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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盆腔炎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妇科疾病，若不经正确、
规范、及时的治疗，会导致病情恶化，其所导致的宫外孕、不

孕、败血症或感染性休克等恶性后果将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健

康。因此，采取及时有效的治疗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病

情恶化，提高治疗效果。本研究将近 1 年来于本院接受治疗

的 110 例急性盆腔炎患者进行随机分组治疗，以观察妇炎消

胶囊联合西药治疗的效果，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3 月 20 日—2016 年 3 月 20 日

在余姚市凤山街道卫生院接受治疗的 110 例急性盆腔炎患者，

随机分为联合组和单纯组。联合组 55 例，年龄 18～60 岁，

平均(34.25±19.55)岁；患病时间 2.5 月～5 年，平均(30.89±
3.1)月。单纯组 55 例，年龄 19～55 岁，平均(35.22±20.25)

岁；患病时间 2.5 月～5 年，平均(31.57±3.9)月。2 组年龄、
患病时间、糖尿病、高血压病、生活习惯、生活环境等基线资

料进行比较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参照《2010 年美国 C D C 关于盆腔炎性疾病

的诊治规范》 [1]拟定：①宫内及其附属器官区压痛；②子宫颈

举痛或摆动过程疼痛；③排除其他原因导致的相关症状；④检

测到特异性急性盆腔炎有关微生物；⑤发热程度高达 38.3℃
以上；⑥检测到阴道或宫颈出现特殊性分泌液，显微镜下白细

胞增多；⑦血沉增快≥15 m m /1 h，同时 C - 反应蛋白含量上

升。精确检查有腹腔镜检查、子宫内膜病理检查、超声或

M R I 检查。
1.3 纳入标准 ①符合诊断标准；②年龄 18～65 岁；③近

期未服用过类似药物；④签署知情同意书。
1.4 排除标准 ①临床资料不全；②近期使用过类似药物进

行治疗；③对本研究所用药物过敏或患有精神疾病；④糖尿病

肾病患者；⑤患有其他系统疾病，如恶性肿瘤。
2 治疗方法

2.1 单纯组 采用注射用头孢西丁钠(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治疗，轻中度患者每次 1～2 g 溶于 5% 葡萄糖

注射液中稀释成 10～20 m L，并于 4～6 m in 内静脉注射，重

度患者每天剂量可递增至 6～8 g，于 30 m in 内滴完，每天 1

次，3 天为 1 疗程；盐酸多西环素片(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

公司)，每次 100 m g，每天 2 次，3 天为 1 疗程，治疗 5 疗

程。
2.2 联合组 在单纯组治疗基础上联合妇炎消胶囊(贵州百祥

制药有限公司)口服，每次 3 粒，每天 3 次，治疗 15 天。
3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3.1 观察指标 ①腹部压痛、反跳痛情况；②宫颈举痛、宫

体压痛情况；③阴道分泌物；④临床效果；⑤不良反应发生情

况；⑥临床满意度调查：采用调查问卷调查患者对治疗后自身

精神状态的满意度。满意度 =(非常满意例数 + 比较满意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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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妇炎消胶囊联合西药治疗急性盆腔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110 例急性盆腔炎患者随机分为联合组和单纯

组各 55 例，单纯组予注射用头孢西丁钠和盐酸多西环素片治疗，联合组在此基础上服用妇炎消胶囊，同时观察 2 组患者治疗后的

临床症状改善情况、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以及满意度等。结果：联合组总有效率达 92.73%，高于单纯组的 72.73%，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P < 0.05）。联合组阴道分泌物减少率 （69.09%） 和宫颈充血、水肿缓解率 （80.00%） 均高于单纯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但 2 组宫颈举痛、宫体压痛减轻情况无统计学差异 （P > 0.05）。联合组用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7.27%，低于单纯组

的 2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联合组满意度 89.09%，高于单纯组的 72.7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

妇炎消胶囊联合西药治疗急性盆腔炎疗效确切，并能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与对治疗的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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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例数×100% 。
3.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 SS16.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
4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1 疗效标准 治愈：盆腔炎症状全部消失，如下腹痛消失，

阴道无异常分泌物，无出血等；显效：盆腔炎症状明显减轻，

如阴道出血量减少，有腹痛但不剧烈，外周血白细胞数量趋于

正常值偏高等；无效：盆腔炎症状未见缓解，甚至加剧。总有

效率 =(治愈例数 + 显效例数)/ 总例数×100% 。
4.2 2 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见表 1。联合组总有效率达

92.73% ，高于单纯组的 72.7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 1 2 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例(%)

4.3 2 组临床症状恢复情况比较 见表 2。联合组阴道分泌物

减少率(69.09% )和宫颈充血、水肿缓解率(80.00% )均高于单纯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但 2 组宫颈举痛、宫体

压痛减轻情况无统计学差异(P > 0.05)。

表 2 2 组临床症状恢复情况比较 例(%)

4.4 2 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见表 3。联合组用药后不良

反应发生率为 7.27% ，低于单纯组的 20.00%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

表 3 2 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例(%)

4.5 2 组满意度调查结果比较 见表 4。本次发放调查问卷

110 份，回收 110 份，合格 110 份，无效 0 份。联合组满

意度 89.09% ，高于单纯组的 72.7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表4 2 组满意度调查结果比较 例(%)

5 讨论

有研究指出，头孢西丁钠治疗急性盆腔炎效果良好，但其

副作用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而妇炎消胶囊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头孢西丁钠的用量，增强其药效[2～3]。
急性盆腔炎在中医方面的病因病机主要为热毒炽盛、湿热

瘀结[4]。一般由于房事不节、气血不足、邪毒内侵或湿热内侵

与余血相搏，冲任脉络阻滞而致病。妇炎消胶囊的主要成分为

醡浆草、败酱草、天花粉、大黄、牡丹皮、苍术、乌药，功效

清热解毒、行气化瘀、除湿止带，可用于治疗妇女生殖系统炎

症和痛经、带下病，也与急性盆腔炎热毒炽盛、湿热瘀结的病

因病机相对应。本研究结果显示，联合组疗效优于单纯组，在

减少阴道分泌物、缓解宫颈充血、水肿方面优于单纯组，但 2

组宫颈举痛、宫体压痛减轻的情况相当。这可能是由于妇炎消

胶囊可对抗生素起到辅助作用，增强药效，能够有效减少阴道

分泌物，使得宫颈充血、水肿症状缓解，但并不能提高减轻宫

颈举痛、宫体压痛的效果。联合组患者用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

少于单纯组，满意度高于单纯组，提示妇炎消胶囊联合西药治

疗急性盆腔炎能够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与对治疗的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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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联合组

单纯组

χ2 值

P

n
55

55

治愈

23(41.82)

10(18.18)

7.32

<0.05

显效

28(50.91)

30(54.55)

0.15

>0.05

无效

4(7.27)

15(27.27)

7.70

<0.05

总有效

51(92.73)

40(72.73)

7.70

<0.05

组 别

联合组

单纯组

χ2 值

P

n
55

55

阴道分泌物减少

38(69.09)

20(36.36)

11.82

<0.05

宫颈充血、水肿缓解

44(80.00)

32(58.18)

6.13

<0.05

宫颈举痛、宫体压痛减轻

37(67.27)

35(63.64)

7.70

>0.05

组 别

联合组

单纯组

χ2 值

P

n
55

55

中枢神经系统反应

1(1.82)

4(7.27)

0.84

>0.05

胃肠道反应

2(3.64)

4(7.27)

0.18

>0.05

肝功能异常

1(1.82)

4(7.27)

0.84

>0.05

合计

4(7.27)

11(20.00)

4.68

<0.05

组 别

联合组

单纯组

χ2 值

P

n
55

55

非常满意

38(69.09)

29(52.73)

3.09

>0.05

比较满意

11(20.00)

11(20.00)

0.00

>0.05

不满意

6(10.91)

15(27.27)

0.84

>0.05

满意度

49(89.09)

40(72.73)

4.77

<0.05

11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