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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用口腔微生物学》内容从树立口腔微生态概念人手，详细阐述了口腔微生态环境和口腔微生
物的生理功能；简明地介绍了口腔微生物的分类及特性，详尽地阐述了与口腔常见疾病发生相关的重
要因素——牙菌斑；结合临床防治阐述了口腔微生物与心血管病、糖尿病等疾病的关系。
《实用口腔微生物学》包含了口腔微生物学完整、系统的体系，并从实际临床医疗工作需要出发，具
有较强的实用性，是口腔科临床医师、学生和从事研究的探索者必备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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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圣辉，教授主任医师，1961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口腔系，1961～1981年在北京口腔医院从事临床工
作，1981～2008年于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研究所从事口腔微生物学研究与教学。
发表论文110篇，获得市局级科技成果奖9项。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
参编全国高等学校教材《预防口腔医学》，参编北京大学八年制医学教材：《口腔生物学》、《预防
口腔医学》、《医学微生物学》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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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口腔生态系第一节 口腔生境生境（habitat）是正常微生物在机体特定部位生存的环境。
在口腔内的生境有牙齿、黏膜及龈缘龈沟。
以各生境的微环境特点，赖以生存的菌群内容不同。
一、牙齿（Teeth）牙齿是人体惟一暴露在外的骨组织，是无脱屑的组织表面（nonsheddingsurfaces），
非常适合细菌定植（colonization）。
细菌在牙齿表面的定植开始于婴儿出生后5个月乳牙萌出，到2岁乳牙列形成以及5～12岁恒牙列的形成
，为口腔内细菌的定植及发展创造了空间。
细菌借助被覆在牙面的获得性膜（acquiredpellicle）形成了特殊的生物膜（biofilm），称牙菌斑
（dentalplaque）。
菌斑内的菌群以口腔链球菌（oralstreptococci）为主，在不同牙面则菌群内容又会有所区别。
正常情况下，菌种间数量有一定比例。
牙表面菌斑是形成、清除再形成的动态过程，长期滞留则会使菌群比例失调，从而形成为龋病、牙周
疾病的易感条件。
口腔内由于牙体牙列解剖特征、异常发育以及在治疗中造成一些易感的滞留区。
常见的菌斑滞留区如下。
1.自然滞留区前磨牙及磨牙（牙合）面窝沟及颊侧沟、深的窝沟是形态多样的骨性盲袋，沟内菌斑无
法清除。
两个牙齿邻面接触区下菌斑也不易自洁，构成龋病好发的滞留区。
另外，龈缘及龈沟内也是菌斑滞留部位，长期口腔卫生不良，加重菌滞留是慢性牙龈炎的易感因素。
2.异常发育滞留区常见的前倾及水平阻生齿，在异位的下第三磨牙与下第二磨牙间形成难以清除的菌
斑滞留区。
易造成下第三磨牙远中邻面龋、两牙之间牙龈炎、牙周炎症及冠周炎。
另外牙列不齐患者，也可有多种多样的龋病易感的滞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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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用口腔微生物学》包含了口腔微生物学完整、系统的体系，并从实际临床医疗工作需要出发，具
有较强的实用性，是口腔科临床医师、学生和从事研究的探索者必备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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