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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卫生部“十二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学校教材：口腔生物学（第4版）》从第1版到此次第4版
内容的更迭与丰富就体现了本学科的发展与更新。
作为基础医学与口腔临床医学的桥梁课程，《卫生部“十二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学校教材：口腔
生物学（第4版）》结合口腔组织、器官功能特点、生理机制、口腔内生态及常见口腔疾病的病因、
发病机制，经过多版次的思考与修改形成了以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骨组织生
物学及口腔细胞培养及应用的内容框架，通过近几年的教学实践及意见反馈看，内容与深度基本符合
五年制口腔医学专业学生学习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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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蛋白质虽为牙菌斑细胞部分的主要组成，但含量却较低。
其主要来源为宿主的唾液和血清，少量来源于口腔菌丛。
在龈上菌斑中来源于唾液的蛋白质有糖蛋白、淀粉酶、溶菌酶、乳铁蛋白、乳过氧化氢酶、SIgA、IgG
和各种蛋白酶。
来源于龈沟液的蛋白质有白蛋白、IgG、SIgA、C3和旷巨球蛋白。
来源于细菌的有葡糖基转移酶、透明质酸酶、胶原酶等。
 牙菌斑的非细胞成分主要为糖、脂肪和无机物。
 1.糖是组成菌斑基质的主要成分，以聚合物的形式存在于菌斑中，如葡聚糖和果聚糖。
葡聚糖中主要由a-l，6键组成者为水溶性糖，由a-l，3键组成者为水不溶性糖。
在菌细胞壁成分中也含有异种多聚糖如抗原性糖、脂多糖，某些放线菌和乳杆菌合成的囊状物，内含
氨基己糖的胞外多糖。
菌斑内的糖也可由细菌胞内多糖聚合而成，许多菌斑内微生物产生与糖原或支链淀粉相似的胞内糖，
其特征为与碘键合，也即嗜碘糖。
由于在细胞内产生过剩和菌细胞死亡或分解，胞内糖和胞壁糖可释出到菌斑中。
 菌斑内的脂肪可能是从宿主或菌斑中的G-菌衍生的磷脂，由于它们与钙、磷等离子具有亲和力，故在
菌斑的矿物化方面可能起着一定作用，但对其具体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的了解。
 菌斑中含钙、磷、氟等无机离子，它们在菌斑中的浓度远比唾液中高，并且它们可能与其他的无机成
分以盐的形式键合在菌体表面或胞外多糖上。
 口腔菌丛是人体各种菌丛中最复杂的一种，目前已可从口腔中分离出500～700种不同的细菌，还有更
多数量的菌种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尚无法培养获得。
随着研究技术的发展，大量分子生物学手段的应用，研究者们通过非培养的方法已能从口腔环境中检
测出多达26202条不同菌种的基因信息，这些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口腔微生物学的研究内容。
然而在对微生物致病性方面的研究中，为深入探索不同微生物的致病机制，研究者们仍需通过培养的
方法分离纯化特定的微生物种群，本节主要介绍目前可从口腔中分离获得纯培养有代表意义的微生物
种属。
 婴儿的口腔在母体中是无菌的，在初生6小时之内仅可在口腔中发现很少数量的细菌，可能是来源于
母亲的产道，如大肠杆菌和链球菌等均系妇女产道中的常居菌。
从出生6～10小时之间口腔细菌快速增多。
随着对婴儿的喂养和看护，母亲和近亲口腔中的微生物可传播到婴儿口腔中，此后细菌的种类增多，
菌丛的成分也趋向复杂。
一项对0～12个月婴儿口腔内菌丛的研究报道表明，所有12个月婴儿口腔内均有链球菌、葡萄球菌、韦
荣菌和奈瑟菌，半数以上婴儿口腔标本中可培养出放线菌、乳杆菌、诺卡菌（Nocardia）和梭杆菌，
不到半数的1岁婴儿口腔中可分离出念珠菌、纤毛菌、棒状杆菌和类大肠杆菌。
在整个研究期间链球菌一直是优势菌，随着牙的萌出，放线菌和梭杆菌的检出率增加，在牙萌出前检
不到对牙表面有亲和力的血链球菌和变异链球菌。
对学龄前儿童口腔微生物丛的研究发现，其组成基本与成人相近似，但罕有产黑色素菌群，在5岁年
龄组仅从18 %～40%的儿童口腔中可检到此菌群，并且螺旋体的检出率也低，但13～16岁儿童中常可
检到产黑色素菌群，并且螺旋体的数量亦随年龄增长而增加。
在此期间宿主饮食习惯，牙齿结构和唾液功能等均可影响正常菌丛的组成。
进入成年期后牙龈和黏膜的结构均不如青壮年坚实，牙和牙龈以及黏膜的疾病较之前增多，正常菌丛
中的某些常居菌比例过多而导致内源性感染如牙周炎。
进入老年期后咀嚼器官的老化、牙的脱落而使与牙有亲和力的细菌如血链球菌、变异链球菌逐渐减少
，在无牙牙合的口腔中检不到这两种细菌。
而当口腔内戴有义齿时，这些菌又出现在正常菌丛中。
因此可以认为，口腔正常菌丛的建立和演化均与宿主的年龄、饮食习惯、咀嚼器官的健全有密切联系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口腔生物学>>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口腔生物学>>

编辑推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口腔生物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