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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浓替硝唑含漱液局部应用治疗冠周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８０例冠周炎患者随机分成
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０例，观察组采用浓替硝唑含漱液局部治疗，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双氧水、生理盐水局部治
疗；观察治疗后第３天两组冠周炎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对４类口腔厌氧菌的杀菌效果及清除率。结果：治疗后，观
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总有效率分别为１００％和６５％，观察组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对４类口腔主要厌氧菌均有一定的杀菌效果，总清除率分别为７２％和４９％，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浓替硝唑含漱液局部治疗冠周炎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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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齿冠周炎是口腔科常见病及多发病，是指磨
牙萌出不全或阻生时，牙冠周围软组织发生炎症，

临床上以下颌第３磨牙发病率最高。智齿冠周炎
多见于青壮年，具有起病急、发展快、症状重的特

点，常伴有邻近组织间隙感染，邻牙远中龋、面部皮

瘘及骨髓炎等并发症［１］。冠周炎是以厌氧菌感染

为主的一种混合感染，如何有效控制厌氧菌的感染

是治疗冠周炎的关键［２］。替硝唑对大多数厌氧菌

有抗菌作用，但由于替硝唑口服制剂的不良反应多

于局部用药，局部用药治疗智齿冠周炎是目前临床

上最常用的治疗方法。本研究对４０例智齿冠周炎
患者采用浓替硝唑含漱液局部冲洗盲袋，并与临床

上常用的双氧水及生理盐水交替冲洗盲袋的治疗

方法比较，评价及观察其疗效，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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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３年５月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在口腔科就诊智

齿冠周炎患者８０例，男４２例，女３８例，下颌第３
磨牙部分萌出，远中和颊侧有牙龈龈瓣覆盖并形成

盲袋，冠周软组织红肿、糜烂、疼痛、溢脓、无脓肿形

成，有轻度或中度张口受限。经影像学检查确诊为

智齿冠周炎但不伴有间隙感染和全身症状的患者，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０例，排除对替硝
唑类药物过敏者、孕妇、哺乳期妇女、糖尿病患者、

肝肾功能障碍患者、治疗期间应用其他抗菌药物

者。

１２　方法
观察组采用浓替硝唑含漱液（浙江杭康药业有

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１０７０９，２００ｍＬ中含０４ｇ替
硝唑）２ｍＬ加入５０ｍＬ温开水中冲洗盲袋，冲洗时
要避免刺伤牙龈组织，针头尽量进入盲袋深部将盲

袋内的脓液和食物残渣清洗干净，冲洗干净后再用

浓替硝唑含漱液含漱２ｍｉｎ。对照组用３％的双氧
水（山东利尔康消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卫消字

２００８第０１１９号，规格１００ｍＬ）和０９％生理盐水
（四川科 伦 药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国 药 准 字

Ｈ５１０２１１５７，２５０ｍＬ中含２２５ｇＮａＣＬ）交替冲洗盲
袋。两组患者冲洗完后均将盲袋隔湿、吹干后放置

碘酚甘油（本院自己配制），２次／ｄ，连续治疗３ｄ。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疗效判断　于用药前及用药后第３天按照
参考文献［２］评定疗效，计算总有效率。显效，临
床症状明显好转，肿胀充血明显减退，疼痛明显减

轻；有效，临床症状改善，肿胀充血减退，疼痛减轻；

无效，临床症状无改善，冠周软组织仍肿胀充血，仍

然有疼痛感。以有效数 ＋显效数为总有效数。治
疗３ｄ后对两组患者的总有效率进行比较。
１３２　治疗前后盲袋内细菌　参照参考文献［３］
分别在每位患者初诊和用药后的同一部位采集盲

袋内分泌物，用无菌生理盐水漱口５０ｓ，用无菌刮
匙从冠周远中盲袋内刮取脓性分泌物采用厌氧培

养技术进行细菌培养，根据生物学特性鉴定菌属，

涂片染色，记录菌落数。记录治疗前后每种细菌的

菌落数，相加得出每种细菌菌落治疗前后的总数，

计算两组治疗对４类口腔厌氧菌的杀菌效果及清
除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数据采用

率（％）表示，两两比较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临床疗效
治疗后，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总有效率分别

为１００％和 ６５％，观察组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冠周炎临床疗效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ｐｅｒｉｃｏｒｏｎｉｔｉｓ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组别　 ｎ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４０ ３５ ５ ０ １００（１）

对照组 ４０ １７ １０ ３ ６７
（１）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治疗对４类口腔厌氧菌的杀菌效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对４类口腔主要厌氧菌均有

一定的杀菌效果，治疗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对４类口腔主要厌氧菌的总清
除率分别为７２％和４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果见表２。

表２　两组治疗对４类口腔厌氧菌的杀菌效果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ｃｉｄ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ｔｈｅｆｏｕｒｋｉｎｄｓ

ｏｆｏｒａｌａｎａｅｒｏｂ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组别　　　　　
消化

链球菌

伴放线

杆菌

中间

普氏菌

梭形

杆菌

总菌

落数

总清除

率（％）
观察组　治疗前 １７ １０ １２ ８ ４７

　７２（１）　　　　治疗后 ３ ３ ４ ３　１３（１）

对照组　治疗前 １５ ９ １６ ７ ４７
４９

　　　　治疗后 ８ ５ ８ ４ ２５
（１）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智齿冠周炎通常以急性炎症的形式出现，如果

不及时治疗，炎症可以通过淋巴管扩散 ，引起颌面

部蜂窝组织间隙如咬肌间隙、翼颌间隙的感染，严

重的还可以造成颌骨骨髓炎。冠周炎早诊断早治

疗非常必要。

冠周炎是以厌氧菌感染为主的混合性感染，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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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感染后大量的细菌往往藏匿于阻生牙的冠周盲

袋内，因此有效清除盲袋内的厌氧菌是治疗冠周炎

的关键。浓替硝唑含漱液的主要成分是替硝唑，替

硝唑为第２代５硝基咪唑衍生物，具有较强的抗原
虫和抗厌氧菌作用，作用机制为分子中所含硝基被

厌氧菌的硝基还原酶还原成一种细胞毒素，抑制细

菌的ＤＮＡ合成，促使细菌细胞死亡。替硝唑的抗
菌谱包括所有厌氧菌和嗜二氧化碳的微生物，比甲

硝唑更易透入细菌内，抗菌效力是甲硝唑的２～４
倍，不良反应发生率低［４－５］。浓替硝唑含漱液性质

比较稳定，常温下可以有效保存２年［６］。本研究通

过对治疗前后盲袋内４类厌氧菌菌株的测定，结果
显示两组患者在治疗后，４种细菌均有所减少，且
观察组的细菌数减少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采用

浓替硝唑含漱液局部冲洗的方法治疗冠周炎，在保

持良好药效的同时大大减少了药物的用量，更减少

了不良反应的发生，浓替硝唑含漱液局部应用没有

出现不良反应，患者耐受性好。由此也可不难看出

浓替硝唑能有效地抑制引起冠周炎的常见病原菌，

疗效显著，本研究治疗总有效率达到１００％，从根
本上起到了治疗的作用，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本研

究还发现，采用浓替硝唑含漱液局部冲洗的观察组

疗效和细菌的清除率均优于传统的双氧水、生理盐

水局部冲洗的对照组，且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综上所述，浓替硝唑含漱液局部冲
洗治疗冠周炎疗效显著，值得广泛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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