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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味胶囊联合聚维酮碘治疗牙龈炎的疗效

和对炎性反应递质及牙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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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独一味胶囊联合聚维酮碘治疗牙龈炎的疗效和对炎性反应递质及牙龈状况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
７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惠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收治的牙龈炎患者１１４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５７例。对照组采用
聚维酮碘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独一味胶囊治疗，２组治疗周期为１５ｄ。统计２组临床疗效；比较治疗前后
２组血清炎性反应递质、牙龈状况及相关生化指标水平。结果：治疗后，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９１２３％，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８０７０％（Ｐ＜００５）；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２组患者龈沟液中白细胞介素１β（ＩＬ１β）、前列腺素 Ｅ２（ＰＧＥ２）、Ｃ反应蛋白
（ＣＲＰ）及可溶性黏附分子（ｓＩＣＡＭ１）水平均显著下降，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２组
龈沟出血指数（ＳＢＩ）、牙龈指数（ＧＩ）、牙菌斑指数（ＰＬＩ）均显著下降（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与
治疗前比较，治疗后２组患者血清总胆固醇（ＴＣ）及空腹血糖（ＦＰＧ）水平均显著下降（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２组血清低密度脂蛋白（ＬＤＬ）、高密度脂蛋白（ＨＤＬ）水平治疗前后均无显著变化（Ｐ＞００５）。结论：独一味
胶囊联合聚维酮碘治疗牙龈炎可有效降低龈沟液中炎性反应递质水平，改善患者牙周状况，在调控相关生化指标方面具

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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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龈炎是龈缘区牙菌斑堆积与致病菌繁殖释放
大量毒素及代谢物共同作用所致，患者牙周受到严

重损害，具体表现为牙龈出血、牙龈红肿或疼痛，该

疾病是一种常见口腔感染性疾病，若治疗不及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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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恶化为牙周炎［１］。牙菌斑堆积在牙龈炎的发生与

进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祛除菌斑是牙龈炎治疗

的主要方向，目前临床主要以机械去除菌斑，短期虽

可阻止牙龈炎症发展，但长期控制菌斑的效果较

差［２３］。独一味是发源于藏、蒙、纳西等民族的民间

草药，在止血镇痛、活血化瘀、抗菌消炎等方面具有

独特优势，独一味胶囊作为其现代工艺制剂，在保留

药理学活性的基础上可有效提高其安全性，在口腔

炎症疾病的治疗中取得较好效果［４５］。本研究着重

探讨独一味胶囊联合聚维酮碘治疗牙龈炎对炎性反

应递质及牙龈状况的影响。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７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于本院就诊的牙龈炎患者１１４例，随机分为观察组
与对照组，每组５７例。观察组男３２例，女２５例；年
龄３０～５２岁，平均年龄（３４６９±８２５）岁；病程３～
８个月，平均病程（６１１±０７５）个月；龈袋深度１～３
ｍｍ，平均龈袋深度（１５４±１２０）ｍｍ；有肉眼可见菌
斑牙齿１０～１５颗，平均肉眼可见菌斑牙齿（１０７７±
１９３）颗。对照组男 ３４例，女 ２３例；年龄 ３１～５５
岁，平均年龄（３５２１±８０９）岁；病程２～８个月，平
均病程（５７４±０９２）个月；龈袋深度１～３ｍｍ，平均
龈袋深度（１６０±１１２）ｍｍ；有肉眼可见菌斑牙齿
１０～１４颗，平均肉眼可见菌斑牙齿（１０８６±１４５）
颗。２组间年龄、性别、龈袋深度及肉眼可见菌斑牙
齿颗数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获得我院医学伦理委员
会批准。

１２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参照《口腔、皮肤科疾病
诊断标准（第２版）（精）》［６］中牙龈炎的相关诊断标
准，中医诊断参照《口腔疾病中西医诊疗手册》［７］中

牙龈炎的相关诊断标准，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牙龈

水肿或纤维化，牙龈色泽呈红或暗红，龈沟温度升

高、龈沟液量增加或出血等症状或体征，但仅限于牙

龈部位。

１３　纳入标准　符合中西医诊断标准者；单纯性牙
龈炎患者；上下颌牙列４个分区中，各分区牙齿数目
≥５颗者；近期未使用抗生素、止血药等影响疗效判
定药物者；自愿加入本研究且签署知情同意书者等。

１４　排除标准　确诊为坏死性溃疡性牙龈炎或急
性龈乳头炎者；伴有重要器官功能异常者、免疫功能

或造血功能异常者；近期６个月内接受过牙周病治
疗者；对研究所使用药物过敏者；治疗依从性差者

等。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治疗过程发生严重不良反
应需停止治疗者；治疗中途主动退出研究或接受其

他治疗者；未严格遵照医嘱进行治疗者等。

１６　治疗方法　２组均先清除可消除的牙结石、菌
斑，并以生理盐水或双氧水对龈沟进行冲洗，拔除无

法保留的患牙，纠正垂直食物嵌塞；对照组采用１％
聚维酮碘治疗，于每日早晚清洁牙齿后用棉签蘸取

药液涂抹牙龈１～２遍，用药３０ｍｉｎ内禁止饮水或漱
口；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独一味胶囊（甘肃

独一 味 生 物 制 药 有 限 责 任 公 司，国 药 准 字

Ｚ１０９７００５３），０３ｇ／粒，３粒／次，３次／ｄ，２组治疗周
期均为１５ｄ。
１７　观察指标　１）统计２组患者临床疗效；２）分别
于治疗前后采集２组龈沟液：待患者漱口后，用气枪
吹干牙面，取１滤纸条缓慢置患牙侧龈沟内，３０ｓ后
取出无血迹滤纸条，于适宜低温中存储待检；龈沟液

经离心处理后，取上清液，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

（ＥＬＩＳＡ）检测其炎性反应递质水平，包括白细胞介
素１β（ＩＬ１β）、前列腺素 Ｅ２（ＰＧＥ２）、Ｃ反应蛋白
（ＣＲＰ）及可溶性黏附分子（ｓＩＣＡＭ１）等；３）分别于
治疗前后统计２组牙龈状况，龈沟出血指数（ＳＢＩ）：
牙龈正常为０分，牙龈稍有水肿，给予探针探诊后无
出血为１分，仅在探针探诊处出血为２分，牙龈出血
并沿龈缘扩展为３分，牙龈出血溢出龈缘为４分，牙
龈自发出血形成溃疡为５分；牙龈指数（ＧＩ）：按炎性
反应严重程度分别记为０～５分；牙菌斑指数（ＰＬＩ）：
无菌斑为０分，牙颈部点状散布菌斑为１分，牙颈部
连续带状菌斑为２分，牙菌斑覆盖近龈缘牙面但未
超过１／３为３分，牙菌斑覆盖近龈缘牙面１／３～２／３
为４分，牙菌斑覆盖近龈缘牙面超过２／３为５分；４）
分别于治疗前后以全自动生化仪检测２组患者空腹
静脉血中相关生化指标，包括总胆固醇（ＴＣ）、低密
度脂蛋白（ＬＤＬ）、高密度脂蛋白（ＨＤＬ）及空腹血糖
（ＦＰＧ）等。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
原则》［８］评估２组患者临床疗效：牙龈红肿、出血症
状基本消失，ＳＢＩ、ＧＩ、ＰＬＩ均降低 ＞０５分为治愈；牙
龈红肿、出血症状有所改善，ＳＢＩ、ＧＩ、ＰＬＩ３项中至少
有１项降低＞０５分为有效；牙龈红肿、出血症状无
变化，ＳＢＩ、ＧＩ、ＰＬＩ３项下降均未 ＞０５分为无效。总
有效率＝（治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１００％。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软件对上
述指标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
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采用 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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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的总
有效率为９１２３％，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８０７０％（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治愈（例） 有效（例） 无效（例）总有效率（％）

观察组（ｎ＝５７） ３８ １４ ５ ９１２３

对照组（ｎ＝５７） １７ ２９ １１ ８０７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龈沟液炎性反应递质比较　与治疗前比
较，治疗后２组患者龈沟液中 ＩＬ１β、ＰＧＥ２、ＣＲＰ及
ｓＩＣＡＭ１水平均显著下降，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
组（Ｐ＜００１）。见表２。
２３　２组治疗前后牙周状况比较　与治疗前比较，
治疗后２组 ＳＢＩ、ＧＩ、ＰＬＩ均显著下降（Ｐ＜００５），且
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见
表３。
２４　２组治疗前后血清生化指标比较　与治疗前

比较，治疗后２组患者血清 ＴＣ、ＦＰＧ水平均显著下
降（Ｐ＜００１），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２组血清 ＬＤＬ、ＨＤＬ水平治疗前后均无显著
变化（Ｐ＞００５）。见表４。
３　讨论

牙龈炎发病范围可仅限于牙龈周围组织，但也

可随着牙齿周围支持组织和牙槽骨的破坏而发展为

牙周炎，并有可能导致其他器官感染，威胁患者的生

命健康，传统的牙周基础治疗后患者往往预后不佳，

且长期使用抗生素有可能导致菌群失调，机体随之

产生耐药性，因此临床开始探索更加有效的治疗方

法［９１０］。

中医辨证治疗牙龈炎，认为牙龈红肿、出血及便

干、舌红苔黄厚等均为其典型症状，病因多为肾阴亏

虚、虚火升腾而消齿灼龈或气血不足、齿失润泽导致

的牙龈萎缩，因此辨证施治牙龈炎需遵循清热泻火

的原则［１１１２］。独一味在藏语中又名“大巴”“打布

巴”，已有１０００多年的临床应用历史，藏药经典著
作《四部医典》《晶珠本草》等有相关叙述，独一味擅

表２　２组龈沟液炎性反应递质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ＩＬ１β（ｎｇ／Ｌ） ＰＧＥ２（ｎｇ／Ｌ） ＣＲＰ（ｍｇ／Ｌ） ｓＩＣＡＭ１（ｎｇ／Ｌ）

观察组（ｎ＝５７）
　治疗前 １３８３±１８５ ３４８９４±４４５７ １１８±０２５ １７４１２±１９７３
　治疗后 １０２１±１４７△ ２８５２０±３６２４△ ０７６±０１１△ １４３５８±２６２４△

对照组（ｎ＝５７）
　治疗前 １３８５±１９２ ３４９０１±４５１７ １２０±０２６ １７８０９±１８７２
　治疗后 １１８４±１９９ ３１７１５±３８９２ ０９３±０１７ １６２１７±２５６９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２组牙周状况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ＳＢＩ ＧＩ ＰＬＩ

观察组（ｎ＝５７）
　治疗前 １９５±０４２ １８２±０３９ ２７５±０５６
　治疗后 ０６１±０１６△ ０６３±０１７△ １０４±０２７△

对照组（ｎ＝５７）
　治疗前 １９８±０３７ １８７±０３２ ２７９±０５９
　治疗后 ０７４±０３６ １１２±０２３ １９８±０３１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２组治疗前后血清生化指标比较（珋ｘ±ｓ，ｍｍｏｌ／Ｌ）

组别 ＴＣ ＦＰＧ ＬＤＬ ＨＤＬ

观察组（ｎ＝５７）
　治疗前 ４６１±０２８ ４９８±０３４ ２８６±０５４ １２９±０２６
　治疗后 ４１２±０２０△ ４３４±０１７△ ２７１±０４８ １３５±０３２
对照组（ｎ＝５７）
　治疗前 ４６７±０２４ ４９６±０３１ ２９１±０６２ １２７±０３０
　治疗后 ４２５±０３３ ４４７±０４０ ２７４±０４５ １３０±０４１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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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泻火解毒、消肿止痛［１３］。现代药理学实验表明，

独一味中含有黄酮类、皂苷、甾醇、必需氨基酸及多

种微量元素等有效成分，在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抗肿

瘤、增加血小板数量等方面效果显著［１４１５］；独一味

胶囊止血机制尚不明确，但可通过提高痛阈值、改善

淋巴循环及消除末梢神经变态反应等途径发挥镇痛

作用。本研究结果中，治疗后，观察组的总有效率显

著高于对照组；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２组 ＳＢＩ、ＧＩ、
ＰＬＩ均显著下降，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提示独
一味胶囊可显著缓解牙龈炎患者临床症状，阻滞牙

周受损进展状况，与王敏娜等［１６］研究结果一致。炎

性反应递质的释放在牙龈炎的发展中至关重要，ＩＬ
１β、ＣＲＰ可促进其他炎性反应递质释放，从而破坏
骨代谢影响骨组织吸收；ＰＧＥ２可促进血管扩张与血
小板聚集等过程，破坏牙龈组织；ｓＩＣＡＭ１可诱导淋
巴细胞与中性粒细胞定向迁移，进而破坏骨组织及

纤维组织［１７］。研究表明，独一味胶囊可显著提高机

体免疫功能与巨噬细胞吞噬率，从而有效抑制

ＰＧＥ２、ＩＬ１β及 ＣＲＰ等致炎物质释放，缓解疼痛和
炎性反应症状［１８１９］；同时在促局部血液循环、解除

静脉回流受阻，进而抗炎消肿方面发挥作用。本研

究结果显示，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２组患者龈沟液
中ＩＬ１β、ＰＧＥ２、ＣＲＰ及 ｓＩＣＡＭ１水平均显著下降，
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提示独一味胶囊治疗牙

龈炎可有效降低龈沟液中炎性反应递质水平，减轻

患处炎性损伤。

牙龈炎与系统性疾病具有遗传、病原学等共同

的危险因素，且牙龈炎引发冠心病、中风、糖尿病等

疾病的风险已得到初步证实，因此控制牙龈炎不仅

有助于维持口腔健康，且对维持机体脏器功能有一

定意义［２０］。本研究中，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２组
患者血清ＴＣ、ＦＰＧ水平均显著下降，且观察组显著
低于对照组，提示独一味胶囊治疗牙龈炎的显著疗

效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患者控制血糖及血脂异常，

预防心血管疾病及糖尿病风险，但具体作用仍需进

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独一味胶囊治疗牙龈炎可有效降低

龈沟液中炎性反应递质水平，改善患者牙周状况，促

进相关生化指标恢复正常，临床疗效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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