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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米诺环素经根管途径和牙周袋内给药治疗牙周牙髓综合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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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观察盐酸米诺环素经根管途径和牙周袋内给药治疗牙周牙髓综合征的效果&方法
!

选取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牙周牙髓综合征患者
19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

组!其中对照组
$1

例"患牙
<'

颗%给予常规根管治疗!并

经牙周袋途径给予盐酸米诺环素治疗#研究组
$0

例"患牙
<&

颗%给予常规根管治疗!并经根管途径给予盐酸米诺环素治疗!比较

"

组治疗前后细菌密度'细菌构成'出血指数"

X4

%'牙龈指数"

(4

%'牙周袋探诊深度"

8-

%'菌斑指数"

8T4

%!以评价疗效&结果
!

"

组治疗后
<

周细菌密度较治疗前明显降低!革兰阴性菌和螺旋体构成比例下降!革兰阳性菌比例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组治疗后
!"

周
X4

'

(4

'

8-

'

8T4

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研究组治疗后
<

周细菌密度低于

对照组!螺旋体构成比例低于对照组!革兰阳性菌构成比例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研究组治疗后
!"

周
X4

'

(4

'

8-

'

8T4

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研究组总有效率为
0'#%0̂

!对照组为
9!#$'̂

!

"

组疗效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

"

组不良反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9'

!

!

%

%#%&

%&结论
!

牙周牙髓综合征采用盐酸米诺环素

经根管途径给药抑菌作用更强!效果优于牙周袋内给药&

关键词"牙周牙髓综合征#

!

盐酸米诺环素#

!

经根管途径#

!

牙周袋内给药#

!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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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周牙髓综合征是指发生于晚期牙周炎的牙周-牙髓组织

联合病变#病原菌培养显示#患牙牙周袋内和牙髓内都存在以

厌氧菌为主的混合感染*

!="

+

'因此#牙周牙髓综合征的治疗除

进行常规根管治疗外#还要结合局部抗菌药物治疗#以彻底消

除感染源'盐酸米诺环素是快速-高效-长效的新型广谱抗菌

药#属半合成四环素类药物#抗菌谱与多西环素相似'抗菌作

用比四环素强
"

!

$

倍#为该属中作用最强的药物#能克服耐四

环素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链球菌等'近年广泛用于

慢性牙周炎-牙周脓肿的治疗#疗效确切#但经根管途径和经牙

周袋给药哪种方法效果更好业界尚无定论'本研究采用随机

对照研究#在常规根管治疗的同时分别经根管途径和经牙周袋

给药治疗牙周牙髓综合征#对临床症状改变情况-疗效及抗菌

,

&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9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F+.BLUI?@

!

2>ABN+BH"%!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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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进行评价#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牙周牙髓综合征患者
19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

组'对

照组
$1

例$患牙
<'

颗&%男
'!

例#女
!0

例%年龄
'<

!

<!

岁#平

均$

&'#9W!"#0

&岁'研究组
$0

例$患牙
<&

颗&%男
'%

例#女
!0

例%年龄
'&

!

<$

岁#平均$

&&#!W!'#"

&岁'

"

组患者年龄-性

别构成-患牙位置-患牙松动和病变程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的一般资料(

+

$

^

%)

组别
+

患牙位置

前牙 后牙

牙齿松动

+

d

'

d

根分叉病变程度

+

d

'

d

对照组
<' "!

$

''#''

&

$"

$

<<#<9

&

"$

$

'0#!%

&

'1

$

<!#1%

&

"9

$

$"#0<

&

'<

$

&9#!$

&

研究组
<& ""

$

''#0&

&

$'

$

<<#!&

&

"'

$

'&#'0

&

$"

$

<$#<"

&

"9

$

$!#&$

&

'0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

+

为患牙数

$#/

!

纳入及排除标准
!

本研究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纳入标准!$

!

&患者有不可逆性牙髓或根尖炎#有真性牙周袋#

牙周袋探诊深度大于
&NN

%$

"

&牙齿松动-根分叉病变均为

+

d

!'

d

%$

'

&近
!"

个月未接受过牙周治疗'排除标准!$

!

&近

'

个月内服用抗菌药物的患者%$

"

&对本次研究药物有过敏史

者%$

'

&根管出现钙化或变异#不适合行根管治疗患者#合并全

身系统性疾病患者'

$#'

!

方法
!

"

组患者均进行牙周基础治疗#包括龈上下洁治-

刮治#牙周袋采用
'̂

过氧化氢-

%#&̂

甲硝唑液交替冲洗#调

整咬合'对照组
$1

例患者采用常规根管治疗和充填#开髓#揭

顶#拔髓#冷牙胶侧方加压充填根管#用注射器将盐酸米诺环素

$日本
7M@CDFH42U

公司&注入牙周袋内至边缘有多余药液溢

出#

!

次"周#连续治疗
<

周%研究组
$0

例患者采用机用大锥度

镍钛
8H>DF

O

BH

旋转器械预备感染根管#经根管途径加压注入

盐酸米诺环素至根尖周病灶#暂封
&

!

9L

复诊#经
!

!

<

次换

药#检查患牙达根管充填标准后充填根管'

$#1

!

观察指标
!

$

!

&观察治疗前-治疗
<

周牙周致病菌变化!

采集各位点龈下菌斑涂片#进行革兰染色#随机选
&

个视野置

光学显微镜下观察计数#取平均数$细菌个数"千倍视野&#再计

数
"%%

个细菌#观察革兰阳性菌-革兰阴性菌和螺旋体的构成

比例%$

"

&术后
!"

周复诊#记录治疗前后出血指数$

X4

&-牙龈指

数$

(4

&-牙周袋探诊深度$

8-

&-菌斑指数$

8T4

&#根据牙周-牙

髓综合指标#结合患者主观症状评定疗效'

$#2

!

疗效判定标准
!

显效!临床症状消失#牙周
8-

$

$NN

#

X4

$

!

#牙体叩诊$

/

&#

]

线片显示根充致密完善#根尖阴影区

和病变区骨质密度明显增加%有效!临床症状明显减轻#

8-

-

X4

较治疗前明显改善#牙体叩诊$

W

&#

]

线片显示根尖阴影区和

病变区骨质密度有所增加%无效!临床症状未减轻或加重#

8-

-

X4

较治疗前无变化或加重#

]

线片显示根尖阴影区和病变区

骨质密度无变化或下降*

'

+

'总有效率
:

显效率
;

有效率'

$#)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7877!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
IW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若方差不齐采用

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等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e?I,>Q>@

秩和检验'以
!

$

%#%&

表示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治疗前后细菌数及构成情况
!

"

组治疗后
<

周细菌密度

较治疗前明显降低#革兰阴性菌和螺旋体构成比例下降#革兰

阳性菌比例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组治疗前细

菌密度-革兰阳性菌-革兰阴性菌和螺旋体构成情况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

&%研究组治疗后细菌密度低于对照组#螺

旋体构成比例低于对照组#革兰阳性菌构成比例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治疗前后牙周牙髓情况
!

"

组治疗后
!"

周
X4

-

(4

-

8-

-

8T4

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组治疗前
X4

-

(4

-

8-

-

8T4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研

究组治疗后
!"

周
X4

-

(4

-

8-

-

8T4

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见表
'

'

/#'

!

疗效观察
!

研究组显效
'"

例#有效
""

例#总有效率为

0'#%0̂

#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9!#$'̂

#

"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

!

$

%#%&

&'见表
$

'

/#1

!

不良反应观察
!

研究组治疗期间出现
"

例呕吐-

!

例恶

心#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

%对照组出现
!

例呕吐-

'

例恶

心#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0#!<̂

%

"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9'

#

!

%

%#%&

&'

"

组均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患者反

应均在停药后消失'

表
"

!!

治疗前后细菌数及构成情况

组别
+

细菌密度$个"千倍视野#

IWE

&

治疗前 治疗
<

周

螺旋体比例$

^

&

治疗前 治疗
<

周

革兰阳性菌比例$

^

&

治疗前 治疗
<

周

革兰阴性菌比例$

^

&

治疗前 治疗
<

周

对照组
$1 01#!9W!$#"0 <1#9"W!%#"1 "$#<' !&#$$ ''#"1 $<#0" $"#%0 '9#9$

研究组
$0 1%#%&W!'#<" $"#<'W&#$" "&#%9 &#'% '$#!9 &1#"" $%#9< '&#$9

;

"

!

"

%#'$! 0#1'" %#$"1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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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组治疗前后牙周牙髓相关指标$

IWE

%

组别
+

X4

治疗前 治疗
!"

周

(4

治疗前 治疗
!"

周

8-

$

NN

&

治疗前 治疗
!"

周

8T4

治疗前 治疗
!"

周

对照组
$1 $#90W%#1' "#!&W%#91 "#<'W%#$" !#9!W%#$% &#0"W!#%< '#<!W%#&9 !#<&W%#$" !#%%W%#"<

研究组
$0 $#0!W%#00 !#"0W%#"< "#<!W%#'0 %#01W%#!9 &#01W!#!9 "#91W%#'0 !#<9W%#'1 %#9$W%#!&

; %#'<0 $#0<" %#!!9 <#"1$ %#!0" &#0<9 %#$'9 '#%1!

!

%

%#%&

$

%#%&

%

%#%&

$

%#%&

%

%#%&

$

%#%&

%

%#%&

$

%#%&

表
$

!!

"

组患者的疗效观察

组别
+

显效

*

+

$

^

&+

有效

*

+

$

^

&+

无效

*

+

$

^

&+

总有效率

$

^

&

对照组
<' "!

$

''#''

&

"$

$

'0#!%

&

!0

$

"0#&0

&

9!#$'

研究组
<& '"

$

$1#"'

&

""

$

''#0&

&

!!

$

!<#1"

&

0'#%0

'

!

讨
!!

论

!!

牙周炎与牙髓根尖周病的病理过程和病因不完全相

同*

$=9

+

#但两者均是以厌氧菌为主的混合感染#引起的炎性反应

和免疫反应有较多共同点*

0

+

#其病变或感染均可通过牙周-牙

髓间的交通途径相互影响#互相渗透扩散#导致联合病变的发

生#牙周牙髓综合征就是其中之一*

1

+

'

!!

目前研究发现#感染根管中的细菌种类有
!%

!

&%

种#与牙

菌斑中的细菌相近#且感染根管与牙周袋内菌群的组成相

似*

!%

+

#说明根管的主要致病菌也是牙周的主要致病菌'因此#

牙周牙髓综合征的治疗方法主要是根管治疗的基础上#在牙周

袋内局部给予抗菌药物控制感染'牙周袋内局部给药可破坏

牙周袋内的微生物环境#改善牙周炎性反应状况#减少牙周机

械治疗后遗留的致病菌数量#巩固治疗效果'但临床应用后病

灶区感染效果控制不佳#常导致牙周牙髓综合征迁延不愈#最

终多选择拔除患牙'为提高抗菌药物治疗效果#本研究随机比

较了盐酸米诺环素经根管途径和经牙周袋给药的效果'结果

显示#治疗后
!"

周研究组
X4

-

(4

-

8-

-

8T4

均低于对照组#研究

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组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说明盐酸米诺环素经根管途径联合根管治疗可提

高疗效#改善症状'

!!

治疗前后
"

组龈下菌斑涂片检查结果显示#

"

组治疗后细

菌密度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细菌构成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表

现为治疗后革兰阴性菌和螺旋体构成比例下降#革兰阳性菌比

例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研究组治疗后螺旋体

构成比例由治疗前的
"&#%9̂

下降至
&#'%̂

#革兰阳性菌构成

比例由治疗前的
'$#!9̂

上升到
&1#""̂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说明盐酸米诺环素经根管途径联合

根管治疗在降低牙周微生物水平-改变细菌构成比例方面的效

果更好'研究显示#螺旋体在牙周牙髓混合感染中起重要作

用#是感染控制的重要指标之一*

!!

+

'有学者研究认为#牙周混

合菌斑中细菌的相对数量比绝对数量更重要'本研究结果显

示#

"

组患者治疗后螺旋体比例均明显降低#说明根管治疗联

合局部抗菌药物对控制牙周炎性反应具有明显作用#研究组患

者螺旋体构成比例下降幅度大于对照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优

于对照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

盐酸米诺环素是一种四环类广谱抗菌药物#主要成分是米

诺环素#用于合成干扰细菌蛋白#发挥抑菌效果'盐酸米诺环

素对骨组织具有较强亲和力#可通过促成纤维细胞再生而加速

牙周组织的附着'经根管途径给药#药液暂封于根管
&

!

9L

#

可长时间于局部组织内保持高水平#药效持续时间长#作用

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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