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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胃片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唐旭东1     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 代表编制组 

（1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研究所，北京，100091） 

【摘要】快胃片用于慢性浅表性胃炎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在临床医生问卷调查和

快胃片研究文献系统回顾的基础上，采用国际临床医学专家共识研制方法，基于现有最佳证

据，充分结合专家经验，遵循“循证为举，共识为主，经验为鉴”的原则，国内39位中、西

医临床与方法学等多学科专家共同研制该共识，旨在进一步提高临床医生对该药的认识，更

好地指导其临床合理用药。该共识采用国际公认的证据分级推荐标准：GRADE系统。专家

共识意见的形成采用名义组法，主要考虑证据质量、疗效、安全性、经济性、患者可接受性

及其他等6个方面的因素。如果证据充分则形成“推荐意见”，采用GRADE网格计票规则；

如果证据不充分，则形成“共识建议”，采用多数计票规则。该共识对快胃片用于慢性浅表

性胃炎的疗效、用法用量、疗程进行了推荐或建议，并完善了安全性信息，并通过专家会议

以及函审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征求意见和同行评议，可为临床的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关键词】快胃片；慢性浅表性胃炎；专家共识 

Expert Consensus o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Kuaiwei tablets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Superficial Gastritis 

TANG Xudong1  Representative Preparation Group of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 Branch of 

Chinese Socie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Institute of Digestive Disease, Xiyuan Hospital,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Beijing, 100091) 

[ABSTRACT] Kuaiwei tablets has good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when used in chronic 

superficial gastritis. Based on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of doctors and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Kuaiwei tablets, using international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developing 

methods, with the best available evidence and fully combining experts’ experience, and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evidence-based, consensus-based and experience-based”, the expert consensus 

statement on Kuaiwei tablets in clinical practice was developed by 39 multidisciplinary experts from 

the nationwide, aimed at guiding and standardizing the rational use of Kuaiwei tablets. The expert 

consensus adopts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recommendation criteria for classification of evidence: 

GRADE. The formation of expert consensus adopted the nominal group technique. Six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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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ations were quality of evidence, curative effect, safety, economical efficiency, patient 

acceptability and other factors. If there was sufficient evidence, a “recommendation” was formed, 

using GRADE grid voting rule. If there was no sufficient evidence, a “consensus opinion” was 

formed, using majority counting rule. The expert consensus focused on the indication, usage and 

dosage, and safety of Kuaiwei tablets. Through experts’ meetings and correspondence, a nationwide 

consultation and peer review was conducted to provide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rational use 

of Kuaiwei tablets. 

［Key words］Kuaiwei tablets; Chronic superficial gastritis; Expert consensus  

 

快胃片以梁氏祖传秘方为基础，结合名老中医曹广镛和青岛市中医院梁静玉主任医师

的数十年临床经验研制而成。临床上因服用方便，疗效稳定且副作用少，被广泛应用于消

化系统疾病的治疗。但目前仍缺乏对快胃片的系统归纳、总结，缺少规范的指导性文件以

指导临床医生合理用药。基于以上分析，由中华中医药学会立项（立项号：20220601-GS-

CACM，立项时间：2022 年 6 月 22 日），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研究所、中华

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牵头，系统梳理了产品自上市以来的临床及基础研究成果，以名义

组法形成推荐意见/共识建议，明确快胃片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的优势环节、给药方案与时

机、剂量疗效特点、安全性问题等，旨在提高临床疗效，促进合理用药，减少用药风险。

最终以指导性文件规范快胃片的临床应用，更好地发挥快胃片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的临床

疗效和安全性。 

1 编制方法与过程 

本共识在充分考虑临床研究证据和专家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11位临床专家的开放式访

谈和100位临床医生的问卷调查征集临床问题，转化为PICO问题。根据PICO问题，以“快胃

片”为主题词，全面检索中文数据库，包括中国知网(CNKI)、万方(CSPD)、维普(CQVIP)、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SinoMed)和英文数据库(Cochrane Library，PubMed)中关于快胃片

的疗效、安全性研究。经证据汇总，对有证据支持的意见通过 GRADE 进行循证评价。本

共识推荐意见/共识建议的形成，主要考虑6个方面的因素：证据质量、经济性、疗效、不良

反应、患者可接受性以及其他。基于上述6个方面对于有证据支持的条目，通过 GRADE 网

格计票并形成最终的推荐意见；对于无高质量证据支持的条目，则依据多数投票规则，以超

过50%投票形成最终的共识建议。在此基础上撰写专家共识的征求意见稿，通过函评方式广

泛征求意见并完成同行评议和修订，形成此共识版本。 



 

 

2 共识推荐意见/共识建议概要表 

《快胃片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临床应用专家共识》达成以下共识推荐意见和共识建议，

详见表 1 和表 2。 

表 1  本共识达成的共识推荐意见概要表 

序号 共识条目 证据等级 
强推荐投

票结果 

弱推荐投

票结果 
推荐强度 

（一）适应症 

1 
快胃片可以用于治疗浅表性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

（说明书内容） 
C 级证据 24/31 7/31 强推荐 

2 
快胃片可以用于治疗中医诊断为胃（脘）痛、吐酸、痞

满、嘈杂等疾病。 
C 级证据 26/31 5/31 强推荐 

3 

临床应用快胃片需要辨证，用于中医辨证属肝胃不和证

者，临床表现常见为：胃脘、胁胁部胀满或胀痛，吞

酸，嗳气（打嗝），情志抑郁，不欲饮食，善太息(长舒

气)等。 

C 级证据 21/31 7/31 强推荐 

（二）适用的临床症状与疗效 

4 

快胃片可以改善慢性浅表性胃炎患者胃脘疼痛、呕吐反

酸、纳食减少（说明书内容），以及腹胀、嗳气、烧心

等临床症状。 

C 级证据 24/31 7/31 强推荐 

5 
快胃片可以降低慢性浅表性胃炎患者的上腹痛程度

（VAS 评分），在服药 0.5-3h 之内可以达到止痛效果。 
C 级证据 24/31 7/31 强推荐 

6 
快胃片可以提高患者的溃疡愈合率及愈合质量，在胃黏

膜糜烂、出血时作为胃黏膜保护剂使用。 
C 级证据 14/31 17/31 弱推荐 

7 
临床应用快胃片可以降低慢性浅表性胃炎患者的 PRO 

量表评分，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预后。 
C 级证据 21/31 8/31 强推荐 

（三）用法用量 

8 

成人临床应用快胃片，一次 3 片，一日 3 次（规格：每

片重 0.7 克）；或一次 6 片，一日 3 次（规格：每片重

0.35 克）；饭前 1-2 小时服用。（说明书内容） 

C 级证据 29/31 2/31 强推荐 

9 

临床应用快胃片 4-6 周为一个疗程，用于慢性浅表性胃

炎一般使用 2 个疗程，临床医师可以根据病情延长至多

个疗程。 

C 级证据 24/31 6/31 强推荐 

（四）合并用药 

10 
快胃片可以单独应用于慢性浅表性胃炎属肝胃不和证

者。 
D 级证据 21/31 6/31 强推荐 

11 

快胃片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可以与常规西药联合治

疗，主要包括：质子泵抑制剂（奥美拉唑、泮托拉唑、

兰索拉唑等）、H2 受体拮抗剂（法莫替丁、雷尼替丁

等）、促胃动力药。 

C 级证据 21/31 10/31 强推荐 

（五）不良反应及禁忌 



 

 

12 

临床应用快胃片，个别患者可能会出现过敏性瘙痒（说

明书内容）。若患者服用快胃片后出现相关不良反应，

应及时停药，并在医师的指导下对症治疗。 

D 级证据 12/31 14/31 弱推荐 

（六）其他 

13 
临床应用快胃片可制酸止痛、修复胃黏膜、杀菌抗炎，

且患者日均费用低，经济性较好。 
C 级证据 23/31 8/31 强推荐 

 

表 2  本共识达成的共识建议概要表 

序号 共识条目 投票结果 建议强度 

1 
快胃片可以在胃黏膜糜烂、出血时发挥中和胃酸，保护胃黏膜的

作用。 
25/31 建议 

2 

胃痛患者短期服用快胃片能够快速止痛，长期服用能够修复胃黏

膜，具备“急则治其标（制酸止痛）、缓则治其本（胃黏膜修

复）”的特点。 

30/31 建议 

3 

11-15 岁儿童临床应用快胃片，一次 2 片，一日 3 次（规格：每片

重 0.7 克）；或一次 4 片，一日 3 次（规格：每片重 0.35 克）；

饭前 1-2 小时服用。（说明书内容） 

28/31 建议 

4 低酸性胃病、胃阴不足者慎用。（说明书内容） 28/31 建议 

5 孕妇禁用（说明书内容）；对快胃片或所含成分过敏者禁用。 31/31 建议 

6 

目前尚无关于快胃片的药物相互作用方面的结果，需在未来开展

相关研究加以验证。患者在服药期间不宜抽烟饮酒、饮茶及咖

啡、食用辛辣食物等。 

27/31 建议 

 

3 范围 

本共识规定了快胃片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临床应用的人群特征、证候特点、疾病分

期、剂量、疗程、合并用药、注意事项、使用建议和用药禁忌等，并说明临床应用的安全

性。 

本共识适用于包括各等级医院的西医、中医在内的临床医务人员，为其合理使用快胃

片提供指导和参考。 

4  药物基本信息 

4.1  处方来源 

快胃片以梁氏祖传秘方为基础，结合名老中医曹广镛和青岛市中医院梁静玉主任医师

的数十年临床经验研制而成。 



 

 

4.2  主要成分 

海螵蛸、枯矾、延胡索、白及、甘草。 

4.3  功效主治 

制酸和胃，收敛止痛。用于肝胃不和所致的胃脘疼痛、呕吐反酸、纳食减少；浅表性胃

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胃窦炎见上述证候者。 

4.4  该药物纳入基药、医保目录及药典情况 

快胃片为国家医保目录甲类品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品种，目前尚未纳入基

药目录。 

快胃片及相关研究项目曾获得如下奖项：1991 年度山东省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2 年度山东省优秀新产品一等奖，1993 年受欢迎山东医药产品，1994 年山东省医药行业

“八·五”科技进步特别贡献奖，1994 年列入首批国家中药保护品种，1999 年山东名牌称

号，2006 年山东名牌产品，2011 年消化系统疾病类十强，2012 年山东医药行业消化系统药

品知名品牌等荣誉及称号。 

5  临床问题清单 

针对本共识形成的临床问题，详见表 3。 

表 3  临床问题清单 

序号 临床问题 

1 快胃片的临床适应症（西医）有哪些？ 

2 快胃片可改善患者的哪些临床症状？ 

3 快胃片的止痛效果如何？（从起效时间考虑） 

4 快胃片是否可以在胃黏膜糜烂、出血时作为胃黏膜保护剂使用？ 

5 11-15 岁儿童服用快胃片的用药剂量是多少？ 

6 快胃片的用药疗程是多长时间？ 

7 临床应用快胃片时，可能会出现哪些相关的不良反应？ 

8 哪些人群需慎用快胃片？ 

9 哪些人群需忌用快胃片？ 

10 快胃片可以治疗的中医疾病有哪些？ 

11 快胃片适用的中医证型是什么？ 

12 当患者需联合其他药物进行治疗时，临床上会选择哪些药物进行联合应用？ 

13 快胃片是否可以在胃黏膜糜烂、出血时作为制酸剂使用？ 

14 成人服用快胃片的用药剂量是多少？ 

15 若患者服用快胃片后出现不良反应，应如何处理？ 

16 慢性浅表性胃炎的患者为何种病情时，可以单独应用快胃片？ 

17 联合用药时，是否应有给药间隔时间？ 

18 哪些食物或药物可能会影响快胃片的药效？ 



 

 

19 快胃片是否可以改善预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20 快胃片与其他同类中成药相比，用药时机是否相同？ 

21 与快胃片进行联合用药时，能否减少某些药物的药源性胃损伤？ 

22 快胃片是否可以单独或联合三、四联疗法，提升根除 Hp 有效率？ 

 

6 疾病诊断 

6.1 中医诊断要点  

中医病名诊断以症状诊断为主。慢性浅表性胃炎以胃脘痛为主症者，其疼痛有胀痛、刺

痛、隐痛、剧痛等不同性质，诊为“胃脘痛（GB/T 16751.2-2021 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A17.30）”；

以胃脘部胀满为主症者，按之柔软，压之不痛，望无胀形的特点，诊为“胃痞（GB/T 16751.2-

2021 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A04.03.15）”。若胃痛或胃脘部胀满症状不明显者，伴有反酸、烧

心等症状，诊断为“吐酸（GB/T 16751.2-2021 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A17.35）”、“嘈杂（GB/T 

16751.2-2021 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A17.32）”等[1-3]。 

肝胃不和证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4]关于肝胃不和证诊断标准进行诊断： 

主证：脘胁胀满或胀痛，吞酸，嗳气，呃逆，脉弦。 

次证：情志抑郁，不欲食，善太息，胃脘嘈杂。  

以上主证满足3项，或主证2项+次证2项，即可诊断。 

6.2  西医诊断要点[5] 

6.2.1 诊断标准 

 

慢性非萎缩性胃炎（即慢性浅表性胃炎 ICD-11 编码：DA42.71）不伴有胃黏膜萎缩

性改变，胃黏膜层以淋巴细胞和浆细胞为主的慢性炎症细胞浸润的慢性胃炎。多数患者无

特异性症状，有症状者主要表现为持续或反复发作上腹痛、腹胀和饱胀感等，与消化不良

症状谱相似，部分可伴有焦虑、抑郁状态，症状的有无及其严重程度与慢性胃炎的组织学

所见和内镜分级无明显相关性。 

6.2.2 附加标准  

B 超及其他检查（如 CT）排除肝胆病及胰腺病等。  

6.2.3 辅助检查 

慢性浅表性胃炎诊断依靠内镜与病理组织学诊断，以后者最为主要，病因、内镜所见

及黏膜病理变化有助于慢性浅表性胃炎的诊断。建议将胃镜检查作为慢性浅表性胃炎诊断



 

 

的首要手段，组织学检查对判别慢性炎症的程度、活动性、有无 Hp 感染及排除萎缩性胃

炎和恶性病变有重要意义。 

  
①内镜诊断：慢性胃炎的内镜诊断主要依据普通白光或特殊成像方法所见的黏膜炎症

变化，需与病理检查结果结合做出最终判断。内镜下应评估萎缩、肠化的范围，电子染色

放大内镜和显微内镜对慢性胃炎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有一定价值。组织学病理活检对慢性胃

炎的诊断至关重要，应根据病变情况和需要进行活检。临床诊断时建议至少在胃窦(胃角)

和胃体分别活检；可疑病灶处另取活检组织。有条件时，活检可在电子染色放大内镜和显

微内镜引导下进行。  

②病理诊断：慢性胃炎有 5 种组织学变化，即 H.pylori、慢性炎症、活动性、萎缩和

肠化，分成无(0)、轻度(+)、中度(++)和重度(+++)4 级。分级标准采用我国慢性胃炎的病理

诊断标准和新悉尼系统的直观模拟评分法。慢性胃炎病理活检显示固有腺体减少，即可诊

断为萎缩性胃炎，不必考虑活检标本的萎缩块数和程度[4]。  

③实验室检查：H.pylori 是引起慢性胃炎的最重要的原因，如感染情况未知，均建议

行 H.pylori 检测。 

7  临床应用建议 

7.1 适应症 

快胃片适用于改善肝胃不和所致的胃脘疼痛、呕吐反酸、纳食减少，以及腹胀、嗳

气、烧心等临床症状[6-10]（C 级证据，强推荐），可以用于治疗浅表性胃炎、胃及十二指

肠溃疡见上述证候者（C 级证据，强推荐）。 

快胃片可以用于治疗中医诊断为胃（脘）痛、吐酸、痞满、嘈杂等疾病。（C 级证

据，强推荐） 

7.2 疗效特点 

胃痛患者短期服用快胃片能够快速止痛，长期服用能够修复胃黏膜，具备标本兼顾“急

则治其标（制酸止痛）、缓则治其本（胃黏膜修复）”的特点（共识建议）。快胃片可以降

低慢性浅表性胃炎患者的上腹痛程度（VAS 评分），在服药 0.5-3h 之内可以达到止痛效果

（C 级证据，强推荐）[11]；提高患者的溃疡愈合率及愈合质量，在胃黏膜糜烂、出血时作为

胃黏膜保护剂使用[6-10]（C 级证据，弱推荐）；临床应用快胃片可以降低慢性浅表性胃炎患

者报告结局 PRO 量表评分，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预后（C 级证据，强推荐）[11]。 

快胃片可以单独应用于慢性浅表性胃炎属肝胃不和证者[7-9]（D 级证据，强推荐）。 

快胃片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可以与常规西药联合治疗，主要包括：质子泵抑制剂（奥



 

 

美拉唑、泮托拉唑、兰索拉唑等）、H2 受体拮抗剂（法莫替丁、雷尼替丁等）、促胃动力药。

（C 级证据，强推荐） 

临床应用快胃片可制酸止痛、修复胃黏膜、杀菌抗炎，且患者日均费用低，经济性较好。

（C 级证据，强推荐） 

快胃片可以在胃黏膜糜烂、出血时发挥中和胃酸，保护胃黏膜的作用。（共识建议） 

7.3 用法用量 

在医生指导下按疗程服用。成人临床应用快胃片，一次 3 片，一日 3 次（规格：每片

重 0.7 克）；或一次 6 片，一日 3 次（规格：每片重 0.35 克）；饭前 1-2 小时服用。（C

级证据，强推荐） 

11-15 岁儿童临床应用快胃片，一次 2 片，一日 3 次（规格：每片重 0.7 克）；或一次

4 片，一日 3 次（规格：每片重 0.35 克）；饭前 1-2 小时服用。（共识建议） 

临床应用快胃片 4-6 周为一个疗程[6,8,9,10]，用于慢性浅表性胃炎一般使用 2 个疗程，临

床医师可以根据病情延长至多个疗程。（C 级证据，强推荐） 

8  安全性 

8.1 不良反应 

快胃片的说明书中显示的不良反应为：个别患者可能会出现过敏性瘙痒[12-16] 。若患者

服用快胃片后出现相关不良反应，应及时停药，并在医师的指导下对症治疗。（D级证据，

弱推荐） 

2012 年 10 月 12 日至 2013 年 11 月 28 日，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作为研究负责单位，采用药物源性、多中心、前瞻性、非对照医院集中监测的研究设计，在

9 家医疗机构开展了快胃片的上市后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监测中心对所有使用快胃片且符

合伦理学要求的患者进行监测，统计快胃片的不良事件/反应发生率。研究结果显示，3049

例病人中只有 1 例发生不良事件（瘙痒），未采取治疗措施，停用后好转。不良事件发生率

为 3.3‱，无严重不良事件。根据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现行六级评价标准，无不良反

应发生。 

8.2 禁忌 

①孕妇禁用；②对快胃片或所含成分过敏者禁用；③本品含甘草，不能与甘遂、京大戟、

海藻、芫花等十八反药物同用。（说明书内容，共识建议） 

8.3 注意事项 



 

 

低酸性胃病、胃阴不足者慎用。（说明书内容，共识建议） 

目前尚无关于快胃片的药物相互作用方面的结果，需在未来开展相关研究加以验证。患

者在服药期间不宜抽烟饮酒、饮茶及咖啡、食用辛辣食物等。（共识建议） 

9 研究进展 

幽门螺杆菌（Hp）常寄生在胃黏膜组织中，感染后会引起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癌

等疾病。快胃片Ⅲ期临床研究显示具有抗Hp的功能，单独应用即可起效；联合三、四联疗法

可进一步提高Hp根除率[17]。快胃片具有修复胃黏膜的作用，还可降低药源性胃黏膜损伤的

发生率[18-20]。 

近年来，围绕快胃片开展了一项多中心、随机、双盲双模拟临床研究。临床研究结果证

明[11]，快胃片可以有效改善慢性浅表性胃炎患者上腹痛、食欲不振、腹胀、嗳气、反酸、烧

心等临床症状，同时与替普瑞酮胶囊相比，对患者反酸、烧心的临床症状改善更为迅速。在

基础研究方面，由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牵头开展一项基于TLR4/NF-kB/Caspase-1及

Caspase-11共同介导的细胞焦亡途径探索反流性食管炎（reflux esophagitis, RE）黏膜炎症损

伤机制研究，以TLR4/NF-kB/caspase-1及caspase-11共同介导的细胞焦亡途径、炎症小体活化

为切入点，验证快胃片修复食管上皮细胞炎症损伤的干预作用及分子机制，为阐明快胃片治

疗抑酸不敏感的RE提供有力的证据支持，进一步丰富中医药治疗RE的科学内涵。中华中医

药学会脾胃病分会于2009年、2017年两次发布了胃食管反流病（GERD）中医诊疗专家共识

意见，本次修订的《胃食管反流病中医诊疗专家共识（2023）》中将快胃片作为肝胃郁热证

的推荐用中成药。 

10  利益相关说明 

10.1 资助情况 

本共识由中华中医药学会立项，上海医药集团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资助。 

10.2 利益冲突情况 

在共识制定过程中，所有相关参与者均无利益冲突。企业人员仅负责会议组织服务工作，

不参与共识的决策工作。 

 

首席临床专家：唐旭东（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研究所） 

主要起草人：唐旭东（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研究所） 

专家组（按姓氏首字母排序）：曹志群（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扈国杰（青岛大学附

属医院）、黄恒青（福建省中医药科学院）、黄绍刚（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季光（上



 

 

海中医药大学）、柯晓（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蓝宇（北京积水潭医院）、

李军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李延萍（重庆市中医院）、刘力（陕西中医药大学）、

刘震（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刘凤斌（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陆芳（中国

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任顺平（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时永全（空军军医大学西京

医院）、时昭红（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舒劲（甘肃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苏娟萍（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孙志广（南京中医药大学）、唐志鹏（上海中医

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王萍（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王垂杰（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王凤云（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王丽霞（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温

艳东（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谢胜（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徐进康（昆山

市中医医院）、徐陆周（江苏省中医院）、杨倩（河北省中医院）、杨晋翔（北京中医药大

学第三附属医院）、张北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研究所）、张北平（广东省中

医院）、张雅丽（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南岗分院）、张英羽（青岛市市立医院）、赵文霞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赵迎盼（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研究所）、郑

昱（青岛市中医医院（青岛市海慈医院））、朱莹（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工作组：钟孝正（上海医药集团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王辉（上海医药集团青岛国

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郭彩杰（上海医药集团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吕霞（北京

康众时代医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姜俊爽（北京康众时代医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附录 

（资料性附录） 

基础研究资料 

A.1 中医理论基础 

快胃片以梁氏祖传秘方为基础，结合名老中医曹广镛和青岛市中医院梁静玉主任医师的

数十年临床经验研制而成。快胃片功效制酸和胃，收敛止痛。用于肝胃不和所致的胃脘疼痛、

呕吐反酸、纳食减少；慢性浅表性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胃窦炎见上述证候者。快胃片

方中海螵蛸制酸止痛为君药；枯矾收敛止血，延胡索活血行气止痛共为臣药，助君药和胃制

酸止痛；白及质黏而涩，收敛止血，且能助海螵蛸制酸止痛，为佐药；甘草补中和胃，缓急

止痛，调和诸药，为佐使药。诸药合用，共奏制酸和胃、收敛止痛之功[21]。 

A.2 药学研究 
延胡索所含延胡索乙素是快胃片中主要的镇痛成分，前期采用薄层扫描法，对十批样品

进行含量测定，测得延胡索乙素平均含量为 0.026mg/片[22]；后期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

该方法简便、快速，分离度好，结果准确可靠[23]。同时，有学者从实际检测的角度，对快胃

片的质量标准也提出一些改进建议[24]。 

A.3 药理研究 

A.3.1 组分药理作用 

海螵蛸中的钙与胃酸产生中和作用，提高胃液 pH 值，减轻其对胃黏膜侵蚀作用。同时

具有调节胃黏膜组织中 NO 含量、促进 PGE2 的合成、抗氧化应激、调节胃黏膜损伤的炎症

反应等多重功能，多靶点、多途径发挥对胃黏膜的保护作用[25-26]；醋延胡索具有镇痛[27]、抑

制胃液分泌[28]、抗胃肠道溃疡[29]、抗菌、抗炎、抗病毒的作用[30-31]；白及具有保护胃黏膜、

抗菌、促进伤口愈合等作用[32-34]；枯矾具有广谱抗菌作用[35]；甘草总黄酮能够抑制胃黏膜固

有腺体的萎缩，减少胃黏膜固有层损伤，对损伤的胃黏膜具有保护和修复作用[36]。 

A.3.2 镇痛作用 

（1）热板法：20-23g 雌性昆明小鼠，用药前首先经过预试以去掉部分不合格的动物，然后

将动物分为二组，每组 12 只，药物组按快胃片 4g/kg 灌胃给药，对照组灌同等体积水，每

日 1 次，共三次。末次用药后 1 小时将动物放入置入 55℃水浴上的铝盒中，以放入盒中至

小鼠后足反应时间为痛阈值。药物组痛阈值为（29.9±10.6）秒，对照组为（21.5±8.8）秒，

两组差异显著（P<0.05）。 

（2）扭体法：20-23g 雌性小鼠 24 只，分组和给药同（1），末次给药后 2 小时，给动物腹



 

 

腔注入 0.6%醋酸 0.2m1，记录 15 分钟内小鼠的扭体次数，药物组为（10.1±6.4）次，对照组

为（20.3±11.1）次，两组差异显著（P<0.01）。 

A3.3 快胃片对胃炎的作用 

取大白鼠 12 只，雌雄各半，按性别体重分为两组，药物组按快胃片 3g/kg 灌胃给药，

每日 3 次，连用 2 日。对照组灌同体积水。首次给药后动物则开始禁食，饮水不限，实验前

再给药一次。30 分钟后两组灌胃 1%的水杨酸溶液 100mg/kg，4 小时后拉颈处死动物，切开

腹，结扎幽门，自食道向胃内注入 1%甲醛溶液 10ml，然后整个胃浸入甲醛溶液中，15 分钟

沿大弯剪开胃壁，平铺在玻璃上，观查胃黏膜的改变。结果显示胃黏膜均有程度不等的浸润

性炎症，但药物组炎症较轻。另外，对照组有 4 只鼠出现溃疡，而药物组未出现。快胃片可

显著降低由阿司匹林致大鼠溃疡模型的溃疡指数和溃疡面积，溃疡愈合率为 52.13%[37]。 

A3.4 快胃片对高磷血症的作用 

高磷血症是终末期肾脏病最常见的并发症，可引起慢性肾衰竭（CRF）患者低钙血症、

血管和组织异位钙化、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和慢性肾脏病矿物质及骨代谢紊乱等疾病，

控制磷含量是治疗终末期肾脏病高磷血症的有效手段之一。快胃片中的主要成分海螵蛸富含

大量的天然钙质，能与磷结合起到降磷作用。郭兆安课题组观察了快胃片联合多个药物对

CRF 合并高磷血症大鼠的治疗作用，包括联合尿毒清颗粒降低模型大鼠血磷、碱性磷酸酶

（ALP）、甲状旁腺激素（PTH）、血肌酐（SCr）及生长抑素（SS）含量，升高肠道分泌型

免疫球蛋白 A（SIg A）水平[38-39]；联合祛毒颗粒也可降低血磷、ALP、PTH、Scr、尿蛋白/

尿肌酐（ACR）、血尿素氮（BUN）、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23（FGF-23），升高血钙、血

清 klotho 和 1,25-二羟维生素 D3[1,25-(OH)2D3]含量，推测可能是通过 FGF-23/KL 轴改善

CRF 大鼠钙磷代谢紊乱[40]。合用祛毒散，快胃片也可起到降低模型大鼠血磷、升高血钙、调

节 PTH、FGF-23、1,25-(OH)2D3 代谢异常的作用，并可减轻病变大鼠肾小管损伤、减少肾

间质炎性细胞浸润。推测其可能作用机制为，海螵蛸所含天然钙质与磷结合纠正钙磷代谢紊

乱，通过调节 FGF-23 等磷调素水平预防 CKD 相关并发症，快胃片所含抑菌消炎成分辅助

减轻肾脏微炎症[41]。 

A.4 非临床安全性研究 

A.4.1 急性毒性试验 

快胃片急性毒性试验证明，纯种 LACA 小鼠一日三次灌胃成人日服量 6.3 克/人/日的

150 倍。观察七天无一只死亡及异常现象发生。 

A.4.2 长期毒性试验 

纯种 Wistar 大鼠每日按照成人日服量的 15 倍、10 倍、5 倍灌胃给药，共 90 天。检查



 

 

指标有：血常规、肝肾功能生化检查、及病理学肉眼观察和组织切片镜检，一般体征、体重、

外观、行为观察，对照组与给药组动物无明显差异出现。毒性试验表明快胃片未见毒性反应，

成人按照每日 6.3 克，疗程 4 周是安全的。 

A.5 临床研究 

A.5.1 Ⅱ期、Ⅲ期临床研究 

快胃片Ⅱ期临床研究经青岛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青岛市第一人民医院、青岛市第二

人民医院、青岛市中医院对 337 例消化性溃疡、慢性胃炎患者进行临床观察治疗，结果显示

用快胃片治疗 337 例消化性溃疡和慢性胃炎总有效率 94.96%，消化性溃疡有效率为 96.08%，

慢性胃炎有效率为 94.74%，对消化性溃疡和慢性胃炎均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服药数次后，

对上述疾病引起的食欲减退、恶心呕吐、胃肠胀气等均有改善。快胃片急性和非急性毒性实

验表明该药长期服用无任何毒副作用，临床观察未发现肝肾损伤或对血象产生抑制的现象。 

快胃片Ⅲ期临床研究在青岛市市立医院、青岛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等五家医院开展，

观察病例 310例。研究发现快胃片治疗消化性溃疡、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的总有效率 95.89%，

在 310 例患者中有 249 例患者是由服药前测得幽门螺杆菌（Hp）感染，治疗 4 周后，有 199

例转为阴性，转阴率为 79.9%。临床观察无不良反应出现，未发现肝肾功能损害的病例。 

A.5.2 治疗慢性胃炎研究 

87 例慢性胃炎患者分别接受快胃片、联合用药（快胃片+吗丁啉）、三九胃泰治疗，疗

程为 6 周，每 2 周检查一次。治疗结束后，快胃片组、联合用药组对上腹痛、腹胀、嗳气及

上腹压痛的有效率均优于三九胃泰组；胃镜检查示三组浅表性胃炎黏膜/萎缩性胃炎黏膜改

变有效率分别为 88.89%/58.33%、91.67% /64.29%、57.14%/23.08%，浅表性胃炎病理组织学

改变有效率分别为 75%、77.79%和 55.56%，快胃片组、联合用药组均高于三九胃泰组，且

联合用药组高于快胃片组，表明快胃片对慢性胃炎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与促进胃动力的药

物吗丁啉合用可提高疗效，且上述作用具有明显时效关系[6]。其他研究显示单用快胃片或联

合推拿手法，均可明显缓解慢性胃炎患者症状，改善胃镜下表现[7-10]。一项多中心、随机、

双盲、双模拟、阳性药对照临床研究显示[11]，快胃片与替普瑞酮胶囊均能显著缓解慢性浅表

性胃炎上腹痛患者的上腹痛症状，均能有效改善受试者食欲不振、腹胀、嗳气、反酸、烧心

的临床症状；与替普瑞酮胶囊相比，快胃片缓解受试者上腹痛及腹胀症状、对慢性胃肠疾病

受试者自我报告的临床结局的改善作用更为明显；安全性分析显示，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均

为 6.67%，也均未发生严重不良事件，表明快胃片与替普瑞酮胶囊安全性较好。 

A.5.3 治疗消化性溃疡研究 

快胃片单用即可治疗消化性溃疡[42]，包括脾胃湿热型消化性溃疡[43]，疗程 20 天、6 周



 

 

不等。由于兼具抗 Hp 的作用，对合并 Hp 感染患者也有肯定疗效[17]，故单用即可起效。用

于非甾体类抗炎药引起的消化性溃疡，一般联用质子泵抑制剂奥美拉唑，疗程为 4 周。李艳

等将确诊为胃溃疡或十二指肠溃疡的患者 151 例，分为治疗组 76 例（奥美拉唑+快胃片）和

对照组 75 例（单独服用奥美拉唑），结果显示，治疗组显效 62 例，有效 13 例，无效 1 例，

总有效率 98.7%；对照组显效 46 例，有效 24 例，无效 5 例，总有效率 93.3%，组间有统计

学差异[18]。尤东[19]、亓恒梁[20]等的研究也证实加用快胃片可以快速止痛、促进溃疡面愈合，

进而提高临床疗效。此外，快胃片联合西咪替丁也可用于消化性溃疡合并胃炎的治疗[44]。 

由于病因复杂，消化道溃疡存在较高的复发率。为了探讨快胃片对溃疡复发的预防作用，

薛允梅[45]等对 120 例消化性溃疡者进行了快胃片维持治疗及门诊追踪随访，其中甲组 38 例，

不进行维持治疗，也不使用其它有关溃疡病的药物；乙组 40 例，每晚 1 次，每次 3 片，口

服快胃片进行维持治疗，疗程 1 年；丙组 42 例，采用 SSC 方案，即有症状时口服快胃片 3

片，每日 3 次，饭前 1 小时服用，症状缓解时停药。分别对以上 3 组病人在溃疡愈合后的维

持治疗期中 3 个月、6 个月、12 个月进行了随访和胃镜检查。主要结果如下：（1）3 个月

时，三组出现症状（上腹部不适、暧气、泛酸、疼痛等）分别为 73.7%（28/38）、25%（10/40）、

38.1%（16/42），乙组低于甲组，乙组与丙组无显著性差异；胃镜复查复发率分别为 28.1%

（9/32）、5.6%（2/36）、7.9%（3/38），乙、丙组均低于甲组。（2）6 个月时，三组出现

症状分别为 84.2%（32/38）、35%（14/40）、47.6%（20/42），乙组优于甲、丙组；胃镜复

查复发率分别为 41%（14/34）、11%（4/38）、15%（4/38），乙、丙组均低于甲组。（3）

12 个月时，三组出现症状分别为 89%（34/38）、40%（16/40）、59.5%（25/42），乙组优

于甲、丙组；胃镜复查复发率分别为 59%（20/34）、20%（8/38）、29%（12/42），乙组低

于甲组，乙组与丙组无显著性差异。表明患者服用快胃片长期维持治疗，可以有效减少溃疡

病的复发；小剂量维持治疗，SSC 方案均能达到同样或接近的疗效。同时，快胃片长期服用

未发现毒副作用，表明其安全性良好。 

A.5.4 对慢性肾脏病高磷血症的作用 

王婷婷将 64 例脾肾两虚、浊瘀阻滞型慢性肾脏病（CKD3-4 期）高磷血症的患者，随

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32 例。在常规基础治疗的基础上，试验组予祛毒散+快胃片，对照

组予祛毒散+碳酸钙片，经 3 个月治疗，试验组、对照组总有效率（87.5% vs 83.33%）和中

医证候疗效（90.6% vs 86.7%）相近，两组在降低血磷、甲状旁腺激素（i PTH）、碱性磷酸

酶（ALP）、血肌酐（Scr）、尿素氮（BUN）方面及升高肾小球滤过率（e GFR）方面无统

计学差异，但试验组在升高血钙，中医证候食少纳呆、恶心呕吐、脘腹胀满积分均优于对照

组[46]。姬亚敏纳入慢性肾脏病（G3a-G5 期）并伴有高磷血症的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快胃片

组和药用炭片组各 40 例，除接受基础治疗和祛毒散外，分别予快胃片和药用炭片，观察用

药 1 个月。结果显示，快胃片组患者血磷、PTH、ALP 含量，及恶心呕吐、脘腹胀满中医症



 

 

状积分均低于药用炭片组。上述研究均表明快胃片具有治疗高磷血症、调节钙磷代谢紊乱、

预防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减轻患者临床症状、调节胃肠功能的作用，从而达到标本兼治的目

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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