升，且上升速度较快。

这一现状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活动，降低了生活质量，并且消耗了国家大量的医疗资源。目前临床上

针对胃脘痛患者的治疗护理方案中，西医以提高胃动力、抑制胃细胞分泌胃酸、快速舒张胃底等西药或

制剂综合治疗为主要手段，疗效在短期内非常显著，但由于需要患者长期服用，导致患者产生不良反应

也非常明显，并且容易导致复发，所以患者对这一治疗治疗和护理满意度不高。急则治其标，西医临床

上对胃脘痛主要以止痛为主要手段。而中医却认为胃脘痛主要与外邪侵袭、饮食失衡、气滞血瘀等外在

的原因导致胃功能失去平衡有关，可以通过中医治疗方案，从中医理论机制出发为患者调理躯体，期望

获得较好的疗效。经多项中医学研究表明，足三里穴在对胃蠕动、胃酸分泌、胃壁伸缩等功能上具有双

向调节机制的作用，可明显缓解胃平滑肌痉挛，缓解患者的剧烈疼痛。 
胃复安是一种调节肠道的兴奋剂，经肌肉注射吸收后可以促进胃肠蠕动，使胃快速排空。穴位注射

疗法主要是以经络理论为依据，根据患者病症的不同配以相应的药物以及穴位，将药物注入穴位通过经

络作用达到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 
本次以急诊胃脘痛患者为研究对象，研究胃复安经足三里穴位注射和肌肉注射两种护理技术的效果，

结果显示经足三里穴位注射护理技术总治疗有效率为 97.06％显著高于经肌肉注射 85.29％；在平均临床

症状减轻时也大幅度缩短，患者易于接受。本次研究得出急诊胃脘痛患者经足三里穴位注射胃复安护理

技术解痉止痛效果显著，可以使胃脘痛症状快速缓解，不良反应少且不易复发，此方法操作简单，值得

临床推广使用。 
穴位注射疗法，是以经络理论为依据，针对患者的情况选择相应的穴位及药物，并将少量药物注入

穴位或阳性反应点的一种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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