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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炎后胁痛系由于肝气郁结
、

气血淤滞

所致
, “

不 通则痛
、

通则不痛
” 。

然而西医

常以肝功能化验结果来判定疗效标准
。

若肝

炎后胁痛
、

肝功能化验结果正常的患者常无

特殊治疗
,

但患者确有难言之苦
,

我们 白拟

的疏肝化淤汤中
、

柴胡
、

香附
、

郁金
、

白芍
、

刺疾蘸等以疏肝利胆
、

用丹参
、

赤芍
、

川权

子
、

元胡
、

独活等以活血 化淤
,

行气止痛
,

从而达到
“通则不痛

” 之 治疗效果
。

大蒜素治疗牙周及根尖病变 了例

刘 月华银福德恩戴何生 至 成 都 医 院

四川省卫生管理干部学院

大蒜素即二丙烯丛硫代磺酸 酝

,

为百合科植物大 蒜

“ 的地下鳞茎的有效成

分
,

杀菌效果较好
,

性质较稳定
,

现已人工

合成
‘ 。

大蒜是我国人民所熟悉的佳 蔬 良

药
,

明朝医学家李时珍在 《本草纲 目》 中记

载 “
大蒜具有散痈肿

、

除风邪
、

杀毒气
、

除风湿
、

治疮癣
、

健脾胃
、

治 肾 气
、

止 霍

乱
、

解瘟疫等功能
” 。

现代药理试验证明
,

大蒜素对多种球菌
、

杆菌
、

霍乱弧菌
、

霉菌

白色念珠菌
、

隐球菌
、

多种皮肤真菌等

和 阿米 巴原 虫
、

阴道滴虫
、

烧 虫等均有抑杀

作用 ” “ 。

临床用于 治疗肺部和消化道 的

霉菌感染
、

隐球菌性脑膜炎
、

急慢性菌痢和

肠炎
、

百 日咳
、

厅卜结核等以及牙质过敏症
“ ,

但未见用于牙周及根尖病变的报道
。

我们自

年 月 日起至今
,

应用大蒜素治疗牙

周及根尖病变 例
,

并与用四环素治疗的

例病人进行对照比较
,

疗效显著
,

现整理报

告如下

一
、

临床资料

大蒜素胶囊治疗组 例中
,

男 人
,

女

人
,

年龄 一 岁
,

其中 岁 例
,

一

岁 例
,

一 岁 例
,

一 岁 例
,

一 岁 例
,

岁 例
。

按疾病分类
,

牙

周脓肺 例
,

活动性牙周病 例
,

牙槽脓肿

例 牙 根脓肿 例
,

牙跟炎 例
,

冠周炎

例
,

拔牙后感染 例
,

急性牙周炎 例
,

共计 例
。

四环素治疗对照组各种牙周病

例
。

二
、

治疗方法

首先去除局部刺激因素如牙结石
、

菌斑

而行洁治术
,

使牙周袋保证引流
,

有脓肿者

切开引流
,

牙槽脓肿者开放髓腔根管
,

随即

口服大蒜素胶囊 连云港市东风制药厂生产

批号   粒 每粒
,

每日

次
,

连服 天
,

必要时可 续 延 一 天 或

用 的新鲜大蒜汁液患部涂抹
。

同时服用

维生素
。 ,

每 日 次
。

常规用药对照

组 口服四环素 万单位
,

每 日 次
,

连服

天
,

必要时继续服用 天
,

其它用药与

大蒜素组 相同
。

三
、

观察结果

疗效判定 显效 自觉症状消失
,

检查无红肿
、

叩痛
、

无牙周溢脓
、

出血停止
、

赓管消失
,

服药 天痊愈 有效 服药三天

后 自觉症状明显缓解
,

经延长服药 天

后基本治愈
,

牙松动度变小 无效 疼痛
、

红肿
、

瘦管不消失
、

病变无改善
。

治疗结 果 大蒜素治疗的 例中

例显效 拐
,

有效 例
,

无效 例
,

总有效率
。

四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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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治疗对照组 例中显效 例
,

高

效 例
,

无效 例
,

总

有效率
。

副作 用 大 蒜 素 治 疗 组 有 例

出现胃不适
,

食欲 下 降
,

天后

中止用药
,

但仍有效
。

四环素对照组亦出现

胃肠道反应 例
,

但未见二重感染

和肝肾损害的临床症状
。

四
、

典型病例

代 火 ,

女
,

岁
,

主诉左 下 方 牙 红

肿
,

流脓 天多
,

经凄管痉刮
,

同时 口服螺

旋霉素无效
。

检查
一
污颊侧红肿

,

近中根方

齿跟有一凄管并溢脓
,

叩痛明显
。

从痰管探

入
,

近中根折断
。

诊断
一

活急性 牙 槽 脓 肿

有接型
。

处理
一 万开放根管后口服大蒜

素胶囊
,

每 日 次
,

连服 天
。

于第

天复诊 红肿疼痛及凄管均 消 失
。

以 后 给

予寿近中根干髓剂根管充填
。

五
、

讨论与小结

口腔内及牙周感染几乎都是混合型

感染
。

大蒜素是 抗菌作用很强的中药类抗生

素
。

我们用大 蒜素治疗牙周及根部病变
,

其

疗效比四环素稍优
,

但二者的疗效均确切可

靠
,

统计学上没有差异 。
·

。
。

大蒜素和 四环素在本文所表现出的

副作用均为胃肠道反应
。

但文献记载四环素

可致二重感染
、

肝肾损害及妊娠后期和 岁

以内的儿童应用 四环素后由于沉积于牙釉质

及其下的钙化区
,

引起牙 齿发育不良和变成

黄色
,

还可引起婴儿脑脊压力升高
、

前囱隆

起
。

相对而言
,

大蒜素没有这方面 的 副

作用
,

牙科临床应用比四环素安全
。

本文使用的大蒜素为一种双层微囊

的硬胶囊剂
,

每粒含大蒜素
。

微囊是国

内外近 年发展的一种 新剂型
,

系将药物用

高分子物质包裹成囊
,

外观呈圆球形
,

大小

在 一 微米
。

微囊能起到使药 物防 止氧

化
、

提高稳定性
,

掩盖不良气味等作用
。

本

品经吞服进入胃肠后
,

装微囊的外壳胶囊首

先溶化
,

在肠道呈高度分散状态
,

具有生物

利用度高
,

吸收好
,

见效快等优点
。

又因本

品为双层微囊的硬胶囊剂
,

可缓解大蒜素对

胃肠较强的刺激作用
,

因而一般病人乐于接

受
。

可 以说
,

本品是 目前较为理想的一种 中

药 抗生素新剂型
。

临床上使用青霉素防止龋病
,

并用

以治疗坏死性跟炎虽然有效
,

但有些人因某

些原因不便注射或对青霉素过敏 万古霉素

与卡那霉素跟部涂用 也能抑制菌斑形 成
,

但

这些药物作用时间较短
,

数周后疗效消失
,

跟炎又复出现 四环素虽也极易存留于牙槽

骨中
,

但在我国其耐药性已普遍增加 乙酞

螺旋霉素和红霉素虽然也有效
,

并在控制牙

周炎上
,

乙酞螺旋霉素优于红霉素
。

不过

本 文前述的典型病例却对螺旋霉素无效
。

大

蒜素价格只相当于四环素片的
、

红霉素

的
,

螺旋霉素的
,

且疗效确切
、

安

全有效
,

所以我们认为大蒜素胶囊可 以作为

牙周及根尖病变的首选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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