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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慢性浅表性胃炎在临床又被称为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是消化系统的常见病，多种致病因素作用于胃的黏

膜后引起的慢性的炎症。目前临床无其典型的临床症状，临床可见弥漫性的上腹部疼痛、上腹部胀满、

嗳气以及食欲不振等表现，上述症状可在进行刺激性食物后出现或者加重。临床上对本病的治疗若不及

时，则会引起慢性胃炎、胃溃疡、上消化道出血等疾病。目前对于慢性浅表性胃炎的发病原因暂未完全

明确，而HP感染则是目前认为导致本病发生的一个因素。目前，临床上对于慢性浅表性胃炎的治疗包括

消除病因治疗、中医治疗及西医治疗，本文就中医和西医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的机制以及方法进行论述，

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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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ronic superficial gastritis, also known as chronic non-atrophic gastritis in clinical practice,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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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disease of the digestive system caused by various pathogenic factors acting on the gastric 
mucosa, resulting in chronic inflammation. Currently, there are no typical clinical symptoms of 
chronic superficial gastritis, and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include diffuse epigastric pain, epigastric 
fullness, belching, and anorexia, which may appear or worsen after the ingestion of irritating 
foods. Untreated chronic superficial gastritis can lead to diseases such as chronic gastritis, gastric 
ulcer, and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Currently, the etiology of chronic superficial gastritis is 
not fully understood, and Helicobacter pylori (HP) infection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factors lead-
ing to its occurrence. Clinically,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superficial gastritis includes elimination 
of etiolog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rapies. In this paper, the me-
chanisms and methods of treating chronic superficial gastritis with both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re discuss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clinical treatment. 

 
Keywords 
Chronic Superficial Gastritis,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Methods,  
Research Progress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慢性浅表性胃炎是消化内科较为常见的疾病，多数患者临床可无症状，有症状者主要可见上腹部胀

满不适、疼痛、食欲不振、嗳气、反酸等症状，部分患者有焦虑、健忘、抑郁等精神心理症状。若本病

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则会导致急性胃炎、胃溃疡、胃癌及消化道出血的发生，对患者的健康引起严重

的后果。慢性浅表性胃炎主要是致病因素引起胃黏膜的浅表层的炎症，其具体的发病机制目前尚未完全

明确，能够确切的病因包括 HP 的感染、非甾体类抗炎药及激素类等药物的使用、胆汁以及十二直肠炎

的反流和自身免疫性的胃炎等[1]。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大众饮食结构的改变，罹患本病的患者越来越多，

有数据显示[2]，因消化道疾病而行胃镜检查者，其中 80%以上患者检出慢性浅表性胃炎，在众消化系统

疾病中本病排第一，同时消化内镜学会亦统计出本病是胃镜下最为常见的疾病。故而本病的治疗尤为重

要，目前慢性浅表性胃炎的治疗包括一般治疗、中医治疗和西医治疗。一般治疗则是改变患者生活方式，

如减少腌制食品的进食、避免一手烟及二手烟的吸入、清淡饮食等等。而西医治疗则主要以药物治疗为

主，常用的药物治疗包括：抑酸护胃和保护胃黏膜治疗。而中医治疗则包括中药内服及中医外治法，目

前临床上治疗本病多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进行治疗，可以更好地将二者的优势发挥、同时避免不良反

应的出现，显著地提高临床的治疗效果。下面将对慢性浅表性胃炎的中医和西医治疗进行综述。 

2. 慢性浅表性胃炎的西医发病机制 

目前西医学对慢性浅表性胃炎病因较为复杂，多种因素互相影响，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清晰。目前研

究表明，本病的发生与感染 HP、十二指肠及胆汁反流、自身的免疫性胃病息息相关。在本病的发生中，

胃黏膜的屏障保护功能的破坏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当机体胃黏膜的屏障作用正常时，能够较好的维持胃

黏膜的正常的生理性的状态，一旦胃黏膜遭受到炎症侵袭、机体的应激性反应和 HP 的感染时，黏膜的

屏障功能则遭到破坏，从而导致本病的发生[1]。胃酸的过多分泌时，直接破环黏膜，亦能导致本病的发

生。随着近年来的研究进展，胃的免疫反应也是引起本病发生的重要原因。例如，胃黏膜感染 HP 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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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胃黏膜的上皮细胞及免疫细胞被激活从而诱导炎症的发生，若机体内的白细胞介素和肿瘤坏死因子等

亦会导致胃黏膜炎症的发生。此外，血液流变学改变时，微血管发生痉挛，促使胃黏膜的局部发生缺氧

等改变，提高了胃黏膜的敏感性，从而导致慢性浅表性胃炎的发生。随着我国老龄化的扩大化，罹患老

年性疾病的群体越来越大，非甾体类抗炎药的使用越来越多，致使机体前列腺素的产生减少、胃酸分泌

过多，导致胃黏膜的损伤加快，从而导致本病的发生。同时，长时间地吸入一手或者二手烟，导致机体

摄入大量的尼古丁，导致幽门括约肌的松弛、黏膜的屏障保护作用降低，导致本病的发生。故而，慢性

浅表性胃炎的机制，是较为复杂的，即可独立存在、又可互相作用导致本病的发生。 

3. 慢性浅表性胃炎的西医治疗 

3.1. 抗 HP 治疗 

目前 HP 感染率较高，当 HP 被检出阳性时，无论慢性浅表性胃炎有无临床症状，均应进行 HP 的根

除治疗，由于胃内是强酸环境，因此在进行抗生素治疗同时，必须加入抑酸药，如 PPI 或 H2 受体拮抗剂。

目前临床上常用于根治 HP 联合用药有 1 种抑酸药 + 2 种不同类型抗生素亦或是 1 种铋剂 + 2 种不同类

型的抗生素，前后治疗 7~14 天。林华[3]在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时，将奥美拉唑于阿莫西林结合使用，

将肿瘤坏死因子阿尔ɑ和白介素 6 以及转录因子的水平作为观察指标，在经过 14 天的治疗后统计所得数

据，其结果表明阿莫西林和奥美拉唑联合用于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时，其疗程疗效较单纯使用奥美拉唑

更佳。 

3.2. 抑酸治疗 

由于慢性浅表性胃炎的患者体内分泌过多的胃酸，所以在本病的治疗过程中抑酸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部分。目前抑酸药主要有 H2 受体拮抗剂和 PPI 质子泵抑制剂。于铭[4]在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时将雷贝

拉唑与多潘立酮联合使用，将中医症状和胃镜的积分及临床症状缓解的时间作为观察指标，在进行 2 个

星期的治疗后统计数据表明，二者联合运用能够有效地缓解患者的症状，促进症状的转归。李明[5]在治

疗本病时将奥美拉唑和多潘立酮联合使用，并与单纯的奥美拉唑进行对比，经过相应的疗程治疗病统计

数据表明，二者联合运用可以促使症状的较快改善和疾病的恢复。严海荣[6]在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时使

用艾普拉唑肠溶片治疗，并与兰索拉唑作对比治疗，在经过 2 个星期的治疗，将其临床疗效和临床症状

作为其观察指标，其结果提示，艾普拉唑肠溶片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的临床疗效优于兰索拉唑。 

3.3. 胃黏膜保护剂  

慢性浅表性胃炎，胃黏膜常常会产生炎症，因此临床上常使用胃黏膜的保护剂急性治疗。如：硫糖

铝等。 

3.4. 一般治疗 

旨在对罹患本病的患者进行消化系统疾病相关知识的宣教，尽可能的减少对胃黏膜的刺激和损伤。

如饮食清淡和规律，避免刺激性食物的进食，注重多种营养物质的摄入。 

4. 慢性浅表性胃炎的中医病因病机 

中医学认为慢性浅表性胃炎的发生，多与患者的饮食不节或者情志不畅以及脾胃虚弱和外感邪气等

有关，人体长期不节制的饮食，进食不按时，饱饿不均或者口味偏嗜辛辣刺激，皆阻碍脾胃之气的升降、

降低脾胃的运化功能，脾虚湿生，湿邪日久化热，热伤胃气，导致本病的发生。而情志的不畅也是本病

发生的重要原因，如，机体长时间处于思虑、焦躁状态下，肝气郁滞不得调畅，日久化热，伤及胃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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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本病的发生。脾胃虚弱亦是导致慢性浅表性胃炎的重要原因，脾胃虚弱日久，导致中焦的运化失去

推动力，气血的生化无源，导致机体的气血虚弱，机体的脏腑官窍滋润无源，故而导致本病的发生。若

人体不慎感染外邪，侵袭胃脘部，导致胃部气机郁滞，胃气不和故而导致本病的发生。 

4.1. 中药内服法 

4.1.1. 汤药治疗 
黄芪建中汤为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的重要方剂。具有补气益中、温补脾胃的功能，有学者的动物实

验提示[7]，对患有慢性浅表性胃炎的老鼠给黄芪建中汤口服，通过相应的疗程后使胃黏膜组织 EGF、RNA
及蛋白表达等指标较前有着显著的好转，表明黄芪建中汤可以使损伤的胃黏膜得到修复、升高的炎症因

子得到降低。而本汤剂的药理研究表明[8]，黄芪建中汤能够从不同的途径、多个靶点治疗慢性浅表性胃

炎，其发挥作用的机制可以从下面几方面考虑：① 减少导致本病的相关因素，如表皮生长因子，故而达

到治疗胃黏膜损伤的目的。② 促进胃黏膜的局部血液循环的加快，增加病变部位的血供，从而达到保护

胃黏膜的目的。③ 促进胃肠的动力，同时增加胃蛋白酶的分泌量，从而达到胃黏膜的保护作用。另外，

本方中的各味药物，均有着自身的药理作用；黄芪提取物中的黄芪多糖能够降低白介素的分泌，促进机

体的免疫力。而桂枝提取物中乙酸乙酯有效成分可以发挥自身的消炎作用，促进损伤的胃黏膜得到修复。

而甘草提取物中的甘草甜素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力，而生姜有效成分的生姜挥发油则具有较强的止呕作

用。此外，芍药中的有效成分芍药苷和大枣有效成分的大枣多糖皆可以降低炎症因子的水平，从而达到

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的目的。郑端云等[9]运用黄芪建中汤辅助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的患者，经过 3 个疗

程的治疗后观察其中医证候及胃镜评分；黄芪建中汤加减辅助治疗慢性浅表性可以较好地减轻患者症状，

促使胃部炎症的消退。 
除了黄芪建中汤，还有柴胡疏肝散、温中健脾养胃汤、香砂六君子等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效果也给

予了证实[10]。 

4.1.2. 中成药治疗 
香砂养胃颗粒是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的常用的成药，有理气和胃止痛的作用。刘畅[11]等运用香砂养

胃颗粒粒治疗本病，有着较好的临床疗效，可推介选用。另外，保和丸、荜铃胃痛颗粒、金砂行气胶囊

等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的临床效果也给予证实。 

4.2. 中医外治法 

针刺和艾灸是用于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常用方法，有学者的研究发现[12]，针刺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

的作用可能和针刺的止痛效应和增加胃平滑肌的收缩等有关，同时针刺和艾灸治疗慢性浅表性的途径是

多方面的，可能和 cAMP 的信号通路以及钙离子的信号通路有关联。杨佳昕等[13]运用调神针刺法治疗

慢性浅表性胃炎，可以较好地促进患者损伤的胃黏膜的修复，减轻患者焦虑和抑郁的情绪，从而导致本

病的临床症状得到改善。另，推拿手法、拔罐疗法以及穴位贴敷等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方面，效果也予

肯定[14] [15]。 

5. 总结 

综上，临床上采用中医、西医及中西医结合治疗，都有一定的临床效果，不但能够减轻慢性浅表性

胃炎的腹痛、恶心、反酸等临床不适消化症状，还会降低 IL-12 等炎症因子水平。西医治疗本病对症状

减轻及炎症减轻上有着一定的益处。但抗生素的长期使用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毒副作用，导致患者不能

够长时间的服用该药物。中医药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虽然能缓解本病的症状，促进炎症因子水平的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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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但系统的理论体系以及治疗的标准尚未明确。除此之外，中医的外治法中的针刺、艾灸、穴位贴敷

等治疗，基本是操作者自身的经验为主，临床不能较好地推广运用。在今后的治疗过程中，可将中医的

治疗方法和西医的治疗方案相结合，使二者皆能发挥其自身的优势，扬长避短，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希

望在今后的发展之中，更应注重中医理论的研究，使得中医治疗标准逐步规范，并通过高质量的科学实

验证实其临床疗效，为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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