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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干燥症( 简称口干症) 是一种由多因素导致

的 口 腔 症 状 而 不 是 独 立 性 疾 病 , 常 表 现 为 唾 液 粘

稠、口唇干裂、味觉异常、黏膜烧灼感并影响患者

吞咽、咀嚼、语言等口腔功能。成人口干症的发生

率可高达30%, 老年及女性人群发生率更高。作为

患者的一种感觉和体验 , 一种对自身口腔状况的主

观评定 , 口腔干燥症的临床表现类型多样 , 伴随症

状不一[1]。

目前流行病学调查发现 , 引起口干症的致病因

素主要包括唾液腺功能障碍、全身系统性疾病、服

用 药 物 、 头 面 部 放 疗 及 外 伤 和 精 神 心 理 因 素 等 [2],

其中最主要最直接的因素是唾液分泌的减少 , 尤其

静息唾液量的多少与口腔干燥症的联系最为紧密。

有研究结果显示 , 当唾液流率减少至正常值的50%

时 , 就会产生口干的感觉 [2]。本研究通过测量口干

症患者的唾液分泌情况 , 研究唾液分泌减少与患者

一般情况、临床症状及体征之间有无相关性 , 以指

导临床针对性治疗 , 并为进一步探讨其发病机制奠

定基础。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03年9—12月就诊于四川大学华西口腔

医院黏膜病科的以“ 口干”为主诉的80例患者为研

究 对 象 , 其 中 女 性65例 , 男 性15例 , 女∶男=13∶3。

纳 入 标 准 采 用Navazesh等 [3]对“ 口 腔 干 燥 症 ” 的 定

义 , 即患者存在口腔干燥的主观感觉 , 且通过正常

的饮水途径无法改善; 排除标准: 有口腔黏膜实质

性病变者。

1.2 试验方法

1.2.1 患者个人资料 80例患者均填写自制的个人

资料调查表 , 具体项目及判定标准包括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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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口腔干燥症患者的临床表现及唾液分泌情况 , 了解唾液分泌减少与临床表征之间的相关关

系。方法 收集80例口腔干燥症患者的临床资料 , 并对各项指标进行量化分级 , 测量5 min静息唾液与刺激唾液

流率 , 并进行相关分析。结果 80例患者中静息唾液流率下降者占75%, 为口腔干燥症主要表现。静息唾液流率

与口腔功能的影响程度成负相关 , 与患者年龄、性别、伴随症状之间无明显相关关系。结论 口腔干燥症以静息

唾液分泌减少为主要表现; 唾液分泌减少不是增龄性变化 , 且与伴随症状的出现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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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general status, subjective syndromes, objective signs and salivary secretion

of xerostomia patients for studying their correlations. Methods Eighty patients′clinical data were collected and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certain standards. The salivary secretion including the unstimulated whole saliva( UWS) and

stimulated whole saliva( SWS) in five minutes was measured by spit method. Results Decreased UWS was the

main presentation of xerostomia which accouted for seventy five percents. Significantly statistical correlation were

found between the decreased UWS and the dry mouth signs but not the age, sex and the accompany syndromes.

Conclusion Xerostomia has a high prevalence in middle- aged women with a long course and obvious regularity.

The decreased UWS is the main presentation which was not caused by physiological changes of salivary glands and

has no correlation with many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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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症状和临床体征3项。

一般情况: 包括患者年龄、性别、体重和口干

病程。根据患者年龄分为青年组( 小于40岁) 、中年

组( 40—60岁) 和老年组( 大于60岁) 。口干病程除记

录确切时间外 , 将其分为3个月以内、3个月到1年

和1年以上3级。

主观症状: ①口干对口腔功能的影响程度 : 将

进食干性食物需饮水 , 说话无明显影响 , 但自觉说

话后口发粘 , 需不时呷水的患者定为“ 轻度”; 将

随时需口内含水 , 说话时口齿不清 , 吞咽时常有梗

塞感的患者定为“ 重度”。②口干节律性 : 根据口

干出现或加重时间的规律性 , 分为晨起时明显、午

后明显、夜间明显和无明显节律性。③口干伴随症

状: 包括口腔灼痛、眼干、鼻干、咽喉干燥、声音

嘶哑、味觉异常和口腔异味等 , 根据患者自诉记录

确定有无。

临床体征: 在牙科椅位的光线或自然光条件下

检查黏膜的湿润程度 , 唇、口角和舌体情况 , 各唾

液腺分泌情况 , 龋齿及义齿修复情况等。①黏膜的

湿润程度主要根据黏膜光泽度、口底唾液池有无、

是否粘连口镜等加以区分。对于口底唾液池消失、

黏 膜 干 涩 或 充 血 发 红 、 粘 连 口 镜 者 定 为“ 干 燥 ”;

无上诉体征者则定为“ 湿润”。②唇及口角情况主

要记录有无干燥脱屑和皲裂。③舌体情况根据中医

辨证施治的观点分为阴虚 ( 舌质红或红绛 , 无苔或

花剥苔) 、阳虚( 舌质淡 , 少苔或薄白苔) 、脾湿( 舌

质淡 , 苔白厚腻) 型。④各唾液腺分泌情况主要通

过 人 工 挤 压 各 腺 体 观 察 其 分 泌 , 按 压 顺 序 为 嚼 肌

区、下颌支下缘、下颌角内侧。⑤龋齿情况采用常

规口腔器械进行检查。当口内半数以上牙齿有龋坏

或因龋缺失时记为严重龋坏。

1.2.2 唾液分泌检测指标 [4] ①静息唾液流率 : 患

者于餐后2 h内禁食 , 不刷牙 , 不吸烟。以清 水 漱

口 , 吐净 , 平坐于口腔牙科椅上 , 待处于安静状态

时 , 上身稍前倾 , 先将口内原有的唾液咽下 , 然后

开 始 将 口 内 自 然 分 泌 的 唾 液 吐 于 量 杯 中 , 持 续

5 min, 计算唾液总量和流率。测试期间嘱勿想象刺

激性食物 , 勿吸允或咽下唾液。②刺激唾液流率 :

当静息唾液收集结束后5 min, 仍先以清水漱口, 吐

净 , 平 坐 于 牙 科 椅 上 , 口 微 张 , 舌 尖 轻 抵 下 颌 前

牙 , 将10%枸橼酸液3—4滴滴于舌尖部 , 患者闭口

维持5 min, 再 将 口 内 唾 液 缓 缓 吐 入 有 刻 度 的 试 管

中。计算唾液总量和流率 , 测试期间嘱勿吐出或咽

下唾液。③判断5 min静息唾液流率和刺激唾液流率

有无减少的标准见表1。

表 1 静息和刺激唾液流率减少标准( mL/min)

Tab 1 The cr iter ion of the measurement of unsti-

mulated and stimulated saliva( mL/min)

1.3 统计分析

将80例患者的各项指标的数据输入计算机 , 采

用SPSS 10.0统计软件处理, 计算各指标构成比; 静

息唾液流率与患者一般情况、主观症状、临床体征

之间的相关性分析采用有序多分类变量的秩相关性

分析 , 即Spearman等级相关性分析 , 检验水准为双

侧α=0.05。

2 结果

2.1 个人资料调查表统计结果

2.1.1 一般情况 80例患者年龄为14—81岁 , 平均

64.8岁 , 其中青年组8例 , 中 年 组38例 , 老 年 组34

例。患者的病程从半个月至5年不等 , 平均为20个

月 , 其中3个月以下病程者19例 , 3个月到1年病程

者23例, 1年以上病程者38例。

2.1.2 主观症状 患者的口干对口腔功能的影响程

度以无和轻度为主 , 各有34例和41例。口干伴随症

状 以 口 腔 灼 痛 为 主 , 共48例 , 其 余 依 次 为 咽 喉 干

燥、口腔异味、眼干、鼻干、味觉减退和声嘶。口

干节律性以晨起时明显为主( 42例) , 其次为无明显

节律性( 21例) , 夜间口干明显者12例 , 午后口干明

显者5例。

2.1.3 临床体征 有黏膜干燥体征者50例。从中医

角度以舌质分型 , 阴虚型27例 , 占33.75%; 阳虚型

23例, 占28.75%; 脾湿型30例, 占37.50%。

2.2 唾液分泌检测结果

80例 患 者 中 静 息 唾 液 流 率 在0.25 mL/min以 上

( 正常) 者20例 , 占25%; 0.1—0.25 mL/min( 降低) 者

25例 , 占31.25%; 0.1 mL/min以 下( 极 低) 者35例 ,

占43.75%。刺激唾液流率在1.0 mL/min以上( 正常)

者 33 例 , 占 41.25% ; 在 1.0 mL/min 以 下( 降 低 )

者47例, 占58.75%。

2.3 口干症患者静息唾液流率相关因素分析

静息唾液流率与患者基本情况的相关性分析如

表2所示。由表2可见 , 静息唾液流率的多少与患者

性别、年龄及病程长短无相关关系。

静息唾液流率与主观症状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3。由表3可见 , 静息唾液流率与口腔功能的影响程

度成负相关, 而与其他口腔主观症状无相关关系。

检测指标 极低 降低 正常

静息唾液流率 <0.1 0.1—0.25 >0.25

刺激唾液流率 <0.7 0.7—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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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80例口干症患者静息唾液流率与主观症状的相

关性分析

Tab 3 The cor relation between unstimulated whole

saliva and signs of patients

静息唾液流率与临床体征相关分析结果见表4。

由表4可见 , 静息唾液流率与黏膜湿润程度呈负相

关 , 与唇干燥程度呈正相关 , 与腮腺及颌下舌下腺

的分泌呈负相关 , 而与其他口腔干燥体征无相关关

系。

3 讨论

健 康 人 在 休 息 状 态 下 , 每 分 钟 约 产 生1 mL唾

液 , 而腮腺产生的唾液占静息唾液量的25%, 颌下

腺及舌下腺的分泌量占65%, 其他次要腺体占10%

左右。Lee等[5]的研究提示口腔干燥症与非刺激性全

唾液量密切相关 , 静息唾液减少是口腔干燥症的主

要表现形式 , 故本文采用静息唾液流率作为相关因

素分析的自变量。本研究检测了80例口干症患者的

静息唾液流率并与患者的一般情况作了相关分析 ,

结果表明: 静息唾液的减少与患者的一般情况无相

关性。性别的差异及年龄的增长并不引起静息唾液

分泌的减少 , 说明唾液腺的增龄性生理变化并不足

以导致口干症。

口干症患者伴随症状中以口腔灼痛为主 , 笔者

在调查时注意到多数诉有眼干、鼻干伴随症状的患

者 , 通过唇腺活检并不能确诊为Sj9gren综合症 , 提

示两者之间无必然联系。口干症患者口干节律性多

以晨起时明显 , 可能系患者在夜间睡眠状态下 , 唾

液分泌处于抑制状态 , 加重了口腔干燥程度 , 致晨

起时感觉明显[6]。

静 息 唾 液 流 率 与 口 腔 功 能 的 影 响 程 度 呈 负 相

关 , 即静息唾液量越少 , 口腔功能受影响的程度越

大。而静息唾液流率与其余伴随症状及口干节律性

无相关性 , 说明伴随症状如口腔灼痛、口腔异味、

味觉减退等的产生不是由唾液分泌减少引起的 , 而

可能是其他相关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如植物神经

功能和内分泌功能紊乱、口腔菌群失调、药物副作

用和系统性疾病等[7]。

本研究发现仅8例患者出现严重的黏膜干燥体

征, 如黏膜充血、无光泽、口底唾液池消失、唇干

燥脱屑等 , 而大部分患者黏膜干燥体征不明显 , 提

示口腔干燥症的主观感觉和临床体征可以不一致。

本研究中静息唾液量减少的人数占75%, 说明静息

唾液分泌减少是口腔干燥症的主要表现形式 , 但仍

有25%的患者可以在唾液分泌正常的情况下出现口

干 , 可能系患者主观感觉的异常或唾液成份变化所

致。

刺激唾液流率与口腔干燥症的联系较静息唾液

小 , 它主要反映进食等功能刺激状态下唾液腺的代

偿 能 力 。 本 研 究 中 约 有 半 数 患 者 出 现 刺 激 唾 液 减

少, 提示有唾液腺功能性损害。

舌 体 情 况 是 全 身 状 态 的 反 映 , 从 中 医 学 的 角

度 , 可分为阴虚型、阳虚型和脾湿型。阴虚型患者

阴虚生内热 , 热伤阴津 , 致口干舌燥 , 舌质红或红

绛 , 无苔 , 舌体有刺痛感 ; 脾湿型患者脾虚失运 ,

水湿不化 , 舌质淡 , 舌苔厚腻 , 口苦咽干 ; 阳虚型

患者系阳虚无以生化津液 , 气虚津液不得上乘 , 舌

质淡 , 少苔或薄白。笔者在试验中发现阴虚型患者

静息唾液量趋向于减少 , 而脾湿型患者静息唾液量

趋向于正常 , 进一步印证了中医学口干症的辨证施

治理论 : 对于静息唾液量正常、舌质淡、舌苔厚腻

的口干症患者 , 考虑多系脾虚、水湿不化所致 , 治

宜健脾化湿; 而对于静息唾液量减少、舌质红、舌

临床体征 相关系数 P值 临床体征 相关系 P值

黏膜湿润度 - 0.582 0.000* 舌背沟纹 - 0.172 0.127

舌体形态 0.066 0.559 唇干燥脱屑 0.336 0.002*

丝状乳头 0.127 0.262 口角糜烂 0.124 0.563

舌质 0.274 0.014 龋齿及缺失 0.059 0.063

腮腺分泌 - 0.557 0.000* 颌下舌下腺分泌 - 0.522 0.000*

注: *P<0.01

表 4 80例口干症患者静息唾液流率与临床体征的相

关性分析

Tab 4 The cor relation between unstimulated whole

saliva and syndromes of patients

主观症状 相关系数 P值 主观症状 相关系数 P值

口腔功能 - 0.455 0.000* 鼻干 0.011 0.922

口干节律 0.186 0.098 味觉减退 - 0.060 0.595

口腔灼痛 0.098 0.389 咽喉干燥 - 0.035 0.759

口腔异味 0.082 0.469 声嘶 0.206 0.067

眼干 0.078 0.492

注: *P<0.01

表 2 80例口干症患者静息唾液流率与性别、年龄和

病程的相关性分析

Tab 2 The cor relation between unstimulated whole

saliva and general status of patients

一般情况 相关系数 P值

性别 0.045 0.694

年龄 - 0.058 0.609

病程 - 0.136 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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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剥脱的口干患者 , 考虑多系阴虚伤津所致 , 治宜

养阴清热生津。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 口干症已成为一个

亟需解决的问题。它不仅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 , 还

常造成患者的精神负担。作为口腔医师 , 应加强对

口干患者的重视程度 , 积极寻找相关病因 , 以期进

行针对性的治疗, 解除患者病痛; 并进行心理疏导 ,

缓解患者的精神压力; 同时 , 应关注口腔唾液减少

所带来的副作用, 及早发现并处理口干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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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尤其重要。通过基因疗法 , 将BMP- 2基因转入宿

主细胞 , 促进机体骨愈合的能力 , 其效果已经得到

实验和临床的证实[7- 9]。基因治疗的关键是载体的选

择 , 腺病毒载体的转染效率高 , 转染细胞后不整合

宿主基因 , 可短期内大量表达目的基因 , 具有良好

的生物安全性[8], 转染机体3个月后即检测不到病毒

存在。同时 , 由于骨缺损的修复过程一般需要几个

月的时间 , 不需要象逆转录病毒载体那样将目的基

因终生整合到宿主细胞中 , 因此腺病毒载体是治疗

骨损伤疾病的理想载体。本实验所用的载体是复制

缺陷型表达载体 , 应用于机体不会产生毒性反应。

因此 , 通过Ad- BMP- 2转染HELFs促进骨修复 的 策

略, 不仅有效, 而且安全。

将体外培养的载体细胞经目的基因转染后 , 以

适当的材料作为支架 , 移植到骨缺损的局部 , 即采

用 组 织 工 程 与 基 因 治 疗 相 结 合 的“ 原 位 组 织 工 程 ”

技术来促进骨愈合 , 已经成为骨缺损疾病治疗的方

向[9- 10]。本实验的结果提示, 通过应用原位组织工程

技术 , 经过Ad- BMP- 2转染的HELFs将在颌面 部 骨

缺损疾病的治疗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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