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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绝经期女性慢性牙周炎与血清白细胞介素及雌二醇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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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分析围绝经期女性慢性牙周炎与血清白细胞介素"

.T

$及雌二醇"

Z"

$水平的相关性%

方法
!

本研究选取该院
"%!+'"%!&

年就诊的
+2

例围绝经期女性慢性牙周炎患者为观察组!同时收集
&+

例非

绝经期女性牙周炎患者为对照组!检测患者血清
.T4&

及
Z"

水平并进行相关分析%结果
!

观察组
.T4&

水平及

增高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
Z"

水平低于对照组!

Z"

水平减低比例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
.T4&

水平增高者的
Z"

水平明显低于
.T4&

水平未增

高者及对照组
.T4&

水平增高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
Z"

水平减低者的
.T4&

水平明显高

于
Z"

水平未减低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对照组
Z"

水平减低者的
.T4&

水平明显高于
Z"

水平未

减低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患者的
.T4&

水平以及
Z"

水平呈负相关"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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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论
!

围绝经期女性由于激素水平变化等自身生理特征!该年龄段慢性牙周炎患者
Z"

水平较其他

年龄女性患者明显减低!

.T4&

水平明显增高!值得临床关注!指导相关诊疗工作%

关键词"围绝经期#

!

慢性牙周炎#

!

白细胞介素
4&

#

!

雌二醇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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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2"456++

"

"%!3

$

%24%5654%#

E,AHB

:

;9AD86;??857A+;-C8AJ88-6D?;-+6

>

8?+;B;-A+A+,7-B,8?H@

+-A8?58HR+-7-B8,A?7B+;5+-

>

8?+@8-;

>

7H,75J;@8-

"#$%=6(

)

#

-$:E8+(

%

#

GH%N'/

#

OH-?Q;'

$

2+

0

/345+(46

7

8465/46*6

)9

#

8?'('(

)

=+(43/*#6@

0

'4/*

#

8?'('(

)

#

8'<;?/(&"5%%%

#

=;'(/

&

EC,A?76A

!

"C

*

86A+F8

!

78BAB?

=

_C:KC>8HHC?B:@8AJC:LCCA>KH8A@>

G

CH@8<8A:@:@9BA<9CH;I@A:CH?C;Q@A

$

.T

&

BA<C9:HB<@8?@A

G

CH@ICA8

G

B;9B?L8ICA$<8AD;B,

!

):8:B?8D+2DCIB?C

G

B:@CA:9L@:K>KH8A@>

G

CH@8<8A:@:@9@A

G

CH@ICA8

G

B;9B?

G

CH@8<@A:KCK89

G

@:B?LCHC9C?C>:C<B9:KC8J9CHMB:@8A

F

H8;

G

$)A<&+DCIB?C

G

B:@CA:9L@:KA8A4

ICA8

G

B;9B?

G

CH@8<8A:@:@9LCHCCAH8??C<B9>8A:H8?

F

H8;

G

@A:K@99:;<

=

$7KC9CH;I?CMC?98D.T4&BA<C9:HB<@8?

LCHCBAB?

=

_C<$G8,H5A,

!

7KC?CMC?8D.T4&BA<:KC@A>HCB9@A

FG

H8

G

8H:@8A8D.T4&@A:KC8J9CHMB:@8A

F

H8;

G

LB9

9@

F

A@D@>BA:?

=

K@

F

KCH:KBA:KB:@A:KC>8A:H8?

F

H8;

G

#

<@DDCHCA>C9LCHC9:B:@9:@>B??

=

9@

F

A@D@>BA:

$

!

#

%$%+

&

$7KC?CM4

C?8DZ"@A:KC8J9CHMB:@8A

F

H8;

G

LB99:B:@9:@>B??

=

?8LCH:KBA:KB:@A:KC>8A:H8?

F

H8;

G

$

!

#

%$%+

&%

BA<:KC<C4

>HCB9@A

F

HB:@88DZ"@A:KC8J9CHMB:@8A

F

H8;

G

LB99@

F

A@D@>BA:?

=

K@

F

KCH:KBA:KB:@A:KC>8A:H8?

F

H8;

G

$

!

#

%$%+

&

$7KC?CMC?8DZ"LK@>K.T4&KB<@A>HCB9C<@A8J9CHMB:@8A

F

H8;

G

LB99@

F

A@D@>BA:?

=

?8LCH:KBAA8A4@A4

>HCB9C<@A8J9CHMB:@8A

F

H8;

G

BA<@A>HCB9C<@A>8A:H8?

F

H8;

G

#

<@DDCHCA>C9LCHC9:B:@9:@>B??

=

9@

F

A@D@>BA:

$

!

#

%$%+

&

$7KC?CMC?8D.T4&LK@>KZ"KB<@A>HCB9C<LB99@

F

A@D@>BA:?

=

K@

F

KCH:KBAA8A4@A>HCB9C<@AJ8:K

F

H8;

G

9

#

<@DDCHCA>C9LCHC9:B:@9:@>B??

=

9@

F

A@D@>BA:

$

!

#

%$%+

&#

.AB<<@:@8A$7KC>8HHC?B:@8ABAB?

=

9@99K8LC<:KB::KCHCLB9

BAC

F

B:@MC>8HHC?B:@8AJC:LCCA.T4&BA<Z"

$

3`'%$"#3

#

'%$!#5

#

!

#

%$%+

&

$4;-65H,+;-

!

7KC?CMC?8DZ"@A

G

CH@ICA8

G

B;9B?DCIB?C

G

B:@CA:9L@:K>KH8A@>

G

CH@8<8A:@:@9<C>HCB9C98JM@8;9?

=

B>>8H<@A

F

:8:KC>KBA

F

@A

F

8D

G

K

=

9@8?8

F

@>B?DCB:;HC

#

LK@?C:KC?CMC?8D.T4&@9M@9@J?

=

@A>HCB9C<

#

LK@>K@98D@I

G

8H:BA:9@

F

A@D@>BA>C@A>?@A@>B?

L8HQ$

I8

:

J;?B,

!

G

CH@ICA8

G

B;9B?

G

CH@8<

%

!

KH8A@>

G

CH@8<8A:@:@9

%

!

@A:CH?C;Q@A4&

%

!

C9:HB<@8?

!!

慢性牙周炎的始动因子是牙周的致病菌#但是微

生物的存在并非是引起病损的唯一因素#患者的自身

易感性也在此类牙周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中起到了重

要作用(有研究还提示#易感的宿主是牙周炎性疾病

发生的决定性因素*

!4"

+

(不少全身因素#包括内分泌

状态)免疫水平以及精神压力)营养水平等均可以影

响患者的防御体系#引起宿主对牙周致病菌发生不同

反应%同时#雌激素可以通过雌激素受体直接作用于

成骨细胞)破骨细胞等#比如雌二醇$

Z"

&水平就会表

现出明显减低#这种特点刺激炎性细胞因子的分泌#

包含白细胞介素$

.T

&

4&

在内的细胞因子分泌量会增

加#往往会起到加重牙周组织破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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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拟就围绝经期女性慢性牙周炎与血清
.T

及
Z"

水

平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探讨#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研究选取本院
"%!+'"%!&

年就

诊的
+2

例围绝经期女性慢性牙周炎患者为观察组#

平均年龄$

62$3#V+$5+

&岁%同时收集
&+

例非绝经期

女性牙周炎患者为对照组#平均年龄$

62$%"V&$%#

&

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并

同意(

$$/

!

纳入标准
!

均为本院就诊的慢性牙周炎确诊病

例%近
#

个月内未服用过任何免疫抑制剂)激素类药

及非甾体类抗炎药%患者口腔内至少存有
"%

颗天然

牙#每个象限至少有
!

颗牙的
!

个位点满足牙周袋探

诊深度
$

+II

或附着丧失水平
$

#II

%均为围绝经

期女性%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并能够配合本

研究(

$$'

!

排除标准
!

男性患者%其他口腔疾病患者以及

内分泌功能紊乱的受试对象%同时并发其他器官系统

炎性病变的受试对象%各种原因不能配合本研究者(

$$1

!

方法
!

检测患者血清
.T4&

及
Z"

水平并进行相

关分析讨论(使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
.T4&

水平#试

剂盒使用美国
1p,

公司试剂盒%使用放免法测定
Z"

水平#试剂盒由深圳拉尔文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分析中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日立
2%&%

&(

$$2

!

统计学处理
!

本研究数据采用
/*//!2$%

统计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
CV@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4

检

验%计数资料以例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

" 检

验#相关分析使用
*CBH98A

相关进行分析%检验水准

+

%̀$%+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
.T4&

)

Z"

水平及比例比较
!

观察组

.T4&

水平$

3$5%V!$%&

&

A

F

"

IT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

&$+&V%$35

&

A

F

"

IT

%观察组
Z"

水平$

#"$5%V5$5"

&

GF

"

IT

#低于对照组的$

#3$%3V!%$""

&

GF

"

IT

#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
.T4&

增高比例)

Z"

减低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
.T4&

'

Z"

水平及比例比较

组别
(

.T4&

$

CV@

#

A

F

"

IT

&

Z"

$

CV@

#

GF

"

IT

&

.T4&

增高

*

(

$

X

&+

Z"

减低

*

(

$

X

&+

观察组
+2

3$5%V!$%&

"

#"$5%V5$5"

"

+#

$

5"$53

&

"

+&

$

53$"+

&

"

对照组
&+ &$+&V%$35 #3$%3V!%$"" 63

$

2#$3+

&

!!

$

!&$5"

&

4

"

!

"

!#$"+ '"$3# #%$26 3!$!"

!

#

%$%+

#

%$%+

#

%$%+

#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

/$/

!

两组患者不同
.T4&

水平状态下
Z"

水平分布特

征比较
!

观察组
.T4&

水平增高者的
Z"

水平为

$

"2$6#V5$36

&

GF

"

IT

#明显低于同组
.T4&

水平未增

高者的$

#&$5#V5$&"

&

GF

"

IT

#同时明显低于对照组

.T4&

水平增高者的$

#&$63V!%$&+

&

GF

"

IT

#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不同
.T4&

水平状态下
Z"

水平分布特征

!!!

比较$

CV@

(

GF

)

IT

%

组别
( .T4&

水平增高
.T4&

未增高
4 !

观察组
+2

"2$6#V5$36

"%

#&$5#V5$&"

"

'+$"!%$%%%

对照组
&+ #&$63V!%$&+ #5$23V!!$%# '!$26%$%3+

4 '6$3+ '!$+!

!

#

%$%+

#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

%与同组
.T4&

水平未增高者比较#

%

!

#

%$%+

/$'

!

两组患者不同
Z"

水平状态下
.T4&

水平分布特

征比 较
!

观 察组
Z"

水平减低者的
.T4&

水平为

$

!"$56V!$6#

&

A

F

"

IT

#明显高于同组
Z"

水平未减低

者的$

&$5"V!$%+

&

A

F

"

I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对照组
Z"

水平减低者的
.T4&

水平为$

2$&&V

%$52

&

A

F

"

IT

#明显高于同组
Z"

水平未减低者的

$

+$3&V%$5!

&

A

F

"

I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不同
Z"

水平状态下
.T4&

水平分布特征

!!!

比较$

CV@

(

A

F

)

IT

%

组别
( Z"

水平减低
Z"

水平未减低
4 !

观察组
+2

!"$56V!$6#

"%

&$5"V!$%+

"

"+$&" %$%%%

对照组
&+

2$&&V%$52

%

+$3&V%$5! !%$5! %$%%%

4 "6$!! +$52

!

#

%$%+

#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

%与同组
.T4&

水平未增高者比较#

%

!

#

%$%+

/$1

!

两组患者
Z"

以及
.T4&

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

对

两组患者的
.T4&

水平以及
Z"

水平进行相关分析#结

果显示#两组患者的
.T4&

水平以及
Z"

水平呈负相关

$

3̀ '%$"#3

)

'%$!#5

#

!

#

%$%+

&(

'

!

讨
!!

论

!!

牙周炎是一种以牙周组织慢性炎性反应为主要

表现的破坏性疾病#因围绝经期女性雌激素水平明显

降低#牙龈防御能力减低#所以容易感染而造成牙周

炎#同时牙槽骨吸收增加#骨形成减少#牙骨质形成也

随之减低(研究提示#女性不同生理时期#比如妊娠

期)绝经期前后的菌斑指数以及牙周炎性反应的发生

率和病情严重程度都与其他时期不同#同时还可能随

着这些生理时期的结束而发生改变*

+

+

(绝经是每个

女性必然会经历的生理阶段#其卵巢功能会出现生理

性衰退#伴随月经永久性的停止而出现生殖功能的终

止(围绝经期女性内分泌的常规状态必然会发生改

变#其中主要表现之一就是
Z"

水平会明显下降#并因

此引发血管反应#进而影响女性该生理阶段的精神神

经状态及心血管功能状态等#同时与机体炎性反应因

子水平等关联密切*

&42

+

(本次研究观察组
.T4&

水平明

显高于对照组%观察组
.T4&

水平增高比例明显高于对

照组(观察组
Z"

水平低于对照组%观察组
Z"

水平减

低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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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印证以上研究结论(

健康人龈沟液以及血清中的
.T4&

水平非常低#包

括牙周炎在内的炎性反应出现的时候可见血清
.T4&

水平增高#进而
.T4&

可在牙周组织局部产生并发挥相

应的生理功能*

3

+

(有研究结果提示#龈沟液中的
.T4&

能较为敏感地反映牙周组织病变的严重程度*

5

+

(关

于牙周炎与血清
.T4&

的具体关联情况#相关研究报道

不多(女性围绝经期
Z"

水平会出现明显降低#

Z"

本

身具有抑制成骨细胞以及间质细胞失访等功能#绝经

期女性牙周炎病理过程中因
Z"

水平下降#更会影响

导致局部组织
.T4&

水平增加*

!%4!!

+

(本研究中观察组

.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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