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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5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肾功能(BUN、SCr)测定结

果治疗组治疗前后及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差异均

无显著性(具体数据省略)。

6 不良反应所有患者服药期间未出现明显不

良反应。

讨 论

DN是2型糖尿病的严重并发症，DN存在着明

显的内皮细胞损伤和血液凝血活性增强，以及纤溶活

化的抑制⋯。中医学认为DN的形成多由糖尿病气阴

两虚日久，瘀血阻滞经脉所致，即所谓“血不利则病

水”。蜂贝化瘀方由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补肾益气三

类药物组成，方中蜂胶活血生肌、消疣疗疮；丹参、葛根

活血化瘀通络，生津益胃；贝母化痰软坚散结，与丹参

配伍加强化瘀散结作用；生地、菟丝子、黄芪、黄精滋肾

益气养阴以助血行，合之瘀血去、脉络通、瘕瘕消。现

代中药研究证明丹参、葛根具有降低红细胞聚集性和

血黏度，抑制血小板聚集，降低血脂、血糖及尿蛋白，抑

制蛋白糖化和醛糖还原酶活性，减少氧化、应激损伤，

抑制血管平滑肌增殖的作用；生地具有降压、降糖及改

善肾功能的作用；黄芪可减少尿蛋白，利水消肿，改善

糖、脂肪、蛋白质代谢；菟丝子可降低过氧化脂质的含

量，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改善肾脏微血管的损

伤‘引。

本研究显示在控制血糖、血压的基础上，应用蜂贝

化瘀方治疗后，DN患者UAER明显下降，表明蜂贝化

瘀方可减轻和缓解DN的病理变化，保护肾功能。D—

D聚体是交联纤维蛋白在纤溶酶作用下产生的一种特

异性降解产物，是反映血栓形成、纤溶活性增强的理想

指标。治疗后D—D聚体下降，提示蜂贝化瘀方有降低

血黏度，改善微循环的作用。本结果表明蜂贝化瘀方

治疗糖尿病肾病效果明显，无明显不良反应，服药依从

性好，费用相对低廉。对早期治疗DN有较好的应用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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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中药两面针提取液牙膏对牙菌斑
和牙龈炎的观察

万呼春1 胡德渝1 刘红春1 范 旭1 李 雪1 覃青云2 黄华来2

摘要 目的 观察含2％中药两面针提取液的牙膏在减少成年人牙菌斑积聚和牙龈炎形成方面的效

果。方法 采用双盲、分层、平行的研究方法，对200名健康成年人(试验组100名，对照组100名)于试验

前、试验后3个月、6个月分3次对受试对象的牙菌斑与牙龈炎状况进行了观察。结果 试验3、6个月，试

验组牙膏与对照组牙膏比较牙茵斑指数分别减少9．1％(P>0．05)、13．9％(P<0．05)；牙龈炎指数分别降

低18．7％、22．6％(P<0．05)。结论含中药两面针提取液的牙膏能显著减少牙茵斑数和改善牙龈健康。

关键词 牙膏；两面针；天然植物；牙龈炎；牙菌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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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劢g咒g矗“(6jD04j)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IinicaI efficacy of drug toothpaste containing 2％ZanthoxyIum Ni—

tidum extract in reducing accumulation of dental plaque and occurrence of gingiVitis in adults．IⅥethods Adop—

ting double—b“nd，stratified and parallel design，the status of dental plaque and gingivitis in 200 healthy adults

enrolled in the trial(100 in the treated group took the drug toothpaste to clean teeth，and 100 in the control

group use common toOthpaste instead)were assessed at before experiment，3 months and 6 months after experi—

ment．Results At the end of the 3rd month and the 6th month，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L e—

Silness Gingival Index(GI)in the treated group was decreased by 9．1％(P>0．05)and 13．9％(P<0．5)，in

the same period，the Quigley—Hein(Turesky Modification)Plaque Index(P1I)decreased by 1 8．7％and 22．6％

(P<0．05)，respectively．Conclusion Toothpaste containing Zanthoxylum Nitidum extract can obviously de—

crease the incidence of dental plaque and enhance gingival health．

Key words toothpaste；Zanthoxylum Nitidum；natural herb；gingivitis；dental plaque

中药两面针有“止痛、解毒、消肿”等功效u’，20世

纪80年代初，已将中药两面针加入牙膏来防治口腔疾

病，并得到社会人群的广泛认可。本研究的目的在于

观察含2％中药两面针提取液的牙膏在减少成年人牙

菌斑积聚和牙龈炎形成方面的效果。

资料与方法

1 研究对象选取四川省雅安市健康的成年男

女自愿者200名。首先由研究者向试验对象讲清楚实

验目的、研究细节、参加研究的责任。愿意参加试验的

受试者填写自愿书后，由研究者对其进行检查。纳入：

(1)全身健康状况良好；(2)年龄在18～70周岁；(3)改

良Quigley—Hein菌斑指数(plaque index，PLI)心’≥

1．5；(5)L6e—Silness龈炎指数(gingival index，GI)旧。≥

1．0。排除：(1)对牙膏的成分发生过敏；(2)现正在服

用其他的药物；(3)在参加研究之前1个月内使用抗生

素；(4)妊娠和辅乳期妇女。

2 研究方法 采用双盲、分层、平行临床研究。

将200名受试者按报名受检的先后排序，通过随机数

字表法将受试者随机分为2组；试验牙膏为白管，分为

1号与2号(其中1号为对照组，2号为试验组；试验牙

膏除含2％的两面针提取液外，其余成分与对照组牙

膏相同，对照组为不含中药的牙膏)；试验期间检查者

与受试者均不知道牙膏的试验与对照分组情况，临床

试验结束及统计结果完成后，由本项目负责人揭盲；所

用牙膏由广西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对初筛

合格的全部试验对象进行洁牙，受试者均采用统一分

发的软质牙刷，并按规定使用牙膏刷牙，牙膏量布满牙

刷毛，每天刷牙2次(早、晚)，每次至少1min。要求试

验过程中不使用任何其他口腔卫生用品，如其他种类

的牙膏、牙刷、漱口液、牙线等。对饮食和抽烟不作限

制。每间隔6周定期补充实验的牙膏和牙刷。在使用

牙膏牙刷3个月和6个月时，对受试者牙菌斑和牙龈

炎状况按照基线检查的标准与程序再进行评估。

3 GI检查方法 采用改良L6e—Silness方法、3。测

量GI。牙龈炎计分方法及标准：0分为无炎症；1分为

轻度炎症，牙龈色泽和质地略有变化，但探诊无出血；2

分为中度炎症，牙龈光亮，红、肿、增生，探诊出血；3分

为重度炎症，牙龈明显发红、增生，有自发性出血。检

查每颗牙颊面及舌面，1颗牙最多计为6分。除第3

磨牙、假牙和有颈部修复体的牙，其余牙均包括在计数

之列。GI值按下列公式算出：GI=所有牙计分值的总

和棚0量牙齿面数
4 PLI检查方法 采用Qu遮ley—Hein改良

Turesky方法幢3评价龈上菌斑。对龈上菌斑进行染色，

并根据下列标准记分：0分为无菌斑；1分为牙颈部边

缘存在散在的菌斑；2分为牙颈边缘可见连续的薄菌

斑带(达lmm宽)；3分为牙颈部菌斑带大于l mm，但

少于牙面的1／3；4分为菌斑覆盖牙面的1／3～2／3；5

分为菌斑覆盖牙面2／3以上。检查每颗牙齿的颊面和

舌面(每颗牙最高分数为10分)。除第3磨牙、假牙和

有颈部修复体的牙，其余的牙均在计数之列。PLI=

每受试者的全部牙齿检查所得计分之和／狈0量牙数(牙

齿颗数×2)。

5 统计学方法用SPSS 10．0统计软件包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两样本均数的f检验，可信度在

95％内。

结 果

200名试验对象进入研究，3个月检查时随访182

例，6个月随访165例。3个月、6个月的失访率分别

为9％、9．3％。失访的主要原因是外出、生病等，失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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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对象退出试验的原因与使用牙膏无关。

1 基线检查结果见表1。试验前两组资料(包

括人数、年龄、性别、GI和PLI)比较差异无显著性，具

有可比性。

2 两组试验前后不同时问GI和PLI检查结果

见表2。与对照组比较，试验组试验3个月时GI减少

18．7％(P<0．05)、PLI减少9．1％(P>0．05)；试验6

个月时GI减少22．6％(P<0．05)，PLI减少13．9％

(P<0．05)。

表1 两组试验人群一般资料(j±s)

表2 两组试验前后不同时间GI

和PLI检测结果比较 (王±s)

3 不良反应情况 试验组与对照组均无不良反

应发生。

讨 论

两面针[历”砌∞vz“m卵觑d“优(RoXb)]为芸香科

花椒属植物光叶花椒，药用取其根、根皮或茎皮。昧

辛、苦、微温、有小毒。有麻醉止痛、祛风活血、解毒消

肿、通经活络的功效，主治风湿关节痛、肿痛、腰肌劳

损、牙痛、胃痛、咽喉肿痛、毒蛇咬伤，烫伤等H一。两面

针的根及根皮主要含两面针碱(nitidine)、氧化两面针

碱(oxynitidine)、氯化两面针碱(nitidine chloride)等13

种生物碱、木脂素及黄酮类化合物等。将两面针加入

牙膏，作为镇痛、消炎的口腔保健用品已有二十多年历

史∞’6’，国内对两面针的理化性质、药理性能、药用有效

成分等进行了大量的基础性研究，确定及改进了对两

面针的提取工艺，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o“。本研究

结果表明：所有受试对象在使用试验牙膏后均无诸如

过敏、疼痛及其它不良反应发生。使用含两面针天然

植物提取液的牙膏刷牙，能有效减少牙菌斑，抑制牙龈

炎，达到促进口腔健康的作用。中药两面针有一定的

抗菌活性，能有效地抑制牙菌斑的生长代谢，降低牙龈

炎的发生与发展；并具有安全的药理、毒理学特点。但

有关两面针抑制口腔细菌的有效成份尚有待进一步分

析研究。

(致谢：本研究承四川省雅安市化工厂医院大力协作，在此

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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