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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袭性牙周炎患者牙周基础治疗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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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袭性牙周炎是口腔科常见的一种疾病，与慢
性牙周炎不同，其致病菌较为特殊，部分患者呈吞噬
细胞的功能异常及家族倾向性[1]。 该病多见于年轻
健康人群，且病情发展迅速，牙周组织损伤较严重
[2]。 该病临床表现为牙齿松动、移位、脱落等，严重影
响患者生活质量及工作质量。 采用牙周基础治疗该
病的效果显著，临床通过超声波或者机械法清除菌
斑牙石以及感染的微生物。 我院选取 33例侵袭性
牙周炎患者进行牙周基础治疗研究，取得良好的效
果。 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1年 8月 ~2014年 6
月门诊治疗的 33例侵袭性牙周炎患者进行研究，所
有患者均符合侵袭性牙周炎的临床诊断标准[3]。 其
中男性 16例，年龄 18~43岁，平均年龄（28.5±3.4）
岁；女性 17 例，年龄 17~42 岁，平均年龄（28.4±
3.3）岁。
1.2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予以牙周基础治疗，
具体治疗：（1）急性炎症控制：根据患者临床症状给
予甲硝唑、阿莫西林、维生素 C 等治疗，局部给予
3.0%过氧化氢冲洗， 牙周袋内使用盐酸米诺环素。
（2）了解致病因子：患者牙周急性炎症控制后，通过
先进的诊疗手段以及相关仪器设备对患者牙周情况
采取专项检查。 评估患者牙周实际情况，采取龈上
洁治、龈下刮治、根面平整术等进行综合治疗。（3）
固定患者松动的牙齿：采用夹板舌侧固定，前 3个月
固定一次，每 3个月定期进行复查，详细记录患者检
查及治疗结果。（4）健康教育：在治疗过程中对患者
采取牙周知识健康教育，采用知识竞赛或科普讲座
等形式对患者进行诊疗常识宣传，强调口腔卫生及
定期复诊的重要性。
1.3 统计学方法 初步录入数据时要保证数据的
科学、真实性。将数据输入 EXCEL（2010版）进行逻
辑校对并分析，得出清洁数据后经 SPSS14.0软件包
进行统计学分析，以（x%±s）表示计量资料，进行 F
检验，以频数（%）表示计数资料，进行 字2%检验，结果

以 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患者经治疗后症状均得到改善，临床疗效显著，
治疗前后各项临床指标比较， 牙周探诊深度以及探
诊出血指数、附着水平治疗后均优于治疗前。见表 1。

表 1%%%%患者牙周基础治疗前后各项临床指标比较（x%±s）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讨论
侵袭性牙周炎是牙周炎的亚型， 常见于年轻健

康人群。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问题，侵袭性牙周炎作为严
重威胁人们口腔健康的一种疾病渐渐地引起人们的
重视[4]。 根据病变的范围可将其分为局限型与广泛
型，该病不限于单一发病因素，伴放线杆菌是其比较
特异的病原菌，该病预后不良，常常造成牙齿早期丧
失[5]。 侵袭性牙周炎的早期诊断、完善的基础治疗及
定期维护与复查是治疗的关键，该病致病因素较多，
病因尚需要进一步探究。

我院对 33例侵袭性牙周炎患者采取牙周基础
治疗研究，结果显示牙周基础治疗临床疗效显著。治
疗后患者牙周探诊深度变浅，出血指数下降，附着水
平下降，P均＜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
述， 对侵袭性牙周炎患者采取牙周基础治疗临床疗
效显著，可明显改善患者症状，促进患者牙齿恢复健
康，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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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n %出血指数 牙周探诊深度（mm） 附着水平（mm）

干预前
干预后
字2
P

33
33

2.02±1.04
0.69±0.39*
6.9821
0.0000

%%%%%2.97±1.82
%%%%%1.81±0.76*
%%%%%3.4294
%%%%%0.0010

%%3.11±1.88
%%2.13±1.03*
%%2.6657
%%0.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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