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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髓治疗的主要 目标是清除根管内微生物 .预防根管再感染。但是 感染根管内存在多种细菌 .由于解剖

的复杂性难以完全清除 除机械预备之外 根管冲洗是根管消毒的重要步骤。由于传统的冲洗剂在
一些情况下

效果较差 .其替代品如氯己定 (洗必泰 C日X)所受关注 日益增加 C日x是
一
种广泛使用的医用消毒剂 ，抗菌

谱广 .作为根管冲洗剂与根管内封药时具有同等的抗菌效果 它还具有缓释抗菌效应等特性 ，

本文介绍了C日X的化学、药学及抗菌性能 另外 还对其临床应用及对牙髓治疗中使用 C日X的不同观点进

行了综述

关 键 词 抗 菌 ;氯 己定 ;消毒 ;冲洗 ;药 效 持久 性

引 言

氯 已 定 (洗 必 泰 ， CllX) 是 鼓 常 用 的 杭 菌 剂 之

。它 足
一
种 阳 11打 广活 性 剂 ，.叮以 吸 附 J

几
带 负 电 荷 的

表 面 ， 如 细 菌 咆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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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生 沉 淀 ，当 低 J
飞
5.川 {、上， 在 酸 吐环 境 !\i. 今卜仁逐 渐 卜

降 。另 外 ，当 丫f磷 脂 、丫J
一
机 物 及 非 离 广型 表 而 活

J
胜 刘

存 在 时 ， Cl工X 活 陀 明 {，，乡降 低 。

最 常 见的 CllX 制 利 是 由 汉川玫责洲il])戊的 (C剑 与q N!。，
·

译者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牙体牙髓科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2号 1000日1

ZC6H【20:)，这 种 制 剂 稳 定 性 高 ，水 溶 性 好 。还 可 见

有 醋 酸 盐 制剂 (C:2H3。!C:N 。、
·2C2H402)和 盐 酸 盐 制

齐l}(C2211，，CZN 。，
·2干ICI)。

CllX对 革
、
邹日性 菌 、革 兰 阴性 菌 、酵 毋菌 、表

皮 真 菌 及
一
些 亲 脂 性 病 毒 具 有 广 谱 的 杀 灭 作 用 。 但

是 ，它 不 能 杀 灭 细 菌 芽 袍 及 分 支杆 菌 。 CHX可 以破

坏 细 菌 的 内层 胞 浆 膜 ， 因 此 其 作 用 机 理 被 归 为 膜 活

性 类 型 。 Ilug。等 发现 细 菌 摄 入 CHX速 度 很 快 ，这

取 决 于 CHX 的 浓 度 及 pH。报 告 还 显 示 CHX 与 细

菌 及 酵 I:1 菌 的 最 大 作 用 效 应 主 要 发 生 在 205之 内 。

CllX 可 以表 现 出抗 氧 化 及促 进 氧 化 的 作 用 ，这 可 能

有 助 于 杀 灭 微 生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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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
个 C日X分 子 (C:日 C州，:)由两个 对称 的 4一氯苯 环

与两 个双 肌 基 团组 成 中间 由亚 己基 链 连 结

CHX在 不 同浓度 时抗 菌效 能 不 同。 当与 细 菌接

触 时 ，带 阳离 子 的 CHX分 子迅速 吸 附到带有 负 电荷

的细菌胞 壁上 。在 这
一
阶段 ，细胞 外层 的完整性 受 到

破 坏 ，但 并不足 以导 致 细菌溶解 或死 亡 。CHX分 子

可 以穿过 细菌 的外膜 ，与 内膜 上 的磷 脂基 团结 合 。因

此 ，内膜通透性 增 加 ，低 分 子量 的物质 如钾 、磷 酸根

离子等开始 漏 出。在这
一
阶段 ，CHX作 用 可逆 ，因

此 可视 为抑 制 细菌 作 用 。如 果继 续增 加 CHX 浓度 ，

细胞 内容 物凝结 沉 淀 ，胞 壁 渗 出反 而减少 ，因此 也 影

响 了胞 膜 的修 复 ，这 时 ，CHX 的作 用变 得 不 可逆 ，

显示 出杀 菌性 能 。

氯 己 定 溶 液 在 牙 髓 治 疗 中 的 应 用

冲洗液有许多作用 ，但其 中最重要 的性能是抗

菌性。由于根管 内感染是多种微生物感染 ，主要是革

兰阴性厌氧菌 ，因此选用的抗菌剂须有广谱 的抗菌

效果 ，能够抑制或破坏微生物的生长。由于根管 内解

剖复杂 ，在根管消毒过程 中冲洗药物的抗菌性能很

难得到充分发挥 。在建议使用的众多根管治疗 冲洗

剂 中，次氯酸钠 、EDTA与 CHX是最常被推荐的。

CHX 杀菌能力强 ，可 以抑制糖及蛋 白分解过

程 ，降低 口腔 内很多细菌 内的基质金属蛋 白酶活性 ，

对治疗 口腔 内感染有效 ，因此应用 CHX被认为是
一

般消毒防腐处理的金标准。CHX具有 即刻、持续及

残 留的抗菌性能。它有很强的结合到组织表面的趋

势 ，这也使其抗菌作用时间延长。另外 ，在抗菌同时

不会 造 成微 生 物 耐 药 。

已有 许多研 究 调 查 J
’
CHX 作 为根 管 冲 洗 剂 的

抗 菌 效 果 ，主 要 将 其 与传 统 的冲 洗 剂 次 氯 酸 钠 进 行

比较 ，后 者 在 牙髓 治疗 中 已应 用 r 70多年 。

Jean sonne 和 W瓦te在 有 牙髓 病 变 的新鲜 拔 除 的

人牙上 对 2%CHX 与 5.25 % 次氯酸钠 溶 液进 行 比较 ，

结 果 显示 经 CHX 处 理 的 牙齿 细 菌 培 养 阳性 例数 及

培 养 阳性 中的 菌 落数 均 较 次氯 酸 钠 组 低 ，但 两 者 之

间并无统 计学 差异 。ohara等评估 f6种 冲洗 剂对 厌

氧菌 的抗 菌 效 果 ，报告 CHX是最 为有 效 的 。oncag

等在 体 内及体 外 比较 了 2%CHX、0.2%CHX、0.2%

嗅棕 三 甲钱 与 5.25 % 次氯 酸 钠 的抗 菌 效 果 ，结 果 显

示 2%CHX 在 体 内及 体 外 杀 灭 粪 肠 球 菌 的 效 果 较

5.25 % 次氯 酸钠 更 好 。Vahdaty等观 察 了2%Cl lX

与 2% 次 氯 酸 钠 对 粪 肠 球 菌 感 染 的 牙 本 质 小 管 的抗

菌 作 用 ，使 用 直 径 逐 渐 增 大 的 消 毒 钻 针 分 别 去 除

试 样 牙 根 管 壁 表 层 100“m、 100一300尽m 、300一

500林m 的 牙本 质 ，结 果 显 示相 似 浓度 的 CHX 与次

氯 酸 钠 对 测 试 细 菌 的 杀 灭 效 果 相 同 。 H eling 与

Chand沈r等研 究 了不 同冲洗 剂组 合 对 牙 本质小 管 内

细菌 的效 果 ，结 论认 为 0.12%CHX 与 1% 次氯 酸钠

的效 果相 似 。

Gomes等 的结 果显示 l%CHX、2%CHX与 5.25%

次氯 酸钠 杀 灭 粪肠 球 菌 的 时 间 (<305 ) 显著短 于 其

他 冲洗 剂 。Vi ana等在 体 外评 估 了不 同浓 度 的 CHX

(凝 胶 和 溶 液 )及 次 氯 酸 钠 对 多 种 微 生 物 的 抗 菌 效

果 ，经过相 同时间后 ，1%与 2%的 CHX溶 液 及 5.25%

次氯 酸钠 均 杀 灭 了所 有 细 菌 。这 些 研 究 者 还 认 为 冲

洗 剂 的抗 菌作 用 与 其种 类 、浓度 、剂 型 以及 微 生 物 的

易感 性 有 关 。

Dametto等在 体 外评估 了 2%CHX (凝 胶 和 溶

液 )与 5.25% 次氯 酸钠 对 粪肠 球 菌 的抗 菌性 ，发 现

两 种类 型 的 CHX更有 效地 抑 制 r粪肠球 菌 ，可以维

持 根 管 内检 测 不 到 粪肠球 菌 达 7d。

虽 然上述 研 究 的结 果存 在
一
定 的差 异 ，但 CHX

仍 显 示 可 成 为
一
种 有 效 的 冲 洗 剂 ，尤 其 对 感 染 根 管

内发 现 的许 多种 类 的 细 菌 (特 别 是 对 可 以导 致 持 续

性感 染 的革 兰染 色 阳性 的 粪肠球 菌 以及 白色念珠 菌 )

有杀 灭作用 。尽 管 CHX的抗 菌性 能有 应用 前 景 ，但

是 应 对 CHX 的其 他 性 能 以及 不 同 的使 用 方 式进 行

恰 当的评价 ，同样 需 要 评 价 的还有 CHX相 关研 究 的

研 究 方 法 。

、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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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日X相 关研 究 中的研 究 学 因素 凝 胶 剂 型 C日X

大 部 分研 究 显 不 Cl!X 的抗 菌 效 果 较 其 他 种 类

的 消毒 剂 及冲洗 剂好 。似足 ，体 外研 究 的结 果 须慎 重

阐释 。Cl lx 与次氯 酸钠 的抗 菌 效果 已经过 不 同方 法

进 行 分析 比较 。EStrela等通 过 琼 脂扩 散与直 接 暴 露

试 验 对 Cl lX 与次氯 酸 钠 的抗 菌 能 力进 行 了 比较 。

实验 中使 用 了 5种 细 菌 (金黄 色葡萄球 菌 ，粪肠

球 菌 ，铜 绿 瑕 单胞 菌 ，枯 草芽袍 杆 菌
‘
汀 l色念珠 菌 )，

根据 琼 脂 打
1一
散试 验 的结 果 ，2%CHX 的抗 菌 效 果 较

2% 次 氯酸 钠 更 好 。 另 方面 ，直 接 暴露 试验 结 果 显

示 2%CllX 仅对 金 葡 菌 、粪 肠球 菌 及 自 色念珠 菌 有

效 ，而 2%次 抓酸钠 对 所 有细 菌都 有 杀灭 效果 。Sasson

等 采用 力11或 不加有机 物 (牛 血清 白蛋 自 )的琼 脂扩散

试验 及接 触试验 评 估 了 次氯酸 钠 (1%，5%)与 Cl lX

(0.12%，0.5%，1%)对
一
些 细 菌 的抗 菌 效 果 。

该研 究结 果 与 Estrcla 等研 究结 果相 似 ，即接 触

试 验 中次 氧酸 钠 的 效 果 较 好 ，而 在 琼 脂 扩
一
散 试 验 中

CHX 表现 较 好 。接 触试 验 中 ，次 氯酸钠 溶 液 无论 加

人有机 物
‘
J台，对 所 有 种 类微 生物 均 有 杀 灭作用 。而

琼 脂 扩 散试 验 中如 果 加 人有 机 物 ，任 何 浓度 的 次 氯

酸 钠 均 未 ，
办’!一抑 菌 环 。 {，!工然在 琼 脂 扩 散试 验 中加 人

有 机 物 明 (，。叉卜扰 了 次 氯 酸 钠 的抗 菌 效 果 ，而 在 直 接

接 触试验 ‘!，贝lJ未 产生 影响 。但是 ，所 有 Cl lX溶 液在

两 种 试 验 条件 卜对 所 有 试验 菌 种 均 有 杀 灭作 用 。这

两个研 究 的结 果 显示 消 毒 hlJ 的抗 菌 效 果 明显 受 到试

验 方 法 本 身的 影 响 。

由 J
飞
CllX本 身抗 菌效 果维持 较 长，因此 可 能 发

生 另
一
个试验 方法 学 }几的错误 。众 所 周 知 CI王X可 以

被 硬组 织摄 取 ，随 后再 被释 放 出来 。当研 究 中采 用 从

根 管 内 微
’
}物 取 样 以 J

’
解 冲 洗 液 的 消 毒 效 果 时 ，

Cl 王X 的残余 可能就 会造 成
一
些 问题 。样 品 中残 余 的

CHX在 细 菌培 养时 仍 会对 细 菌 产生 抗 菌 效 果 ， 因此

在评估 CI IX真正 的抗菌效 果时要注意 去除残余 CHX

的抗 菌 能 力。在 已发表 的 文献 中 ，收 集 与处理 样 本 并

灭活 CHX 的 方
一
法 各 有 不 卜司。

在 ’。
’一期 研 究 中并 未 使 川 去除 CllX 抗 菌 活性 的

物 质 ，但 是有 部分 Cl lX相 关的研 究在 采集样 本 时考

虑到 采 用 「}，和试 剂这
一
方式 。这 种 方法 学 上 的差 异

会明 显影响研 究结 果 ，使不1司研究之 间无法进行 比较 。

研 究 者 更 关注 冲洗 剂溶 液 化学 与机 械性 质 的改

进 ，有 研 究 者 建 议 使 用 粘 性 冲 洗 剂 ，如 甘 油 基 的

CHX或过 氧化脉 ，这 种 剂型 可 以起 到 明显 的润滑作

用且 可 以增 加抗 菌性 能 。但是 ，在此 类冲洗 剂 中使用

的粘性基 质 几乎 不溶 于 水 ，可 能在 牙本质 壁上残 留 ，

会 影 响 根 管 充填 质量 。

另
一
方 面 ，Natrosol 凝胶 是

一
种 非离子 型 、高

效 、惰 性 、水溶 性 试 剂 ，研 究 显 示 在 治疗 后 可 以用

5ml蒸馏 水将 根 管 内 CHX
一Natrosol 凝胶 冲洗 去 除 ，

因此 不 会 影响根 管封 闭剂 的封 闭效 果 。CHX
一Natro-

501 凝 胶 可 以更 好 的清 洁根管 壁 及复 杂解剖 区域 ，主

要 是 由于 其 较 高 粘 性 有 助 于 更 好 的 机 械 清 洁 根 管 ，

更 好 的去 除 牙 本质 碎 屑 及残 余 组 织 。

CHX凝胶 除 了其 清洁 作用外 ，还有 很好 的抗 菌

性 能 及润 滑性 能 ，降低机 械预备 时锉 所 承受 的应力 。

与冲洗 液相 比 ，此 凝胶起 到 的作 用更像 是 润滑 剂 ，因

此 使 用 时 也 无需 再 另 外使 用 根 管 润 滑 剂 。

在体外 比较 2%CHX凝胶与次氯酸钠溶液 (1.5%，

5.25%)对 粪肠球 菌 的杀 灭作用 ，结 果显示 2%CHX

凝胶 优于 1.5% 次氯 酸钠 ，与 5.25 % 次氯酸钠相 当。

C日X用 于 根 管 封 药

氢氧化钙被广泛用作根管治疗 中的根管 内封药 。

但是 ，
一些研 究报告它 并 !卜对所有菌种都有 同样效

果 ，其活性 随着在根管 内位置的不 同而不同。另外 ，

一些研究发现氢氧化钙对有些微生物不能予 以清除。

因此 ，近期 的研 究集 中于 寻找其他有效 的根管 内消

毒药物 。

已有对 CHX的不 同剂型 (溶液 、凝胶及缓释装

置 )作为根管 内消毒剂的研 究 ，结果显示它们可杀灭

诸如粪肠球 菌和 白色念珠菌等微生物 。 另外 ，CHX

制剂还可 以通过 不断释放 CHX 防止微生物在 消毒

后的根管 内重新定植 ，其抗菌活性可 以维持 48h至

7d。

另外 ，CHX可能对治疗炎症性根吸收有效 。但

是 ，CHX并非
一
种有效的根管封 闭剂 ，CHX可 以

通过 牙本质小管渗 出 ，使根管 内空虚 。

在氢氧化钙制剂 中加人 CHX 可改进其抗菌效

能 ，但 同时也可能降低 CHX的抗菌性 。CHX的有

中.、!」、、 继续教育杂志 亘 兰 一



中国口腔 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2010年 9月 第 13卷 第 5期

效 PI王是 5.5一7.0，在 较 高 pH 时 可 能 会析 出 。 因

此 ，当氢 氧化 钙 与 CHX混合 时 ，平 均 pH 为 12.7，

此 时 CHX 析 出凝 结 。对 其 上 清 液 分 析 可 以发 现 ，

CHX显 著减少 (>99 %)。进
一
步 分析 混 合 后 的沉 淀

物 还 可 发现 ，CHX 作 为基 质 几乎 无溶 解 性 。

虽 然对 根 管 内封 药 时 间 尚无
一
致 意 见 ，但通 常

封药 时 间为 7d。Neelakantan等 发现 氢 氧 化钙 在封

药 48h后效 能显著 下降 ，而 CHX凝胶 在 72h后仍 能

对 牙蘸 叶琳 单胞 菌 和 中间普 氏菌 有 杀 灭 作 用 。

因此 ，有学 者 建议 应 重新考 虑消毒封 药 时 间 。另

一
方 面 ，氢 氧化钙 粉 与 0.2%CHX 混 合 后 ，混 合物

变 为强碱性 ，其 pH值 在 24 h后显 著上 升 并可保 持稳

定达 7d。另 外 ，氢 氧 化 钙 中加 入 CHX 后 使 氢 氧化

钙 的接触 角 减小 ，改善 了药 物在 根 管壁_卜的润湿性 。

CHX与氢 氧化钙 之 间 的相 互 作用 可 以生 成大量 含 氧

产物 (主要 是过 氧化 氢及过 氧化 自由基 )，
一
可能有 助

于根 管 消毒 。

浓度 (MIC)是抑 制 浮游状 态 菌 所需最 小 浓度 的 300

倍 。Ilouari与 I)1Martino观 察 了 Cl生X和苯 扎 氯胺

在 现 有 使 用 浓度 和 低 J
飞
最 小 抑 制 浓 度 时 是 否 对

一
些

致病 菌 (大 肠埃 希 氏菌 、肺 炎克雷 伯杆 菌 、铜 绿假 单

胞 菌 、表皮葡萄球 菌 )形成 的生 物 膜 仍 有 效 。所有 受

试 菌 种 在 生 物 膜 内均 比浮 游状 态 更 能 抵 抗 消毒 剂 的

作 用 。两 种 消毒 #l]均 可抑 制 二种 细 菌 的生物 膜 形成 ，

但 是 表 皮 葡 萄球 菌 仍 形 成 了生 物 膜 结 构 。 这
一
结 果

可 以归 因于 细 菌抗 药性 的增 加 及 对
一
些 消 毒 药 物 交

叉抗 药 的增 加 。

有
一
个研 究 者 用 7种 单

一
菌 种 形 成 的生 物 膜 模

型 来评 价 两种 常用 冲洗 剂 (CI IX 与 次氯酸钠 )的效

果 。5.25% 的 次氯 酸钠 与 2% Cl lX 可 以迅 速 杀 火 所

有微生 物 ，机 械搅 动 可 以提 高 抗 菌 剂 的效 果 。 另外 ，

CllX 溶 液 较 凝 胶 剂型 对 生 物 膜 的 杀 菌 效 果 更 好 。

体 内研究

站 污 层对 C日X抗 菌效 果 的影 响

沽 污层 会增 加微 生 物 对 根 管 壁 的粘 附 ，并可 能

干扰 根管 的消毒 。Yang等评 估 了砧 污层 与 CHX对

粪肠球 菌粘 附的影响 ，发现 CHX的处理 可 消 除粪 肠

球 菌 的 定植 ，但是 当去 除站 污 层 后 效 果 更 佳 。 根据

Sen等 的结 果 ，如 果砧 污层 未被 清 除 ，则可 延迟 CHX

的抗 菌性 。

C日X对脂 多糖 与生物膜 的效果

脂多糖 (LPS，以前被称为 内毒素 )是革兰染色

阴性细菌 外层胞膜 的重要组 成部分 ，在 细菌复制或

者死亡后被释放 出来。LPS在根尖周 区域炎症 反应

与骨 吸收 的发展 及维持过程 中具 有重要 的生物学 作

用 。因此 ，在根管治疗过程 中 LPS的活性 应 当予 以

抑制 。虽然根管 内清除了细菌 ，但 l曰PS仍然可 以残

存在髓腔 内并导致或维持根尖周 炎症 。De ol iveira

等发现氢氧化钙与多粘菌素 B可 以去 除根管 内 LPS

的毒性 ，而次氯酸钠与 CHX无此效果 。尽管单独使

用 CHX不能起到上述效果 ，但其碱性 混合物却可在

30min内去除 LPS毒性 。

生物膜可 以定义为粘 附于组织表 面且_为细胞外

多糖基质所 包埋 的微生物群 落 。生物膜 内的微生物

抗消毒剂的能力 比浮游状 态的微生物强 2一100倍 。

当远缘链球菌在生物膜 内生长时 ，CHX的最小抑制

很 少 见到 Cl lX抗 菌 效 果 的 体 内研 究 ，其 中部 分

研 究 报 告 CHX 比次 氯 酸 钠 有 效 ，但 Vi anlla等 发现

的 结 果 却 与 之 相 反 。 另
一
方 面 ，Ercan等 研 究 发现

5.25 % 的 次氯 酸 钠 与 2% CHX 效 果 无 显著 差 异 。生

物 指 不 剂 、浓 度 及 分 析 的 时 间 可 能 造 成 了这 些 结 果

的 不 同 。

Vianna等 评估 了使 用 不 同冲洗 fflJ (2.5%次 氯 酸

钠 与 2%CHX)后微 生 物 的 减 少程 度 ，发现 2.5% 次

氯 酸 钠 对 微 生 物 的 杀 灭 作 用 较 强 。 Zamany等 报 告

在 在 常 规 根 管 治疗 步 骤 中将 2%CHX 作 为 末 次 冲洗 ，

增 加 了根 管 消毒 有
一
效 率 。 Lco nard。等 报告 体 内使 用

2%CHX 作 为 冲洗 剂 可 以清 除根 管 内 77 .78 % 的厌 氧

菌 ，保 持 其 效 果达 48 h。最 近 ，Siquclra 等 采用 2.5%

次 氯 酸 钠 与 0.2%CHX 对 伴 有 根 尖 周 炎的 感 染 根 管

进 行 冲洗 ，并评 价 各 自的抗 菌 效 果 ，结 果 表 明两 种 冲

洗 液 在 体 内表 现 出相 似 的 细 菌 清 除 效 果 。

Kuruvilla与 Kalnath比较 J
’
2.5% 次氯 酸 钠 与

0.2%CHX 单 独 使 用 及 联 合 用 于 根 管 冲 洗 的 抗 菌 效

果 ，发现 单 独 使 用 CHX较 次 氯 酸 钠 清 除细 菌 效 果 更

佳 ，另
一
方 面 ，次 氯 酸 钠 与 CllX连 续 冲 洗 后 的 根 管

内细 菌 量 最 少 ，这 可 能 由于 二 者 反 应 生 成 洗 必 泰 酞

氯 ，增 加 了 CHX 分 子的 离 子化 水 平。

序 列使 用 或 称 联 合 使 用 冲 洗 rflJ 可 形 成协 同效 应 ，

但 也 应 认 真 考 虑 不 同 冲 洗 剂 之 间 的 反 应 。 次 氯 酸 钠

与 CHX接 触 会 产 生 红棕 色沉 淀 物 (图 2)。Bui等提

.夕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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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CllX ‘
J次 氯 酸 钠 之 间 的 反 应 产 物 使 牙本 质 小 管

通 透 树 l妙J{，，生卜降 。I弓asra。飞i等 显示 CllX 与次氯 酸钠

的沉 淀物 内含有 氯 苯 胺 (pCA)，是 Cl !X 的分解 产

物 。PC八 的量 随 次 氯酉料内的浓 度上 升 而增 加 。 已证

明 PCA 有 毒性 及致 癌 性 。 CHX 的 分解 产物 对 周 围

组 织 有 害 炸会 影 响 根 竹 系统 的封 闭 。 为 防 止形 成 沉

淀 ，应在使 用 CHX之 前 用 蒸馏 水 或酒精 去除根管 内

残 留的 次 氯酸钠 。Cl lX还 可与 EDT八及氢 氧化 钙 起

反 应 ，但 是 反 应 后 不 会 在 沉 淀物 中形 成 PCA。

洗 或 末 次冲 洗 ，同时 用 或 不用超 声 荡洗 ，均 可 产 生 残

余 抗 菌 活性 ，并可 维 持 长达 168h。

如 只将 Cl lX作 为冲洗 剂使 用 ，其效 果持 久性 可

能 较 短 。因此 ，有学 者 建议 应 延 长 CHX处理 牙本质

的 时 间 以获 得 SAA。0.2%、2%或 凝胶 CI一IX可 以得

到 21d的 SAA 效 果 。 另
一
方 面 ，Roseflthal 等 也 报

告 了有 关 CHX使 用 时 ITIJ与 SAA 相 反 的结 果 ，发现

如 将 牙 本 质 样 本 浸 泡 十 2%CHX 内仅 10 min，处理

后 牙 本 质 内提 取 物 中 CJIX 浓 度 仅 为 0.001 % ，但

SAA 可 达 12 周 以 l几。在 该 研 究 小 组 另 外
一
项 研 究

中 ，在 根 管 充填 前 用 Cl IX 处理 根 管 smin ，在 试 验

时 间 内 (35d)可 以 防 !卜80%样 本 根 管 内发生 微生 物

渗 漏 。

现 在 已 作常 清 楚 CllX 存 在 持 久 的抗 微 生 物 性

能 ，这 有 助 卜清 除 根 管 内或 牙本 质 小 管 内残 余 的 细

菌 ，也 可在 根 管 充填 前 后
一
段 时 间 内 预 防再 感 染 。

C日X控 释 系统 的抗 菌 性

图 2 2%C日X与 2 5% 次氯酸钠溶液 以不 同比例反应 (。

匕 1:2 c l:引 可 以观 察 到 形 成 不 同量 的沉 淀 物 。

CHX在 根 管 内的效 果 持 久 性

效 果持 久性 指 当 周 围环 境 中药物 的浓度 降 低时 ，

吸 附结 合 J
飞
软 硬 组 织 表 面 的 药 物 释 放 出 来 的 能 力 。

抗 菌 药 物 山于 吸 附 到组 织 表面 而 获 得 的抗 菌 效 果 延

长被 称 为持 久抗 菌 活性 (S八八)。

CllX 的持 久性 在 20世纪 70年 代 首次被提 出 。

由于 其 阳离 户胜质 ，Cl lX可 以结 合到 日腔勃 膜 、牙

面 获得性 膜 、经基 磷 灰石 、唾液 蛋 自及 牙髓 表 面 。结

合能 力 与 CllX浓度 有 关 。CHX处理 过 的表 面 成 为

向环 境 内释 放 CHX 的 储库 。 由于 这
·
性 质 ，CHX

可 以维 持 更 长时 间 的了J
‘
效 浓度 。在 经 C!IX 处理 之

后 ，牙髓 与牙本 质 样 本 获 得 的抗 菌 能 力可 以抑 制 粪

肠球 菌 生 长达 1周 之 久 。W hite 等 首次描 述 了 CHX

在 根管 内应 )}」的效 果持 久性 。CHX冲洗 后 的根管 内

的 残 余 抗 菌 活性 可 持 续 6一72h。 另 外 ，高 浓 度 的

C工IX抗 菌性 持 续 时 间更 长。 用 2%Cl lx 作 为术 中冲

为获得 长期 的持 久抗菌效果 ，应该使感染根管

牙本质暴露于 CHX的时间比常规冲洗时间更长。为

控制 CHX的释放与维持抗菌效果 ，
一
部分研究者着

眼于建 立根管 内抗菌药物 的控释装置模型 。Huang

等研 发 厂
·
种 由聚合物组成 的水可 以透过的控制装

置 ，并在 牛牙根管模 型 内评价 了其对粪肠球菌的抗

菌效果。结果表明这 装 置可 以有效减少细菌生长。

根据 lleling等的研究结果 ，控释装置 (CRD)不仅

可 以减 少原始感染根管 内的细菌量 ，而且可 以预 防

牙本质小竹 内的继 发感染 。Lin 等 比较 了在牙胶基

CRD模型 内加人 CHX或氢氧化钙的抗 口腔细菌的

能力 ，结果表明 CHX的缓释装置具有显著的抗菌性 。

件alla!等用壳聚糖维持 CHX的释放 ，并调查了

其对 白色念珠 菌与粪肠球菌的抗菌效果 ，结果 发现

CHX随壳聚糖释放 的抗菌效果 比单独应用 CHX更

佳 。另外 ，CIJX与壳聚糖
一
同使用也表现出对上述

两种细菌最大 的抑菌环 。

以 卜结果表 明 CHX控释非常有应用前景 ，但仍

需对这些 药物控释装置模型做进
一
步的研究 以评估

其临床抗菌效果 。

CHX的抗 真 菌效 果

在医学 文献 中有明确结论 ，CHX对 白色念珠菌

具有显著的抗真菌效果。因为 白色念珠菌与粪肠球

1.。，l。一吴学继续粉 挑 . .又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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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被 认 为 是 根 管 内抵 抗 力 最 强 的菌 种 ，尤 其 与 持 续

J
胜或继 发根 管感 染有 关 。因此 ，这 些微 生物 常用 于微

生 物 学 研 究 以评 估 根 管 冲 洗 剂 的 效 果 。 大 部 分 研

究 指 出 C H X 可 以 非 常 有 效 的 杀 灭 白 色 念 珠 菌 。

Ferguson等认 为 CHX抑 制 白色念珠 菌 的 MIC 低 于

0.63 尽g/ml。sena等报告 CHx使 白色念珠 菌培养

阴性 的药 物接触 时 间为 30一18005 。Gomes 等报 告

2%CHX凝胶 在 155 即可清 除 白色念珠 菌 。

毒性

C日X的抗 病 毒 效 果

许多研究者报告 了 CHX 的抗病毒效果 。CHX

并非
一
种特效抗病毒制剂 ，仅对有脂膜 的病毒有效 ，

对无脂膜 的病毒如轮状病 毒和脊髓 灰质炎病毒则无

抑制作用 。根据 Ranganathan的研究结果 ，CHX的

活性仅 限于对 核酸 内核或外膜 ，后者更 可能是攻 击

的靶位 。

CHX与微 渗 漏

冲洗液可能对根管充填物微渗漏有影响。但是

已有研究结果显示 CHX 用作机械预备 中的冲洗剂

时对根尖封闭无长期或短期的不利影响。CHX由于

其持久性多用作终末冲洗剂 ，最终使用 CHX冲洗也

不会显著影响根尖封闭效果。CHX还可 以在根充后

的根管牙本质 内维持有效抗菌量至少 12 周 。Jung等

观察次氯酸钠冲洗过的根管有 70%在 24h内出现细

菌渗漏 ，而 80%CHX冲洗样本在根管充填 35d后仍

是细菌培养 阴性的。

C日X在 牙髓 治 疗 中应 用 的不 足

牙髓 病 学 文 献 中对 次氯 酸 钠 溶 液 的组 织 溶 解 能

力 已有 共 识 ，相 比之 下 ，CH X 无 组 织 溶 解 能 力 。

2%CHX溶 液 或凝胶 在 作 用 6h后仍 无法 溶 解 牛牙髓

组织 ，与蒸馏水 类似 。 同样 ，CHX溶 液 也无 法去 除

砧污层 。在大部分情 况下 ，CHX这 方 面 的效果 与盐

水相 似 。但 是 ，Fer raz 等报告 在 根 管 机 械 预备 中使

用 2%CHX 凝 胶 获 得 的 根 管 壁 较 2%CHX 溶 液 及

5.25 %次氯 酸钠 溶 液更 清洁 ，并开 敞牙 本质小 管 。他

们认 为凝胶 由于 其粘性 ，提 高根 管机械 清洁 效果 ，并

可 以去 除 牙 本 质 碎 屑 。 因此 ，这
一
行 为 可 能 补 偿

CHX溶 解有 机 碎屑 差 的缺 点 。

口腔 内常规使用 的 CHX 浓度范 围是 0.12 %一

2%。曾有报告认 为在此 浓度 范 围内 CHX 的毒性 非

常小 。当用作跟下冲洗 剂时无任何 副作用 ，并可 以促

进牙周创面愈合 。由于它无牙周组织毒性 ，因此也被

认为是
一
种安全的牙髓用药 。在 CHX冲洗根管或用

作根管 内封药 后 ，研 究发现根 尖周组织基 本 无炎症

表现 ，再生 良好 。另外 ，已有将 C工IX用作治疗 炎症

性根 吸收的辅助用药 并获得 了 良好效果 。这 可 能部

分 因为 CI王X的抗氧化及促氧化的性质所致 。因为它

可 以有效 清 除 自由基 ，表 现为预 防牙周及根 尖周炎

性破坏 的作用 。

但是 ，当对细胞水平 、分子水平及微观结构进行

研究时 ，氯 己定
“
无毒性

”
的结论就有所不 同了。已

有报告 即使低至 0.002%的 CHX仍会抑制细胞分裂 、

胶原收缩与人体成纤维细胞总蛋 白合成 。在 另
一
项

采用牙周纤维细胞进行的研究 中，发现 CllX的毒性

呈浓度及接触 时间依赖 的方式 ， 会抑制蛋 白合成及

线粒体活性 。此研究还报告 了在相 同浓度 时 ，CHX

毒性较次氯酸钠高 。用 CHX处理根面后 ，会影响成

纤维细胞 的附着 ，因此会影响牙周组织再生 。另外 ，

CHX 还影响细胞 活性 ，特 别是对 成骨 细胞 。

这些研 究清楚的说 明了 CHX的毒性作用 ，但仍

应牢记 的是这些体 外的细胞学 研 究与结 果应谨慎解

读 。在
一些情 况下 ，体外细胞培养的研究结 果与体 内

研究结果是相反 的。例如 ，在体 内条件下 ，齿民沟液有

正常 的流动可 以中和毒性 物质 的部分作用 ，牙髓 与

根 尖 周 组 织 的 血 运 也 有 确 切 的 清 除 功 能 。 另 外 ，

CHX的活性在有机物存在的情 况下会明显降低在加

人胎牛血清 、白蛋 白、卵磷脂及热灭活的大肠杆菌等

时 ，CHX的毒性会降低 。在感染根管 内存在各种有

机物如微生物 、残余 牙髓 或牙本质 ，也会 出现类似的

反应 。

尽管 文献 中例举 了上述情 况 ，但各种 冲洗 液 的

使用原 则仍应是局 限于根管之 内 ，不要推 出至根尖

周组织 ，使用 CHX同样如此 。在根管冲洗过程 中尽

可能小心 ，可 以使 发生 副作用 的可能性 降到最小 。

过 敏 反 应

CHX引起的各型过敏反应均有报道 ，这些反应

一 一 ~互 互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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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接 触性 皮 炎、接 触书}导麻 疹 、光 敏性 、固定 药疹 、

职 伦 冲 l%J喘、过 敏 反应 及过 敏性 休 克 。观察 到 的过 敏

反)、认既 「‘]
一
能 是 速 发型 的 也可 能 足 迟 发型 的 。 有 报 道

说 CHX 引 发}〕勺过 敏 卜要是 !gE介 汁的 。

虽 有 沙匕关 于 C}IX 导 致 过 敏 反 应 的研 究 与 病

例报告 ，尚未 见到 Cl lX 用十 根管 冲洗 时 发
‘}几过敏 的

临 床病 例 报 告 。

结 论

理 i仑 卜，习
几
髓 治疗 应能 够 治疗 各种类 型 的病 例 ，

但 实 际 卜由 厂根 管 解 刘的 复 杂性 及微 生 物 在 恶 劣 条

件 下的生 存能 力及抗 药性 ，根管治疗 很难治愈所有

情 况。从这 个角度讲 ，冲洗液的抗菌能 力成为它们理

化性 质之 外最 重要 的性 质 。没有
一
种冲洗 液能达到

理 想冲洗 剂 的所 有要求 ，序 列使用 不同冲洗 剂可望

达到所期望的要求。由 卜CHX有 即刻、长期及残余

的抗菌性 质 ，可鼓励其 与传统冲洗 剂的联 合使用 。

为 去除站 污层 ，F:I)TA 可以与 次氯酸钠
一
起使

用 ，CHX
一
可以用作终末冲洗 剂 ，以使牙本质可摄取

并逐渐释放 Cl IX。但是 ，由 f其高反应活性 ，在使

用 CHX 之 前 ，根管 内应使用蒸馏 水或酒精进行冲

洗 ，以 去除残 留的其他消毒液 。

:1时: . 、 妙 广 口腔 软 组 织 维 护 是 关 系 口腔 种 植 治 疗 成 功 与 否 的
一
个 非

常 关 键 的 因 素 而 这 也 通 常 是 临 床 的 难 点 和 重 点 本 书 作 者 SC}己「 教 授 为 世 界 知

名 口腔 专 家 他 根 据 多 年 的 临 床 经 验 编 写 成 本 书 书 中 主 要 内 容 包 括 二种 植 体 周 软

组 织 结 合 、 美 学 种 植 患 者 的 系 统 评 估 、 种 植 体 周 软 组 织 处 理 的 外 科 技 术 、 生 物 胶 原

技 术 种 植 治 疗 中 的 软 组 织 移 植 、血 管 化 骨 膜
一
结 缔 组 织 (vlp一C丁)瓣 、 美 学 种 植

治 疗 等 「

主译 戈 怡 陈德 平 审 校 :宿 玉 成 陈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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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_
」一 ; 丁 厂中 建 互一 卷 本 书 为 畅 销 全 球 的

一
本 口腔 美 学 专 著 由

世 界 知 名 口腔 专 家 F「日deon，教 授 编 著 中 文 版 由 国 内 知 名 专 家
一 一

北 京 大 学 口腔 医

学 院 修 复 科 王 新 知 教 授 主 译 。 全 书 主 要 内 容 包 括 : 怎 样 与 患 者 进 行 美 学 方 面 的 交

流 、 面 部 美 学 分 析 、 唇 齿 关 系 分 析 语 音 分 析 ， 牙 齿 分 析 、 牙 跟 美 学 分 析 等 . 系 统

地 介 绍 了 美 学 修 复 的 各 个 步 骤 全 书 结 构 合 理 、 图 文 并 茂 非 常 适 合 读 者 的 理 解 和

临 床 实 践 本 书 为 口腔 修 复 医 生 、 口腔 全 科 医 生 必 备 的 经 典 图 书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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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狡 尺 本 书 为 目前 最 为 详 细 介 绍 骨 增 量 技 术 的 专 著 ， 作

者 为 世 界 知 名 口腔 种 植 修 复 专 家 他 们 根 据 自 己 多 年 的 经 验 编 写 而 成 本 书 。 书 中 内

容 包 括 切 取 移 植 骨 块 、 萎 缩 无 牙 领 骨 重 建 、 牙 列 缺 损 的 骨 增 量 技 术 、 骨 增 量 的 生

物 学 与 种 植 体 骨 结 合 等 全 书 内 容 精 炼 结 构 合 理 『并 配 以 大 量 图 片 . 以 方 便 读 者

的 阅 读 和 理 解 ( 本 书 适 合 口腔 种 植 医 生 ， 修 复 医 生 、 全 科 医 生 的 临 床 学 习 、 参 考 之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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