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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脓性牙髓炎

的发病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疾病的发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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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髓炎是指发生于牙髓组织的炎性病变(是指牙

髓组织发生炎性病变的一种疾病'牙髓位于牙齿内

部的牙髓腔内(当发生深龋+楔状缺损等牙体硬组织

疾病(并未能得到及时有效地控制和治疗时(牙髓炎

极有可能发生(是口腔中最为多发和常见的疾病之

一'感染是牙髓炎发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牙床组织

被破坏后(细菌侵入牙髓(引发感染(表现为血管扩张

和血液充盈(如果这种牙龈出血的状况持续时间较

长(将发展成为急性牙髓炎)

)$%

*

'而急性化脓性牙髓

炎是急性牙髓炎中重要的一种(由于感染部位的白细

胞不断坏死液化(并形成脓肿(而这种炎症引发的剧

烈疼痛(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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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因子和脂

多糖受体的异常变化在化脓性牙髓炎的发生和发展

中存在重要的作用'其中肿瘤坏死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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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身体防御和维持组织自身稳定的重要因子(也是单核

细胞+活化的巨噬细胞和
>

细胞产生的一种炎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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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且能够诱导白细胞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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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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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量生成能够进一步的加剧代谢的紊乱和免疫功

能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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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多糖信号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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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重要的

促炎细胞因子(被认为是单核细胞活化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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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化脓性牙髓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选择同期进

行血检的健康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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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作为对照组(探究化脓性

牙髓炎患者血清
>B?$

"

+

'6$:

及
(&)2

水平的变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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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例化脓性牙髓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

者病情均符合,口腔内科学-中定义的化脓性牙髓炎

的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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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临床表现及检测分为慢性牙髓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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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和

急性牙髓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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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慢性牙髓炎组患者临床表现

为无自觉性症状(温度变化等产生的疼痛作用时间较

长(临床及
`

射线检测发现具有龋齿或充填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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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急性牙髓炎患者临床表

现为间断或持续性的自发性疼痛(伴随夜间痛的出

现&温度试验结果显示(温度变化可引起较长时间的

自发性疼痛&临床及
`

射线检测发现具有龋齿(且龋

洞已接近过穿通髓腔(但病变未发展到根尖周围&其

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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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并选

择同期到本院进行血液检测的健康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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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照组(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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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两组化脓性牙髓炎患者和健康

志愿者在年龄和性别上的对比无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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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在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同意的情

况下(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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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与排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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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上述关于化脓性牙

髓炎的诊断标准和临床症状&$

%

%无其他感染症状和

炎症反应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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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未进行抗生素或免疫抑制

治疗的患者'排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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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全身免疫型疾病的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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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肾功能严重不全的患者&$

8

%合并恶性肿

瘤或其他慢性消耗性疾病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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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牙周和牙

髓的联合损害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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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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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期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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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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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脓性牙髓炎患者采取常规的根管

治疗(局麻后将髓腔打开(对髓室内的液体进行引流

减压(压迫止血(并将樟脑酚放置在龋齿洞内(含漱甲

硝唑注射液(在引流完成后(采用甲硝唑注射液将窝

洞冲洗(并进行封堵'此后患者含漱富含抗生素的漱

口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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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两组化脓性牙髓炎患者治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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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按照说明书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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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化脓性牙髓炎患者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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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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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化脓性牙髓炎患者治疗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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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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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治疗后(慢性化脓性牙髓

炎患者血清中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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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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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均有显著性

下降(与治疗前相比(两组间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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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化脓性牙髓炎患者治疗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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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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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比较
#

经过治疗后(急性化脓性牙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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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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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K:)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84

卷第
)*

期
#

'M/\60W]PX

!

!U

<

U./%+):

!

ENRI84

!

BNI)*



下降(与治疗前相比(两组间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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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

近十年来(我国龋齿发生率不断增加(儿童中的

发病率高达
:+b

(由此引发的化脓性牙髓炎的发病率

也在升高(有报道称急性牙髓炎的发生率高达

2+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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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牙髓被牙釉质所包含(而坚固的牙釉

质能够保护牙髓不受外来刺激的损害(但当锯齿发生

后(牙釉质和牙本质逐渐流失(牙髓暴露(对牙髓的保

护作用也随之减小(使得牙髓容易受到外来病菌和冷

热的刺激(而当自身免疫力下降时(机体无法抵抗刺

激的影响(就有可能发展成为牙髓炎'炎症的发生引

起白细胞的大量生成(而吞噬了细菌等异物的白细胞

坏死液化(导致脓肿的生成(也就导致了化脓性牙髓

炎的发生'而牙髓中含有丰富的神经血管结缔组织(

在受到感染的刺激后(往往伴随难以忍受的自发性+

阵发性的疼痛(而一般的止痛药物难以起效(严重降

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4

*

'随着感染的发生和加重(细

胞因子产生的变化在化脓性牙髓炎的发病中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主要着重于
>B?$

"

+

'6$:

及

(&)2

的变化(结果发现(在化脓性牙髓炎发生后(患

者血清中
>B?$

"

+

'6$:

及
(&)2

的水平显著升高(且

急性牙髓炎患者血清中
>B?$

"

+

'6$:

及
(&)2

的水平

显著高于慢性牙髓炎患者&而接受良好的治疗后(患

者血清中
>B?$

"

+

'6$:

及
(&)2

的水平相比治疗前具

有显著的降低(现对此现象进行探讨'

对牙髓炎的发病过程进行免疫学研究(不论在探

究牙髓炎的发病机制和诱发因素上具有重要意义(对

临床指导也存在一定的价值'化脓性牙髓炎存在大

量白细胞的坏死和液化(伴随着炎症因子包括
>B?$

"

和
'6$:

等的持续生成(进一步加剧炎症的发生'在临

床检测中发现(健康人体内
>B?$

"

的水平较少(而牙

髓炎患者的牙髓中出现弥散性的
>B?$

"

阳性细胞的

表达(可能是因为当化脓性牙髓炎患者受到包括革兰

阴性菌等的刺激时(

>B?$

"

会大量增加(并诱导一系

列的趋化因子和促炎细胞因子的生产(加重化脓性牙

髓炎的程度(促进其发生发展)

)+

*

'

'6$:

就是由
>B?$

"

诱导产生的趋化因子中的一种(其由巨噬细胞和上

皮细胞分泌(并与特异性受体结合(发挥对炎症的调

节作用'同样地(在受到炎症刺激的条件下(

'6$:

大

量生成(加强白细胞的活性(促进其对病菌的吞噬(但

这种作用如果过度进行(就会导致白细胞的异常激活

和炎症的加剧)

))

*

'脂多糖信号受体$

(&)2

%(是
%

脂

多糖$

6#;

%的结合受体(是革兰阴性菌细胞壁的主要

致病成分
6#;

的高亲和性的结合受体'在体内起到

识别和结合
6#;

的功能(结合了
6#;

的
(&)2

能够引

发.炎症级联反应/(诱导细胞损伤+免疫系统抑制+炎

症因子释放+病菌保护+内毒素耐受+内毒素休克等病

理过程的进展'有报道称当发生急性牙髓炎时炎症

牙髓组织的炎症病灶处的单核细胞+巨噬细胞等呈现

(&)2

的阳性(提示
(&)2

的表达在牙髓炎的发病过

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果能够抑制
(&)2

的表

达(则能够抑制上述病例过程(在临床炎症治疗上起

到重要作用)

)%

*

'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了牙髓炎发展的不同时期(患

者血清中
>B?$

"

+

'6$:

及
(&)2

的变化(结果发现随

着牙髓炎发病程度的进展(患者血清中以上因子的表

达增加(预示着牙髓向坏死方向发展'有研究表明(

>B?$

"

能够作为牙髓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早期标志

物)

)8

*

&也有研究表明(

'6$:

的表达与牙髓炎的发展程

度相关(对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具有一定的指导意

义)

))

*

&曹佳等)

)2

*的研究表明
(&)2

及
(&)2G

阳性细

胞的表达与牙髓炎的炎症程度呈正相关'

B

#

结
##

论

##

>B?$

"

+

'6$:

及
(&)2

在化脓性牙髓炎的发病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疾病

的发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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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饮食+运动及自我监测等'同时亦证实(在综合治

疗基础上(贯彻科学+有效的运动训练可显著改善机

体糖脂代谢情况(患者通过运动手环实时了解运动状

态(避免运动过少+过度&此外(研究还显示观察组肝

功能及胰岛素抵抗+

@]'

较对照组改善显著(证实运

动训练可调节机体能量消耗(改善胰岛素抵抗现象(

有效控制体质量(同时还可看出
>%&]

+

B!?6&

与胰

岛素抵抗具有一定联系'但本研究具有以下不足之

处(患者基数少(且运动手环产品单一(运动中可能出

现误差(未分析不同运动类型对
>%&]

并发
B!?6&

的影响(下次研究应扩大样本量(同时使用一种及以

上的运动计量工具(并分析哪种运动类型可促使患者

达到最佳运动效果'

B

#

结
##

论

##

运动手环能为
>%&]

并发
B!?6&

患者提供个

性化运动方案(根据不同病程特点调节运动强度(同

时医护人员对患者的病情变化有一个动态监测(便于

复诊时讨论其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从而有

效调节机体糖脂代谢情况(减少胰岛素抵抗(延缓疾

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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