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胃肠动力障碍的胃肠功能治疗仪

产品名称 解决胃肠动力障碍的胃肠功能治疗仪

公司名称 河南希彤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类型:二类治疗类
型号:CGP-II
产地:重庆

公司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优胜北路

联系电话 19937037270 19937037270

产品详情

产品名称：胃肠多功能治疗仪

研发背景

胃肠动力障碍性疾病(DGIM)是指以胃肠运动功能异常为主要原因的一类疾病。功能性胃肠病(FGID)是以
消化系统症状为临床表现,应用生化、影像学和内镜检查等并未发现有器质性病变或不能用器质性疾病解
释症状的一组慢性和复发性胃肠道疾病。DGIM/FGID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其中中老年人占70%以上
。迄今为止尚无治疗方法，其治疗主要依赖促胃肠动力、抑酸、抗焦虑抑郁的药物或内脏感觉调节和心
理认知调节。但药物疗法副作用大，且停药后易复发，疗效易受其他因素影响。

治疗原理

研究发现胃肠道的某一特定区域可以驱动胃肠平滑肌收缩、控制胃肠道基本生物电节律，医学上称这一
特定区域为胃肠道起搏点。从起搏点发出的电信号可促使胃肠道的蠕动，并刺激胃液(各种消化酶)的分
泌，以促进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当胃肠电节律异常时，常会出现胃痛、胃胀、胃食管反流、便秘等胃肠
功能性疾病的症状。

基于胃肠起搏点的电活动可被外加电流刺激所“驱动”这一特点，通过对胃肠起搏点施加正常节律的拟
生信号，促使其产生“跟随-谐振效应”，触发胃电慢波、改善胃电参数、纠正异常胃电节律、增强胃肠
蠕动，从而达到治疗各种功能性胃肠疾患的目的。

适用范围：用于胃动力障碍性疾病、功能性胃肠疾病的治疗与改善。如：功能性、肠易激综合征、胃食
管反流病、糖尿病胃轻瘫、功能性等。



注：

1.以上信息均出自产品注册证，可在国家药监局上进行查询。目前市面上很多同类产品，彩页上宣传的
产品名称为“XX胃肠XX治疗仪orXX胃肠治疗平台/系统”，但其注册证上的产品名称却是“中低频治疗
仪”、“智能数码多功能治疗仪”、“中频电治疗仪”。从产品名称就可以分辨出这些产品并不是专注
用于胃肠功能疾病的治疗，而只是普通的中低频理疗仪，效果远没有他宣传的那么美好。

2.从产品的适用范围上看，以上“中低频理疗”类的产品并没有针对胃动力障碍性疾病和功能性胃肠疾
病的治疗作用。虽然其彩页上宣传有这方面的疗效，但其注册证中描述多是“对XX具有改善血液循环的
作用或对XX具有兴奋神经肌肉的作用”，并且这些作用要么与胃肠不相关，要么打打擦边球。如某产品
注册上适用范围的描写是这样的：对肌肉劳损、肩周炎、盆腔炎具有改善局部血液循环、镇痛的作用。
对术后肠粘连具有软化瘢痕松解粘连的作用，对术后肠麻痹、、胃下垂具有兴奋神经肌肉的作用。所以
选择产品必须要认准注册证不能只看厂家的宣传彩页。

二、项目优势

1.技术：

该产品基于“体表胃肠起搏”的基本理论，采用“音乐电”[1]技术模拟起搏信号，使刺激信号更接近人
体自然规律，更易被胃肠所接受。通过对胃肠起搏点的刺激，纠正异常的胃电节律或抑制异位起搏点的
电活动，从而驱动胃肠道有节律的蠕动可促进胃液与各种消化酶的分泌，缓解和消除胃肠功能紊乱症状
促进胃肠功能的恢复。

体表胃肠起搏理论是由体内胃肠起搏演变而来。美国在90年代就已开展了体内胃肠起搏治疗（类似心脏
起搏术）并取得了令人的效果。由于体内起搏需要通过手术将电极植入到胃部并长时间滞留体内，导致
技术较复杂成本高受众少不利于该技术的推广。国内的欧阳守教授就将此疗法进行了改进，提出了体表
起搏的概念。其核心仍然是基于胃肠起搏点的电活动可被外加电流刺激所驱动这一特点。只是施加刺激
电流的方式从体内植入电极变成了体表贴敷电极。虽然治疗方式从直接刺激胃肠起搏点变成了间接刺激
，驱动作用有所减弱，但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其同样可以修正紊乱的胃电活动，达到调节胃肠道功能的目
的。由于该方式疗效确切、操作简单、易于实施、风险小成本低，故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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