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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对慢性牙周炎老年患者病情进展和复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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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究吸烟对慢性牙周炎老年患者病情进展和复发的影响%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6

年

"

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收治的
7'

例慢性牙周炎患者!其中吸烟者
#7

例作为观察组!不吸烟者
#7

例作

为对照组%抽取
7'

例患者前臂静脉血
73-

并离心提取血清!于血清中分别加入吸烟个体和非吸烟个体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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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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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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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牙龈卟啉单胞菌"

2

,

$感染
TZ

细胞模型!作用
"#E

后!使用脑心浸液琼脂培养基对细菌进行
7

"

%J

的培养!计数细菌菌落%使用人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

$试剂盒对
#

组患者上清液中的基质金属蛋白酶

"

!!2

$

4"

&

!!24<

和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
4"

"

=+!24"

$的浓度差异进行测定%对
#

组血清中分别加入不同体积

血清对
2

,

内化
TZ

细胞的影响和
TZ

细胞分泌
!!24"

&

!!24<

&

=+!24"

的差异进行分析%比较
#

组血清中加入

相同血清量
2

,

内化
TZ

细胞及
TZ

细胞分泌
!!24"

&

!!24<

&

=+!24"

浓度的差异%结果
!

加入不同体积的血清

后对照组个体血清
2

,

内化
TZ

细胞的菌落数均明显小于吸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

%

'$'7

$%

#

组个体血清加

入不同体积血清
2

,

内化
TZ

细胞的菌落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R

%

'$'7

$%随着吸烟组血清剂量的增加!

TZ

细

胞表达
!!24"

&

!!24<

&

=+!24"

的质量浓度增加!不同体积的血清引起
!!24"

&

!!24<

&

=+!24"

表达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R

%

'$'7

$%当加入
U''

!

-

吸烟组血清与加入
U''

!

-

非吸烟组血清比较!

TZ

细胞分泌
!!24"

&

!!24<

&

=+!24"

的质量浓度均明显升高"

R

%

'$'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

吸烟个体的血清能够促进
2

,

内

化
TZ

细胞产生
!!24"

&

!!24<

&

=+!24"

!促进慢性牙周炎的进展和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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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牙周炎是由牙菌斑中的微生物引起的感染性疾病#是

常见的牙齿支持组织多发疾病*

"

+

,临床主要表现为牙龈组织

的炎性水肿出血#同时龈下菌斑和其产物对宿主细胞产生刺激

并释放出多种炎性介质#同时与宿主细胞产生免疫反应协同作

用促进牙槽骨的吸收*

#

+

,烟草中的尼古丁和可替丁能够促进

牙龈卟啉单胞菌$

2

,

&黏附及侵入
TZ

细胞这一过程#进而引起

并促进牙周炎的发展*

&

+

,因此#使用吸烟个体的血清替代龈沟

液能够全面地反映烟草在
2

,

内化牙龈上皮细胞中的作用,

-

6'##

-

检验医学与临床
#'"7

年
U

月第
"#

卷第
"7

期
!

-BC!?J)D89

!

/L

,

L@A#'"7

!

*>D$"#

!

S>$"7



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6

年
"

月南京大学医

学院附属口腔医院收治的
7'

例慢性牙周炎患者#其中吸烟者

#7

例#年龄
67

"

%7

岁#平均$

7%$&h""$6

&岁,不吸烟者
#7

例#年龄为
6%

"

%U

岁#平均$

77$&h"'$#

&岁,纳入标准!$

"

&经

临床诊断为慢性牙周炎患者,$

#

&

&

个月内未使用过抗生素)

免疫调节剂等,$

&

&已签署知情书并自愿参加本项研究者,排

除标准!$

"

&不符合上述纳入标准者,$

#

&合并多种急慢性疾病

或免疫系统疾病者,$

&

&严重精神疾患者者,

$$/

!

方法

$$/$$

!

细菌培养
!

$

"

&抽取患者前臂静脉血
73-

离心后收

集血清#保存于
YU'W

,$

#

&常温复苏后#接种于新鲜配置的

含
":

氯化血红蛋白)

7:

无菌脱纤维羊血)

'$":

维生素
T

"

的

脑心浸液琼脂培养基#置于
&%W

的厌氧环境中培养
7

"

%J

,

$

&

&革兰氏染色和生化鉴定为
2

,

/=))&&#%%

纯培养#使用液

体培养在
6W

环境中培养
#6E

#并使用
7'''I

"

389

的速率离

心
"'389

收集细菌#使用磷酸盐缓冲液$

2Z.

&洗涤一次后#重

悬在无抗生素的达尔伯克改良伊格尔培养基$

a!(!

&培养液

中#使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量
;''93

处的吸光度值#然后调节

菌悬液至
"̂ "'

U

)Xe

"

3-

作备用,$

6

&细菌液体在增菌后采

取抽签法抽取
"7

个样本#对这些样本进行革兰氏染色后使用

2)1

法鉴定
2

,

,

$$/$/

!

细胞培养
!

在低糖
a!(!

中接种常规复苏
TZ

细胞

株
/=))))-"%

#饱和适度为
7'3-

"

-)[

#

和
&%W

的环境中

培养传代
"

"

#

代,在显微镜下可以观察到此时细胞形态为

.铺路石/状#在瓶底
U':

"

<':

长满时使用含乙二胺四乙酸

$

(a=/

&的
#$7

,

"

-

的胰蛋白酶进行消化#并对细胞的质量进

行计数#将细胞密度调整为
#^"'

U

"

-

#使用
#$7 3-

低糖

a!(!

接种于
;

孔板上#然后继续培养
#6E

后确保细胞为贴

壁状态,

$$/$'

!

计数细菌菌落数
!

贴壁状态的
TZ

细胞长满
;

孔板的

U':

"

<':

时#细胞的数量计数结果为
#$7^"'

; 个"孔#使用

2Z.

冲洗
&

次后#更换低糖
a!(!

并加入
#$7̂ "'

U

)Xe

"

3-

2

,

#确保感染复数为
"''5"

#不加入
2

,

的孔为阴性对照,在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血清中分别加入非吸烟个体和吸烟个

体的血清
#''

)

6''

)

U''

!

-

至
2

,

感染
TZ

细胞模型#不加入任

何个体血清的孔为阴性对照,共同孵育
#E

后每个样本形成
&

个负孔#使用
2Z.

冲洗
&

次后以清除未黏附到
TZ

细胞的
2

,

#

加入含有抗生素的
a!(!

孵育
"E

#使用
2Z.

洗涤
6

次#

"#E

后充分吸收
7''

!

-

上清液#在
YU' W

环境下保存,剩余的

a!(!

扔掉后#使用
2Z.

冲洗
6

次#在每个孔中加入
"3-

灭

菌双蒸水裂解细胞
<'389

后将悬液等比稀释#取
"''

!

-

接种

于新鲜配制的含
":

氯化血红蛋白)

7:

无菌脱纤维羊血)

'$":

维生素
T

"

的脑心浸液琼脂培养基中培养
7

"

%J

#计数

细菌菌落,

$$/$1

!

检测方法
!

按照
!!24"

)

!!24<

)

=+!24"

试剂盒说

明进行操作#使用酶标仪$瑞士#

+9O898A?!#''

#

=?FB9F>3

G

B4

9

H

&对每个孔
67'93

处的吸光度值进行测定#使用
!B@A?I4

2D?Q#'"'

软件将标准曲线绘制出来#并计算相应的吸光度值对

应的浓度,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及统

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h?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B

检验#以

%

\'$'7

为检验水准#

R

%

'$'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不同体积血清对
2

,

内化
TZ

细胞菌落数的影响
!

研究结果显示#加入不同体积的血清后对照组个体血清
2

,

内

化
TZ

细胞的菌落数均明显小于吸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R

%

'$'7

&,

#

组个体血清加入不同体积血清
2

,

内化
TZ

细

胞的菌落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R

%

'$'7

&,见表
"

,

表
"

!

#

组不同体积血清对
2

,

内化
TZ

细胞菌落数

!!!

的影响%

)h?

*

"̂'

6

)Xe

&

3-

'

分组
样本数

$

3

&

2

,

内化
TZ

细胞菌落数

#''

!

- 6''

!

- U''

!

-

* R

观察组
#7 ""$#h"$" "#$;h"$# 66$%h"$& 6"$6"" '$'''

对照组
#7 &&$;h"$6 &U$<h"$" ""$#h"$# &&$"#6 '$''"

B 7$%67 "'$"%< U$"&< Y Y

R '$''7 '$''" '$''" Y Y

!!

注!

Y

表示无数据,

/$/

!

#

组血清对
2

,

内化
TZ

细胞过程中产生
!!24"

的作

用
!

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吸烟个体血清体积的增加
TZ

细胞表

达
!!24"

的质量浓度增加#而非吸烟个体的血清对
TZ

细胞表

达
!!24"

的影响不大,当加入
#''

!

-

血清时#

#

组血清中
TZ

细胞分泌
!!24"

的质量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R

$

'$'7

&,

当加入
6''

和
U''

!

-

血清时#

#

组血清中
TZ

细胞分泌
!!24"

的质量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

%

'$'7

&,见表
#

,

表
#

!

#

组血清对
2

,

内化
TZ

细胞过程中产生
!!24"

的作用%

)h?

*

!

,

&

-

'

分组 样本数$

3

&

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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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2

,

能够侵入到宿主细胞的上皮细胞中并存活在其中#在

一定的条件下
2

,

能够游移出细胞#促进慢性牙周炎的复

发*

6

+

,

!!2

是一族能够降解细胞外基质的锌离子依赖性蛋

白水解酶#

!!24"

是一种成纤维细胞型胶原酶#能够降解细胞

外基质中最为丰富的胶原#促进微生物感染向深部组织的扩散

运动*

7

+

,

!!24<

是一种降解基底膜的重要蛋白酶#是由各种

基质细胞保持酶原的形式在细胞内合成的#最终分泌到细胞外

侧#对骨吸收和骨组织的重建发挥作用*

;

+

,

=+!2

是一种相对

分子质量为
#$<̂ "'

6 的糖蛋白#能够调节和抑制已经被激活

的
!!24<

)

!!24"

*

%

+

,因此#在机体内的
!!2

和
=+!2

之间

的分泌与降解过程中保持着稳定的关系#这种平衡稳定的关系

能够维护牙周组织的健康#但是烟草内有害物质的作用会打破

!!2

和
=+!2

的平衡状态*

U

+

,本文通过模拟慢性牙周炎患

者在吸烟和非吸烟个体血清中的存在条件#

2

,

内化
TZ

细胞

的数量#对
#

种个体血清对
TZ

细胞分泌的
!!24<

)

!!24"

)

=+!24"

浓度的影响进行了探究#进而探究了吸烟对慢性牙周

炎老年患者病情进展和复发的影响,

吸烟者的口腔卫生一般较差#牙面多堆积菌斑#且形成较

多的牙石#舌侧龈退缩#由于尼古丁对牙龈血管的收缩产生刺

激作用#造成其血流量减少#同时吸烟使牙龈角化变厚#在牙龈

下构成特定的牙周病原体#对某些药物对特定牙周致病菌的抑

制作用产生影响#因而吸烟者牙龈下对特定致病菌的感染率较

高,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患有慢性牙周炎的吸烟个体预后较

差#复发率较高,这与王宏岩等*

<

+研究结果相同,这是由于烟

草中的尼古丁和可替丁会对包括
2

,

O83/

在内的
7U

中基因表

达产生影响#而
O83/

基因对细菌黏附和侵入的过程发挥着重

要作用#

O83/

基因表达上调后能够有利于
2

,

对
TZ

细胞的侵

入*

"'

+

,而不同浓度的尼古丁和可替丁还能够调节
1B

,

/

等相

对分子质量的表达#而这些相对分子质量的表达上调会促使细

菌产生更多的能量和毒力来维持细菌内化细胞的进程*

""

+

,同

时吸烟会降低多形核白细胞$

2!S

&的吞噬能力和趋化性#减

少患者机体的单核细胞数量和淋巴细胞的数量#当炎性反应发

生时#

2!S

和淋巴细胞等就不能有效地杀伤)吞噬和降解组织

碎片和病原微生物#导致继发性和原发性的免疫能力低下,而

本项研究中#加入不同量的吸烟者个体的血清后#与非吸烟者

个体血清相比促进了
2

,

内化
TZ

细胞的数量#并且随着加入

血清量的增多这种差异也越明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

为血清中的某些烟草成分通过上调
2

,

的某些蛋白或基因#上

调了
2

,

侵入细胞的能力和毒力作用#也可能是由于烟草成分

加速了上皮细胞的胶原降解而使促进了细菌的侵入#具体原因

还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同时烟草能够通过造成局部缺氧环

境使
!!2

和
=+!2

的表达增高,本文中加入大剂量吸烟个

体血清时#

TZ

细胞分泌的
!!24"

和
!!24<

的浓度也明显升

高#

=+!24"

的浓度也随之升高#这可能是由于随着
!!24"

和

!!24<

的分泌增多#

TZ

细胞代偿性的分泌
=+!24"

#来保持

机体内
!!2

和
=+!2

的相对平衡状态#进而保持局部组织的

相对稳定和健康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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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中发现吸烟组患者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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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检查时其指标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这进一步说明吸烟是

牙周炎的重要危险因素#但牙周炎是一种多因素诱发的疾病#

这些因素互相拮抗且互相影响#在不同的环境和宿主中产生较

大的影响#因此临床中采用牙周治疗能够改善口腔卫生状况去

除致病因素#这种治疗方法对吸烟者和不吸烟者均能够发挥较

佳的临床疗效,

综上所述#吸烟个体的血清能够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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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化
TZ

细胞产

生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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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慢性牙周炎的进展和复发,

也就是说吸烟患者的口腔环境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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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致病作用#进而

促进慢性牙周炎进展和复发,

参考文献

*

"

+

ZI8A>X

#

/D3?8JB.

#

X8

,

L?I?J>)!.$?ABD$(QA?9AB9J@?4

K?I8A

H

>OFEI>98F

G

?I8>J>9A8A8@89FEI>98FN8J9?

H

J8@?B@?

G

BA8?9A@

*

_

+

$_2?I8>J>9ABD1?@

#

#'"#

#

6%

$

6

&!

6#;46&'$

*

#

+ 贾薇
$

盐酸米诺环素软膏治疗慢性牙周炎的临床观察

*

_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

$

"U

&!

#6;U4#6;<$

*

&

+ 周婷#谢萍#徐屹#等
$

牙周基础治疗对慢性牙周炎患者临

床指标及
7

种牙周可疑致病微生物的影响*

_

+

$

口腔医学

研究#

#'"#

#

#U

$

"

&!

&<46#$

*

6

+ 王建宁#杨纲领#韩凉#等
$

慢性牙周炎患者中牙龈卟啉单

胞菌的检测及致病岛
1B

,

基因的初步研究*

_

+

$

中国医

刊#

#'"#

#

6%

$

""

&!

<"4<6$

*

7

+ 刘东辉#曹阳
$

米诺环素软膏与碘甘油治疗慢性牙周炎的

效果观察*

_

+

$

中国生化药物杂志#

#'"6

#

&<

$

6

&!

"6'4"6"$

*

;

+ 熊均平#付宜静#崔小慢#等
$

慢性牙周炎基础治疗后龈沟

液中基质金属蛋白酶
4U

含量的变化*

_

+

$

现代预防医学#

#'"6

#

6"

$

6

&!

%'%4%'<$

*

%

+ 包柳明#叶皓玫
$

米诺环素对慢性牙周炎龈沟液中
!!24

#

及其
=+!24#

的影响及疗效观察*

_

+

$

放射免疫学杂志#

#'"&

#

#;

$

6

&!

7&'47&#$

*

U

+ 左渝陵#金钊#余剑锋#等
$

益气升阳法对慢性牙周炎患者

龈沟液
+-4;

和
!!24#

含量的影响*

_

+

$

现代预防医学#

#'"#

#

&<

$

#"

&!

7;%U47;%<$

*

<

+ 王宏岩#谭丽思#刘俊超#等
$

吸烟个体血清对牙龈卟啉单

胞菌内化
TZ

细胞及
TZ

细胞产生基质金属蛋白酶
"

)

<

和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
"

的影响*

_

+

$

中华口腔医学杂

志#

#'"6

#

6<

$

"

&!

"74#'$

*

"'

+赵爽#张璇#赵蕾#等
$

不同
O83/

基因型牙龈卟啉单胞菌

对血管内皮细胞黏附与侵入能力的研究*

_

+

$

牙体牙髓牙

周病学杂志#

#'"6

#

#6

$

U

&!

66#4667$

*

""

+李彦君#潘亚萍#陈旭#等
$

不同
O83/

基因型牙龈卟啉单

胞菌在青春期龈炎患者中的分布*

_

+

$

口腔医学研究#

#'"#

#

#U

$

;

&!

77;477<$

*

"#

+刘芹#孙海鹏#吴亚霖#等
$

龈下菌斑表面抗原对牙龈上皮

细胞
+-4"

&

)

!!24U

表达的影响*

_

+

$

中华临床医师杂志#

#'"&

#

%

$

#6

&!

""6'<4""6"#$

$收稿日期!

#'"74'#4";

!!

修回日期!

#'"74'64"7

&

$上接第
##'&

页&

疗患者等需输注高刺激)高渗性药物的情况#但置入
2+))

导

管后易出现多种并发症*

<

+

,结合本医院的实际情况对渗血)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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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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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护理服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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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输液护理相关用具合理选择与临床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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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评估工具的实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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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静脉治疗护理现状及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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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静脉评估及静脉穿刺的

层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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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管理小组在预防化疗所致静脉炎中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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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管后并发症的相关因素分析及防

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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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管前系统评估促进经外周静

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安全性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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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肿瘤患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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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管

前评估与预防并发症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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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

管致血栓性静脉炎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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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静脉输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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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的实践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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