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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痛安胶囊联合西地碘含片治疗牙龈炎的疗效观察 

徐  昕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分院 口腔科，天津  300250 

摘  要：目的  探讨肿痛安胶囊联合西地碘含片治疗牙龈炎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 2015 年 6 月—2017 年 6 月天津市第三

中心医院分院收治的牙龈炎患者 120 例为研究对象，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各 60 例。对照组口服西地

碘含片，1 片/次，3 次/d。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口服肿痛安胶囊，2 粒/次，3 次/d。两组患者均连续使用 10 d。观

察两组的临床疗效，比较两组的牙周指标牙龈指数（GI）评分、菌斑指数（PLI）评分、牙龈探诊出血（BOP）。结果  治疗

后，对照组和治疗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80.00%、95.0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 GI 评分、

BOP 和 PLI 评分均显著降低，同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组牙周指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肿痛安胶囊联合西地碘含片治疗牙龈炎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可改善患者牙周

指标，安全性较好，具有一定的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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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observation of Zhongtong’an Capsules combined with Cydiodine Buccal 
Tablets in treatment of gingivitis 

XU Xin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 the Branch of Tianjin Third Central Hospital, Tianjin 30025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cal effect of Zhongtong’an Capsules combined with Cydiodine Buccal Tablets in 
treatment of gingivitis. Methods  Patients (120 cases) with gingivitis in the Branch of Tianjin Third Central Hospital from June 2015 
to June 2017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and treatment groups, and each group had 60 cases.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po administered with Cydiodine Buccal Tablets, 1 tablet/time, three times daily. Pati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po 
administered with Zhongtong’an Capsules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2 grains/time, three times daily.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10 d. After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icacies were evaluated, and GI scores, PLI scores, and BOP i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icacies in the control and treatment groups were 80.00% and 95.00%, respectively, 
and there was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 < 0.05). After treatment, GI scores, PLI scores, and BOP in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he same group (P < 0.05). And the periodontal index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Zhongtong’an Capsules combined with Cydiodine Buccal Tablets has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in treatment of gingivitis, 
can improve periodontal indexes of patients, with good safety, which has a certain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Key words: Zhongtong’an Capsules; Cydiodine Buccal Tablets; Gingivitis; GI score; PLI score; BOP 
 

牙龈炎是临床上一种常见的口腔疾病，主要由

于患者龈缘附着牙菌斑繁殖，从而导致细菌代谢物

发生堆积，破坏牙周[1]。大多数是由于口腔内细菌

感染引起的，目前主要是通过去除牙菌斑和控制牙

龈炎症来进行治疗。西地碘含片是一种新型碘剂，

主要成分为碘，具有杀菌和抗感染的疗效，能够迅

速杀灭牙龈部位的病原菌[2]。肿痛安胶囊的主要组

分为三七、僵蚕、天麻、白附子、防风等，具有祛

风化痰、消肿定痛的功效，广泛用于治疗牙龈炎和

智齿冠周炎[3]。本研究选取 2015 年 6 月—2017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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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分院收治的 120 例牙龈炎患

者，研究肿痛安胶囊联合西地碘含片的疗效。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6 月—2017 年 6 月天津市第三中

心医院分院收治的牙龈炎患者 120 例为研究对象，

所有患者均确诊为牙龈炎[4]，其中男 56 例，女 64
例，年龄 24～54 岁，平均年龄（38.49±8.86）岁，

病程 2～12 年，平均病程（7.98±1.95）年。所有患

者均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1）患有原发性牙龈炎、原发性龋

齿等患者；（2）患有恶性肿瘤患者；（3）对本研究

所用药物过敏的患者；（4）伴有不同程度肝、肾功

能不全患者；（5）患者处于妊娠或哺乳期；（6）患

者伴有精神障碍或不能配合治疗的患者。 
1.2  药物 

西地碘含片由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规格 1.5 mg/片，产品批号 150321、160923；
肿痛安胶囊由河北奥星集团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规

格 280 mg/粒，产品批号 150415、170622。 
1.3  分组和治疗方法 

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各

60 例。对照组男 27 例，女 33 例，年龄 24～56 岁，

平均年龄（38.45±8.56）岁，病程 2～12 年，平均

病程（7.95±2.05）年。治疗组男 29 例，女 31 例，

年龄 25～58 岁，平均年龄（38.59±8.64）岁，病程

2～12 年，平均病程（8.01±2.15）年。根据统计学

分析，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和病情等方面

比较，无统计学差异，具有可比性。 
对照组口服西地碘含片，1 片/次，3 次/d。治

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口服肿痛安胶囊，2 粒/
次，3 次/d，温开水送下。两组患者均连续使用 10 d。 
1.4  临床疗效判定标准[5] 

治愈：疼痛消失，菌斑指数、龈沟出血指数均

下降到 0，牙龈脓肿消退，外观恢复正常；显效：

疼痛缓解，菌斑指数、龈沟出血指数均下降到 1，
牙龈脓肿消退，外观基本恢复正常；有效：疼痛减

轻，菌斑指数、龈沟出血指数均下降到 2 或 3，外

观有所改善；无效：症状和体征无明显变化。 
总有效率＝（治愈＋显效＋有效）/总例数 

1.5  观察指标 
1.5.1  牙龈指数（GI）评分标准[6]  牙龈健康无改

变为 0 分；牙龈轻度水肿且颜色轻度改变，但探诊

无出血为 1 分；牙龈水肿光亮，色红，且探诊出血

为 2 分；牙龈有溃疡或红肿，自然出血者为 3 分。 
1.5.2  菌斑指数（PLI）评分标准[6]  近龈缘区无菌

斑为 0 分；近龈缘区探针可刮出薄菌斑，但视诊不

可见为 1 分；龈缘区或邻面可见中等量菌斑为 2 分；

龈缘区或龈沟内大量软垢为 3 分。 
1.5.3  牙龈探诊出血（BOP）标准[7]  对颊侧近、

远中、舌侧正中、颊侧正中进行测定，计算 BOP。 
1.6  不良反应观察 

在用药过程中严密监测患者临床症状和各项检

查指标，密切观察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是否出现不良

反应（皮疹、皮肤瘙痒、恶心等）。 
1.7  统计学方法 

本实验中所涉及数据均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

行处理。实验中涉及到的计量数据采用配对资料 t
检验，涉及到的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对照组治愈 9 例，显效 12 例，有效

27 例，总有效率为 80.00%；治疗组治愈 14 例，显

效 21 例，有效 22 例，总有效率为 95.00%，两组总

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牙周指标比较 

治疗后，两组 GI 评分、BOP 和 PLI 评分均显

著降低，同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治疗组牙周指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

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n clinical efficacies between two groups 

组别 n/例 治愈/例 显效/例 有效/例 无效/例 总有效率/% 

对照 60  9 12 27 12 80.00 

治疗 60 14 21 22  3  95.00* 

与对照组比较：*P＜0.05 
*P < 0.05 vs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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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牙周指标比较（⎯x ± s，n = 60） 
Table 2  Comparison on periodontal indexes between two groups (⎯x ± s, n = 60 ) 

GI 评分 BOP/% PLI 评分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 2.54±0.58 1.96±0.44* 2.97±0.45 2.26±0.33* 3.61±0.48 2.74±0.35* 

治疗 2.54±0.61  1.13±0.26*▲ 2.93±0.43  1.83±0.23*▲ 3.63±0.52  1.39±0.23*▲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P < 0.05 vs same group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vs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2.3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在治疗期间，对照组发生皮疹 1 例，不良反应

发生率为 1.67%；治疗组发生恶心 1 例，不良反应

发生率为 1.67%，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牙龈炎是指患者牙龈组织出现急性和慢性炎

症，其发病率逐渐升高，临床表现为牙龈肿胀、出

血、疼痛和松软等，病情较为严重患者会出现牙龈

高度充血、组织液和炎性细胞渗出[8]。牙龈炎主要

是由于牙斑菌引起的，如果患者不能及时进行治疗，

将引起牙周疾病，所以对牙龈炎进行有效地治疗显

得极为重要。 
西地碘含片的主要活性成分是碘分子，通过口

含给药，在与口腔内唾液的相互作用下迅速释放活

性成分，直接对牙斑菌体蛋白质进行卤化，从而杀

灭口腔内微生物。西地碘含片能够直接作用感染部

位，疗效确切，较为安全，在临床上其不良反应发

生较少，偶有出现皮疹等，患者长期使用会出现舌

苔色，但患者停药之后症状能够自行消失[9]。肿痛

安胶囊是由三七、僵蚕、天麻、白附子等组成，具

有祛风化痰、消肿定痛的功效，在临床上用于治疗

牙龈炎和智齿冠周炎[10]。本研究选用肿痛安胶囊联

合西地碘含片用于治疗牙龈炎，结果表明治疗组患

者的治疗有效率（95.00%）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治

疗有效率（80.00%）（P＜0.05）；治疗后，两组 PLI、
BOP 和 GI 水平显著优于治疗前，并且治疗组患者

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对照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与

治疗组比较，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肿痛安胶囊联合西地碘含片治疗牙

龈炎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可改善患者牙周指标，

安全性较好，具有一定的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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