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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

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

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

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

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

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

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

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

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

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

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

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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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头健胃灵片治疗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中华中医药学会 

［摘要］ 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是常见的上消化道疾病，临床均以胃脘疼痛或胃脘胀满为主任临床表现。

猴头健胃灵片是临床广泛应用的治疗胃脘疼痛或胃脘胀满的中成药，治疗慢性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临床

使用安全，疗效显著。本共识经中华中医药学会立项及审核公布，编制遵循“科学性、清晰性、逻辑一致性”

原则，按照中华中医药学会中成药临床应用专家共识制定的技术方案开展工作，采用“文献研究”、“专家访谈”、

“临床问卷调查法”、“名义组法”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经国内 50 余名中、西医临床与方法学、药学等多学科

专家共同研制。该共识旨在明确猴头 健胃灵片治疗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临床疗效，完善其适应症，补充其

安全性问题。该共识针对临床一线调查总结的临床问题，对有证据支持的临床问题，通过建议评估制定评价

证据分级系统（GRADE）进行循证评价形成推荐意见；对证据支持不充分临床问题，通过名义组法达成专家

共识，形成“共识建议”。该共识对猴头健胃灵片适应症及临床疗效、用法用量、疗程等进行了推荐或建议，

并完善了安全性信息。共识稿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征求意见和同行评议，完成质量评价、适用性评价及目标

用户评价。本共识为猴头 健胃灵片临床的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关键词］ 猴头健胃灵片；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萎缩性胃炎；专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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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 Consensus on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Houtou Jianweiling Tablets in Treatment of Chronic Gastritis 

and Peptic Ulcers 

 China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 Abstract］  Chronic gastritis and peptic ulcer are common upper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 clinically 

characterized by epigastric pain or bloating. Houtou Jianweiling tablet is a widely used traditional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and simple preparations in the treatment of epigastric pain or fullness. It is safe and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gastritis, gastric and duodenal ulcer. This consensus has been approved, reviewed and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Socie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 has been prepa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scientificity, 

clarity and logical consistency", and carried out work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chnical scheme formulated by the 

consensu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and simple preparations clinical application expert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 has been jointly developed by more than 50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clin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harmaceutical and other multi-disciplinary experts in China using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search", "expert interview", "clinical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nominal grouping". This consensus 

aims to clarify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Houtou Jianweiling tablets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gastritis and peptic ulcers, 

improve their indications, and supplement their safety issues. This consensus is aimed at clinical issues summarized 

from frontline investigations. For clinical issues supported by evidence, a Grading of Recommendations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GRADE) system is developed through recommendation evaluation to form evidence-

based recommendations; For clinical issues with insufficient evidence support, expert consensus can be reached 

through nominal group method to form "consensus recommendations". This consensus recommends or suggests the 

indications, clinical efficacy, usage and dosage, treatment course, etc. of Houtou Jianweiling tablets, and improves 

safety information. The consensus manuscript undergoes nationwide solicitation of opinions and peer review, 

completing quality evaluation, applicability evaluation, and target user evaluation. This consensus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rational use of Houtou Jianweiling tablets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Houtou Jianweiling tablet; chronic gastritis; peptic ulcer; atrophic gastritis; expert consensus 

 

猴头健胃灵片由猴头菌丝体、海螵蛸、醋延胡索、酒白芍、醋香附、甘草组成，是“药用真菌+中药”结合

产品,为消化科临床常用中成药，具有舒肝和胃，理气止痛的功效，用于治疗慢性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之

胃脘胁肋胀痛，呕吐吞酸等。目前该药已被多个指南或专家共识收录，为国家医保目录药物，临床应用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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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胃炎是由多种病因引起的胃黏膜慢性炎症，其主要病因为幽门螺杆菌（Hp）感染，是消化科的常见病、

多发病。慢性胃炎无特异性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上腹疼痛、胀满、嗳气、食欲减退等，属于中学“胃络痛”“胃

痞”“胃胀”病范畴。慢性胃炎病位在胃，与肝、脾密切相关，患者多因脾胃虚弱、饮食不节、情志失调、药物

损伤、感受外邪等导致脾胃纳化失司，升降失常，致使气滞、痰湿、郁热、血瘀等阻于中焦，引起疾病的发

生[1]。消化性溃疡（PU）指在各种致病因子的作用下，消化道黏膜发生炎症反应和坏死、脱落，形成破损，

溃疡的黏膜坏死缺损穿透黏膜肌层，严重者可达固有肌层或更深[2]，以胃、十二指肠溃疡最常见。根据 PU 的

临床表现特点，中医学将其归为“胃络痛”“胃疡”范畴，其病位在胃，与肝、脾密切相关，多因素体脾虚、饮

食不节、情志内伤、感受外邪、药毒损伤等导致胃气壅滞，失于和降，不通则痛，或胃失濡养，不荣则痛[3]。

尽管有关中医药治疗 CG、PU 的相关药物及研究逐年增加，但多缺乏严谨科学的循证证据支持。目前，猴头

健胃灵片广泛应用于慢性胃炎及消化性溃疡的治疗，并且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但仍缺乏对该类研究的系统归

纳和总结。为进一步提高临床医生对本品的认识，更好地指导临床医生规范、合理使用猴头健胃灵片，由中

华中医药学会标准化办公室立项（GS/CACM087—2022），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牵头，组织国内多家医院

的消化科专家，联合方法学专家、药学专家，对猴头健胃灵片治疗消化科疾病的临床应用制定专家共识。本

共识遵循《中华中医药学会中成药临床应用专家共识制修订技术要求（试行）》的程序，针对临床一线调查总

结的临床问题，对有证据支持的临床问题，通过建议评估制定评价证据分级系统（GRADE）进行循证评价形

成推荐意见；对证据支持不充分临床问题，通过名义组法达成专家共识，形成“共识建议”。 本共识的目的是

明确猴头健胃灵片的适应症定位为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指导中西医临床医生运用猴头健胃灵片治疗消化

系统疾病，通过改善腹痛、腹胀、反酸烧心、恶心呕吐等症状而使患者受益。本共识未来将根据新证据和临

床实践情况进行更新。 

1 共识编制方法和过程 

本共识编制遵循“科学性、清晰性、逻辑一致性”原则，按照中华中医药学会中成药临床应用专家共识制

定的技术方案开展本共识工作。采用“文献研究”、“专家访谈”、“临床问卷调查法”、“名义组法”等相结合的研

究方法，保证了专家共识的科学性。为获取真实、可靠、完整的临床用药心得为确定临床问题奠定基础，本

共识通过对 7 位应用猴头健胃灵片经验较丰富的专家进行访谈和 175 名临床医师的问卷调查征集临床问题，

按照 PICOS 原则形成原始问题 25 个，并由 40 名专家，包括方法学、药学专家，采用名义组法通过投票形成

了临床共识问题共 22 项。根据临床问题，分别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

务系统（CBM）、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中国临床试验注册平台、美国临床试验注册平台 9 个

数据库对猴头健胃灵片（胶囊）进行预检索，检索的起止日期为各个数据库建库到 2021.12.14，中文检索词：

猴头健胃灵、猴头健胃灵片、猴头健胃灵胶囊；英文检索词：hou tou jian wei ling、hou tou jian wei ling Pian、

hou tou jian wei ling Capsule、hou tou jian wei ling Tablet。文献的发表类型及语种不限。最后共得文献数量 112

篇，包括 CNKI 期刊全文数据库 34 篇、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35 篇、维普数据库 18 篇、CBM25 篇，去除

重复后共计 53 篇。经筛选后纳入 9 篇[4-12]，照 GRADE 分级方法对文献风险等级进行评价，针对纳入的文献

进行证据分级，制作证据概要表，形成推荐条目。经 39 名专家结合证据质量、疗效、安全性、经济性及患者

偏好及价值观对推荐条目及共识建议进行投票，通过投票最后形成了推荐意见/共识建议。推荐等级根据专家

投票分为强推荐、弱推荐和无共识 3 个级别：“非常同意”的票数超过 2/3 为强推荐；“部分同意”+“非常同意”

的票数超过 2/3 为弱推荐。在此基础上，根据推荐意见、共识建议撰写征求意见稿，根据征求意见反馈表，

制定同行评价稿，征求组内、组外专家意见并完成同行评议。方法学专家针对共识内容及编制过程，对共识

进行了质量评价及适用性评价，并组织 21 名专家完成了目标用户评价。  

2 共识推荐意见／共识建议概要 

本文件就猴头 健胃灵片的临床适应症、用法用量、不良反应等达成 4 条共识推荐意见（表 1）和 11 条

共识建议（表２）。 

表 1  推荐意见概要 

Table 1 Summary Table of Recommended Opinions 

序号 共识条目 
证据等

级 
投票结果a 

推荐强

度 

1 
猴头健胃灵片治疗慢性胃炎症状较轻时

可单独使用，改善腹胀、腹痛等症状 
C级 

强推荐      

弱推荐       

26/35 

8/35 

强推荐 

 



无明确推荐   

弱不推荐     

强不推荐     

0/35 

1/35 

0/35 

2 
猴头健胃灵片可用于改善慢性萎缩性胃

炎患者的临床症状 
C级 

强推荐      

弱推荐 

无明确推荐 

弱不推荐 

强不推荐 

19/35 

16/35 

0/35 

0/35 

0/35 

强推荐 

3 

消化性溃疡，在西药基础上，加用猴头

健胃灵片，疗效优于单纯西药治疗，发

挥协同作用（如促进溃疡愈合） 

C级 

强推荐      

弱推荐 

无明确推荐 

弱不推荐 

强不推荐 

13/35 

19/35 

3/35 

0/35 

0/35 

弱推荐 

4 
猴头健胃灵片可以改善消化性溃疡腹

痛、腹胀、恶心呕吐，反酸烧心等症状 
C级 

强推荐      

弱推荐 

无明确推荐 

弱不推荐 

强不推荐 

16/35 

19/35 

0/35 

0/35   

0/35 

弱推荐 

注：a 为对应票数/总票数。 

表 2  共识建议概要 

Table 2 Summary of Consensus Suggestions 

序号 共识条目 投票结果a 建议强度 

1 
猴头健胃灵片治疗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的中医

证型为肝胃不和证 

建议   

中立    

不建议  

27/35 

6/35 

2/35 

建议 

2 猴头健胃灵片建议餐前服用 

建议   

中立  

不建议  

24/35 

11/35 

0/35 

建议 

3 猴头健胃灵片的建议剂量为 4 片/次，3 次/天 

建议   

中立    

不建议  

32/35 

3/35 

0/35 

建议 

4 
对于老年人患者，使用猴头健胃灵片可参照常规

用量 

建议   

中立    

不建议 

32/35 

3/35 

0/35 

建议 

5 
猴头健胃灵片临床使用有比较好的安全性，尚未

见严重不良反应报道 

建议   

中立    

不建议  

31/35 

4/35 

0/35 

建议 

6 

猴头健胃灵片主要用于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的

治疗，还可用于缓解其他上消化疾病如功能性消

化不良的上腹痛、反酸等症状 

建议   

中立    

不建议  

29/35 

6/35 

0/35 

建议 

7 
猴头健胃灵片可以用于胆汁反流、Hp感染等导致

的慢性胃炎 

建议   

中立    

不建议  

27/35 

7/35 

1/35 

建议 



8 

猴头健胃灵片治疗慢性胃炎在症状持续不能缓解

时，建议联合临床指南推荐的西药，提高腹胀、

腹痛等症状的缓解率 

建议   

中立    

不建议  

33/35 

0/35 

2/35 

建议 

9 
猴头健胃灵片联合西药治疗慢性胃炎症状缓解

后，可单独使用，进一步巩固治疗 

建议   

中立    

不建议  

33/35 

2/35 

0/35 

建议 

10 
猴头健胃灵片治疗有症状的慢性非萎缩性胃炎，

建议疗程是 2 周～4 周 

建议   

中立    

不建议  

33/35 

2/35 

0/35 

建议 

11 
猴头健胃灵片治疗消化性溃疡的建议疗程是 6

周～8 周 

建议   

中立    

不建议  

31/35 

4/35 

0/35 

建议 

注：a 为对应票数/总票数。 

3 范围 

本文件明确了猴头健胃灵片临床应用的适应症、疗效特点、用法用量、使用疗程、不良反应以及特殊

人群用药。  

本文件适用于三级、二级医院及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临床医生，为其合理使用猴头健胃灵片提供指导

和参考。  

4 药物基本信息 

4.1 药物组成：猴头菌丝体、海螵蛸、醋延胡索、酒白芍、醋香附、甘草。  

4.2 功能主治：舒肝和胃，理气止痛。用于肝胃不和，胃脘胁肋胀痛，呕吐吞酸；慢性胃炎、胃及十二

指肠溃疡见上述证候者。  

4.3 组方分析：慢性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属于中医“胃脘痛”、“痞满”范畴。《沈氏尊生书·胃痛》曰：

“胃痛，邪干胃脘病也……唯肝气相乘为尤甚，以本性暴，且正克也”。忧思恼怒，情志不遂，肝失疏泄，气

机阻滞，横逆犯胃，胃失和降，则“不通则痛”，由此表明，肝气犯胃是胃痛病机关键之一。再者，素体不足，

或劳倦过度，或饮食所伤，或久病脾胃受损，均可引起脾胃虚弱，中焦虚寒，致使胃失温养，“不营则痛”。

脾胃的受纳运化，中焦气机的升降，均有赖于肝之疏泄，《素问·全命全形论》曰：“土得木而达”。所以病理上

会出现木旺克土，或土虚木乘。综上所述，脾胃虚弱，肝郁犯胃致肝胃失和，气机郁滞是慢性胃炎、胃及十

二指肠溃疡主要病机，治疗上当以舒肝和胃，理气止痛为大法。  

猴头健胃灵组方紧扣本病关键病机，功能舒肝和胃，理气止痛。本品药物组成：猴头菌丝体、海螵蛸、

醋延胡索、酒白芍、甘草、醋香附。本方君药猴头菌丝体为齿菌科真菌猴头菌经固体发酵而得到的菌丝体干

燥粉末。《广东省中药材标准第一册 2004 年版》记载猴头菌性甘、平，归脾、胃、心经；具有行气消食，健

脾开胃，安神益智作用。白芍养血敛阴，柔肝止痛；甘草甘温，健脾益气，缓急止痛，二药相伍，酸甘化阴，

调和肝脾，有柔筋止痛之效；延胡索味苦性温，直入肝经，理气活血止痛，配合“气病之总司”香附，疏肝理

气。上药合用，柔肝理气止痛，共为臣药。海螵蛸性微温微咸，可制酸止痛，故为佐使药。本品总以舒肝和

胃，理气止痛，用于肝胃不和，胃脘、胁肋胀痛，呕吐，吞酸；慢性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见上述证候者

（药品说明书记载）。  

4.4 规格  每片重 0.38g。  

4.5 质量标准  猴头健胃灵片及猴头菌丝体质量标准进入 2015 年、2020 年《中国药典》。 

4.6 药理研究  药理实验显示，猴头健胃灵片具有良好的缓解胃内高敏状态[13]、促进胃动力[14]等药理作用。

同时研究证明，猴头健胃灵片中含有的猴头菌丝体具有一定的抗幽门螺旋杆菌、抗肿瘤[15]（人胃肠道肿

瘤）等药理作用。 

4.7 非临床安全性研究  急毒性实验，湖南中医学院开发研究所对猴头健胃灵进行急性毒性动物实验，实验

结果如下：1、小鼠按 80ml/kg 剂量 ig 给予 30％猴头健胃灵混悬液后，其用量相当于 50kg 体重成人每

日每公斤用量的 250 倍（成人用量一日三次，每次 4 粒，每粒内容物 0.4g），7 日内未见一只动物死亡及

其他不良反应，提示本品安全无毒。小鼠按 80 ml/kg 剂量 ig 给予 200％猴头健胃灵水提液后，其用量相

当于 50kg 体重成人每日每公斤用量的 1666.67 倍，7 日内未见一只动物死亡及其他不良反应，提示本产



品安全无毒。湖南省药品研究服务中心对猴头健胃灵进行急性毒性动物实验，实验结果如下：猴头健胃灵

小鼠口服 32.0 生药/kg，相当于临床 60 公斤成人一日用量的 400 倍，未见急性毒性反应，提示本品毒性

小，在临床推荐的用药剂量下使用是安全的。  

长期毒性试验，由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对猴头健胃灵进行动物长期毒性试验，试验结论为：猴头健胃

灵 0.6，1.6，4.1g/kg 三个剂量连续灌胃大鼠 3 个月（14 周），此时低、中、高剂量分别相当于 60kg 人临

床剂量的 9、23、60 倍，结果给药期（14 周）及恢复性观察期（2 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大鼠一般状

况、体重增长、血液学及血液生化指标、主要脏器系数、肉眼观察及镜下组织形态学观察均无明显差异或

异常，表明猴头健胃灵现推荐的临床用药剂量是较安全的。  

综上所述，猴头健胃灵对纯酒精和去甲肾上腺素造成的大鼠胃粘膜损伤具有明显的胃粘膜保护作用，

有明显的促进实验性溃疡愈合的作用，通过动物试验证明猴头健胃灵对胃溃疡、急慢性胃炎、胃粘膜有治

疗和保护的作用。通过急性及长期毒性试验证明，猴头健胃灵安全无毒，在临床推荐的用药剂量下使用是

安全的。  

5 临床问题清单  

本文件可回答 14 个临床问题，具体见表 3。 

表 3 临床问题清单 

Table 3 Clinical Problem List 

序号 临床问题 

1 猴头健胃灵片治疗慢性胃炎，在症状较轻时，可单独使用，改善腹胀、腹痛等症状？ 

2 猴头健胃灵片是否可以用于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治疗？ 

3 
消化性溃疡，在西药基础上，加用猴头健胃灵片，是否疗效优于单纯西药治疗，发挥

协同作用（如促进溃疡愈合、减少消化性溃疡并发症的发生、防止溃疡复发）？ 

4 
消化性溃疡，是否可以使用猴头健胃灵片，改善腹痛、腹胀、恶心呕吐，反酸烧心等

症状？ 

5 猴头健胃灵片治疗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时，是否需要病证结合？ 

6 猴头健胃灵片的服药时间（餐前、餐后）是否影响疗效？ 

7 猴头健胃灵片的建议剂量是否为 4 片/次，3 次/天？ 

8 对于老年人患者，使用猴头健胃灵片与成年人的用法用量、疗程是否一致？ 

9 猴头健胃灵片是否需要关注不良反应和禁忌症？ 

10 猴头健胃灵片是否可以用于胆汁反流、Hp感染等导致的慢性胃炎？ 

11 
猴头健胃灵片治疗慢性胃炎时，在症状持续不能缓解时，是否建议联合临床指南推

荐的西药，提高腹胀、腹痛等症状的缓解率？ 

12 
猴头健胃灵片联合西药治疗慢性胃炎时，在症状缓解后，可单独使用，进一步巩固

治疗？ 

13 猴头健胃灵片治疗有症状的慢性非萎缩性胃炎，建议疗程是否是 2 周～4 周？ 

14 猴头健胃灵片治疗消化性溃疡的建议疗程是否为 6 周～8 周？ 

6 疾病诊断 

6.1 中医诊断 

6.1.1 胃胀病诊断标准 

胃胀病（A04.03.16）、胃痞病（术语类目代 A04.03.15）肝胃不和证参考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发布的

《慢性胃炎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意见(2017)》 [16]，分为肝胃气滞证、肝胃郁热证。 

肝胃气滞证：主症：①胃脘胀满或；两胁胀满不适。次症：①症状因情绪因素诱发或加重；②嗳气频作。

舌脉：①舌淡红，苔薄白；②脉弦。 

肝胃郁热证：主症：①胃脘灼痛；②两胁胀闷。次症：①心烦易怒；②反酸；③干；④口苦；大便干燥。

舌脉：①舌质红，苔黄；②脉弦或弦数。 



6.1.2 胃络痛诊断标准 

胃络痛（术语类目代码：A04.03.14）肝胃不和证参考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发布的《慢性胃炎中医诊

疗专家共识意见(2017)》[16]分为肝胃气滞证、肝胃郁热证 

肝胃气滞证 

主症：①胃脘胀痛；②胁肋部疼痛。次症：①症状因情绪因素诱发或加重；②嗳气频作。舌脉：①舌

淡红，苔薄白；②脉弦。 

肝胃郁热证 

主症：①胃脘灼痛；②两胁胀痛。次症：①心烦易怒；②反酸；③口干；④口苦；⑤大便干燥。舌

脉：①舌质红，苔黄；②脉弦或弦数。 

证候诊断：具备主症 2 项，次症 2 项，参考舌脉，即可诊断。 

6.1.3 胃疡病诊断标准 

胃疡病（术语类目代码：A04.03.18）肝胃不和证诊断标准参考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消化性溃

疡中医诊疗共识意见（2023）[3]。 

主症：①胃脘胀满或疼痛；②两胁胀满。次症：①每因情志不畅而发作或加重；②心烦；③嗳气频作；

④善叹息；舌脉：①舌淡红, 苔薄白; ②脉弦。 

证候诊断:主症必备, 加次症 2 项以上即可诊断。 

6.2 西医诊断 

6.2.1 慢性胃炎（ICD-11 编码：DA42.Z）包括慢性浅表性胃炎（ICD-11 编码：DA42.71） 、慢性萎

缩性胃炎（ICD-11 编码：DA42.73），诊断标准参照《中国慢性胃炎诊治指南（2022 年，上海）》[17]中的诊

断标准：1）部分患者可无任何症状，有症状者主要表现为持续或反复发作的上腹痛、腹胀、饱胀感等；

2）内镜诊断主要依据普通白光内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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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最终

判断；3）慢性非萎缩性胃炎内镜下可见黏膜红斑、出血点或斑块，黏膜粗糙伴或不伴水肿、充血渗出等基

本表现。慢性萎缩性胃炎内镜下可见黏膜红白相间，以白为主，皱襞变平甚至消失，部分黏膜血管显露；

可伴有黏膜颗粒或结节状等表现；4）慢性胃炎活检病理显示固有层腺体萎缩即可诊断萎缩性胃炎。 

6.2.2 消化性溃疡（ICD-11 编码：DA61）诊断标准参照《消化性溃疡诊断与治疗共识意见（2022 年，

上海）》[2]，表现为慢性、节律性、周期性的上腹部疼痛，并发症主要包括出血、穿孔、幽门梗阻、癌变

等，内镜检查诊断消化性溃疡最重要的方法，且现在或既往诊断 PU 的患者均需接受 Hp 检测。消化性溃疡

病因诊断时需综合考虑患者既往史、服药史，特别是 NSAID 等的使用情况。 

7 临床应用建议 

7.1 适应症及临床疗效 

7.1.1 慢性胃炎 

猴头健胃灵片治疗慢性胃炎在症状较轻时，可单独使用改善腹胀、腹痛等症状 [4-7]。（证据等级：C

级；推荐意见：强推荐） 

猴头健胃灵片可以用于胆汁反流、Hp 感染等导致的慢性胃炎。（共识建议） 

猴头健胃灵片可用于改善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腹痛、腹胀等临床症状[6-7]。（证据等级：C 级；推荐意

见：强推荐） 

7.1.2 消化性溃疡 

猴头健胃灵片治疗消化性溃疡，可以改善腹痛、腹胀、恶心呕吐，反酸烧心等症状[8-9]。（证据等级：C

级；推荐意见：强推荐） 

猴头健胃灵片治疗消化性溃疡，在西药基础上，加用猴头健胃灵片，疗效优于单纯西药治疗，发挥协

同作用（如促进溃疡愈合）[8-10]（证据等级：C 级；推荐意见：弱推荐） 

7.2 用法用量 

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为口服，3 次/日，4 片/次，餐前服用。（共识建议） 

7.3 疗程 

慢性胃炎 2 周～4 周，消化性溃疡 6 周～8 周。（共识建议） 

7.4 联合用药 



猴头健胃灵片治疗慢性胃炎在症状持续不能缓解时，建议联合临床指南推荐的西药，提高腹胀、腹痛

等症状的缓解率。（共识建议） 

猴头健胃灵片联合西药治疗慢性胃炎症状缓解后，可单独使用，进一步巩固治疗。（共识建议） 

7.5 特殊人群用药 

对于老年人患者，使用猴头健胃灵片可参照常规用量。（共识建议） 

对于儿童及青少年用药事宜现证据及经验尚不足。 

8 安全性 

8.1 不良反应 

猴头健胃灵片临床使用有比较好的安全性，尚未见严重不良反应报道。（共识建议）根据国家药品不良

反应监测中心检索，自上市至今猴头健胃灵片不良反应共 13 例，其中消化系统不适，发生腹胀痛腹泻 6

例、呕吐 1 例；过敏反应，出现皮肤瘙痒、皮疹 3 例；神经系统反应，头痛肌肉痛 1 例，反应严重程度均

为一般，不良反应结局治疗后好转率占 100％。自猴头健胃灵片上市至今未在 CNKI、万方、维普数据库中

检索出该产品的严重不良反应报告。 

8.2 禁忌 

该产品用药禁忌尚不明确。 

8.3 注意事项 

建议孕妇、哺乳期妇女、痛风患者慎用。其余注意事项尚不明确。 

9 研究进展 

临床研究显示单独使用猴头健胃灵片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可改善上腹痛、上腹烧灼感、腹胀、早饱

等症状，并可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11]。（证据等级：C 级） 

若猴头健胃灵片或西药单独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在症状改善不显著时，可以联合使用，提高疗效
[12]。（证据等级：C 级） 

药理药效实验显示猴头健胃灵片具有下调功能性消化不良大鼠血清和胃 5-羟色胺表达，缓解胃内高敏

状态；升高功能性消化不良大鼠血浆中脑肠肽胃动素(MTL)和胆囊收缩素(CCK)含量、上调胃组织中 c-kit 的

表达水平,从而促进胃动力等药理作用[15-16]。 

10 利益冲突说明 

10.1 资助情况 

本共识由中华中医药学会立项，湖南新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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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等工作，不参与

共识研制中的决策工作。 

11 说明 

临床应用本共识时，对于实践中遇到的特殊情况应结合实际进行处理。本共识未来将根据新证据和实

践情况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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