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唾液是牙齿的外环境，对牙的代谢有重要影

响。它的质与量的改变，缓冲能力的大小，以及抗

菌系统的变化，都与龋病发生过程有着密切关系。

本实验通过对4—6岁儿童唾液中免疫生化指标测定

及分析，探讨其与龋病的相关性，为龋病的防治提供

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剂和设备

SIgA放免试剂盒（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同位

素研究所）包括SIgA标准品、 I - SIgA标记物、人

SIgA抗体、非特异结合试剂NSB、第二抗体、磷酸

缓冲液、沉淀剂PEG，溶菌酶测试盒（ 南京建成生物

工程研究所）包括菌粉、菌粉溶剂、标准品，碱性

磷酸酶试剂盒、乳酸脱氢酶试剂盒（ 南京建成生物

工程研究所），电热恒温水浴箱（ 上海跃进医疗器械

厂），0421- 1台式低速离心机（ 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手术器械厂），a免疫计数器（ 国营二六二厂），

722- 光栅分光光度计（ 上海第三分析仪厂）。

1.2 受检对象的确定

受检者为4—6岁儿童，均为幼儿园大班学生，

于2003年6月10日上午10—11点于齐齐哈尔幼儿园

校医室采样。要求受检对象：距采样期间前3个月

内均无明显全身系统性疾病及预防接种史，口腔内

无其他感染性疾病，也无咽部炎症及过敏性疾病，

未服用免疫抑制剂或激素类药物。分为无龋组（ 全

口无龋齿者）和有龋组（ 全口有4—6颗以上龋齿且未

充填者），每组各45人, 共9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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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龋病患者唾液有关免疫生化指标与龋病的关系。方法 收集4—6岁龋病患者、无龋者各45

人，共90人，采用免疫放射法测定唾液中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 SIgA）的含量；用比浊法测定其溶菌酶（ LZ）含量；

用比色法测定其碱性磷酸酶（ ALP）、乳酸脱氢酶（ LDH）的含量。测定结果用 t 检验进行分析。结果 无龋人群、有

龋人群LZ、ALP、SIgA含量的均数之间有显著性差异（ P<0.05），无龋人群、有龋人群LDH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P>0.05）。

结论 龋病的发生可能与唾液的生化指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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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munochemical level of salivary and caries in children

aged 4—6 years old. Methods Two groups were assorted as patients with caries and without caries. Every group

included 45 people. Measurements of salivary secretory immunoglobulin A（ SIgA）were performed by using

radio- immunoassay and single agar diffusion assay. The levels of lysozyme（ LZ）, alkaline phosphatase（ ALP）and

lactic dehydrogenase（ LDH）were studied with colorimetry and turbidimentry. Results The levels of LDH, SigA,

ALP, LZ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 level of LDH between patients and peoples

without caries had little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caries is associated with age, and it may

have association with immunochemical levels of saliv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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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唾液收集

采用吐唾法收集无刺激混合唾液2 mL左右。在

无刺激情况下嘱受试者清洁漱口后将唾液吐入紫外

线消毒后塑料杯中，立即移入干燥洁净消毒的试管

中，密封，放入低温冰箱冷藏, 保存2 h。将唾液标

本在常温下离心（ 3 500 r/min，20 min），取上清液用

于溶菌酶、碱性磷酸酶、乳酸脱氢酶测定；剩下的

唾液放入冰箱冷冻，第二日上午8点进行SIgA的测

定。

1.4 唾液中各指标的测定方法

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

（ secretory immuoglobulin A，SIgA）量; 采用比浊法

测定唾液溶菌酶（ lysozyme, LZ）含量；用比色法测定

碱性磷酸酶（ alkaline phosphatase, ALP）和乳酸脱氢

酶（ lactic dehydrogenase，LDH）含量。

1.5 统计处理

采用SAS软件对无龋与有龋间各指标差异用成

组t检验进行分析。

2 结果

两组唾液中4项生化指标的含量测得结果见表

1。由表1可以看出，LZ、ALP、SIgA在有龋组、无

龋组间有显著性差异，而两组LDH无显著性差异。

表 1 无龋组/有龋组4项指标值( x±s)

Tab 1 The count of the four immunochemical levels

between patients with car ies and no car ies( x±s)

3 讨论

现已得到多数学者[1]认可， SIgA通过对变形链

球菌的凝集溶菌，阻碍了细菌在牙面的粘附和定居

作用，从而改变菌斑致龋构成，影响龋病发生，这

在儿童时期尤为重要。本实验结果显示，SIgA的含

量有龋组高于无龋组，提示在龋病活跃期，机体免

疫能力增高，产生了免疫抗体。

溶菌酶是一种水解酶，是最早引起人们注意，

研究最多的唾液酶 [2]，主要作用于细菌的细胞壁，

造成细菌渗透性溶解而破裂死亡。Twetman等[3]研究

发现，无龋者溶菌酶活性显著高于龋易感者，且酶

活性与菌斑中变链菌生长有关。本实验结果显示，

无龋者溶菌酶活性高于龋易感者，证实了Twetman

的观点，即在儿童时期唾液溶菌酶发挥了比成人期

更重要的保护作用，起到了参与菌斑生态系统调

节，抵御龋病发生的作用。

碱性磷酸酶是一种参与促进钙化活动的酶类，

是成骨细胞成熟的重要标志[4]，分布于牙髓、牙周

中，参与其骨质代谢[5]。本实验结果显示，碱性磷

酸酶的含量有龋组高于无龋组，推测龋病的发生可

能与此酶有关。

乳酸脱氢酶作为口腔防御系统成员之一，在糖

代谢中起着重要作用。本实验结果显示，乳酸脱氢

酶的含量在有龋组与无龋组之间没有明显差异。

总之，龋病的发展过程与牙齿所处唾液外环境

有很大相关性，唾液中SIgA、溶菌酶和碱性磷酸酶

与龋病关系密切。乳酸脱氢酶与龋病的关系未能得

到证实，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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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无龋组 有龋组 P值

LZ(g/L) 1 921.62±349.76 1 566.63±233.35 P<0.05

LDH 2 174.05±277.48 2 409.40±189.58 P>0.05

ALP(金氏单位/100mL) 3.34±0.40 3.05±0.32 P<0.05

SIgA(g/L) 227.20±67.31 119.57±53.82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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