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性具有显著的辐射刺激效应 , 提示脐血移植中以下

策略也许是值得考虑的:一份脐带血 , 一部分冻存 ,

另一部分经 IL-2短时间激活并接受低剂量辐射从而

获得具有更高活性的 LAK细胞 , 然后混合移植。这

样做 , 既避免了造血干细胞在培养中的过多丢失 , 又

可以更好地发挥 Allo-LAK细胞清除微小残留病变的

效应 , 增强移植物抗白血病效应 (GVL), 降低肿瘤

的复发率 , 从而改善脐血移植的疗效。常规手术 、放

疗及化疗后达完全缓解的肿瘤患者体内残留的小负荷

肿瘤细胞 (即 MRD)往往对放 、 化疗耐受 , 是造成

日后肿瘤复发 、 影响患者生存期和生活质量的根源之

一。由于肿瘤患者细胞免疫监视功能低下[ 8] , 过继性

细胞免疫治疗可能是必要的 , 该疗法不依赖于宿主本

身的免疫功能状态 , 即使在宿主免疫功能低下状态仍

可比较快速地发挥治疗作用[ 4] 。脐血 Allo-LAK 细胞

的来源广泛易得 , 对 NK细胞敏感或不敏感的多种肿

瘤细胞均具有杀伤活性 , LDR对脐血 LAK 细胞抗肿

瘤活性有显著的辐射刺激效应 , 因此 , 利用 LDI刺激

的脐血 LAK细胞多次输注进行肿瘤的过继性细胞免

疫治疗可能有其潜在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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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名职业病患者洁齿前口腔保健知识调查

福建省三明市职业病防治院 (365000)陈东辉 , 肖方威

　　为了解职业病患者对口腔保健知识的认识程度 , 为今后
有针对性地进行口腔健康教育 , 让他们能够自觉地采取一些

力所能及的措施 , 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 减少口腔内科
常见病发病率 , 我们于 1998 年1 月至 2000年 12 月对在我院住

院的职业病患者进行了口腔保健知识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为我院住院的 196名职业病患者。调查内容包括

职业病患者年龄及性别 、 文化程度;对牙结石的认识与文化
程度的关系。

2　结果
196名职业病患者中 , 男 154 人 , 女 42 人;20 ～ 35 岁 91

人 (男 71 人 , 女 20 人), 36 ～ 50 岁 72 人 (男 55 人 , 女 17

人), 51岁以上 33 人 (男 28 人 , 女 5人)。

职业病患者文化程度与对牙结石认识情况的关系见表 1。
表 1　对牙结石的认识与文化程度的关系

文化程度

(人)

钙化的细菌斑

人数 %

牙齿的一部分

人数 %

不知道

人数 %
合计

高中以上 (48) 16 33.30 0 0　 32 66.70 48

初中 (140) 42 30.00 5 3.60 93 66.40 140

小学 (8) 0 0 2 25.00 6 75.00 8

合计 (196) 58 29.60 7 3.60 131 66.80 196

3　讨论
菌斑是未矿化的细菌性沉积物 , 它是细菌生长的极好生

态环境 , 所以菌斑包含有大量的致病菌和其他毒素 , 并且它

的附着力很强 , 尤其齿龈下菌斑毒素更甚。 菌斑为无色透明
的薄膜 , 肉眼不易发现 , 用菌斑显示剂方可显示出来。牙石

是矿化了的菌斑和其他沉积物 , 它的形成速度因人而异 , 受
唾液量 、 唾液成分 、 饮食和口腔卫生习惯的影响。 牙结石的

存在会防碍口腔卫生 , 促使菌斑更多地形成 , 而牙石本身也
包含着许多细菌毒素。所以菌斑和牙石可以使牙周支持组织

受到破坏而发生牙周病 、 牙龈出血 、 牙周溢脓 、 牙齿松动甚

至脱落。调查结果显示 , 对于牙结石能够正确认识的职业病
患者占 29.60%, 不知道的占 70.40%。 其中受过高中以上教

育的占 33.30%, 初中教育占 30%, 小学占 100%, 高中 、 初
中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P>0.05)。与小学文化组比较差异有

极显著性。这充分说明了口腔健康教育任务十分繁重 , 口腔
健康教育对象仍应面对各文化层次人群 , 对于低文化程度人

群更应重视。
本次调查过程中 , 经口腔医师的宣传教育 , 调查对象懂

得了口腔卫生保健的重要性 , 全部愿意接受洁牙 , 这也充分
说明口腔医务工作者 , 决不能只满足口腔疾病的治疗工作 ,

应将口腔健康教育宣传与治疗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 将被动
治疗转为主动治疗。

刷牙是预防牙菌斑 、 牙结石形成的最简单 、 最有效的方
法。我国约 85%以上的人都刷牙 , 但是能掌握正确的刷牙方

法 、 时间及次数的人群比例是比较低的。所以 , 作为口腔医
务工作者完全有必要向患者强调正确刷牙的方法 , 让他们知

道正确的刷牙还是预防龋牙和牙周病的一项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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