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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了解中间普氏菌在牙周健康人群中的分布状况。方法 :收集符合纳入标准的 60 个家庭、181 例受

试者的牙周颈缘龈上菌斑和龈沟内的龈下菌斑 ,采用厌氧菌培养技术获得 279 株产黑色素的 G- 厌氧杆菌 ,然后进

行产黑色素的 G- 厌氧杆菌的纯化培养及微量生化鉴定。结果 :中间普氏菌在牙周较健康的父母和儿童牙周菌斑

中均可检出 ,儿童群体中中间普氏菌阳性率达 70149 % ,而成人群体中中间普氏菌阳性率为 43133 % ,二者有显著性

差异 ( P < 0101) 。结论 :中间普氏菌可能是易在牙周较早定植的固有组成细菌 ,属条件致病菌。该菌在牙周疾病进

程中的确切作用尚需对受试者进行长期的追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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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of Prevotella intermedia ( Pi) among family members by culturing technique and

biochemical identification. Methods :Of all 60 families , 181 subject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Supragingival and subgingival

plaques were collected and cultured , 279 strains of black2pigmented gram2negative anaerobes were obtained. Biochemical identifi2
cations were performed. Results : Pi could be identified from parents and children with healthy periodontal status. The prevalence

of Pi in children was 70149 % ,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adults (43133 %) . Conclusion :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Pi might be an opportunistic periodontal pathogen that could be colonized in periodontal plaques easily and early. To study the

exact role of Pi in the pathogenesis of periodontitis , it is necessary to do longitudinal following study of the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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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普氏菌 ( Prevotella intermedia , Pi) 属产黑色

素类的 G
- 厌氧杆菌 ,它既是人类口腔的常驻菌群 ,

又是最早定植于龈沟的专性厌氧菌之一。在出生 1

月的新生儿口内就可检出 Pi ,乳牙萌出可使 Pi 在

幼儿口腔中的检出率从 10 %升至 67 %
1 ,2 。Pi 在

牙周的定植数量可随龈沟的形成与加深增多 ,至青

春期达到高峰。同时 ,大量的研究显示 Pi 与牙周

炎、根尖周病和冠周炎等感染性疾病关系密

切 3 ～8 。本研究采集牙周健康的正常家庭成员的

龈上、龈下菌斑 ,通过细菌厌氧培养和生化鉴定 ,了

解 Pi 在不同家庭成员的牙周菌斑中的分布状况。

1 　材料和方法

1. 1 　研究对象

1997 年 4 月～1997 年 12 月在华西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正畸科门诊就诊的儿童及其父母为本实验的研究对象。纳

入标准 : ①无全身系统性疾病 ; ②取样前 1 个月未服用抗生

素 ; ③各受检牙的牙龈退缩小于或等于 2 mm、附着丧失小

于或等于 2 mm ;牙周探诊不出血 ; ④同意加入试验并签定

协议。纳入本研究的合格家庭共 60 个 ,其中成人 120 例 ,年

龄 28～47 岁 ,平均 40135 岁 ,儿童 61 例 ,年龄 2～15 岁 ,平均

年龄 10175 岁。

112 　细菌学检查

11211 　菌斑采集、运送和处理 　局部隔湿 ,用灭菌刮匙在

下颌第一磨牙的近中舌侧及下前牙舌侧颈缘区取龈上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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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 ,对 2～4 岁的儿童则刮取下颌第二乳磨牙的远中舌侧龈

上菌斑 ,将其置于含 1ml pH 714 的厌氧转送液 (0115 %硫代

乙醇酸钠 ,0111 %磷酸氢二钠 ,015 %氯化钠 , 01009 %氯化

钙)和上覆液体石蜡的灭菌小瓶内。然后刮除龈上菌斑 ,将

两根消毒纸尖插入上述部位的龈沟最深部 ,停留 15 s 取出 ,

分别置入装有同样转送液和石蜡油的灭菌小瓶内 ,送实验

室备用。2～4 岁的儿童未取龈下菌斑。1 h 内完成标本的

培养前处理。

1. 212 　菌斑细菌的培养 　吸出收集有菌斑样本的小瓶中

的石蜡油 ,在涡旋器上震荡 2～3 min ,取 1 ml 混匀的菌斑液

用厌氧转送液作 10 倍系列稀释 ,取 103 和 105 稀释液各

10μl转移至新鲜制备的、含 5 %无菌脱纤兔血和 1 %灭菌维

生素 K2Hemin 液的 BHI 固体培养平板上 ,玻棒推匀。在

37 ℃,10 %CO2 、10 %H2 和 80 %N2 的厌氧罐内培养 72 h。

11213 　目标菌的菌落形态观察、显微镜镜检及耐氧实验 　

取出培养皿 ,观察培养基上黑色或棕色、光亮、圆形、低突、

直径 015～2 mm的菌落的生长情况 ,挑选目标菌涂片 ,革兰

氏染色 ,显微镜镜检。接种产黑色素的 G- 杆菌至 BA 固体

培养基 , 37 ℃有氧条件孵育 48 h ,进行耐氧实验。

11214 　产黑色素的 G- 杆菌的纯化培养及微量生化鉴定 　

将具有 Pi 典型菌落和菌体形态的单个菌落细菌接种在同

前述成分的 BHI 固体培养基 ,进行次代纯培养。在 37 ℃、

10 %CO2 、10 %H2 和 80 %N2 的条件下厌氧培养 72 h。用 pH

712 的 PBS液洗脱 ,收集琼脂表面纯培养物 ,采用微量生化

平板法及微量生化试管法对临床菌株进行生化鉴定 9 。以

Pi ATCC 25611 标准株为阳性对照。

113 　统计学处理

将成人及儿童受检者中的产黑色素的 G- 杆菌及 Pi 阳

性率用华西医科大学卫生统计学教研室 PEMS 软件包进行

两样本率卡方检验。

2 　结 　　果

受试者中产黑色素的 G
- 厌氧杆菌和 Pi 的检

出情况见表 1。
表 1 　181 例受试者中产黑色素的

G- 厌氧杆菌和 Pi 的检出情况

组别
受试者
例数

产黑色素的 G-

厌氧杆菌阳性 ( %)
Pi 阳性 ( %)

成人 　　120 　　85(70183 %) 　　52(43133 %)

儿童 61 49(80133 %) 3 43 (70149 %) 33

注 : 3 P > 0105 ; 33 P < 01001

显微镜下见产黑色素菌落的菌细胞 G
- 、形态

呈短杆或球杆状、长短不一、排列密集。耐氧实验

表明所有的产黑色素的 G- 杆菌均不能在有氧环境

中存活和生长。卡方检验 ,产黑色素的 G
- 厌氧杆

菌阳性检出率 ,在成人与儿童群体间无显著性差异

( P > 0105) 。

134 例有产黑色素的 G
- 厌氧杆菌检出的受试

者中 ,经微量生化平板法与微量生化试管法一致鉴

定为 Pi 检出阳性者 95 例 , 其中成人 52 例

(43133 %) ,儿童 43 例 (70149 %) 。经检验 Pi 阳性

率在成人和儿童群体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 P <

01001) 。次代培养的产黑色素的 G
- 厌氧杆菌经染

色镜检证实为纯培养物 ,成人组样本中分离到 167

株产黑色素 G- 厌氧杆菌 ;儿童组样本中分离到 112

株。由成人标本分离所得菌株中有 109 株与 Pi 国

际标准株的生化反应一致 ,而儿童标本分离所得菌

株中有 103 株与 Pi 国际标准株的生化反应一致 ,

其中 20 个家庭的父母双方或父母之一与子女的样

本中均分离到了 Pi。

3 　讨 　　论

Pi 是一种常见的牙周专性厌氧菌 ,90 年代以

前归于类杆菌属。Pi 在含血的培养基上生长良好 ,

并形成黑色或棕色的菌落 ,革兰氏染色阴性 ,菌体

形态为长短不一、排列密集的短杆或球杆菌。早期

研究发现 Pi 的检出率在牙周病变部位明显高于牙

周健康部位 ,提示 Pi 与牙周疾病关系密切 3 。有

关 Pi 毒力因子的文献揭示 10
, Pi 既能削弱宿主的

免疫反应 ,又能为牙周菌斑中不能裂解龈沟液中蛋

白的微生物提供营养 ,促进其生长。因此有学者认

为 Pi 可能在牙周病的发生发展中有重要作用。而

牙周流行病学调查发现 1 ,2
, Pi 在牙周正常的青少

年群体中也可检出 ,并且是最早定植的牙周厌氧菌

之一。但要阐明 Pi 在牙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

用及对青少年牙周健康的影响尚有待在基因水平

对 Pi 作更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以家庭成员为对象 ,探讨 Pi 在牙周正

常人群中的分布。结果发现牙周状况良好的成人

和儿童群体中均可检出包括 Pi 在内的产黑色素的

G
- 厌氧杆菌 ,牙周菌斑中分离出 Pi 的多数儿童 ,

其父母样本中也能检出 Pi。但 Pi 在儿童群体中

的检出率显著高于成人 ( P < 01001) 。这可能是儿

童处于生长阶段 ,机体内某些生长因于有利于 Pi

进入处于“窗口状态”的龈沟获得定植和繁殖 ,而受

检成人群体均牙周健康 ,其局部和全身因素对 Pi

(下转第 2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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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存在双向性 ,使得 PKC 亚型与肿瘤之间的关系非

常复杂。SACC发生发展与 PKC 亚型间关系的详尽

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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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植没有明显促进作用 ,牙周微生态和宿主间已

有的动态平衡阻止了 Pi 的过度增长 ,由此造成两

个群体中 Pi 检出率的差异。

根据本研究结果 ,笔者认为 Pi 可能属于牙周

固有菌群 ,因此能够在牙周正常的成人和儿童群体

中检出 ,且在儿童中检出率较高。但当宿主的机体

抵抗力下降 ,宿主与牙周菌斑微生态间平衡失调 ,

Pi 也可能成为致病菌 ,协同其它牙周可疑致病菌

导致牙周组织发生病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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