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我保健                                     2021年 10期                                     临床论著 

 ·15·

慢性胃炎的防治与保健探讨 
侯  柳 

湖北省黄石市第五医院，湖北 黄石 435000 
【摘  要】目的：讨论和分析慢性胃炎的防治与保健。方法：抽选92例慢性胃炎患者，分成实验组（n=46）和对照组（n=46），实验组采用奥美拉唑联合三联疗法进行治疗，对照组采用三
联疗法进行治疗，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情况。结果：实验组46例患者中，治愈例数23例，显效例数11例，好转例数10例，治疗有效率95.6%；对照组46例患者中，治愈例数11例，显效例数9
例，好转例数10例，治疗有效率65.2%。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情况，实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采用奥美拉唑联合三联疗法治疗慢性胃炎的治疗效果
更佳，能够改善患者的病情，同时予以有效的保健指导，能更好地提高治疗有效率，值得临床使用和推广。 
【关键词】慢性胃炎；防治；保健 
 

慢性胃炎通常是指，因为各种病因而导致的胃粘膜慢性炎症疾病，其主要的致病因素为自

身免疫力因素、环境因素、饮食、幽门螺杆菌感染等因素，通常发生在胃部，其症状表现为早

饱、恶心、嗳气、上腹胀气、胃部不适等。如果患者出现慢性胃炎的症状，且不及时进行治疗，

任由病情恶化，最终会威胁到自身的生命安全[1]。因此，针对这种疾病，临床医生需要针对患

者的具体症状表现进行对症治疗，从而改善患者的病情，减少患者的痛苦。在现阶段治疗慢性

胃炎的研究中，采用奥美拉唑联合三联疗法治疗慢性胃炎对患者的治疗效果最佳。本文对奥美

拉唑联合三联疗法和三联疗法进行比较，观察和分析两种治疗方式的治疗效果，具体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于 2020 年 2 月至 2020 年 12 月间收治的 92 例慢性胃炎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

随机抽签的方式进行分组，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46 例，实验组采用奥美拉唑联合三

联疗法进行治疗，对照组采用三联疗法进行治疗。其中实验组患者，男性 19 例，女性 27 例，

年龄范围在 19-63 岁之间，平均年龄（40.9±5.15）岁；对照组患者，男性 24 例，女性 22

例，年龄范围在 21-66 岁之间，平均年龄（42.2±4.75）岁。比较两组患者的基础治疗，P

＞0.05，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在给予两组患者基础治疗后，对照组采用三联疗法治疗，使用克拉霉素，每天 2次，每

次 0.5g，持续治疗 4 周；使用兰索拉唑，每天 2 次，每次 30mg，持续治疗 4 周；使用甲硝

唑，每天 2次，每次 0.4g，持续治疗 7天。 

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患者奥美拉唑治疗，每天2次，每次20mg，持续治疗4周。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 

1.4 统计学意义 

采用SPSS20.2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计量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 sx ±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数据对比采取X2校验，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 46 例患者中，治愈例数 23 例，显效例数 11 例，好转例数 10 例，

治疗有效率 95.6%；对照组 46 例患者中，治愈例数 11 例，显效例数 9例，好转例数 10 例，

治疗有效率 65.2%。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情况，实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数据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详细数据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治疗情况比较（%） 

组别 n 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治疗有效率 

实验组 46  23（50.0） 11（23.9） 10（21.7） 2（4.3） 44（95.6） 

对照组 46  11（23.9） 9（19.5） 10（21.7） 16（34.7） 30（65.2） 

t 值/X2值      13.537 

P 值      0.000 

3 讨论 

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物质水平不断提高，同时人们消化系统

疾病的发病率也在不断提高，这对人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特别是慢

性胃炎，几乎成为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最大问题[2]。对于慢性胃炎的治疗，医护人员要及时

地对患者进行有效的治疗措施，降低患者的病变发生率，改善患者的病情。 

奥美拉唑属于脂溶性的弱碱性药物，口服后通常会分布在胃黏膜壁细胞的分泌小管中，

如遇到高酸环境，则会转化成亚磺酰胺的活性成分，对肝酶的活性能够有效抑制，阻断胃酸

分泌[3]。因此，在面对各种因素引起的胃酸分泌上，都具有有效的抑制作用。奥美拉唑主要

应用于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等胃部疾病。 

采用三联疗法治疗慢性胃炎，其中的克拉霉素、甲硝唑、兰索拉唑能够改善患者的病情，

在联合枫蓼肠胃康颗粒，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的几率，促进患者病

情改善，对患者生活质量的提升有着较大的帮助[4]。 

本文研究显示，比较奥美拉唑联合三联疗法治疗和三联疗法单独治疗的治疗效果，实验

组 46 例患者中，治愈例数 23 例，显效例数 11 例，好转例数 10 例，治疗有效率 95.6%；对

照组 46 例患者中，治愈例数 11 例，显效例数 9例，好转例数 10 例，治疗有效率 65.2%。对

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情况，实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

一结果表明，在治疗慢性胃炎上，采用奥美拉唑联合三联疗法能够有效地改善患者的病情，

促进患者康复[5]。 

综上所述，在临床治疗上，采用奥美拉唑联合三联疗法治疗慢性胃炎的治疗效果更佳，

能够改善患者的病情，同时予以有效的保健指导，能更好地提高治疗有效率，值得临床使用

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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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机的常见故障维修与保养个性化预防性维护模式对血
液透析机保养效果及故障率的影响 
邱  橙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目的：探讨血液透析机的常见故障维修与保养个性化预防性维护模式对血液透析机保养效果及故障率的影响。方法：通过回顾性分析的模式，针对医院于2019年6月-12月之间，
纳入到对照组之中，再将医院2020年1-6月期间，相关的资料纳入到实验组之中，对照组之中检查次数为94，实验组之中共检查次数163次，对于实验组与对照组之中的维修率、更换零件率
还有故障率以及不良事故发生率进行比较。结果：实验组之中的维修率与更换零件率，还有故障率，包括不良事故发生率都要比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方面的价值。结论：通过对血液透
析机，采取个性化预防性维护模式进行保养的工作，能够有效地提升仪器的保养效果，还可以减少更换零件的概率，还能够减低发生故障的概率，减少发生不良事故的概率，减少维修的费
用，加强治疗的效果。 
【关键词】血液透析机；故障维修；个性化预防性维护模式；保养效果 
 

血液透析仪可以净化患者体内存在的有毒物质，医护人员通过为患者建立体外局部血液

循环措施，可以将患者体内的毒素物质引出体外并进行过滤，最终实现净化患者血液的目的，

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而对于血液透析机做好维护与保养也是非常重要的，文章讨论了

血液透析机的常见故障维修与保养个性化预防性维护模式对血液透析机保养效果及故障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的模式，针对医院之中于 2019 年 6 月-12 月之间，接受常规维护模式的血液

透析机相关的一般资料纳入对照组之中，再将医院之中 2020 年 1-6 月期间接受保养个性化

预防性维护模式的血液透析机，相关的资料纳入到实验组之中，对照组之中检查次数为 94，

实验组之中共检查次数 163 次。此次研究之中的相关操作护士，都没有变化，人数共有 5名，

且都是女性，所有护士工作的时间都在 5年以上，此次试验所有的相关设备，在进行资料翻

阅的时候，都经过器材科的允许，所应用的设备都是瑞典的金宝血液透析仪器。 

1.2 方法 

对照组应用的是常规的预防性维护模式，在使用血液透析机结束之后，需要通过责任

护士做好常规的消毒清洁，再做好记录，如果设备发生了故障，要及时的报告给上级，安

排修理。 

实验组应用的是个性化预防性的维护模式，首先需要建立其档案，为每台血液透析机建

立好档案，再将相应的设备型号，还有购入的日期，包括使用期限，以及使用的维护情况都

输入到系统之中，与此同时，建立起相应的保养与维护的档案，再将消毒记录，记录在册，

包括记录设备的保养情况，还有更换的配件以及消毒的次数。(2)进行维护方面的培训，对

于相关的操作，作为护士需要进行专业的培训，针对不同的品牌，以及不同的型号的设备，

在维护的方法都存在差异，而作为护士需要熟悉每个设备的使用方法，包括应用的性能和维

护方面的方法，做好严格的操作，针对护士需要进行设备的维护，并且进行知识的考核。(3)

保证清洁与水电环境的稳定：应用血液透析机需要采取含氯消毒液进行消毒，保证为每台血

液透析机，都要安装双水路的供水系统，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保证整个设备的水压稳定。(4)

做好准确记录，需要所有的护士对于设备，对于使用的时候，做好详细的记录，如果设备发

生了异常，或者是发生了轻微的故障，要进行及时的记录和报告。(5)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

性的维护手段，需要配备好专职的技师，做好定期的监测，应用矫正的设备，在内各压力点

和电导率，做好清洗更换设备的滤芯，再依照护士的设备记录，做好设备的维护与维修，特

别是容易发生损坏的部件，则可能会提升监测力度，及时地更换滤芯，防止发生事故，及时

做好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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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观察指标及效果评价标准 

比较实验组与对照组发生的维修率，以及更换零件率，包括故障率以及不良事故发生率。 

1.4 统计和分析 

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 23.0，计算型指标则以例（n/%）表示，并使用 X2值检验，计量

型指标采取均数±标准差（ sx ± ）描述，应用 t 检验。P＜0.05，则本次实验的有着显著

差异。 

2 结果 

2.1 对比实验组与对照组的保养效果与故障率情况 

对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保养效果和故障率进行比较，实验组的各种情况要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如表 1所示。 

表 1  对比实验组与对照组的保养效果与故障率情况 

组别 例数 维修 更换零件 故障 不良事故 

实验组 163 27 11 3 1 

对照组 94 39 18 9 3 

X2值  17.9451 8.5564 7.6418 5.1001 

P 值  0.0000 0.0034 0.0057 0.0239 

3 讨论 

随着医疗水平不断发展，血液透析技术也逐渐趋于成熟，将血液透析应用临床治疗中其

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而应用保养个性化预防性维护模式，可以有效地改善仪器的使用寿命，

对于仪器的应用有着重要意义。 

此次试验结果表明，实验组之中的维修率与更换零件率，还有故障率，包括不良事故发

生率都要比对照组低，差异是有着统计学方面的价值的。 

综上所述，通过对血液透析机，采取个性化预防性维护模式进行保养的工作，能够有效

地提升仪器的保养效果，还可以减少更换零件的概率，还能够减低发生故障的概率，减少发

生不良事故的概率，减少维修的费用，加强治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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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内镜鼓膜置管术对分泌性中耳炎患者听力及复发率的影响效
果研究 
吁晚娟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江西 南昌 330000 
【摘  要】目的：分析耳内镜鼓膜置管术对分泌性中耳炎患者听力及复发率的影响效果。方法：择取2019年6月19日至2020年6月19日我院所收治的204例分泌性中耳炎患者为研究样本。对照
组患者接受耳内镜下穿刺治疗，观察组患者接受耳内镜下鼓膜置管术治疗疾病。对比两组患者疾病治疗效果。结果：和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痊愈时间、中耳积液时间更短，纯音侧听之

明显更高，P＜0.05.和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明显更低，P＜0.05.对照组患者治疗后半年27例复发，复发率为 26.47%；观察组患者治疗后半年3例复发，复发率为 2.94%。和

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疾病复发率明显更低，P〈0.05。结论：对于分泌性中耳炎患者来讲，为其开展耳内镜鼓膜置管术治疗疾病有助于减少疾病复发率，提升患者的听力水平。该法值得

进一步在临床内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耳内镜鼓膜置管术；分泌性中耳炎；听力；复发率 
 

分泌性中耳炎在临床中比较常见该疾病。在极大程度上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身体健

康，患者发生分泌性中耳炎之后会表现出听力降低以及鼓室积液的情况。其为一类人体中

耳部位非化脓性疾病，倘若患者没有在第一时间接受到行之有效的治疗，极有可能演变

为耳聋[1]。由此能够看出，选择一类有效方式对患者开展治疗意义重大。为了全面探讨耳内

镜鼓膜置管术治疗分泌性中耳炎疾病的效果，结合实际情况，本文对上述命题加以分析，现

做出如下汇报。 

1 资料及方法 

1.1 基线资料 

本实验择取 2019 年 6月 19日至 2020 年 6月 19日我院所收治的 204 例分泌性中耳炎患

者为研究样本。经诊断，患者确定为此类疾病受试者自愿参加实验调查。在此同时，签署了

《知情同意书》。所有患者均为单耳发病。现按照患者治疗方式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 102

例以及观察组 102 例。对照组内男 52、女 50。年龄区间为 21.39～38.36 岁，年龄均值为 30.17

±1.68 岁。观察组内男 53、女 49。年龄区间为 22.78～39.42 岁，年龄均值为 31.19±1.44

岁。经对比，两组受试者基线资料无明显差别，可比。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耳内镜下穿刺治疗，具体方法为：患者取健侧卧位，工作人员对受试者

的患儿开展局麻以及消毒处理。完成上述操作之后，放入耳内镜。同时开展鼓膜麻醉，时间

为 15 分钟。在此之后，应用 7 号穿刺针吸取患者耳内的鼓膜积液。完成上述操作之后，应

用地塞米松加以冲洗。后对患者使用消毒棉球，封闭其外耳道。 

观察组患者接受耳内镜下鼓膜置管术治疗疾病。具体方案为：受试者以健侧卧位治疗疾

病。对病患开展局麻以及常规消毒，于监视器条件下，在病患鼓膜位置开放一个切口，长度

规格为 2mm，后使用微型吸引器对病患耳内鼓室积液以及中耳积液进行吸除处理。当吸干净

之后，应用地塞米松完成冲洗工作。于病患鼓膜切口边缘放入鼓膜通气管，后应用消毒棉球

对外耳道进行填塞处理。 

1.3 观察指标 

1.3.1 分析两组患者临床指标对比情况。具体项目包含疾病痊愈时间、中耳积液时间以

及纯音侧听值。 

1.3.2 分析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对比情况。 

1.3.3 分析两组患者疾病复发率对比情况。 

1.4 统计学原理 

本实验使用 SPSS21.0 软件包，对计量资料使用 T 值计算，计数资料使用 X2计算，当 P

〈0.05.视为存在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指标对比情况 

和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痊愈时间、中耳积液时间更短，纯音侧听值明显更高，P〈0.05.

详情参照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指标对比情况（ sx ± ） 

小组类别 例数 疾病痊愈时间（d） 中耳积液时间（d） 纯音侧听值（dBHL） 

对照组 102 15.44±4.33 11.27±1.74 19.16±3.44 

观察组 102 12.11±3.77 8.06±1.39 22.08±4.29 

t  4.251 5.934 3.938 

P  〈0.05 〈0.05 〈0.05 

2.2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对比情况 

和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明显更低，P〈0.05.详情参照表 2. 

表 2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对比情况[n，%] 

小组类别 例数 听力降低 脱管 总和 

对照组 102 9 5 13.73% 

观察组 102 1 0 0.98% 

t    16.392 

P    〈0.05 

2.3 两组患者疾病复发率对比情况 

对照组患者治疗后半年 27 例复发，复发率为 26.47%；观察组患者治疗后半年 3例复发，

复发率为 2.94%。和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疾病复发率明显更低，P〈0.05. 

3 讨论 

分泌型中耳炎疾病在临床中比较常见。迄今为止，临床针对此疾病的具体发病原因尚未

完全明确。导致此疾病发生以及发展的重要原因为咽鼓管功能障碍，而造成患者发生此种情

况的因素比较多，例如变态反应、病毒感染炎症、腺样体肥大、唇腭裂、鼻咽部肿瘤和放射

治疗等等。所以说，使用传统方式对患者开展治疗，能够取得一定效果。但具体疗效欠佳。

由此能够看出，选择一类有效方式对患者开展治疗意义重大。 

针对此类或者来讲，使用耳内镜下鼓膜置管术治疗疾病能够取得满意效果。这种手

术有着定位精准、手术野清晰的优点。其能够有效诊断隐匿以及微小型病变。且值得

说明的是，对患者开展此类手术治疗疾病所造成的损伤比较低，其不会受到患者外部

耳道狭窄影响[2]。 

另外，对患者开展此类手术治疗疾病过程之中，病患的中耳内外气压因鼓膜置管的存在，

维持长久性平衡。同时也可防止出现诸多气体，就此降低了腺体增生率以及杯状细胞水平，

其能够发挥出间接促进纤毛运动恢复的效果。有助于改善患者的咽鼓管功能，提升总体治疗

成效[3]。 

本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疾病复发率、并发症发生率更低；

疾病痊愈时间以及中耳积液时间更短，纯音侧听值更高，P〈0.05。由此不难看出：对于分

泌性中耳炎患者来讲，为其开展耳内镜鼓膜置管术治疗疾病有助于减少疾病复发率，提升患

者的听力水平。该法值得进一步在临床内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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