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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银离子抗菌液控制固定正畸牙龈炎的疗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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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对比研究应用活性银离子抗菌液配合规范刷牙和单纯规范刷牙两种不同方式对固定正畸治疗

中牙龈炎症的影响!为临床口腔正畸治疗中控制牙龈炎症提供参考%方法
!

纳入符合标准的受试者
+(

例!采用双

盲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反映患者牙龈炎程度的牙龈指数&菌斑指数和龈沟出血指数进行检测%结果
!

通

过临床对两组患者进行比较发现!使用活性银离子抗菌液含漱能有效&方便地降低反映患者牙龈炎程度的三项指

数%结论
!

用活性银离子抗菌液含漱配合规范刷牙是控制固定正畸患者牙龈炎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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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畸学是口腔医学中重要的分支学科#它主要治疗
!

畸形

和矫正牙齿位置不当者+目前正畸矫治的方法有固定正畸和

活动矫治#尤以固定正畸应用较广+在临床上#正畸患者在正

畸治疗过程中#由于粘接材料的刺激以及后牙带环的影响#加

上矫治部件的存在#给牙的清洁带来了一定困难#常出现龈下

菌斑积聚,牙龈红肿充血,出血等牙龈炎症状+而有效防治正

畸患者牙龈炎#对完成正畸治疗和提高疗效具有重要意义+正

畸患者佩带矫治器后#使用含氟牙膏刷牙的方法或在使用含氟

牙膏刷牙的基础上配合使用活性银离子抗菌液含漱的方法#监

测能反映患者牙龈炎程度的牙龈指数$

#̀

&,菌斑指数$

/J#

&和

龈沟出血指数$

K1#

&+正畸患者在应用活性银离子抗菌液含漱

后牙龈炎的转归#为临床防治正畸牙龈炎提供了新的,有效的

治疗方法和防治措施+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资料来源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

口腔科门诊收治的正畸患者
+(

例#均接受直丝弓固定矫治器治

疗#其中男
&4

例#女
4!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为替牙

晚期或恒牙早期#矫治时间
"+

!

&4

个月#平均疗程
",

个月+

$'/

!

研究方法
!

所选
+(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对照组
4(

例#分为
&

组#

6

组仅使用正规刷牙的方法#

1

组正

常刷牙合用抗生素漱口液+观察组
4(

例#使用正规刷牙方法

加活性银离子抗菌液漱口+

正畸治疗前常规使用龈上洁治#正畸治疗开始后
&

个月不

服用任何抗生素#也不进行牙周治疗+正畸治疗开始后
&

个月

内均使用
('4(AA

镍钛丝#使用柔和加力+

$''

!

疗效指标及观察方法
!

根据如下指标对
+(

例正畸患者

进行监测#用
#̀

,

/J#

,

K1#

评价效果#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

!

(

为牙龈健康%

"

为牙龈轻度炎症%

&

为牙龈中度炎症%

4

为牙龈

重度炎症+

/J#

!

(

为龈缘区无菌斑%

"

为龈缘区的牙面有薄的

菌斑%

&

为在龈缘或邻面可见中等量菌斑%

4

为龈沟内或龈缘区

即邻面有大量软垢+

K1#

!

(

为龈缘和龈乳头外观健康%

"

为龈

缘和龈乳头呈轻度炎症%

&

为牙龈呈轻度炎症#有颜色改变#探

诊后点状出血%

4

为牙龈呈中度炎症#有颜色改变和轻度水肿#

探诊后出血#血溢在龈沟内%

3

为牙龈呈中度炎症#不但有颜色

的改变#并且有明显肿胀#探诊后出血#血溢出龈沟%

*

为牙龈有

颜色的改变#明显肿胀#有时有溃疡#探诊后出血或自动出血+

$'1

!

统计学处理
!

两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所有结果由

K/KK"4'(

软件完成#检验水准
[('(*

+

/

!

结
!!

果

正畸治疗
&

个月内#

#̀

,

/J#

,

K1#

比较见表
"

!

4

+

表
"

!

活性银离子抗菌液使用前*后不同时间
#̀

比较'

(

(

组别 时间
#̀

指数

( " & 4

观察组$

(

& 正畸前
&& ) ( (

正畸后
"! "4 ( (

对照组$

(

& 正畸前
&+ 3 ( (

正畸后
* && 4 (

表
&

!

活性银离子抗菌液使用前*后不同时间
/J#

比较'

(

(

组别 时间
/J#

指数

( " & 4

观察组$

(

& 正畸前
"& ") ( (

正畸后
3 "& "3 (

对照组$

(

& 正畸前
"" "+ 4 (

正畸后
, "3 ! (

使用活性银离子抗菌液漱口前#观察组与对照组的
#̀

,

/J#

,

K1#

均值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使用活性银

离子抗菌液漱口后#两组之间的
#̀

,

/J#

,

K1#

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

$

('(*

&+

!!!!!!!!!!!

$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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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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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认为
6N6

引起血栓形成的可能机制是!$

"

&

6N6

与

血小板或血管内皮细胞的膜磷脂发生抗原,抗体反应#抑制血

管内皮细胞合成前列环素#从而使血栓形成的因素增加%$

&

&

6N6

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后#使其释放纤溶酶原致活物减少#纤

溶活性降低#从而使血栓倾向增加%

6N62#

$

`

亦可对内皮细胞

造成直接的免疫损伤#从而触发血小板黏附,聚集和因子
.

活

化%$

4

&

6N6

能抑制血栓调节素#使活化蛋白
N

减少#体内凝血

活性增高#促使血栓形成+

当然#引起内皮损伤的因素还包括有炎症反应中的炎症分

子#如内毒素,肿瘤坏死因子,白细胞介素
2"

等#此外高血压,

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及氧化应激等也可造成内皮细胞的损伤#且

因损伤因素的不同会表现出各自的特点+

血管内皮是众多心血管疾病危险因子作用的靶器官#其功

能失调又构成许多心血管疾病的病理基础#因此如何保护血管

内皮功能已成为现代治疗心血管疾病的重要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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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银离子抗菌液使用前*后不同时间
K1#

比较

组别 时间
K1#

指数

( " & 4 3 *

观察组$

(

& 正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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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畸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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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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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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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畸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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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口腔是一个多种微生物生长,繁殖的环境#通常情况下口腔

内细菌保持一种动态平衡#若发生菌群失调可以引起口腔疾病

而不利于口腔健康+牙龈炎症的发生与牙菌斑堆积相关+牙菌

斑是引起牙周疾病最主要的病因#是引发牙周疾病必不可少的

始动因子)

"

*

+龈缘附近的龈上牙菌斑和龈下牙菌斑与牙周疾病

的关系密切)

&2*

*

+正畸矫正时#由于矫正器的戴入#带环和托槽

边缘残留粘接材料悬突#增加了口腔清洁的难度#有利于细菌的

进一步黏附,繁殖#并促使菌斑成为致病性菌斑#很容易造成口

腔内的环境菌群失调而引发牙龈炎+由于这些牙周问题的出

现#导致牙龈萎缩,牙槽骨吸收等#将直接影响正畸治疗的最终

效果#甚至导致正畸治疗的失败+因此#有效控制牙龈炎对于固

定矫治正畸治疗至关重要)

+

*

+

刷牙是控制牙龈炎传统而有效的方法之一#然而由于青少

年患者多数由家长要求矫正才来就诊#积极主动性差#特别是一

些自主能力差#依赖父母的孩子#更加增加了牙龈炎的发病率+

他们的口腔清洁需要家长的不断督促#有的甚至要求家长帮助

完成#这些患者在正畸治疗中#牙周炎及牙龈炎的发病率也大大

高于普通人+控制牙龈炎的药物#分全身用药及局部用药两种+

全身用药效果不明显#常用的局部用药$含有抗生素成分的牙膏

或含漱液&因耐药性细菌的存在#以及用药后细菌耐药性的产

生#都使药物治疗面临一大难题+

据研究发现#天然矿物质银具有杀菌,消炎,加速伤口愈合

的作用+国内外最新研究数据表明#银杀菌修复能力的强弱完

全取决于其物理形态转化后的结构价态#其离子价态越高杀菌

性越强#即银的杀菌修复能力由大到小依次为
6

$

4\

,

6

$

&\

,

6

$

\

#单质银$纳米银&+活性银离子抗菌液是含有高价位,高活

性银离子的五官科专用抗菌液+通过临床试验证实#活性银离

子抗菌液具有以下特性!高价态,高活性银离子制剂#杀菌修复

能力作用强%非抗生素类杀菌剂#无耐药性#对耐药菌同样敏感%

安全性高#禁忌少#细胞毒性试验检测均不大于一级%有喷雾及

含漱两种使用方式#局部用药便利+根据这些特性#活性银离子

抗菌液应同样适用于口腔固定正畸患者产生的牙龈炎局部用药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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