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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葛根芩连汤治疗慢性牙周炎合并动脉粥样硬化的疗效及机制$方法
!

将
:8

例慢性牙周炎合并动脉粥样

硬化患者分为两组!每组
0;

例$对照组给予牙周基础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口服葛根芩连汤$对比两组治疗前后牙周症

状%血脂水平%炎性因子的变化$结果
!

治疗后!两组探针深度"

,S

#%牙周附着水平"

9!

#%出血指数"

P+T

#%菌斑指数"

,!T

#明显降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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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
,S

%

9!

%

P+T

%

,!T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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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两组三酰甘

油"

&O

#%总胆固醇"

&R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S!'R

#明显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2S!'R

#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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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
&O

%

&R

%

!S!'R

明显低于对照组!

2S!'R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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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两组肿瘤

坏死因子
'

#

"

&%$'

#

#%白细胞介素
':

"

T!':

#%超敏
R

反应蛋白"

D@'R_,

#明显降低!观察组
&%$'

#

%

T!':

%

D@'R_,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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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葛根芩连汤治疗慢性牙周炎合并动脉粥样硬化的疗效确切!能明显改善患者牙周症状!调

节血脂水平!减轻炎性反应$

关键词"葛根芩连汤&

!

牙周炎&

!

慢性&

!

动脉粥样硬化&

!

血脂&

!

炎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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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周炎是由牙菌斑生物膜引起的牙周组织慢性感染性疾

病#常存在着多种厌氧菌混合感染#大约有
-/U

!

3/U

牙周袋

菌斑中存在厌氧菌感染'

.

(

)而动脉粥样硬化$

9P

%是临床常见

的一种血管病变)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口腔牙周感染与
9P

斑

块形成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因此#积极治疗慢性牙周炎#尤

其是合并动脉粥样硬化者#对于降低心脑血管危险事件的发生

有着重要意义)葛根芩连汤具有解热*抗菌*抗病毒*解痉*增

强机体免疫功能等药理作用'

;

(

)本课题组前期试验也已经证

+

58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8

卷第
.3

期
!

!CGW?LRF<=

!

XEA*G?);/.-

!

"*F4.8

!

%*4.3

"

基金项目"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
;/.:

年指令课题资助项目$

;/.:;;-

%)

!!

作者简介!赵兵#男#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外科方面的研究)



实葛根芩连汤可以降低试验性牙周炎合并
9P

大鼠的血脂和

血清肿瘤坏死因子
'

#

$

&%$'

#

%水平#提示牙周炎与
9P

同时治

疗有利于改善机体的炎性反应状态'

0

(

)因此本研究对
0;

例慢

性牙周炎合并
9P

患者在常规牙周基础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口

服葛根芩连汤#探讨其对血脂及炎性反应的影响#为临床研究

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选取
;/.5

年
-

月至
;/.:

年
..

月河北省唐

山市中医院收治的慢性牙周炎合并
9P

患者
:8

例作为研究对

象)全部患者经
d

线检查*多普勒超声或
R&

等影像学检查确

诊
9P

#并且符合1牙周病学2中慢性牙周炎的诊断标准)按照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0;

例)观察组男
.3

例#女
.0

例&年龄
01

!

-.

岁#平均$

584;3V:4.0

%岁&病程

/4:

!

:4/

年#平均$

04.8V/451

%年&冠心病
.:

例#稳定型心绞

痛
.;

例#高脂血症
8

例&中度牙周炎
.-

例#重度牙周炎
.5

例)

对照组男
.1

例#女
.8

例&年龄
0-

!

-/

岁#平均$

584.1V:4;0

%

岁&病程
/45

!

:4/

年#平均$

04/3V/4:.

%年&冠心病
.-

例#稳

定型心绞痛
.0

例#高脂血症
;

例&中度牙周炎
.3

例#重度牙周

炎
.0

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4/5

%#具有可比性)

$4/

!

纳入及排除标准
!

纳入标准!$

.

%中度牙周炎#牙周附着

水平$

9!

%在
0MM

的位点不足
1

个#且分布于
0

个区域的
:

颗

牙齿上#

9!

平均值在
.4:

!

;48MM

#缺失牙齿少于
5

颗&重度

牙周炎#

9!

在
5MM

的位点至少在
0

个区域有位点#

9!

平均

值在
;45MM

左右#缺失牙齿少于
.8

颗)$

;

%全部患者半年内

未服用调脂药物)$

0

%全部患者自愿参加本研究#签订知情同

意书)排除标准!$

.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

;

%合并糖尿

病*肿瘤*肝病*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0

%

0

个月内接受相关牙周

治疗及抗菌药物治疗者&$

8

%吸烟患者&$

5

%各种急慢性感染*免

疫*炎性反应性疾病&$

:

%饮食习惯严重不规律#肥胖患者)

$4'

!

治疗方法
!

采集患者空腹静脉血
5M!

#采用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东芝
-/:/

型%检测血脂指标!三酰甘油$

&O

%*总胆固

醇$

&R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S!'R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2S!'R

%的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清
&%$'

#

*白

细胞介素
':

$

T!':

%*

T!'1

的水平#试剂盒由贝克曼公司生产)

对照组!给予牙周基础治疗)首先进行健康口腔卫生知识宣

教#包括刷牙方式*牙线的使用#指导患者进行自我菌斑控制#

然后进行全口牙龈上清洁及抛光#

.

次完成&在局部麻醉下进

行龈下刮治*根面平整治疗#以清除菌斑及牙结石#分
8

次完

成#时间间隔
-L

&拔除无保留价值的患牙)观察组!在对照组

基础上#给予葛根芩连汤#方中组成葛根
.5

B

#黄芩
3

B

#黄连
3

B

#甘草
:

B

)水煎剂#每日
.

剂#取汁
0//M!

#早晚
;

次温服)

$41

!

观察指标
!

分别于治疗前后#检测患者牙周症状!探针深

度$

,S

%*

9!

*出血指数$

P+T

%*菌斑指数$

,!T

%&血脂水平!

&O

*

&R

*

!S!'R

*

2S!'R

&血清炎性因子!

&%$'

#

*

T!':

*超敏
R

反应

蛋白$

D@'R_,

%的变化)

,S

*

9!

!选取每颗牙在唇侧*舌侧的近

中*正中*远中共
:

个位点#取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将全口牙

的
,S

*

9!

平均值作为检测结果)

P+T

!于每颗牙的舌侧*唇侧

采用牙周探针轻插入牙龈缘下
.MM

#观察出血及其程度#取

两侧的平均值作为单个牙齿的平均值#取全口牙的平均值作为

检测结果)

,!T

!于每颗牙的近中*正中*远中*舌面#采用探针

轻划压面#取平均值每颗牙齿作为测量结果#取全口牙的平均

值作为检测结果)

$4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PP.34/

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率

或例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以
IVF

表示#组

间对比行独立样本
?

检验#组内比较行配对
?

检验&以
!

%

/4/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4$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牙周症状变化
!

治疗前#两组
,S

*

9!

*

P+T

*

,!T

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治疗后两组

,S

*

9!

*

P+T

*

,!T

明显降低&观察组
,S

*

9!

*

P+T

*

,!T

明显低

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4/5

%)见表
.

)

/4/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水平变化
!

治疗前#两组
&O

*

&R

*

!S!'R

*

2S!'R

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治疗

后#两组
&O

*

&R

*

!S!'R

明显降低#

2S!'R

明显升高&观察组

&O

*

&R

*

!S!'R

明显低于对照组#

2S!'R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4/5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S

%

9!

%

P+T

%

,!T

水平比较#

IVF

$

分组
(

时间
,S

$

MM

%

9!

$

MM

%

P+T

$分%

,!T

$分%

观察组
0;

治疗前
84-/V.405 840;V.4/: ;41:V/4-0 .4-/V/458

治疗后
;451V/4-;

CG

;415V/45;

CG

.4:0V/48.

CG

/43;V/40/

CG

对照组
0;

治疗前
84:5V.48/ 84;-V.4.0 ;41.V/4-1 .4:-V/45:

治疗后
04/8V/415

C

04.8V/41.

C

;4/:V/453

C

.4;:V/40-

C

!!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C

!

%

/4/5

&与对照组比较#

G

!

%

/4/5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O

%

&R

%

!S!'R

%

2S!'R

的水平比较#

IVF

&

MM*F

'

!

$

分组
(

时间
&O &R !S!'R 2S!'R

观察组
0;

治疗前
;4;.V/4:1 54-1V.485 0401V/435 .4.0V/40.

治疗后
.45:V/48;

CG

8405V/43-

CG

;48/V/45.

CG

.45/V/480

CG

对照组
0;

治疗前
;4.1V/4-. 54:3V.45. 04;-V.4/; .4.-V/40;

治疗后
.413V/458

C

841-V.4;0

C

;43.V/4:1

C

.40:V/40-

C

!!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C

!

%

/4/5

&与对照组比较#

G

!

%

/4/5

/4'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炎性因子对比
!

治疗前#两组
&%$'

#

*

T!':

*

D@'R_,

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治

+

:8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8

卷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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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EA*G?);/.-

!

"*F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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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后#两组
&%$'

#

*

T!':

*

D@'R_,

明显降低&观察组
&%$'

#

*

T!'

:

*

D@'R_,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4/5

%)

见表
0

)

表
0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

#

%

T!':

%

D@'R_,

!!!

的水平比较#

IVF

&

(B

'

M!

$

分组
( &%$'

#

T!': D@'R_,

观察组

!

治疗前
0; ..4-1V;458 -4:.V.4;8 ./4-5V.41;

!

治疗后
0; -458V.403

CG

843-V.4/5

CG

:45-V.40/

CG

对照组

!

治疗前
0; ..4:5V;4-/ -45:V.40- ./4:1V.430

!

治疗后
0; 34.0V;4/:

C

5410V.4.:

C

14.:V.4;-

C

!!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C

!

%

/4/5

&与对照组比较#

G

!

%

/4/5

'

!

讨
!!

论

从祖国医学来讲#慢性牙周炎多由风火抑郁*胃中积热引

起#而
9P

常常是由火热成瘀#搏结血脉所致'

8

(

)二者皆与火

热之邪密切相关)所以临床上慢性牙周炎合并
9P

较为常见#

其疾病机制主要是火盛#血瘀脉阻)火热之邪是其发生*发展

的一个重要致病因素#火热可气成瘀#灼络伤脉)慢性牙周炎

合并
9P

之火热盛者#宜苦寒直折火势#清解表里内外之火热

之邪#葛根芩连汤恰中病因'

5

(

)方中葛根为君#味辛#辛散郁

火#尤其适用于脾胃湿热伏火#还能活血通络#散火通络#火散

则龈热去#络通则脉流畅)黄芩*黄连#可清热燥湿#凉血散瘀#

可清诸脏腑之热#邪热与湿热俱可清利'

:

(

)黄芩*黄连皆味苦

入心#黄芩可凉血散瘀#下血闭#黄连去心窍恶血#通心脉)甘

草清热解毒#兼以调和诸药)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治疗后牙周症状指标$

,S

*

9!

*

P+T

*

,!T

%均明显降低#观察组降低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结

果提示#葛根芩连汤能明显改善慢性牙周炎的临床症状)其原

因为葛根主要有效成分异黄酮类化合物#具有促进成骨细胞增

殖*分化及矿化的作用#可以促进成骨细胞合成和分泌碱性磷

酸酶#同时可以造成体外培养的破骨细胞空泡性变#骨吸收陷

窝面积减少等'

-

(

&黄芩有广谱抗菌作用#对多种厌氧菌有效&黄

连具有抑菌*抗炎*镇痛*抑制炎性组织增生及肉芽肿形成作

用#能够促进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和胶原蛋白的合成&甘草黄酮

类化合物具有抗菌*抗病毒*抗炎*抗变态反应作用#对于牙周

炎性疾病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1

(

)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治疗后血脂水平明显改善#而观察

组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结果提示葛根芩连汤能有效调节

患者血脂水平)其可能的原因!葛根素具有调节血管内膜依赖

性舒张因子#降低
&R

*

&O

水平且在一定程度升高
2S!'R

在

外周血水平的作用&黄芩含有的总黄酮具有降低血胆固醇作

用#黄芩苷能够降低
9P

大鼠血清中的
&R

*

!S!'R

#升高
2S!'

R

起到抗
9P

的作用&甘草次酸可以降血脂*抗
9P

'

3'./

(

)

炎性反应与慢性牙周炎*

9P

的关系密切)在心血管疾病

中#

&%$'

#

可通过氧化张力*细胞通透性*破坏兴奋收缩偶联

等途径损伤心肌细胞'

..

(

)在牙周病中#

&%$'

#

是一种重要的

炎性反应启动因子#能诱导产生破骨细胞#促使牙槽骨吸收&能

促使基质细胞凋亡#影响牙周修复&还能促使产生基质金属蛋

白酶#损伤胶原纤维'

.;

(

)

D@'R_,

是一种敏感的炎性反应标志

物#其浓度与炎性反应的程度呈正相关'

.0

(

)

D@'R_,

还能诱导

T!':

的生成#进一步促使牙周细胞转为破骨细胞#促进单核细

胞产生炎症介质#加重炎性反应'

.8

(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

者治疗后
&%$'

#

*

T!':

*

D@'R_,

明显降低#而观察组降低程度

明显优于对照组)结果提示#葛根芩连汤具有明显的抗炎作

用#这也可能是葛根芩连汤进一步改善牙周症状#调节血脂水

平的主要作用机制之一)

综上所述#葛根芩连汤能明显改善慢性牙周炎合并
9P

患

者的牙周症状#改善血脂水平#减轻炎性反应#具有临床研究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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