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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牙周致病菌生长与血糖变化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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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老年牙周致病菌与血糖之间的关系%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该院确

诊的糖尿病"

ZP

$患者
,%

例&糖耐量异常患者
,%

例及在门诊随机选取
,%

例血糖正常的患者!检测其糖化血红蛋

白&三酰甘油"

4a

$&总胆固醇"

4N

$&口服糖耐量实验
"<

的血糖浓度"

"<̂ a

$&口腔中各种菌群分布"球菌&杆菌&丝

状菌&梭状菌&弯曲菌&螺旋菌$&口腔中各种致病菌的分布情况及碱性磷酸酶"

2/̂

$的活性%结果
!

三组受试者口

腔内菌群分布结果显示!口腔中的球菌&杆菌&梭状菌和丝状菌的比较中!

ZP

组和糖耐量异常组的值明显高于对照

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弯曲菌和螺旋体的比较中!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对于

口腔中的伴放线杆菌"

2>

$&类杆菌"

L

D

$&卟啉单胞菌"

^

D

$&福塞类杆菌"

L?

$值!

ZP

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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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糖耐量异常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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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

L

D

&

L?

值明显高于对照组"

$

%

%#%,

$!

ZP

组的值也明显高于糖耐量异常组"

$

%

%#%,

$%

结论
!

血糖可以影响到牙周致病菌分布的异常!并促进致病菌的生长繁殖!且与血糖值呈正相关!所以临床上高血

糖且口腔存在牙周炎的患者要严格控制血糖值%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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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周致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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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体口腔中#约有
,%%

多种的细菌#即便是注意口腔卫

生的人#也有大约
,%%

亿个细菌在口腔中#大多数的人有约

"%%%

亿个细菌在口腔中#对于那些不注意清洁口腔的人#口腔

中约有
!

万亿个细菌*

!

+

)正常人体口腔中的菌群是存在微生

态平衡的#但当口腔中细菌的微生态遭到破坏以后#会对牙周

组织造成严重的损害且不可恢复*

"

+

)糖尿病以其高发病率#逐

渐得到人们的重视#在对糖尿病的研究中发现#糖尿病的发生

和牙周病是存在一定关系的)在糖尿病的患者中#牙周病的发

病率较高)因此#有学者认为牙周病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之一)

糖尿病$

ZP

&患者长期处于高血糖的状态#易并发牙周炎症#

而炎症又可作为慢性感染性疾病反过来促进
ZP

病情的发

展#而这种相互作用在老年患者中更加明显)本试验探讨老年

牙周致病菌的生长与血糖变化之间的关系#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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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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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例确诊

为
ZP

的老年患者#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1'

岁#平

均$

.&#%-(,#!$

&岁#设为
ZP

组%选取
,%

例为糖耐量异常的

患者#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1&

岁#平均$

.'#%-(

-#!$

&岁#设为糖耐量异常组%同时从门诊随机选取
!"%

例无血

糖异常的老年人#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1#!'(.#%$

&岁#设为对照组)各组年龄等基本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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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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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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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诊断标准!空腹血糖$

_̂ a

&

(

1#%

))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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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糖耐量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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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糖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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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耐量异常标准为餐后

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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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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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情况
!

排除
.%

岁以上患有急性感染,心肺功能障

碍#出血性疾病,结缔组织病及治疗前
!

周内服用抗菌药

物者*

,

+

)

$#1

!

方法
!

对患者进行唾液采集前用清水漱口#用生理盐水

将口中食物残渣清除#吹干后口中垫好棉球用来隔湿#再用浸

过碘酊的棉球进行消毒)采用
_B993)5B;<

法取样位点!患者

每个牙$第三磨牙除外&的近颊,颊侧中份,远颊,近舌"腭,舌"

腭侧中份,远舌"腭
.

个位点作为
_B993)5B;<

法的取样位点)

用无菌刮匙去除取样牙齿的龈上菌斑#无菌棉球隔湿,干燥#在

取样位点处分别置入一根
,

$%

标准灭菌纸尖#直至牙周袋底

部#静置
!%=

后取出纸尖混合装入含有厌氧转送液的离心管

中)同时记录取样位点的
Ẑ

,附着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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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探诊出血

$

Lê

&)将采集的样本放入培养基#

!<

内完成送检进行细菌

培养)用直径为
!))

的取菌环在培养基上#在
-1 i

培养

$&<

后取合适的菌株进行鉴定)选取放大倍数为
!%%%

的显

微镜#计数
"%%

个菌胞#分为球菌,杆菌,丝状菌,梭状菌,螺旋

菌和弯曲菌
.

种#以百分比表示含量)将菌体接种于琼脂培养

基和牛心脑浸液培养基中#采用以下培养条件进行细菌培养!

在无氧环境下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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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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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

的浓度为
!%[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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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浓

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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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i

培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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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菌体#提取菌体
ZR2

采用

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N̂]

&的技术检测牙龈卟啉单胞菌

$

^

D

&,核梭杆菌$

_+

&,福塞类杆菌$

L?

&,伴放线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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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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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F̂ FF"%#%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量

资料用
O(D

表示#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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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

!

两组检测指标比较
!

与对照组相比#

ZP

组,糖耐量异常

组
4a

,

4N

,

WZ/3N

,

/Z/3N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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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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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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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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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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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口腔致病菌的在牙周的分布
!

三组受试者口腔内菌

群分布结果显示#口腔中的球菌,杆菌,梭状菌和丝状菌的比较

中#

ZP

组和糖耐量组的值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而弯曲菌和螺旋体的比较中#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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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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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组受试者口腔内牙周致病菌的培养情况
!

对于口腔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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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

L

D

,

L?

值#

ZP

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

%

%#%,

&#糖

耐量异常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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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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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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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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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值也明显高于糖耐量异常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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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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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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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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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检测指标比较%

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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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指标
_aL "<̂ a 4a 4N WZ/3N /Z/3N

ZP

组
'#%-(-#"$ !-#$-("#"$ '#%-(%#"$ !#"&(%#$- !#"-(%#- -#-"("#"$

糖耐量异常组
1#$$(!#$" !%#,"("#," !#",(%#," ,#%-(%#," !#!$(%#" -#$!(-#-"$

对照组
,#$!(%#1- .#!,(!#,- !#"$(%#$" $#',(%#1, !#!,(%#-" -#"-(%#,-

1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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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组口腔内牙周菌群分布情况%

O(D

&

菌种 球菌 杆菌 梭状菌 丝状菌 弯曲菌 螺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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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1#$"(!#"$ -"#$,(!#!1 .#""(%#"$ ,#%-(%#&" -#$"(%#.- ,#1$(%#"$

糖耐量异常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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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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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口腔内由于内环境复杂#存在相当多数量的细菌#种类繁

多#有致病菌,条件致病菌,非致病菌)口腔中非致病菌主要影

响口腔中牙菌斑的生成#而口腔中的致病菌则会引起牙周炎等

疾病的发生)目前有充分证据证实的牙周致病菌有
2>

,

^

D

,

L

D

,

L?

,中间普氏菌$

*̂

&,中间型类杆菌$

L*

&,

_+

,直肠弯曲菌

$

N:

&,牙密螺旋体$

40

&,微小消化链球菌,中间链球
3

复合体,结

节真杆菌等)这些致病菌有明显的毒力或者致病性#可以通过

多种机制干扰人体的防御能力#从而破坏牙周)但不是所有的

致病菌都用于临床研究#目前临床上常检测
2>

,

^

D

,

L

D

,

L?$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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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牙周致病菌微生物的检测#主要有以下几种方

法!$

!

&像差"暗视野显微镜检查法%$

"

&酶为基础的试验%$

-

&核

酸探针技术%$

$

&

N̂]

技术%$

,

&免疫学试验)每种检测方法有

其特有的特点#如像差"暗视野显微镜检测具有成本低易操作

优点#但是其不能对有特异性的细菌鉴别)细菌培养的检测范

围较宽#可以用于判断抗菌药物的敏感性#但其只能检测细菌#

且耗时长#花费大)核酸探针技术可以用于检测种,亚类和毒

力因子等#易于操作#但其设备昂贵而且不能判断其对抗菌药

物的敏感性#

N̂]

技术检测灵敏度高#速度快#但也不能检测

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3!%

+

)

本研究结果表明#血糖情况与牙周致病菌之间的关系#口

腔中的球菌,杆菌,梭状菌和丝状菌的比较中#

ZP

组和糖耐量

异常组的值明显高于对照组$

$

%

%#%,

&#而对于口腔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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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

L

D

,

L?

值#

ZP

组合糖耐量组明显高于对照组#糖耐量异常

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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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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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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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明显高于对照组$

$

%

%#%,

&#

ZP

组的值

也明显高于糖耐量异常组$

$

%

%#%,

&)这也表明在临床上#要

严格区分糖尿病患者和糖耐量异常患者)血糖可以影响到牙

周致病菌分布的异常#并促进致病菌的生长繁殖#且与血糖值

呈正相关#所以临床上高血糖且口腔存在牙周炎的患者要严格

控制血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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