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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状细胞乳头状瘤由复层鳞状上皮 良性增生而来 ，典型表现为<Icm的外向生长性病损。外表多变 .可为菜

花样 也可呈指状 基底部有蒂或无蒂。本文所述患者为
一
名 11 岁女孩 .其上领左侧第

一
恒磨牙远中有

一
乳突

状瘤样 白色病损 ，无症状。该病损用 Er，Cr:丫SGG激光手术切除 术后未用止痛药物 ，伤 口愈合良好而迅速 ，口

腔病理报告肯定了术前的临床诊断。激光牙科学这门现代化技术为口腔医师提供了
一
个新的选择 用之替代传

统手术方式治疗这类 口腔疾病。

激 光 牙科 ;激 光技 术 ;现 代 牙科 ;口腔乳头状瘤 ;儿童牙科 ;鳞状细胞乳头状瘤

口腔 内的鳞状复层上皮覆盖 口腔软组织 并抵御

外来有害物质 的侵袭 。因其直接与来 自于食物和环

境 中的数种致癌物质接触 ，易于发生癌变 。

口咽部肿瘤 占全部恶性肿瘤的 5%，其 95%是鳞

状 细胞癌 。如病损 尚小且没有远处转移 ，患者 5年

存活率达 75%。虽然 口腔赫膜暴露于各种致癌 因素 ，

只有少部分人会发生癌变 。事实上 ，癌症 发生是
一

个多 因素病理过程 ，基 因突变也受到诸 多 因素的影

响 ，如人类乳头状瘤病毒 (HPV)。

HPV为直径 50nm 的球形双链 DNA病毒 ，是

乳头状 瘤多型空泡形病 毒 家族 的
一
员 。迄 今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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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现有 100 多 个 亚 型 ，大约 24 种特 异性 感 染 口腔

及 生殖 器 钻 膜 。

低 危 型 HPV 存 在 于 皮 肤 及 赫 膜 中并可 导 致
一

些 良吐病 损 ，如 乳 头状 瘤 、寻 常疵 、尖锐 湿疵 以及

局 灶性 上 皮增生 等 。最 常 见 的亚 型 口腔 中为 HPV6，

尖 锐 湿统 为 HPVll，寻常庆 为 I王PVZ、HPV4，局

灶性 上 皮增 生为 HPV13、HPV犯 ，内翻性 导 管 乳 头

状 瘤 为 HPV6、HPVll、HPV16。

HPVs是 人 类 致病 原 ，致 病 种 类 多 ，可导 致众

多上 皮来 源 的 良胜、癌 前病 变性 、恶 性 肿 瘤 。茹 膜

HPVs常 通 过性 途 径 传 播 ，所 致疾 病 被 认 为 是 世界

上 最 常 见 的性 病 之
一
。HPV对 上 皮 具有趋 向性 ，正

常 口腔 戮 膜 中能检 测 到 ，有 文 章 报道 ，42% 上 皮癌

症 (或鳞 状 细 胞 癌 )患 者 中可 检 测 到 。

‘多李 中，。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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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状 细胞乳头状瘤 由复层鳞状上皮 良胜增生 而

来 ，典型表现为<Icm 的外 向生 长性病损 。外表多

变 ，可为菜花样 ，也可呈指状 ，基底部可能有蒂或

无蒂 。它是 口腔上皮最常见 的 良胜增生物 ，可在 口

腔 中任何地 方生 长 。最常 见的部位 是软愕 后半部 、

悬雍垂 、咽柱 。表面常有细如发丝的突起 ，表面角

化者呈 白色 ，扁平状 及有宽大基底者呈淡 红色或呈

正常 口腔豁膜 的粉红色 。常单发 ，可发生于任何 年

龄段 ，最多见于 30 一40 岁年龄段 ，20%的病例发生

于 20岁 以前 。

组 织 学 特 征 有 :复层 鳞状 上 皮 过度 角化 增 生 ，

形成细 的指状上皮突 出物 ，表面过度 角化 ，有 明显

的颗粒细胞带延 向勃膜表 面 ，中央是
一
层血管化 的

结缔组织 。许多报告提 到棘 突细胞层 中发现有丝分

裂的细胞及浅表上 皮细胞 中存在数量不等 的核浓缩

或核周透 明带 (核 中空 )，这 是 HPV感染的迹 象 。

乳头状瘤必须与 HPV其他几种感染形式 ，如寻

常疵 、尖锐湿疵 、局灶性上皮增生等加 以鉴别诊断 。

寻常疵常 见于 10岁之前的儿童 ，手部感染侵人

上皮细胞 的病毒可 以通过 自体接种扩散 ，通过这种

方式 ，病损从手指扩散 到其他部位 ，特别是唇 、硬

愕 、牙眼 。临床上 口腔 内的寻常疵很难 与鳞状 细胞

乳头状瘤 区分开来 。

尖锐湿疵常发于 10 一20 岁年龄段青年的生殖器

上 。有 口交或从生殖器 自体接种到 口腔 内时 ， 口腔

损害也很常 见 ，但主要损害唇 、颊私膜 、软愕 等部

位 的未角化豁膜 。

局灶性上 皮增生 ，亦 即 Hec k病 ，最 常见于儿

童 ，主要流行于美 国北 中部与世隔绝的 印第安部落 、

巴西 、北欧土著人及欧洲 、非洲的其他种群 。病损

常多发 ，波及颊 、唇豁膜 ，无蒂 ，色 白。由 HPV13、

32亚型 引起 ，儿童患者 中可 自发消失 。

乳 头状 瘤 在 儿 童 患 者 中的传 染 途 径 仍 存 在 争

议 ，可能途径有 :围产期传染 、自体接种 、异体接种 、

性虐待 以及媒 介物 间接传染 。

Summersgill等研究结果显示 ，儿童 HPV阳性

者 56 .2%是高危 的 16、18 亚型 ;另外 ，感染致癌亚

型的儿童 中 66%年龄小于 7岁。

Kui 等研 究 了儿童 口腔湿庆与其母亲湿疵样病

损 的临床病理 特征 。结果发现 ，70 % 的母亲在怀孕

期间有 口腔和 /或外 阴湿疵样病变 ;3岁 以内即可发

病 ，最 常 见的部位是愕 部 (包括软愕 和硬愕 )。

HPV 引起 的症状 在 HIV 儿 童 中也很 常见 。根

据 世界卫 生 组 织 的分 类 ，HPV导致 的症状对 HIV阳

性 儿 童 是 2类感 染 ，也就 是说 ，这 类症状 与 HIV感

染 的联 系 较 小 。

最 后 ，器 官 移 植 受 体 作为 免疫 抑 制 患者 ，催 患

HPV相 关的 口腔 薪膜病 损 的危 险性增 加 。有研 究显

示 :口内扰 和乳头状 瘤发生于接受骨髓移植术后 l一3

年 间 。

治疗 鳞 状 细 胞 乳 头状 瘤 ，可手 术切 除病 损基底

及小 部分 周 围结缔 组 织 ，术 后 很 少复 发 。也有 报道

将 激 光 作 为
一
种 手 术 方 式用 于切 除 口腔 乳 头状 瘤 。

LASER 这 个 词 是
“
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radiation (受激 辐射 式光

频放 大 )
”
首字母 的缩 写 。

‘
白是

一
种 电磁 能量 ，与杂

乱 的光 线相 比 ，具 有 定 向 、单 色 的特 点 。Er，Cr:

YSGG (饵 铬 :忆 抗 嫁石榴 石 )激光应用 范 围广 ，软

硬 组 织都 适用 ，并可 减少 术后 不适 、水肿 、瘫痕 、挛

缩 ，因此 成 为 儿 童 口腔 医师最 常 用 的激 光之
一
。

有 报道 将 激 光 技 术 成 功 用 于 乳 恒 牙 修 复 治疗 、

牙髓 治疗 和各 种 外科 及 口腔 疾 病 的治疗 。 某 些 治疗

中无 需麻 醉 ，其 他 许 多治疗 中对 麻 药用量 也远 低 于

传 统 治疗 。

病 例 报 道

患者年龄 11 岁 11 个月 ，无相 关病 史记载。 口

腔卫生状 况很好 ，巧 个月前行过常规 口腔检查 。本

次常规 口腔检查发现其上领左侧第
一
恒磨牙远 中的

豁膜上有
一
乳突状瘤样 白色肿物 (图 1)，呈现乳头

状瘤样外观 ，无任何症状 ，患者及其家人对其存在

毫不知情 。最终决定用 Er，Cr:YSGG激光而不是传

统手术来切 除该肿物 。

20%的苯佐卡 因表面麻醉后在病损周 围注射含

l:100 000肾上腺素的利多卡 因，病损本身没有浸润

麻醉 。接 下来 ，用 制造商推荐 的适用于软组织的低

功率 (1.50w，10%水 ，11%空气 )，在病损周 围做

一
环 形切 口，以能获得病检所需 的标本 (图 2)。

激光器手持部分设计巧妙 ，操作灵活 ，可方便

抵达磨 牙远 中豁膜 。在此类病例 中，可 以减少操作

时间 ，使手术变容易 ，更好的把握术域
— 这都能

更好地保 护组织 。激光照射期间 ，磨牙远 中部分受

到轻微损害 ，导致小面积脱矿 。病损切除后 ，用 0%

水 、7%空气的低功率 (0.50w)凝血 (图 3)。

、J、。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里 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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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病损术前观 图 2 手术开始 在病损周围做环形切 口以获取活检的标本

图3 术后即刻观。因术中激光的照射 磨牙小部分区域有

脱矿

图 4术后 3周观

图 5 术后 6月观。磨牙脱矿部位已经再矿化 图 6 活检标本

一 止 塑 二 、，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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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愈合 良好 ，未用止痛药物 ，短 期 内伤 口即

痊愈 (图 4)。6个月后 随访显示 ，第
一
磨 牙受激光

影响脱矿 的那部分釉质 已经再矿化 (图 5)。

口腔病理 报告结果 :肉眼下 ，病 损是小 的软组

织块 (大小为 o.25cm)，呈现乳头状瘤样 外观 ，外

表面 白色 (图 6)。显微镜下显示 ，组织表面覆盖正

在 角化 的复层鳞状上 皮 ，有 明显 的过度角化或角化

不全 ，同时观察到浅表上皮细胞 中存在核浓缩或核

周透 明带 ，这提 示有 HPV的感染存在 。其下的浆膜

中有血管膨胀及慢性 炎症性 改变 。

讨论

本 文报道 了
一
例使用 Er，Cr:YSGG激光治疗乳

头状 瘤样病 变 。该激 光器 是
一
个 液体 动力学 系统 ，

在水
一
气喷雾 中激发光子 ，光束 自水滴 中发生强烈

爆 发 ，激光的能量通过光学纤维系统传到终端 的蓝

色导光棒 。工作端外形与传统高速涡轮机机头相似 ，

临床 医师使用起来得心应手 。切割 的有效距离 ，也

就是 自蓝色导光棒末端至组织表面 ，为 1.0一1·smm。

该 激光器用于 儿童患者 的 口内手术效果很 好 ，

原 因有 :局部麻醉用药量较少 ，手术时间缩短 ，手术

操作方便 ，止血效果好 ，术野观察清楚 。此外 ，术

后无需缝合 ，无术后水肿 、疼痛 ，伤 口愈合迅速且

无不适 ，术后无需止痛药物等 。本例使用 了最小剂

量 的麻醉药 ，术后愈合也非常满意 。

激 光 治疗 过 程 中 ，病 损 本 身有 时会被 激 光 烟

化 ，妨碍 了手术 中病理标本 的取材 。 因为本例病损

本身未受到激光照射 ，没发生这种情 况。后来的病

检结果肯定 了原先的诊断 :HPV感染 引起 的病损 。

某些激光手术无需局部麻醉 即可进行 ，这
一
优

点增加 了儿童对牙 医操作 的接受程度 。激光设备给

l晦床 医师提供 了有力 的武器 ，使全体儿童 口腔 医师

受益 ，促进 了儿牙疾病治疗 的进步 。

声
编 读 往 来

尊敬 的王兴会长 :

2。。8年 是 中国的奥运年 ，也是精神振 奋 的一年 ，口腔界也有 同样 的感受。新年 的 《中国 口腔 医学继续教 育杂志》令人耳

目一 新 ，为之
一振 。 为此 ，我 们也祝福 杂志越 办越 好 ，成 为我 们广 大医 务工作 者 的 良师益友 。

在这 里 ，我 有一 点点建议 ，供 您参考 。

!.在杂志 未改版 前 ，我也 曾提 过 这样 的意 见:认 为 牙髓 病 学的文章 太 少，而墓层 临床 医生看得 最 多的还是 牙体 牙髓 病 学

的 文章 。除 大专 院校 外 ，我 相信 ，基层 医生 的根 管治疗 术还 有待提 高。因杂志 更 多的是 面向一 些外 文水平不 够 高的叁层 口腔

医务工作 者 ，而我 们这 些最墓层 的 医生 ，虽然也 仃 阅 4一5种外 文杂志 ，但只 能看看病例报告 之 类 ，综合和 论著 看起 来就 非常

吃 力 了。

2.希 望贵刊 改 为双 月刊 。杂志 的原版 文章我 也 浏 览的较 多，觉得 印4.J很 精 美 ，图片也 褚民清晰 。而
一年 四本杂志 ，每 本十

多篇 文章 ，根 本就 不 能吸 收那 么多的好 文章 。

3.扩 大编委 的阵容。现 在 杂志 由人 民军 医出版社承 办 ，又新吸 收 了这 么多的编委 ，有 更 多的教授 来审稿及 更 多的博士来

翻译 。在这 强强联 手 的情 况下 ，责刊 改刊 的 条件是 否成 熟? 在我 的书架上 ，人 民军 医 出版社 出版 的 口腔 医学专业 书 已超过世

界 图书 出版 公 司，逼 近人 民卫生 出版社 。

我 们期 待 着 《中国 口腔 医学继续教 育杂志》 也 能像 《中华 口腔 医学杂志》一样每 月见一 次 面。

非 常感谢 责 刊在新 杂志 的 书脊上 印 了期 刊 号 ，以前我 都是 用手抄 写的。

衷 心祝 愿 :杂 志越 办越 好 l

祝 编安

浙江读者 黄世贵

2008.4.29

尊敬 的黄世 贵读者

您好 :

从 您的来信 中可 以看 出，您是 一位 非常细 心 的读者 ，也正 如 您所说 的 ，您
一直都在 热心地 关注着这 本杂志 ，谢谢 您的这

一份真诚 !

新 杂志 改版后 ，我 们仍 然雷要 更 多的、像 您这样 的热心读者 积极 故 计献 策。您在 信 中提 到 的
一 些 宝责 的建 议 ，我 们也会

酌情 考 虑 。 力求这 本杂志 能够 为临床 口腔 医师提 供 交流 经验 、发表 学术 见解 的平 台，能够对 您的工作和 学习有所帮助 。

非 常感谢 您对我 们 杂志的信任 ，也希 望您能够
一 如 既往地 继续 关注我们 。

工作顺利 !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编辑部

中国:;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了 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