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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医内科接受治疗的血瘀证患者普遍是久治不愈患者，

这些患者的病情反复，直接影响患者的心理和生理，常规的治

疗方法无法实现预期的治疗效果，在不化开淤血的情况下，治

疗效果不明显[1]。而中医治疗具有一定的优势，活血化瘀是中

医内科治疗中的关键方式，在化除淤血治疗方面具有良好的

疗效。基于此，文章结合某医院中 88 例中医内科治疗患者的

实际情况，分析活血化瘀在中医内科临床治疗中的应用疗效。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性资料

将某医院接受中医内科治疗的 88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应用随机数字法将其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各组 44 例患者，

这些患者都是自愿加入研究的，病情稳定，家属和患者都知

情，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其中，对照组中，患者的最高年龄为

68 周岁，最低年龄为 25 周岁，平均年龄为 42 周岁，病程最长

为 11 年，最短为 2 年，平均病程为 6.5 年，胃脘痛 8 例、腹痛 6
例、头痛 8 例、胸痹 12 例；观察组中，患者的最高年龄为 66 周

岁，最低年龄为 24 周岁，平均年龄为 40 周岁，病程最长为 10
年，最短为 2 年，平均病程为 6 年，胃脘痛 7 例、腹痛 7 例、头

痛 9 例、胸痹 11 例。两组患者的一般性资料不存在明显的不

同，可以进行比较。

2.2 方法

在对中医内科治疗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医护人员针

对对照组患者实行常规的治疗方式，通过分析患者临床表现

的差异性，合理地选择治疗方式。其中，在患有心脑血管疾病

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根据患者的血管病情况，注重强

心、利尿等治疗；在患有妇科炎症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医护人

员根据患者情况，注重常规的抗炎症治疗方式；在支气管哮喘

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给予患者解痉平喘的药物治疗；

在带状疱疹神经痛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注重营养治

疗，各个患者都要接受对症治疗方式。另外，医护人员针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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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名称 人数/例 恶心/例 呕吐/例 乏力/例 总不良反应率/%
观察组 44 1 1 0 4.55
对照组 44 2 2 1 11.36

P - 约0.05 约0.05 约0.05 约0.05

察组患者，实行活血化瘀治疗方式，主要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

差异性，选择相应的治疗方式。针对肾阳虚引发的血瘀证患

者，实行补肾活血法，促进患者体内的阳气运行，确保患者全

身活血；针对舌红口干、热象过重的患者，实行清热活血方法

进行治疗，确保患者血气运行的畅通性。因寒凝造成的血瘀证

患者的手足比较冷，医护人员对其给予温经活血治疗方法；因

气滞引发的血瘀证患者全身疼痛，需要帮助患者理气活血，为

患者进行气血调理提供支持[2]。

2.3 观察指标

第一，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其中，无效指的是患者

接受治疗后，症状未得到明显改善；显效指的是患者接受治疗

后，症状得到了一定的缓解；有效指的是患者接受治疗后，症

状基本消失。第二，比较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情况，主要从恶

心、呕吐、乏力等不良反应发生率指标进行分析。

2.4 统计学分析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 SPSS23.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

理，利用 t 对数据进行检验，n（%）表示计数数据，并利用 字2 进

行检验，以 P约0.05 代表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对比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知，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效果（97.73%）明显优于

对照组（79.55%），两组数据存在统计学意义（P约0.05）。

3.2 比较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情况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对比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知，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4.55%）明显

低于对照组（11.36%），两组数据存在统计学意义（P约0.05）。

4 讨论

在中医内科疾病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需要充分考虑疾

病的实际情况、特点，深入分析疾病的治疗效果，确保用药的

安全性，以此为基础综合选择最佳治疗方案，提高用药的整体

效果和安全性。通常情况下，中医内科收治的患者普遍是气血

津液病症，发病情况与淤血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主要症状是

淤血内阻、血行不畅、血流不畅等，导致患者的很多部位持续

出现疼痛症状，严重影响着患者的实际生活、工作和学习，在

长期发展中会导致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所下降[3]。为了有效地缓

解患者的症状，医护人员需要实行活血化瘀治疗方式，这种方

式是中医内科治疗中的常用方式之一，其主要效果是消瘀散

结、活血通络。在中医治疗过程中，造成血瘀的主要原因是血

离静脉、血运受阻，这是病理变化产生的，一般体现在患者的

脏腑器官和组织细胞中，影响这些器官的正常功能，严重威胁

患者的身体健康。患者长时间出现淤血问题，会引发头痛、痛

经等疾病，淤血的病变位置存在很大差异，但都可以使用活血

化瘀为主的治疗方式。

医护人员针对患者进行活血化瘀治疗过程中，需要充分

了解患者的实际情况，合理地调整药方、药剂用量，进一步提

高中医内科治疗的临床效果。同时，患者在接受活血化瘀治疗

过程中，需要严格按照医嘱服药，严禁私自更改使用剂量。需

要长时间服药的患者，在服药过程中，应避免使用多种不同的

活血化瘀药物。医护人员还需要提醒患者定期到医院检查血

小板、凝血指标的变化情况，减少血性倾向问题的出现。通过

研究某医院中 88 例中医内科治疗患者的实际情况发现，观察

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97.73%）明显优于对照组的治疗有效率

（79.55%），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4.55%）明显低于对

照组（11.36%）。因此，在中医内科临床治疗过程中，活血化瘀

治疗方式具有显著的效果，值得临床推广。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医内科临床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越来越

注重活血化瘀治疗，应用效果比较明显[4]。但是，医护人员还需

要深入分析患者的临床症状、体质情况，合理调整用药剂量、

用药方法，缓解患者的不良反应、症状，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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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名称 人数/例 有效/例 显效/例 无效/例 有效率/%
观察组 44 38 5 1 97.73
对照组 44 33 2 9 79.55

P 约0.05 约0.05 约0.05 约0.05

表 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对比

表 2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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