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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分析对动脉源性胃出血患者采取放射介入配合动脉栓塞治疗的临床效果和产生的不良反应。方法  将我院于
2019 年 6 月-2020 年 6 月收治的 72 例动脉源性胃出血患者纳入本组研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均分为两组，对照组（36

例）患者，采取一般治疗，观察组（36 例）患者，采取放射介入配合动脉栓塞治疗，对比两种不同治疗方式的效果和产生的
不良反应。结果 （1）观察组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远高于对照组，数据对比（P＜0.05）；（2）观察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远低
于对照组，数据对比（P＜0.05）。结论 对动脉源性胃出血患者采取放射介入配合动脉栓塞治疗能够取得较为理想的临床疗效，
安全性有保障，是一种值得大力推广应用的联合治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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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出血是消化内科的一种常见疾病，而动脉源性胃出血
是胃出血中的一种常见类型，主要的临床表现有呕血、便血
等，为了快速止血，控制疾病的恶化发展，必须采取及时有
效的治疗干预

[1]
。为研究对动脉源性胃出血患者采取放射介

入配合动脉栓塞治疗的临床效果和产生的不良反应，本文特
从我院抽取 72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展开分组治疗探讨，
详细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将我院于 2019 年 6 月-2020 年 6 月收治的 72 例动脉源
性胃出血患者纳入本组研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均分为
两组，对其展开分组治疗探讨。两组患者的基本病例资料如
下；在对照组的 36 例患者中，男性占 24 例，女性占 12 例，
年龄在 25-68 岁，平均为（42.61±9.15）岁；在观察组的
36 例患者中，男性占 22 例，女性占 14 例，年龄在 23-66 岁，
平均为（41.78±9.09）岁。两组患者对比基本病例资料（P

＞0.05），研究结果具有临床探讨价值。本次研究已取得医院
伦理会研究批准。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一般治疗，主要是根据患者的具体出血情况
制定对症治疗方案，例如服用药物止血、补充血容量、改善
周围循环等。 

观察组采取放射介入配合动脉栓塞治疗，首先，在数字
减影血管造影的观察下确定出血部位和具体出血情况，再通
过股动脉实施穿刺处理，之后再进行超选择性相关造影；其
次，使用提前备好的明胶海绵颗粒实施动脉栓塞治疗操作，
结束后出血停止或者显著减轻，即可确认治疗结束；最后，
需要做好包扎、抗感染和止血的后续治疗步骤。 

1.3 观察指标 

观察对比两种不同治疗方式对应患者的临床疗效，显效：
治疗后，患者的出血现象 

得到显著改善或者消失，各项体征检查显示正常；有效：
治疗后，患者的出血现象有一定好转，各项体征检查显示趋
于正常值；无效：治疗后，患者的出血现象无任何改善或者
加重，体征紊乱

[2]
。临床疗效=显效率+有效率。 

（2）观察对比两种不同治疗方式对应患者发生的不良反
应情况，主要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包括腹痛、呕血、便血和
黑便等

[3]
。 

1.4 统计学分析 

实验数据纳入 SPSS22.0 统计学软件中进行具体分析，计量资
料（年龄）和计数资料（性别、临床疗效、不良反应发生率）
对比分别采用独立样本 t 和 x2检验，分别以均数和标准差
（ ）、频数和率（n，%）来表示，所得数据统计对比（P

＜0.05）表示研究结果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两种治疗方式对应患者的临床疗效对比 

观察组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远高于对照组，数据对比（P

＜0.05）有统计学差异，详情见表 1。 

表 1 两种治疗方式对应患者的临床疗效对比[n,(%)] 

2.2 两种治疗方式对应患者发生不良反应情况对比 

根据临床观察记录，观察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远低于对
照组，数据对比（P＜0.05），详情见表 2： 

表 2 两种治疗方式对应患者发生不良反应情况对比[n,(%)] 

3 讨论 

动脉源性胃出血是属于上消化出血的急性症状，若不及
时控制出血现象，患者持续大量出血，可能会引发其他严重
并发症，危及其生命安全

[4]
。目前，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

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加快，该病的发病率在持续增长，已
然成为严重影响社会大众身体健康的急性病症之一。因此，
研究出有效治疗该病的方式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和社会意义。 

根据研究结果来看，相较于一般治疗方式，放射介入配
合动脉栓塞治疗更为安全有效。就一般治疗方式分析，其治
疗手段难以接触到出血的本质，其作用重在治标。而放射介
入配合动脉栓塞治疗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的协助下，可以清
晰的观察到出血部位和了解出血情况，其治疗手段更具针对
性，并且可以促进胃黏膜自动修复功能，达到理想的止血效
果

[5]
。依据研究数据显示，观察组的临床治疗有效率高于对

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数据对比（P＜0.05）。 

综上，对动脉源性胃出血患者采取放射介入配合动脉栓
塞治疗能够取得较为理想的临床疗效，安全性有保障，是一
种值得大力推广应用的联合治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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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36 15（41.67%） 19（52.78%） 2（5.56%） 34（94.44%） 

对照组 36 11（30.56%） 18（50.00%） 7（19.44%） 29（80.56%） 

χ2 - 2.675 0.155 8.807 8.807 

P - 0.102 0.694 0.003 0.003 

组别 例数 腹痛 呕血 便血 黑便 不良反应发生率 

观察组 36 1(2.78%) 0 1(2.78%) 1(2.78%) 3(8.33%) 

对照组 36 2(5.56%) 1(2.78%) 2(5.56%) 3(8.33%) 8（22.22%） 

χ2 - 0.967 2.819 0.967 2.936 7.454 

P - 0.325 0.093 0.325 0.087 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