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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与不同上消化道症状出现的相关性%方法
!

!55

例患者的

胃黏膜标本用来做本次研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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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显著相关性!但
F#

-N

J6@7

阳性人群中出现慢性腹痛症状者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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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慢性腹痛症状的出现过程中发挥着潜

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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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门螺旋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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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世界范围感染人类的病

原菌#在人群中具有较高的感染率#发达国家感染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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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右#发展中国家感染率可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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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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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胃肠道疾病发生的重要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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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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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与人类共存了成千上万年#它可能是一种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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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初步分析了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与不同上消化道

症状出现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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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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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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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数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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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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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与不同上消化道症状之间的关系分析用

L:/@;68

%

" 检验!当
'

(

&%

#

!

&

:7

b$

$

时#用连续性校正%当
'

$

&%

或者
:7

b$

!

时#用
W7;>:@

精确概率计算法+以上均为双侧

检验#检验标准
)

]%#%$

#

O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55

例患者中#

F#

-N

J6@7

阳性
!"!

例$

)%#'O

&#阴性
4'

例

$

(5#"O

&+有反酸嗳气症状者
)$

例$

("#4O

&#恶心呕吐者
'

例$

&O

&#食欲不振者
)$

例$

("#4O

&#慢性腹痛者
'5

例

$

&&#4O

&+

F#

-N

J6@7

感染与不同上消化道症状之间的关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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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消化道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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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因

该细菌的发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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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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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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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世界卫生组织归为一类致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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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经过长期的研究#学者们发现这一与人类共存超过

!%%%%%

年的细菌虽然与消化性溃疡及胃癌的发生呈正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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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也与能量代谢失衡,哮喘,胃食管返流病,食道

癌,及痢疾等疾病的发生成负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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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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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

对人类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是否需要清除#尚不完全明确+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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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染#

"%%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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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的共识认

为以下情况需要治疗!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萎缩性胃炎,胃

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原因不明的消化不良,胃癌术后,一

级亲属中有胃癌患者,非溃疡性消化不良,不明原因的缺铁性

贫血,自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未使用过
S+3KV

药物的患者

在使用
S+3KV

药物前,因长期服用阿司匹林导致胃肠道出血

的患者#另外在阐明利弊后患者仍强烈要求的情况下也要进行

清除治疗+此次的研究发现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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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6@7

的感染与慢性腹痛的发

生显著相关#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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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6@7

的
G@:

基因编码尿素酶的产生#尿素酶

分解尿素可使胃内
-

F

值升高#弱化胃内酸性环境#利于其他

细菌的感染#很可能从而促进了腹痛的发生+因此对不明原因

的慢性腹痛患者应加强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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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6@7

感染的监测#但由于引起腹

痛的原因较多且相对复杂#是否应进行
F#

-N

J6@7

的清除治疗

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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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管快速#高效#与传统手用根管器械相比有很大优势+

虽然
L@6*/

-

:@

根管器械有上述许多优点#但根管器械折

断是不可忽视的问题+由于镍钛器械成本较不锈钢器械高#使

用时应严格记录使用次数并仔细检查器械外形#防止发生器械

分离)

!"

*

+因为若发生器械分离#较不锈钢器械更不易取出+

总之#机用
L@6*/

-

:@

镍钛根管器械在预备根管时能很好

的保持根管原始形态#根管预备快速#高效#省时省力#对根管

有良好成形能力#节省了椅旁操作时间#明显提高根充效果#值

得在口腔临床上运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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