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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料显示#牙周病在糖尿病患者群中发病率较高#病变

损害严重且进展迅速#被认为是糖尿病的重要并发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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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证实了糖尿病与牙周病的显著关系#二者

相互促进发病#具有双向性#推测糖尿病与牙周病之间可能有

共同的遗传学基础'糖尿病性牙龈炎是糖尿病最为常见和严

重的牙周病并发症#正日益受到口腔科医生和学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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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诱导如成纤维细胞等间质细胞的增生与分化(抑制免疫反

应#广泛调控细胞增殖与分化(机体的生长和发育(组织修复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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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分析对牙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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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组织病损愈合中所起的作用进行研究#为临床治疗糖尿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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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1

&

23

$

组别
5!$4

"

%

X34< X34?

正常对照组
&%&'&+̀ (*'&? )*'*;̀ ;'(< (<'?*̀ %&'%>

牙龈炎组
+&%';(̀ (('+)

"

?)'+*̀ ?'&+

"

?<'><̀ %%'?<

"

糖尿病性牙龈炎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

!

免疫组化染色结果
!

5!$4

"

%

在正常大鼠牙龈组织中呈

弱阳性反应#反应呈黄色'牙龈炎组及糖尿病性牙龈炎组

5!$4

"

%

表达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增强#并有递增趋势#反应为棕

黄色#呈强阳性改变#见图
&

'

!!

"

!

!

#

*'*(

#

""

!

!

#

*'*%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图
%

!!

各组大鼠牙龈组织中
5!$4

"

%

'

X34<

及
X34?

含量检测

!!

/

(

V

(

-

分别为正常对照组(牙龈炎组及糖尿病性牙龈炎组%

"

为

5!$4

"

%

#

X"O

'

"

!

!

#

*'*(

#

""

!

!

#

*'*%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图
&

!!

各组大鼠牙龈组织
5!$4

"

%

免疫组化染色

及
5!$4

"

%

X"O

@

!

讨
!!

论

糖尿病是全球患病率最高的疾病之一#世界卫生组织

%;;>

年报告
%;;<

年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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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学者认为糖尿病与牙周病之间存在双向

相关性#即糖尿病可增加牙周病的发病风险#而牙周病亦是糖

尿病的易感和促进因素#牙周病的治疗和控制可相应改善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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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症状#故牙周病被列为糖尿病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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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代谢#使组织容易受到细菌及其产物侵袭#并认为微血

管形态和功能的改变对导致糖尿病患者发生牙周病有特别重

要的作用'微血管的改变使牙周组织局部供血减少#降低组织

营养#从而降低牙周组织对损伤的修复能力#这是糖尿病患者

易患牙周病的重要原因'糖尿病患者的另一显著特征是骨吸

收加强#这一变化影响了牙周组织的正常结构#降低了抵抗力#

增加了牙周病的易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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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过程#具有重要的生物学功能和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

+

#

%*

*

'

X34<

是重要的免疫活性物质#其分泌可以受许多因素的影响#

在感染(损伤(恶性肿瘤(免疫功能失调时#

X34<

产生增加)

%%

*

'

X34?

是一种
-R-

型趋化因子#不仅趋化激活中性粒细胞和
5

淋巴细胞#还刺激平滑肌细胞增殖(迁移#是一类重要的促炎性

细胞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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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实验用
,5Y

方法复制实验性糖尿病模型#并用钢丝结

扎法诱导出牙周炎模型'造模成功后#使用
U3X,/

分别对各

组大鼠牙龈组织
5!$4

"

%

(

X34<

及
X34?

含量进行检测#结果显

示#牙龈炎组及糖尿病性牙龈炎组
5!$4

"

%

较正常对照组均明

显升高#存在递增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趋化

因子
X34<

及
X34?

作为炎症病变的平行对照#也有明显的升高

趋势#说明本实验的牙龈炎症模型建造成功#也提示单纯牙龈

炎及糖尿病性牙龈炎牙龈组织
5!$4

"

%

的升高可能与促炎性

细胞因子的升高有关'

k:

等)

%+

*研究发现在
5!$4

"

%

的作用

下#

)?

(

>&D

时肾小管上皮细胞分泌
X34?

均明显升高'一些研

究证实#实验性糖尿病大鼠睾丸组织中
5!$4

"

%

(

X34<

的表达均

有明显升高)

%)

*

'并且#

5!$4

"

%

已被证实与其他相关促炎性细

胞因子的表达有密切关系#例如#

5!$4

"

%

可通过多种途径诱导

泌尿生殖道炎症组织中细胞间黏附因子
4%

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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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

%

"

,2C8.

信号转导通路是具有多效性的细胞信号转导途径#

在成熟个体与自身免疫(炎症(肿瘤等病理状况的发生有密切

关系'因此#作者推测
X34<

(

X34?

等促炎性细胞因子表达的升

高可能与
5!$4

"

%

"

,2C8.

信号转导通路的激活有关'然而#有

研究表明
5!$4

"

%

在一些组织中与组织生长(炎症修复等作用

密切相关#例如#在肝脏内由肝非实质细胞合成#促进胶原和基

质的形成)

%<4%>

*

#所以作者推测
5!$4

"

%

可能具有在炎症初期促

进促炎性细胞因子表达#随着病程的延长促进细胞外基质中胶

原蛋白的合成#并逐渐降低炎症反应的双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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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还通过免疫组化法检测牙龈炎及糖尿病性牙龈炎大

鼠牙龈组织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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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结果显示糖尿病性牙龈炎组及牙龈

炎组牙龈组织均呈阳性表达#而且随着病程的延长#表达范围扩

大#颗粒颜色加深呈强阳性#与
U3X,/

检测结果相吻合'

总之#本研究首次证明了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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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糖尿病性牙龈炎大鼠

牙龈组织中炎症发应的发生存在密切的联系#但
5!$4

"

%

在整

个病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相关病理机制还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将从细胞水平认识糖尿病患者群的

牙周组织疾病的发生#为临床糖尿病性牙周病的防治提供新的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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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抑制前列腺素合成#具有较强

的抗炎(解热(镇痛(罂粟碱样解痉作用#临床上用于手术后及

外伤引起的炎症和疼痛抑制#对炎症部位的组织修复也有促进

作用#不良反应少'盐酸苄达明能否用于包括急性高原反应在

内的急性高原病的防治目前国内外尚罕见报道'

本研究发现#与安慰剂组比较#应用盐酸苄达明能明显缓

解受试者高原缺氧所致头痛和呕吐症状#受试者急性高原反应

!cV

评分显著减低#

,Ĉ

&

显著增高#表明盐酸苄达明对急性高

原病有良好的预防效果#甚至优于传统药物复方红景天与复方

党参%盐酸苄达明组受试者高原习服基础生理指标明显优于安

慰剂组#各项指标水平与复方红景天组(复方党参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提示盐酸苄达明能有效促进高原习服'

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常用于急性高原病的对症治疗#能否用

于急性高原病的预防目前尚无定论'

SC

L

.AH

等)

(

*应用随机化

临床对照试验显示#低剂量$

+?*2

1

"

8

&阿司匹林类似物巴匹

林钙$

FCGF:I2FCHMC.CGCBA

&对急性高山病无明显预防作用'作

者认为此与该药物应用剂量偏小有关'小剂量阿司匹林主要

用于解热镇痛或预防微血管病变#大剂量使用才显示其抗炎作

用#但阿司匹林大剂量应用可能导致蓄积中毒及严重不良反

应%而盐酸苄达明的主要药理作用即是抗炎效应#常规剂量即

显示其强大的抗炎作用#不良反应小#可有效预防包括急性高

原反应在内的急性高原病的发生#且药品普及#价格便宜#使用

方便#易于接受#值得推广应用'

非甾体类抗炎药临床常用于镇痛解热等对症治疗)

<4>

*

'最

大风险是易发生急性胃黏膜病变#导致溃疡乃至出血)

?4%*

*

'根

据药物对
-̂ R4%

与
-̂ R4&

选择性的不同#将非甾体类抗炎药

分为以下
)

类!$

%

&

-̂ R4%

特异性#只抑制
-̂ R4%

#对
-̂ R4&

没

有活性'目前只有小剂量阿斯匹林被列入此类'$

&

&

-̂ R

非

特异性#即同时抑制
-̂ R4%

和
-̂ R4&

如芬必得(布洛芬(恶丙

嗪(萘普生(双氯芬酸钠(高剂量阿司匹林(吲哚美辛(吡罗昔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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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4&

选择性#即在抑制
-̂ R4&

的同时并不明显抑制

-̂ R4%

#但在较大剂量时也抑制
-̂ R4%

'这类药物在体外实验

中对抑制重组
-̂ R4&

(

-̂ R4%

所需浓度上的差异通常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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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倍如美洛昔康(尼美舒利(萘丁美酮(依托度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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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4&

特异性#即只抑制
-̂ R4&

#对
-̂ R4%

没有活性'这类药

物在体外实验中抑制重组
-̂ R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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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浓度上的差异

一般大于
%**

倍如罗非昔布(塞来昔布'盐酸苄达明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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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甾体类抗炎药#其对与炎症有关的
-̂ R4&

的抑制活性较对

-̂ R4%

的抑制活性强#因而具有较好的抗炎作用和较少的胃

肠道和肾脏的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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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胃肠道疾病患者可予服氢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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