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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阻肺重叠综合征患者呼出气一氧化氮与

诱导痰嗜酸粒细胞及肺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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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诊断#治疗和预防的全球策略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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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前沿

杂志$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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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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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瞞令#刘雅雅#苏柱泉#等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9

哮喘重

叠综合征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支气管哮喘临床特征差异

研究)

S

*

,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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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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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夏清#潘频华#王展#等
,

呼出气一氧化氮检测在支气管炎

症性肺疾病中的临床应用)

S

*

,

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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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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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红艳#赵卉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呼出气一氧化氮测

定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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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鹏飞#赵大辉#张杜超#等
,

吸烟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及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9

哮喘重叠综合征患者呼出气一氧化

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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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嚼无糖口香糖在手术期预防口臭的效果观察

刘恒芳!刘元飞#

"重庆市肿瘤研究所(重庆市肿瘤医院(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手术麻醉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咀嚼无糖口香糖用于术前准备的效果&方法
!

将
)--

例择期手术患者随机分为
(

%

%

两组!

(

组患者在常规术前准备基础上增加咀嚼无糖口香糖!

%

组患者常规术前准备!两组患者均对患者麻醉插

管前和拔管后挥发性硫化物"

VU!;

$水平测量及麻醉医生满意度进行调查&结果
!

(

组
VU!;

水平为

"

)/+,##_)-8,80

$

HH

K

和"

+$8,$#_)*0,/$

$

HH

K

!小于
%

组
VU!;

水平"

$*.,.#_*)0,#8

$

HH

K

和"

/*$,+/_

*80,+$

$

HH

K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

%

/,$#.

!

!

%

-,-/

$#

(

组患者满意例数为
$$

例"占
88,-[

$!较
%

组

+*

例"总数
#$,-[

$有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0/#

!

!

%

-,-/

$&结论
!

运用咀嚼无糖口香糖的方

法减少口臭发生具有成本低!风险小!方便快捷的优点!可以在临床推广运用&

关键词#无糖口香糖#

!

口臭#

!

挥发性硫化气体#

!

满意度#

中图法分类号#

5$.+,#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90$//

"

*-)8

$

)89*8-/9-*

!!

口臭亦称口腔异味#

8-[

!

0-[

的口臭源自口

腔#引起口臭的气味主要成分为挥发性硫化物

$

VU!;

&#其中包含硫化氢+甲基硫醇+乙基硫化物
+

种气体#占
0-[

以上)

)

*

(研究表明#口臭的发生过程

中口腔内微生物也起到重要作用#口腔内某些革兰阴

性厌氧菌能够分解部分氨基酸+蛋白质#生成大量挥

发性硫化物)

*

*

(择期全身麻醉手术的患者#由于术前

禁饮+禁食+某些药物的应用易导致唾液分泌减少#唾

液分泌减少对细菌的冲刷作用降低#致使大量的厌氧

细菌繁殖#从而迅速分解口腔内部分氨基酸和蛋白质

产生挥发性硫化物引起口臭)

+

*

(在患者手术期间#医

护人员会与患者近距离接触#口臭也会给医护人员带

来不好的感受(目前对于口臭的治疗#主要是抑制产

生
VU!;

细菌的产品的研究#如抗厌氧菌作用的化学

含漱剂或化学药物(无糖口香糖在日常生活中是方

便快捷清洁口气的一种产品因而被人们广泛接受)

$

*

(

本院为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接诊的患者来自全国

各地#并且患者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虽然术前访视

告知患者术前需进行口腔护理#但效果不佳#因此本

院尝试在患者术前运用咀嚼无糖口香糖的方法来减

少患者口臭发生#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

年
0

月需要全身麻

醉然后经口行气管插管的择期手术患者
)--

例(纳

入标准!$

)

&麻醉方式为全身麻醉%$

+

&经口气管插管

行机械通气%$

+

&清醒合作%$

$

&可以自行咀嚼无糖口

香糖的成年患者(排除标准!留置胃管及胃肠营养

管+机械性肠梗阻患者+口腔疾病或感染+肿瘤放化疗

所致口腔炎的患者+携带有飞沫传播感染性疾病+需

做口腔手术患者(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按手术时间先

后顺序#随机将
)--

例患者分为
(

组和
%

组#每组
/-

例(两组患者原发疾病情况+年龄+性别+住院天数+

吸烟史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

可比性(为了避免长时间咀嚼口香糖对口腔健康造

'

/-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8

年
0

月第
)/

卷第
)8

期
!

'EKQ@>!F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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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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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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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负面影响#因此将患者咀嚼口香糖时间控制在
)/

IAD

)

/

*

(

$,/

!

方法
!

两组患者常规进行术前宣教#包含术前

的口腔护理内容(手术当天
(

组患者在手术室护士

与病房护士完成术前交接后#给予患者两粒无糖口香

糖嘱患者自行咀嚼不可吞服#然后由手术室护士接入

手术间术前准备#在患者进行麻醉诱导前嘱患者吐出

无糖口香糖#按照医疗感染性垃圾处理#在麻醉插管

前进行
VU!;

水平测量#然后进行常规麻醉诱导气管

插管手术#手术结束后在麻醉气管导管拔出后进行

VU!;

水平测量(

$,'

!

评价标准
!

$

)

&

VU!;

水平的测量#使用
OEFAI9

@<@C

口气仪测量(测量前要求患者闭口经鼻呼吸#然

后含住套在口臭测量仪抽气管上的一次性吸管#口腔

气体通过吸管以恒定的速率泵入仪器内#测量过程中

始终用鼻子呼吸#仪器显示的最大值即是挥发性硫化

物的水平#测量
/

次取均值)

#

*

%$

*

&对手术患者的麻醉

医生进行患者口臭满意度调查(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U6UU)0,-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计量资料以
L_+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

两组患者
VU!;

的测量结果比较#

(

组

VU!;

水平为$

)/+,##_)-8,80

&

HH

K

和$

+$8,$#_

)*0,/$

&

HH

K

#小于
%

组$

$*.,.#_*)0,#8

&

HH

K

和

$

/*$,+/_*80,+$

&

HH

K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7

.,-$-

+

/,$#)

#

!

%

-,-/

&(

(

组患者满意例数为
$$

例

$占
88,-[

&#较
%

组
+*

例$总数
#$,-[

&有明显提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0/#

#

!

%

-,-/

&(

'

!

讨
!!

论

!!

有研究显示#咀嚼口香糖对日常精神紧张情绪能

够有效缓解)

.

*

(咀嚼口香糖可促进口腔腺体分泌唾

液#增加唾液流速和流量#抑制厌氧菌代谢产酸#使口

腔内的
H

O

值升高#改善口腔内的弱酸性环境#有利

于维护口腔健康)

8

*

(能使唾液分泌增加主要原因有!

$

)

&面部肌肉运动的机械刺激使唾液分泌增加%$

*

&甜

味剂的味觉刺激使唾液分泌明显增加)

0

*

(唾液分泌

增加还可以提高口腔对牙菌斑酸性物质的缓冲能力#

在缓冲菌斑酸性的同时#抑制产酸厌氧菌的生长#调

节口腔微生态平衡)

/

*

(

!(̂ '(5

等)

)-

*发现#咀嚼口

香糖对唾液中变异链球菌数量有显著抑制作用(因

此#咀嚼无糖口香糖在提高唾液分泌的同时#对口腔

细菌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并且#在本文结论中也通

过科学的方法证明
(

+

%

两组患者在手术期口臭发生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咀嚼口香糖减少手术

期口臭的发生(

临床上对于口臭的问题时有关注#但同时也要关

注到患者口臭对于医护人员的影响(减少患者口臭

的发生#对患者本身以及对医护人员均较为有利#运

用咀嚼无糖口香糖减少口臭的方法具有成本低#方便

快捷+可操作性强的优点#可以在临床推广运用(

但此研究也存在不足#对于不能完成咀嚼无糖口

香糖患者无法运用该方法#需关注咀嚼口香糖时间+

口香糖中部分添加剂$如甜味剂+胶基等&是否对结果

产生影响#以及对术前咀嚼无糖口香糖对患者术后康

复是否产生影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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