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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周炎患者龈下菌斑与口臭相关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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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了解口臭与牙周炎患者龈下菌斑组成的关系。方法 　用 H2 S 测定仪 Halimeter 与专业医师鼻测两

种方法对 210 例牙周炎患者进行口气测定 ,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 20 例口臭患者作为实验组 ,另随机选取 10 例无口

臭的牙周炎患者作为对照组。收集两组患者邻面间隙的颈缘菌斑和龈下菌斑行刚果红负性染色及厌氧培养 ,对培

养出的主要细菌作分离及鉴定。所有实验结果采用 SPSS 10. 0 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①两组患者的菌斑指数、

牙龈出血指数、牙周袋深度无显著性差异。②两组患者邻面间隙的颈缘菌斑和龈下菌斑中螺旋体所占百分比均有

显著性差异。③两组患者邻面间隙的颈缘菌斑及龈下菌斑中的细菌检出量均无显著性差异。④两组患者邻面间

隙的颈缘菌斑及龈下菌斑中主要细菌的检出率均无显著差异 ;与口臭相关的细菌 (牙龈卟啉单胞菌、韦荣菌和二氧

化碳噬纤维菌)的构成比在邻面间隙的颈缘菌斑中为实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而在龈下菌斑中两组无显著差异。

结论 　并非所有的牙周炎患者均有口臭 ;牙周炎患者邻面间隙的颈缘菌斑中细菌的构成比与口臭的关系更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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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he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microbial composition of interdental and subgingival plaques of periodon2
titis patients with or without malodor ,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riodontitis and oral malodor.Methods 　20 patients of

periodontitis with malodor were chosen from 210 patients of periodontitis , and the clinical parameter of plaque index (PLI) , gingi2
val bleeding index ( GBI) and probing depth (PD) were measur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had periodontal dis2
ease without malodor. During the experiment , the interdental and subgingival microbial samples in both groups were collected and

sent to anaerobic culture for 48 hrs , then the total CFUΠml of each sample were counted , and each type of bacteria was separated

and identified. All of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statistical software SPSS 10. 0. Results 　 (1) There were no satistical

differences on PLI , GBI , PD betwee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2) The percents of leptospira in both interdental and

subgingival plaques of tes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 P < 0. 01) . (3) Either the interdental or

in subgingival plaques , the count results of CFUΠml were similar in both groups ( P > 0. 05) . (4) The proportions of malodor pro2
ducing anaerobic bacteria in interdental gingival plaque , such as P. gingivalis and Veillonella , were singnificantly different be2
tween tes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proportions of VSC′s producing anaerobic bacteria in interdental gingival

plaque may be play the significant roles in oral malodor. Further studies should be taken to elucid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l2
odor and periodont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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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周炎与口臭的关系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

法。一些学者 1 ,2 观察到 ,随着牙周炎严重程度的加

重 ,挥发性含硫化合物 ( volatile sulfur compounds ,

VSCs)的水平和口臭的程度也相应加重 ,故认为口臭

和牙周炎间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但另一些学者 3 研

究发现 ,虽然 VSCs 水平随着牙周袋的深度增加而升

高 ,但口臭、VSCs 和牙周炎间并没有显著相关性。

Morita 等 4 的研究认为与口臭关系最密切的是舌面

菌斑和牙龈炎症状况 ,而与 2～4 mm牙周袋内含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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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量及牙周炎变程度为中等相关。口腔常驻菌中有

82 种在代谢中能产生 VSCs
5

,其中与口臭最密切相

关的细菌主要包括 6
:梭杆菌 ( Fusobacterium) ,韦荣氏

菌 ( Veillonella) ,齿垢密螺旋体 ( T. denticola , T. d) ,牙

龈卟啉单胞菌 ( P. gingivalis , P. g) ,拟杆菌 ( Bacte2
roides) 和消化链球菌 ( Peptostreptococcus) 。其中 , Fuso2
bacterium 、T. d、P. g、Bacteroides 都是重要的牙周可

疑致病菌。不是所有牙周炎患者都有口臭 ,故本研究

分析口臭和非口臭牙周炎患者邻面间隙颈缘菌斑和

龈下菌斑的细菌组成 ,探讨牙周炎患者的口臭原因。

1 　材料和方法

1. 1 　研究对象

2000 年 6～9 月在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牙周病

科选择 210 例基线情况基本一致的牙周炎患者 ,这些

患者要求 : ①已明确诊断为慢性牙周炎 ; ②口内至少

有两个牙有大于 4 mm 的牙周袋 ; ③年龄在 45～55

岁 ; ④口腔内无广泛龋齿、不良修复体和活动义齿 ; ⑤

一般无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等全身系统性疾病 ,将其

中符合实验组纳入条件的口臭患者 20 例为实验组 ,

另随机挑选无口臭的牙周炎患者 10 例为对照组。

实验组患者的纳入条件 : ①口臭检查期间未服用

二甲基硫化物、奎宁和抗组织胺类药物 ; ②3 月内无

牙周治疗史 ; ③检查时无牙周溢脓、脓肿、牙齿松动

等牙周炎活动期症状 ; ④Halimeter 值大于 150 ppb 或

专业医师鼻测值大于或等于 3。

1. 2 　口臭的测定方法

患者在约定时间就诊 ,用便携式口臭测定仪

(Halimeter ,美国)及医师鼻测两种方法测定患者的口

气值。口臭测定仪测定结果以 H2 S 的 ppb 值表示 ;医

师鼻测值以 0～5 的分数值表示 (0 为无口臭 ,1 为可

疑口臭 ,2 为轻微口臭 ,3 为中等口臭 ,4 为严重口臭 ,

5 为非常严重口臭) 。

患者就诊前要求 : ①就诊前一天忌食辛辣、燥热

的食物 ; ②就诊当天勿食洋葱、蒜、咖喱等食物 ; ③

就诊当天勿咀嚼口香糖、勿使用漱口液、口腔除臭剂

等 ; ④就诊前 2 h 禁食、禁饮 ; ⑤就诊时勿使用香水、

发胶、口红等可能影响测定结果的芳香剂。

1. 3 　实验组和对照组临床指标的基线情况

由同一医师对所有受试对象的菌斑指数 (plaque

index, PLI) 、牙龈出血指数 ( gingival bleeding index ,

GBI)和探诊深度 (probing depth , PD) 7 进行检查 ,检

查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了解两组基线的可比性。

1. 4 　样本的采集、转运、分散和稀释8

嘱患者在样本采集前 2 周开始不能使用任何类

型的抗生素 ,包括含抗菌成分的漱口水 ,以免影响检

测结果。

邻面间隙的颈缘菌斑的采集 :用无菌棉卷隔湿患

牙 ,吹干牙面 ,用消毒牙周刮匙取有深牙周袋 ( PD >

4 mm)的两颗患牙的邻面间隙的颈缘菌斑 ,立即放入

盛有 1 ml 硫乙醇酸盐转送液 (硫乙醇酸盐 0115 g、1 %

CaCl2 019 ml 和蒸馏水 100 ml) 和小玻璃珠的无菌取

菌管内 ,加盖无菌液体石蜡以隔绝空气。

龈下菌斑的采集 :用无菌棉卷隔湿患牙 ,碘复棉

签消毒 ,吹干牙面 ,将无菌纸尖插入牙周袋底 ,留置

20 s 后取出 ,立即放入硫乙醇酸盐转送液 ,加盖无菌

液体石蜡以隔绝空气。

将取菌管置于旋涡震荡器 ,震荡 30 s 使菌斑团

块分散。取原倍菌液涂片 ,做刚果红负性染色 ;然后

以硫乙醇酸盐转送液为稀释液 ,将取样标本 10 倍系

列稀释 ,选择 10
- 4和 10

- 5的稀释液备用。

1. 5 　细菌的分离、培养和鉴定 8

初代培养及菌落计数 : 取标本液 10μl 接种于心

脑浸液 - 辅助琼脂 (BHI-S琼脂)培养基 ,37 ℃厌氧培

养 48～72 h ,取出后完成菌落计数 ,以平板上菌落形

成单位 (colony forming unit ,CFUΠml)为菌量测定指标。

次代培养及鉴定 :将经初代培养的单个菌落分

离、接种于心脑浸液 (BHI) 培养基 ,同时进行单个菌

落的耐氧实验 (37 ℃需氧培养 48 h) 和厌氧培养

(37 ℃厌氧培养 48 h) 。观察菌落形态和菌细胞的表

型特征 ,根据伯杰氏细菌学鉴定手册鉴定主要菌

群 8 。观察实验组和对照组牙周袋内的可培养的主

要细菌的检出例数和构成比的情况。

1. 6 　数据处理和统计学分析

将各数据建立数据库 ,输入 SPSS 10. 0 软件包处

理。两组临床指标的比较采用 t 检验 ;主要可培养细

菌检出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菌斑刚果红负性染色

结果及主要可培养细菌构成比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 ;

实验组和对照组菌落计数结果先经对数处理后 ,采用

方差分析检验。

2 　结果

2. 1 　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临床指标的基线比较

实验组 20 例患者中男 12 例 ,女 8 例 ,PLI 平均为

3165 ,GBI为 1178 ,PD 为 415 mm ;对照组 10 例患者中

男 6 例 ,女 4 例 ,PLI 平均为 3179 , GBI 为 1162 ,PD 为

4177 mm。经统计学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指标无显著

差异 ( P > 0105) ,基线可比。

2. 2 　刚果红负性染色结果

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邻面间隙颈缘菌斑及龈下

菌斑的刚果红负性染色结果见表 1、2。由表 1 可见 ,

邻面间隙颈缘菌斑中的球菌、杆菌和弯曲菌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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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间无显著差异 ( P > 0105) ,但螺旋体所占比例实

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 P < 0101) 。由表 2 可见 ,龈下

菌斑中的球菌和弯曲菌所占比例 ,两组间无显著性差

异 ( P > 0105) ;杆菌的比例对照组显著高于实验组 ( P

< 0105) ,而螺旋体所占比例依然为实验组显著高于

对照组 ( P < 0101) 。
表 1 　两组患者邻面间隙颈缘菌斑的细菌组成检测结果

( �x ±s , %)

Tab 1 　The results of microbial composition of interdental

plaques in the two groups( �x ±s , %)

组别 球菌 杆菌 弯曲菌 螺旋体

对照组 65. 14 ±25. 08 20. 43 ±17. 88 8. 71 ±5. 31 5. 71 ±7. 16

实验组 58. 62 ±17. 14 23. 46 ±16. 13 7. 54 ±5. 80 10. 38 ±12. 20

P 值 0. 382 0. 606 0. 800 0. 001

表 2 　两组患者龈下菌斑细菌组成检测结果( �x ±s , %)

Tab 2 　The results of microbial composition of subgingival

plaques in the two groups( �x ±s , %)

组别 球菌 杆菌 弯曲菌 螺旋体

对照组 34. 00 ±19. 33 41. 14 ±20. 20 11. 29 ±14. 53 13. 57 ±12. 07

实验组 26. 77 ±19. 55 26. 85 ±24. 69 12. 46 ±12. 41 34. 69 ±30. 65

P 值 0. 282 0. 037 0. 825 0. 001

2. 3 　细菌检出例数和构成比的比较

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邻面间隙的颈缘菌斑及龈

下菌斑中主要可培养细菌的培养结果见表 3、4。由

表 3 可知 ,邻面间隙的颈缘菌斑中 ,牙周主要可疑致

病菌的检出率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 P > 0105) ,而优

杆菌、放线菌、牙龈卟啉单胞菌、口腔普氏菌、弯曲菌、

月形单胞菌、韦荣菌和二氧化碳噬纤维菌的构成比两

组间有显著性差异 ( P < 0105) ,其中与口臭相关的牙

龈卟啉单胞菌、韦荣菌和二氧化碳噬纤维菌的检出构

成比 ,实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 P < 0105) 。由表 4 可

见 ,龈下菌斑中 ,牙周主要可疑致病菌的检出率两组

间无显著性差异 ( P > 0105) ,而优杆菌、消化链球菌、

弯曲菌的构成比两组间有显著性差异 ( P < 0105) 。

2. 4 　邻面间隙颈缘菌斑及龈下菌斑中的细菌检出量

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邻面间隙的颈缘菌斑及龈

下菌斑的菌落计数结果 (CFUΠml)先经对数转换后 ,得

到菌斑中的细菌检出量。邻面间隙的颈缘菌斑的细

菌检出量对照组为 (81808 ±01293) lg CFUΠml ,实验组

为 (81627 ±01251) lg CFUΠml ;龈下菌斑细菌检出量对

照组为 (81679 ±01163) lg CFUΠml ,实验组为 (81754 ±

01329) lg CFUΠml。可见无论是邻面间隙的颈缘菌斑

还是龈下菌斑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细菌检出量均无显

著性差异 ( P > 0105) 。

表 3 　两组患者邻面间隙的颈缘菌斑可培养细菌的检出
情况

Tab 3 　Major bacteria in interdental plaques in the two
groups

主要细菌
对照组 ( n = 10)

检出
例数

　
构成比

( �x ±s , %)

实验组 ( n = 20)

检出
例数

　
构成比

( �x ±s , %)

P1 值 P2 值

优杆菌 　7 7. 43 ±7. 74 　9 26. 82 ±31. 46 0. 522 　0 #

放线菌 10 42. 17 ±22. 94 8 7. 16 ±3. 39 0. 055 0 #

消化链球菌 3 7. 69 ±4. 22 3 14. 79 ±10. 03 0. 473 0. 121

厌氧链球菌 3 4. 17 ±0. 58 1 2. 45 ±0. 69 0. 015 3 0. 130

梭杆菌 7 5. 28 ±1. 38 6 12. 32 ±10. 94 0. 620 0. 076

牙龈卟啉单
胞菌 3 2. 15 ±1. 45 8 20. 76 ±22. 51 1. 000 0 #

口腔普氏菌 3 3. 23 ±1. 22 8 11. 82 ±3. 75 1. 000 0. 016 #

弯曲菌 4 3. 05 ±1. 87 6 14. 94 ±10. 49 0. 712 0 #

月形单胞菌 3 9. 85 ±5. 36 2 67. 20 ±22. 39 0. 432 0 #

韦荣氏菌 7 7. 49 ±9. 06 6 24. 25 ±7. 36 0. 620 0. 001 #

二氧化碳噬
纤维菌 7 1. 58 ±0. 71 8 9. 98 ±6. 32 0. 571 0. 017 #

注 : P1 为两组主要可培养细菌检出例数的卡方检验结果 , 3 示
P < 0. 05 ; P2 为两组主要可培养细菌构成比的秩和检验结果 , # 示
P < 0105。

表 4 　两组患者龈下菌斑可培养细菌的检出情况
Tab 4 　Major bacteria in subgingival plaques in the two

groups

主要细菌
对照组 ( n = 10)

检出
例数

　
构成比

( �x ±s , %)

实验组 ( n = 20)

检出
例数

　
构成比

( �x ±s , %)

P1 值 P2 值

优杆菌 　5 6. 82 ±2. 98 　3 20. 48 ±20. 23 0. 352 0. 007 #

放线菌 5 19. 64 ±16. 50 5 13. 90 ±16. 35 0. 596 0. 259

消化链球菌 7 5. 21 ±0. 87 8 20. 58 ±12. 80 0. 617 0. 001 #

梭杆菌 3 23. 84 ±22. 40 17 14. 45 ±8. 82 0. 112 0. 057

牙龈卟啉单
胞菌 2 10. 28 ±6. 87 13 14. 69 ±15. 82 0. 134 0. 285

口腔普氏菌 5 29. 55 ±21. 65 10 31. 43 ±24. 29 1. 000 0. 878

弯曲菌 1 1. 23 ±0. 36 3 8. 86 ±10. 76 0. 185 0. 006 #

韦荣氏菌 7 28. 93 ±19. 28 7 36. 94 ±8. 46 0. 402 0. 229

二氧化碳噬
纤维菌 5 8. 17 ±0. 71 8 6. 52 ±5. 39 1. 000 0. 788

注 : P1 为两组主要可培养细菌检出例数的卡方检验结果 , 3 示
P < 0. 05 ; P2 为两组主要可培养细菌构成比的秩和检验结果 , # 示
P < 0105。

3 　讨论

3. 1 　采用 Halimeter 及医师鼻测两种方法的优点

测定患者口气值的方法多样 ,主要包括 :气相色

谱、液相色谱、唾液培养、BANA 分析、专业医师鼻测、

人工鼻等。其中专业医师鼻测最准确且重复性好。

最简便的为采用便携式硫化物测定仪 Halimeter 测

定。Halimeter 对 H2 S 较敏感 ,有研究 9 表明 ,随着牙

周袋的加深 ,甲基硫醇的比例逐渐上升 ,当到达深袋

底时 ,甲基硫醇已成为优势气体 ,为了使测量更准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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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反映患者口腔内的真实水平 ,本实验采用便携式

口臭测定仪 ( Halimeter) 及专业医师鼻测两种方法综

合评定患者的口气情况。

3. 2 　与口臭相关的细菌及其它因素

一些试验已证明 ,产生口臭的细菌都是 G- 厌氧

菌。Rosenberg 等 10 从口腔分离的 300 多种细菌中发

现 ,有 82 种细菌可在失活血清培养皿中产生硫化氢 ,

有 25 种能产生甲基硫醇 ;具核梭杆菌有 12 个亚种既

能产生硫化氢又能产生甲基硫醇 ,还有一些细菌 (如

牙结核杆菌、牙龈溶血性链球菌、福氏溶血性链球菌、

二氧化碳噬纤维菌等) 能产生胰酶样物质 ,水解合成

肽并可影响胞外基质的合成 ,也可产生口臭。Parya2
vi- Gholami 等 11 对有口臭和无口臭的 7 岁儿童的唾液

进行分离培养 ,发现有口臭儿童唾液中的产 VSCs 细

菌高于无口臭儿童 ,重新定植细菌的种类在两组无差

别 ,产 VSCs 的 Veillonella 在两组中均有定植 ,但口臭

儿童口腔普氏菌 ( P. oralis) 水平较高。Goldberg 等 12

检查了戴义齿的口臭患者的口腔及活动义齿上的细

菌 ,发现克雷白氏杆菌和与肠杆菌相关的细菌可能是

主要组成菌 ,其比例远远高于一般口臭患者、正畸患

者及正常人。Tiomny 等 13 的研究表明 ,幽门螺杆菌

在不明原因的、特别是家族性口臭中有重要的作用 ,

采用甲硝唑治疗有显著疗效。

由于引起口臭的细菌都是口腔的常驻菌 ,因此人

们关心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口臭 ? Waler 等 14 的研究

表明 ,正常人在使用半胱氨酸和其它含硫氨基酸、多

肽漱口时 , 使用半胱氨酸者可产生高浓度的 VSCs ,

而使用其它含硫氨基酸、多肽漱口者 VSCs 增加不明

显。这一方面说明半胱氨酸是产生口臭的主要基质

成分 ,且舌是产生 VSCs 的主要部位 ,而唾液的产量很

少 ;另一方面也说明 ,产生口臭的细菌并非一定在病

理条件下才会产生大量的 VSCs ,只要有产生 VSCs 的

底物存在 ,就会产生口臭。当健康人在内外环境发生

改变时 ,口腔内的常驻菌的构成情况也随之改变 ,如

果能产生口臭的细菌成为优势菌 ,并在有丰富的产生

VSCs 的底物存在时 ,健康人也可产生口臭。

3. 3 　牙周炎与口臭的关系

研究表明牙周炎可增加口臭的严重程度 ,同时口

臭也可加速牙周炎患者牙周组织的破坏。牙周炎患

者的邻面间隙和深牙周袋内存储着大量的食物残渣、

脱落上皮细胞及血液成分等。这些含硫底物 ,增加蛋

氨酸分解为甲基硫醇的代谢率 ,从而增加了 VSCs 和

短链脂肪酸的产量。另一方面 ,牙周炎患者舌菌斑的

量也远高于牙周健康者 ,这样可使硫化氢或甲基硫醇

的产量比牙周健康者增加近 30 倍。口腔内特别是牙

周袋内 VSCs 大量堆积又可使 VSCs 通过影响牙周组

织通透性 ,改变牙龈成纤维细胞和牙周韧带细胞对炎

症的反应能力和调整功能 ,改变牙周组织正常的代谢

活动 ,加重牙周炎的发展。研究发现 ,牙周炎重要致

病菌 P. g 中含有 mgl 基因 ,该基因编码分解 L-蛋氨

酸为甲基硫醇的酶 ,去除该基因的 P. g W83 变异株

产生甲基硫醇的量明显减少 ,致病力也明显降低 ,说

明甲基硫醇不仅是口臭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

P. g 的重要致病因子。

临床工作中发现 ,并不是所有口源性口臭患者都

有牙周炎 ,也不是所有牙周炎患者都有口臭 ,甚至有

些牙周破坏很严重的患者 ,并没有口臭。许建青 15

分析 79 例口臭患者的病因 ,发现只 3 例有牙龈炎 ,4

例有牙周炎 ,1 例口腔癌 ,17 例有胃肠道疾病 ,还有

54 例口臭患者病因不明。本研究结果也表明 ,并非

所有的牙周炎患者都有口臭。Bosy 等 16 的研究提

示 ,口腔卫生状况与口臭的关系比牙周病更密切 ,因

此笔者认为引起口臭并不是某种独立因素作用的结

果。

3. 4 　牙周炎中与口臭相关的细菌

在牙周可疑致病菌中 Fusobacterium 、T. d、P. g、

Bacteroides、Veillonella、Peptostreptococcus 在代谢中都可

产生 VSCs。Quirynen 等 17 研究发现 ,从舌、扁桃体和

咽部分离培养的 P. g、P. i 及具核梭杆菌 ( Fusobacte2
rium nucleatum , F. n) 临床株在 BHI 培养皿中厌氧培

养后的头 6 h ,其 VSCs 含量可达 450 ppb ,而在普通琼

脂培养皿中只能达到 300 ppb ,24 h 后及接下来的 6 d

中 ,两种培养皿中的 VSCs 产量基本稳定在 300 ppb。

如果将 3 种细菌混合培养 ,则在 BHI培养基中厌氧培

养 30 min 就可达到最大值 500 ppb。说明有血清存在

时 ,细菌可更快、更迅速的产生 VSCs。

本研究发现 ,无论是颈缘菌斑还是龈下菌斑 ,螺

旋体的百分比在口臭组都远远高于无口臭组 ,说明螺

旋体组成比的变化可能导致口臭的发生 ,这与 Moriy2
ama 等 18 的研究结果相似。本研究检出的与口臭相

关细菌主要有 :消化链球菌、梭杆菌、牙龈卟啉单胞

菌、韦荣菌和二氧化碳噬纤维菌 ,这 5 种细菌的检出

率在口臭组和无口臭组的邻面间隙的颈缘菌斑和龈

下菌斑中均无统计学差异 ;但在邻面间隙的颈缘菌斑

中 ,口臭组的牙龈卟啉单胞菌、韦荣菌和二氧化碳噬

纤维菌的检出构成比高于无口臭组 ( P < 0. 05) ,而消

化链球菌和梭杆菌的构成比在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

( P > 0105) ;在龈下菌斑中 ,牙龈卟啉单胞菌、韦荣菌

和二氧化碳噬纤维菌这 3 种细菌的构成比在两组间

无统计学差异 ( P > 0105) ,而消化链球菌的构成比在

口臭组明显高于无口臭组 ( P < 0105) ;梭杆菌的构成

比在邻面间隙的颈缘菌斑和龈下菌斑中两组均无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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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差异 ( P > 0105) 。从此结果可看出 ,有口臭和无

口臭的牙周炎患者菌斑中 ,细菌的种类并没有明显改

变 ,但在邻面间隙的颈缘菌斑中与口臭相关的细菌的

构成比明显增大 ,而在牙周袋深部除消化链球菌外 ,

其它细菌的构成比在口臭组和无口臭组无明显改变 ,

说明邻面间隙的颈缘菌斑中与口臭相关细菌的构成

比的改变可能是导致口臭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邻

面间隙与牙周袋内的微环境一样具有适合细菌新陈

代谢的厌氧环境、含硫蛋白、细胞碎屑等 ,且细菌的代

谢产物 VSCs 更接近牙面 ,因此更容易挥发到口腔外

环境中 ,更容易被其他人闻到。笔者推测 ,当牙周炎

患者邻面间隙微环境发生改变 ,使邻面间隙的颈缘菌

斑中与口臭相关细菌的构成比增大后 ,在临床上就表

现为口臭 ;而牙周袋深部的细菌产生的 VSCs 更容易

滞留在牙周袋内 ,持续发挥对牙周组织的毒性作用 ,

加重牙周组织的破坏。但在本实验中 ,消化链球菌的

检出构成比与其它产生口臭的细菌的变化情况不一

致 ,能产生大量 VSCs 的 F. n 的构成比在有口臭和无

口臭患者间均无显著性差异 ,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

究。

本研究结果表明 ,虽然牙周炎与口臭间有密切关

系 ,但并非所有牙周炎患者都有口臭。口腔菌斑中螺

旋体所占比例在有口臭的牙周病患者中明显高于无

口臭者 ,且牙周炎患者邻面间隙的颈缘菌斑中细菌的

构成比与口臭的关系可能比龈下菌斑更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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