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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防治牙周病的研究进展

李春光 综述!钟晓波 审校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

7###!F

$

!!

关键词!医学!中国传统+牙周疾病+牙菌斑+内毒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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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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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周病是古老而普遍的疾病!是口腔最常见的疾病之一!

在世界范围内均有较高的患病率!也是中国成年人丧失牙齿的

首位原因"中医中药作为中国的传统国粹!在治疗牙周病方面

具有独特的优势"现将中医药在牙周病防治方面的研究现状

综述如下"

!

!

中医药治疗牙周病的中医理论

牙周病在中医学中属'牙宣(范畴!系指齿龈肿痛!龈肉日

渐萎缩!终至牙根宣露!齿缝出血或流脓的病证"关于本病的

病因!)圣济总录*曾记载#'气血不足!揩理无方&风邪袭虚!客

于齿间!则令肌寒血弱!龈肉缩落!渐至宣露!永不附着齿根

也(")仁斋直指方*认为#'齿者骨之所终!髓之所养!肾实主

之&故肾衰则齿豁!精固则齿坚!虚热则齿动(")血证论1齿

衄*指出#'牙床尤为胃经脉络所绕!故凡衄血!皆是胃火上炎!

血随火动!治法以清理胃火为主("因此气血不足+肾气亏虚+

胃火上炎是牙周病发病的主要因素"

中医治疗牙周病有其自身的特点#$

!

%重视整体!扶正固

本"中医治疗牙周病过程中注重局部与全身的联系!重视发挥

人体的抗病潜能"$

"

%明确虚实!辨证论治"牙周病在临床上

又有虚+实之分"实证主要是胃火上炎!多由过食膏粱肥甘+嗜

酒食辛致郁久化火或外感风寒热邪!在表不解!化热传里所致&

虚症主要包括肾气亏虚+气血不足两种证型!肾气亏虚除先天

因素外!久病累肾!劳倦过度!精亏髓少!阴虚火旺!虚火上炎所

致&而气血不足多因素体虚弱!或久病耗伤!或其他疾病久治不

愈进一步导致"故治疗时必须仔细分辨清楚!分别处理"$

5

%

重视配伍!提高疗效"牙周病的病因与胃火炽盛及肾气亏虚密

切相关!临床上若仅采用苦寒泻火+滋阴补肾药物治疗则疗效

不佳!原因在于阳明+少阴二经之火激发+辛散不足!致火邪清

除不彻底!因而需在苦寒泻火+存阴药物中加入辛温散火之品

以反佐!从而发散火邪!达到标本兼治!以提高疗效"

"

!

中医药在牙周病防治中的研究现状

"9!

!

中医药对牙周致病菌的抗菌作用
!

菌斑微生物是牙周病

的始动因子!因此抑制和杀灭致病菌对防治牙周病有着重要的

作用-

!

.

"采用天然植物提取物研制一种新型有效的牙周抗菌

制剂防治牙周病是发掘传统医学的重要课题之一"传统中药

大黄具有广谱抗菌作用!其抗菌作用的有效成分为蒽醌衍生

物!这种蒽醌衍生物对临床常见的厌氧菌有很强的抑菌作用!

特别是对脆弱类和产黑色素类杆菌"在牙周病防治方面!有研

究表明大黄蒽醌衍生物对牙龈卟啉单胞菌和中间普氏菌的抗

菌作用最强!其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细胞核酸的生物合成和呼

吸过程而具有抗菌作用-

"

.

"黄芩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之功

效!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黄芩具有抗病原微生物+病毒+真菌等

作用!在体外近似厌氧+微碱性环境中黄芩不仅能有效抑制牙

周可疑致病菌的生长!还能抑制牙龈卟啉单胞菌的形态及其内

毒素$

SE2

%含量!从而可以抑制牙周病原菌在菌斑内的定植!

在始动因子阶段阻挡牙周病的发生-

5

.

"桂皮醛是肉桂挥发油

的主要成分!具有解热镇痛!消炎!抗厌氧菌+需氧菌+真菌!降

低内毒素等作用!符合牙周病局部用药的药物性能"杨霞等-

7

.

用琼脂稀释法药敏试验测定中药桂皮醛对牙周主要致病菌的

抑菌作用发现!桂皮醛与细菌作用后!细菌结构被破坏!细菌的

4G?

+

JG?

+蛋白质+细胞壁及细胞膜的生物合成均受抑制!从

而达到抑菌的作用!可用于抑制和杀灭牙周致病菌"五倍子药

用历史悠久!具有抗菌+解毒+收敛等作用!有研究证实五倍子

在体外近似龈下厌氧+微碱性环境中对牙龈卟啉单胞菌+中间

普氏菌+具核梭杆菌+伴放线杆菌等牙周主要致病菌有明显的

抑制作用!且不对牙周有益菌000血链球菌产生明显抑制!有

利于保持牙周微生态平衡-

F

.

"

"9"

!

中医药对牙周组织的抗炎作用
!

牙周病是一种炎症性疾

病!细菌激发的宿主炎症免疫反应是造成牙周组织破坏的重要

原因!因此中医药的抗炎作用在牙周病的防治过程中占有重要

地位"

SE2

是革兰阴性厌氧菌所独有的一种致病物质!是牙周

炎症的主要病因之一"

SE2

对牙周膜细胞$

(

0D)&8&.*+,,)

N

>

K0.*10,,'

!

E4S3

%有明显的毒副作用!并可导致牙槽骨的吸收

和牙周结缔组织的破坏-

;

.

"近年来!有研究表明大黄素可阻断

SE2

与细胞内膜性结构的结合!抑制
SE2

本身或
SE2

诱发的

促炎性细胞因子-$前列腺素
H"

$

EUH"

%+白细胞介素$

-S

%

>!

及

肿瘤坏死因
>

%

$

\GH

%

%等.对成纤维细胞或基质胶原的破坏!抑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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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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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制牙槽骨的吸收-

=

.

"王静等-

6

.发现!五倍子不仅能明显拮抗

SE2

对人
H4S3

的活性!超微结构观察发现人
E4S3

的损伤也

明显减轻!提示五倍子提取物能直接降解
SE2

!并对细胞表面

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从而阻断
SE2

对细胞的侵袭"

-S

是一种

重要的细胞因子!其分泌增多时会产生明显的致炎作用"病变

牙周组织和牙周炎患者龈沟液中的
-S

表达水平可作为牙周组

织破坏程度的指标-

:>!#

.

"因此!有效控制
-S

的水平!对牙周炎

的治疗有重要意义"有学者将大黄素用于实验性牙周炎大鼠!

观察其对大鼠牙龈组织
-S>;

的影响!发现大黄素组较模型对

照组牙龈组织
-S>;

水平下调明显-

!!

.

"还有学者将黄连制备

成的药膜用于治疗慢性牙周炎患者!观察发现黄连药膜组治疗

后患者龈沟液中的
-S>;

水平比空白对照组显著降低-

!"

.

"黄

芩苷是黄芩纯化后的黄酮类化合物!将其与
3̂ 3

趋化因子
-S>

6

共同注射入大鼠皮肤!可显著抑制
-S>6

引发的中性粒细胞浸

润!并能阻止
-S>6

诱导中性粒细胞的脱颗粒作用-

!5>!7

.

"将来

源于人健康牙周组织外周血的多形核白细胞与不同浓度的黄

芩苷共同培养!结果表明一定浓度的黄芩苷可明显降低
-S>6

诱导基质金属蛋白酶
>6

$

RRE>6

%的产生!表明黄芩苷在牙周

病防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F

.

"

"9#

!

中医药对
E4S3

的作用
!

E4S3

是一组具有多向分化潜

能的异质性多功能干细胞!具有多种重要的生物学功能"牙周

组织在病理状态或是受到外界刺激时!

E4S3

开始增殖并分化

为成骨细胞合成牙周韧带+牙槽骨及牙骨质!从而使牙周组织

得到修复和再生-

!;>!=

.

"碱性磷酸酶$

+,T+,).0

(

C&'

(

C+*+'0

!

?SE

%作为
E4S3

的骨化标志之一!可通过水解磷酸酶+破坏矿

化抑制剂及作为钙结合蛋白和磷酸基转运子而促进矿化!其活

性的高低可反应相应细胞成骨方向转化的趋势-

!6>!:

.

"因此!

增加
E4S3

的数量和提高
?SE

活性是牙周组织再生中的重要

问题"骨碎补是中医骨伤科方剂中常用的主药!具有活血续

伤+补肾强骨的功效"多项研究证实骨碎补的有效成分可促进

人
E4S3

增殖!提高人
E4S3

的
?SE

活性!具有一定的成骨诱

导作用-

"#

.

"淫羊藿具有补肾阳+强筋骨+祛风湿的功效"有学

者将其与人
E4S3

共同培养发现!淫羊藿同样可以促进人

E4S3

增殖!并且能够促进人
E4S3

表达骨保护素$

AEU

%

KJ>

G?

"将淫羊藿苷与大鼠破骨细胞+成骨细胞共同培养发现!淫

羊藿苷能减少大鼠破骨细胞的数量!并抑制其骨吸收作用&除

此外还观察到淫羊藿苷能促进成骨细胞增殖!增强成骨细胞

?SE

+

-

型胶原酶
KJG?

的表达!从而具有促进基质钙化的作

用-

"!>""

.

"根据中药配伍原则!有学者将黄连+黄芩+骨碎补组

成中药'双黄补(用于牙周病防治的研究"黄连具有抗菌消炎

的作用!同时可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黄芩能稳定细胞膜!促进

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和胶原蛋白的合成&骨碎补能增强成骨细胞

的功能!促进骨对钙的利用!提高血磷水平!有利于骨骼钙化和

骨盐沉积!具有诱导人
E4S3

向成骨方向转化的作用"'双黄

补(作用于人
E4S3

后!同样可促进人
E4S3

增殖并提高

E4S3

的
?SE

活性-

"5

.

"将'双黄补(制成缓释条!应用于动物

牙周骨缺损中!组织学观察发现在牙周组织修复早期'双黄补(

能明显抑制结合上皮下移!为
E4S3

占据牙根面创造条件!术

后可见实验组新生牙槽骨高度显著高于对照组!由此可推测

'双黄补(缓释条可促进实验动物新生牙槽骨和牙骨质的生长!

抑制结合上皮根移!有利于牙周组织再生!如果将其代替生长

因子局部结合引导性组织再生术或全身运用!能为治疗牙周病

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7

.

"

"9$

!

中医药防治牙周病的临床研究
!

补肾固齿丸是依据'补

肾固齿+清解湿热(的治疗原则!以六味地黄丸为基础研制出来

的一种治疗牙周病的中成药!已经过长达
"#

余年的临床应用!

现已被列入国家中药保护品种"补肾固齿丸能疏通牙周微循

环!增强机体免疫力!增加骨质密度!恢复牙周组织和牙槽骨生

理机能!最终达到固齿保龈的目的"多项研究证实补肾固齿丸

可通过提高成骨细胞活性!改善牙周炎患者的骨代谢!促进新

骨形成!并能一定程度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

"F>"=

.

"将补肾固

齿丸结合牙周基础治疗能改善牙周炎$肾虚火旺型%患者的肾

虚火旺的症候!促进牙槽骨密度增加!同时研究显示其具有良

好的安全性"若将其与引导组织再生术结合治疗牙周炎患者!

能促进引导组织再生术后患者牙槽骨的再生"运用补肾固齿

丸治疗牙周炎既注意到了致病因素对局部病变的影响!也重视

宿主反应对局部病变的影响!尤其强调驱邪和扶正二者兼顾的

关系!体现了中医药治疗牙周病的独特优势"

#

!

展
!!

望

中医药对牙周病的认识是以整体论为依据!既注意到致病

因素对局部病变的影响!也重视宿主反应对局部病变的影响"

中医药治疗牙周病注重对全身因素的调节!弥补了西医在牙周

病上偏重局部诊治的缺陷!这也是中医药治疗牙周病的优势!

且疗效肯定!发展前景广阔"但中医药在对牙周病的治疗和研

究中尚存一些问题!如设计不规范+疗效判定缺乏统一标准+临

床观察重复较多+缺乏大样本临床研究等"这些问题制约了中

医药在牙周病防治中的临床应用!但也为未来的研究指出了方

向"展望未来!对牙周病的治疗!中医药在单药+单方+成药的

研制和开发!以及中西医结合+内外治结合等方面皆有广阔的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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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肺综合征$

C0

(

+*&

(

L,K&.+D

I

'

I

.8D&K0

!

%E2

%是肝硬化

的一种少见并发症!提示肝硬化预后不良&是以肺内血管扩张

$

-E]4

%伴随肺泡动脉血氧分差$

?>+4A

"

%

%

!FKK%

N

或者动

脉血氧分压$

E+A

"

%

$

6#KK %

N

以及肝脏基础疾病为表现的

三联症"最早由
H,L1T)

N

0D

报道-

!

.

"

!:==

年由
c0..08

N

和

c.L8'&.

报道
!

例酒精性肝病患者!于门体静脉分流术后全年

出现劳力性呼吸困难!并建议使用
%E2

这一术语"直到
!:66

年才由
PD)T'&C

将肝硬化患者伴有肺内分流和肺内灌注障碍

引起的低氧血症命名为功能性'

%E2

("以气短+呼吸困难+肺

水肿+间质性肺炎+盘状肺不张+胸腔积液和低氧血症等病理和

功能改变为临床主要表现!严重者危及生命"为提高对本病的

认识!探讨其诊疗规律!现将近年来关于
%E2

诊断和治疗进展

综述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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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特点

!9!

!

临床表现
!

%E2

为肝功能不良的并发症!必然有各种经

典肝脏疾病的临床表现!如肝功能异常!肝+脾肿大!门脉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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