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
:;

例#阳性率为
(=!:>

#其中有
#!

例抗
BC+

滴度阳性*妊

娠期梅毒是导致婴儿先天性梅毒和发生流产'早产及死胎的主

要原因之一*因此#早发现'早治疗可降低分娩先天性梅毒患

儿的风险(

##

)

*本研究检测到抗
Bd-3

阳性孕妇
))

例#阳性率

为
(=:)>

*

d-3

感染率在本地区孕妇中不高#但目前
d-3

尚无有效的药物治疗与疫苗预防措施#对于
d-3

感染孕妇#

一定要尽早做好母婴阻断#最好选择剖宫产#产后也尽量避免

母乳喂养#这样有利于对新生儿的保护#降低新生儿的感染率*

有研究显示#若母亲在分娩时
d-3B461

阳性#则发生病毒传

播的危险性可大大增加(

#)

)

#建议对抗
Bd-3

阳性的孕妇进行

d-3B461

的检测*抗
Bd%3

阳性孕妇均转送专门医院进行治

疗和分娩*因此#在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市人民医院未出现阳性

病例*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市人民医院出现
:

例混合感染的孕

妇#因此#做好全面的产前检查#对阻断母婴传播#保证婴儿的

健康出生非常重要*

综上所述#备孕妇女应早期筛查传染病#尽早采取预防控

制措施#有效降低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梅毒'艾滋病的母婴传

播#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真正做到优生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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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不同抗菌方案对拔牙术后并发症的预防效果及

%*B)

)

%*B<

)

C67B

&

表达的影响

刘
!

培!李庆隆!杨春山

"河北省唐山市协和医院口腔科!河北唐山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不同抗菌方案对拔牙术后并发症的预防效果及白细胞介素"

%*

$

B)

&

%*B<

&肿瘤坏死因子"

C67

$

B

&

表达的

影响%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该院行拔牙术的患者
:<(

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入选患者分为

1

&

8

&

-

&

2

组!每组各
"(

例%

1

组患者于拔牙术前&术后使用甲硝唑片
j

阿莫西林胶囊预防术后感染!

8

组患者于拔牙术后使用

甲硝唑片
j

阿莫西林胶囊预防术后感染!

-

组患者于拔牙术前&术后使用奥硝唑分散片
j

头孢羟氨苄分散片预防拔牙术后感染!

2

组患者于拔牙术后使用奥硝唑分散片
j

头孢羟氨苄分散片预防拔牙术后感染%比较
?

组患者拔牙术后的感染情况&药物不良

反应情况以及炎症因子
%*B)

&

%*B<

&

C67B

&

表达情况%结果
!

1

&

8

&

-

&

2

组患者拔牙术后感染率分别为
#(=((>

&

#)=))>

&

#=##>

&

;=;$>

!

-

组患者拔牙术后感染率显著低于
1

&

8

&

2

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1

&

8

&

-

&

2

组患者药物不良反应发生

率分别为
)(=((>

&

)#=##>

&

;=;$>

&

<=<;>

!

-

&

2

组患者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
1

&

8

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组患者拔牙术后炎症因子
%*B)

&

%*B<

&

C67B

&

表达水平明显低于
1

&

8

&

2

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1

&

-

组

患者
%*B)

&

%*B<

&

C67B

&

表达水平显著低于
8

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拔牙术前&术后使用奥硝唑分散片和

头孢羟氨苄分散片可有效预防术后感染!降低炎症因子
%*B)

&

%*B<

&

C67B

&

表达!且术后药物不良反应小!安全性高%

关键词"抗菌'

!

拔牙术'

!

并发症'

!

炎症因子

!"#

!

#(=:"<"

"

@

=A990=#<;:B?#:(=)(#;=#"=(:$

文献标识码"

1

文章编号"

#<;:B?#:(

"

)(#;

$

#"B);!!B(:

!!

拔牙术是口腔科一种十分常见的外科手术#患病群体的数

量极大*在实施拔牙的过程中#患者口腔局部软硬组织可发生

不同程度的损伤#从而滋生各种病菌#引起拔牙术后出血'疼

痛'肿胀'感染等并发症(

#

)

*在门诊进行拔牙是在开放的空间

环境下实施的一种有创操作#门诊环境与一般手术环境相比较

差#易导致患者在拔牙术后发生感染(

)

)

*文献报道显示(

:

)

#拔

牙术后感染发生率为
(=">

!

:=)>

*虽然拔牙术后感染的发

生率相对不高#但由于病例数量大#发生并发症的人群仍不容

忽视(

?

)

*如何有效预防拔牙术后并发症#是口腔临床医生关注

的热点*因此#为了探寻预防拔牙术后并发症的有效手段#本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0JX*ET'IO

!

.MJDTIN)(#;

!

3DF=:$

!

6D=#"



院对行拔牙术的患者给予了不同的抗菌方案#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将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行拔牙

术的患者
:<(

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入选患者

分为
1

'

8

'

-

'

2

组#每组各
"(

例*

1

组患者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_;=)$

%岁&

8

组患者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_;=$:

%岁&

-

组患者

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_<="?

%岁&

2

组患者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_

;=!;

%岁*

?

组患者在性别构成'年龄结构'病情'体征等基本

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

)

!$

#

%无抗菌药物过敏史&$

)

%年龄
#:

个月

至
$(

岁&$

:

%自愿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

<

)

!$

#

%排除患有感染

性疾病的患者&$

)

%排除合并有严重全身性疾病的患者&$

:

%排

除合并有其他疾病需使用抗菌药物的患者&$

?

%排除有拔牙禁

忌证的患者*整个研究均已经过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并且所

有研究对象及其家属均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A=B

!

方法
!

拔牙步骤!采用
;!>

乙醇对患者的口腔进行消毒

后#根据患者的病情#采用相应牙位的浸润或阻滞麻醉#于麻醉

生效后实施牙龈分离#上牙挺#然后拔出患牙#清理牙槽窝#复

位牙龈及牙槽骨#进行止血后使用碘伏棉签对牙槽骨消毒#再

让患者咬紧无菌棉球进行压迫止血#告之注意事项*

1

组患者抗菌方案为于拔牙术前'术后使用甲硝唑片
j

阿

莫西林胶囊预防术后感染#具体使用方法!于拔牙术前
#)K

给

予患者甲硝唑片
(=?

&

和阿莫西林胶囊
(=!

&

口服#同时#在拔

牙术后给予患者甲硝唑片
(=?

&

和阿莫西林胶囊
(=!

&

口服#

术后每日服用
:

次#连续服用
:

!

!O

*

8

组患者抗菌方案为于

拔牙术后使用甲硝唑片
j

阿莫西林胶囊预防术后感染#具体使

用方法!于拔牙术后给予患者甲硝唑片
(=?

&

和阿莫西林胶囊

(=!

&

口服#术后每日服用
:

次#连续服用
:

!

!O

*

-

组患者抗

菌方案为于拔牙术前'术后使用奥硝唑分散片
j

头孢羟氨苄分

散片预防拔牙术后感染#具体使用方法!于拔牙术前
#)K

给予

患者奥硝唑分散片
(=!

&

和头孢羟氨苄分散片
#=!

&

口服#于

拔牙术后给予奥硝唑分散片
(=!

&

和头孢羟氨苄分散片
#=!

&

口服#每日服用
)

次#连续服用
:

!

!O

*

2

组患者抗菌方案为

于拔牙术后使用奥硝唑分散片
j

头孢羟氨苄分散片预防拔牙

术后感染#具体使用方法!于拔牙术后给予奥硝唑分散片
(=!

&

和头孢羟氨苄分散片
#=!

&

口服#每日服用
)

次#连续服用
:

!

!O

*

A=C

!

观察指标
!

观察
?

组患者拔牙术后的感染情况'药物不

良反应发生情况及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

%*

%

B)

'

%*B<

'肿瘤坏

死因子$

C67

%

B

&

表达情况*

A=D

!

统计学分处理
!

采用
5+55#;=(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

量资料以
H_D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B

!

结
!!

果

B=A

!

?

组患者拔牙术后感染情况比较
!

1

'

8

'

-

'

2

组患者拔

牙术后感染率分别为
#(=((>

'

#)=))>

'

#=##>

'

;=;$>

#

-

组

患者拔牙术后感染率显著低于
1

'

8

'

2

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见表
#

*

B=B

!

?

组患者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

1

'

8

'

-

'

2

组患

者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

'

)#=##>

'

;=;$>

'

<=<;>

#

-

'

2

组患者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
1

'

8

组患者#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拔牙术后感染情况$

.

%

>

&'

组别
.

感染 未感染
!!

1

组
"( "

$

#(=((

%

$#

$

"(=((

%

8

组
"( ##

$

#)=))

%

;"

$

$;=;$

%

-

组
"( #

$

#=##

%

$"

$

"$=$"

%

2

组
"( ;

$

;=;$

%

$:

$

")=))

%

表
)

!!

?

组患者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

%

>

&'

组别
.

嗜睡 恶心 呕吐 头痛 皮疹 其他 合计

1

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C

!

?

组患者拔牙术后炎症因子表达情况比较
!

-

组患者拔

牙术后炎症因子
%*B)

'

%*B<

'

C67B

&

表达水平明显低于
1

'

8

'

2

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1

'

-

组患者
%*B)

'

%*B

<

'

C67B

&

表达水平显著低于
8

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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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拔牙术后炎症因子表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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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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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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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拔牙术是临床口腔科最为常用的一种治疗技术*拔牙过

程会对口腔局部组织造成损伤#从而导致患者发生出血'感染'

肿胀'疼痛等并发症#甚至引起患者体温'脉搏'血压发生波动#

尤其是因创伤引起的感染风险须慎重对待(

;

)

*此外#拔牙术是

在有菌的口腔中对患者的患牙进行拔除的手术#由于拔牙术的

手术时间短#操作较为简单#临床医生和患者对于拔牙术过程

中的病菌感染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而导致患者易在进行拔

牙术后发生感染'出血'肿胀等并发症(

$

)

*因此#为避免因拔牙

术后并发症对患者健康带来损伤#有效针对患者拔牙术后感染

进行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B)

'

%*B<

'

C67B

&

是常见的炎症因

子#均属于促炎因子*

%*B)

为刺激
C

细胞增殖的主要细胞因

子之一#可促进自身促炎因子
C67B

&

的产生#从而促进炎性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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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B<

为多功能细胞因子#其致炎活性已被公认*

C67B

&

在感染和自身免疫中起重要作用*在炎症早期以促炎细胞因

子发挥作用为主#因此#保持拔牙后炎症过程中
%*B)

'

%*B<

'

C67B

&

的平衡决定着炎症的发展和结局*

分析拔牙术后感染原因可知#患者的患牙部位多有较为明

显的炎症#拔牙术后牙槽出现较为明显的创口#且术后产生的

牙碎片'牙结石'骨碎片等异物没能及时清理#或者带有较多病

菌的炎性肉芽组织侵入创口#则会引发感染(

"B#(

)

*因此#在行

拔牙术前需对患者的口腔状况'身体状况进行检查#把握拔牙

指征#避免患者在有局部感染的情况下进行拔牙#必要时可采

取刮治术#清除患者创口异物或者炎性肉芽组织(

##

)

*此外#为

降低拔牙术后发生感染的风险#在拔牙前'术后给予合理的抗

菌药物治疗也是常用的方法之一(

#)

)

*已有研究表明(

#:

)

#使用

抗菌药物预防拔牙术后感染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我国口腔

医院门诊中#抗菌药物的使用率普遍较高*但对于抗菌药物的

使用时机'方法及抗菌药物的选择尚无定论(

#?

)

*

目前#预防拔牙术后感染的抗菌方案有阿莫西林
j

甲硝

唑'奥硝唑分散片
j

头孢羟氨苄分散片(

#!

)

*为了明确拔牙术

后预防感染的最佳时机'药物#为临床口腔科选择抗菌方案提

供依据#本研究对分别采用于拔牙术前'术后使用甲硝唑片
j

阿莫西林胶囊预防术后感染#于拔牙术后使用甲硝唑片
j

阿莫

西林胶囊预防术后感染#于拔牙术前'术后使用奥硝唑分散

片
j

头孢羟氨苄分散片预防拔牙术后感染#于拔牙术后使用奥

硝唑分散片
j

头孢羟氨苄分散片预防拔牙术后感染的
?

组患

者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于拔牙术前'术后使用奥硝唑分

散片
j

头孢羟氨苄分散片治疗的患者感染发生率显著低于其

他
:

种治疗方案#说明用奥硝唑分散片
j

头孢羟氨苄分散片抗

菌方案效果优于甲硝唑片
j

阿莫西林胶囊抗菌方案#且术前'

术后联合用药效果优于术后单独用药*国内门诊拔牙感染预

防用药虽多为术后#但国外已有术前单独用药'术后单独用药'

术前和术后联合用药方式*比较患者拔牙术后炎症因子表达

情况可知#术前'术后奥硝唑分散片
j

头孢羟氨苄分散片抗菌

方案术后
%*B)

'

%*B<

'

C67B

&

表达水平显著低于其他
:

种抗菌

方案*由此可见#奥硝唑分散片
j

头孢羟氨苄分散片抗菌方案

可有效抑制患者炎症因子表达#从而降低感染发生风险*此

外#奥硝唑分散片
j

头孢羟氨苄分散片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率

低于甲硝唑片
j

阿莫西林胶囊治疗#说明奥硝唑分散片
j

头孢

羟氨苄分散片抗菌方案较甲硝唑片
j

阿莫西林胶囊抗菌方案

的安全性更高*

综上所述#拔牙术前'术后使用奥硝唑分散片和头孢羟氨

苄分散片可有效预防术后感染#降低炎症因子
%*B)

'

%*B<

'

C67B

&

表达水平#且术后药物不良反应小#安全性高*值得注

意的是#抗菌药物在健康人群中的使用应谨慎#更多地用于拔

牙术后感染易感人群#包括糖尿病患者'年长体弱患者'患有免

疫缺陷的患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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