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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臭亦称口腔异味，是指口腔内的不良气味。

研究[1]表明，80%~90%的口臭源自口腔。口臭气味

的主要成分为以硫化氢（H2S）、甲基硫醇（CH3SH）

和乙基硫化物  [(CH3)2S]为主（占90％）的挥发性硫

化物（volatile sulfur compounds，VSCs）。病因学

研究表明：微生物在口臭的发生过程中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口腔内革兰阴性厌氧菌特别是牙龈卟

啉单胞菌、中间普雷沃菌、具核梭杆菌都能分解甲

硫氨酸、半胱氨酸或血清蛋白而生成大量VSCs，这

3种细菌被认为是口腔中的主要致臭菌[2]。 
目前对于口臭的治疗集中于抑制产VSCs细菌的

产品，如有抗厌氧菌作用的化学药物或化学含漱

剂，而无糖口香糖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快捷方便

清洁口气的一种产品。本研究采用一种便携式气相

色谱口臭测量仪OralChroma™检测咀嚼无糖口香糖

前后口腔内VSCs的3种主要气体成分浓度的变化，

探讨无糖口香糖是否具有抑制口腔异味的效果，为

人们选择口香糖方便地抑制口腔异味提供一定的理

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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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咀嚼无糖口香糖对半胱氨酸激发性口臭的抑制作用。方法   将10名志愿者随机分为处理组和未

处理组，每组5名，均接受半胱氨酸口气激发实验，激发实验后未处理组不进行任何处理，处理组咀嚼无糖口香糖

1 min后吐出。在咀嚼口香糖后1、10、20 min测量两组的硫化氢（H2S）、甲基硫醇（CH3SH）、乙基硫化物[(CH3)2S]

浓度。结果   处理组咀嚼口香糖后1、10、20 min，H2S浓度下降百分比分别为82.68%、92.27%、97.47%，CH3SH浓

度下降百分比分别为65.49%、73.79%、82.89%，(CH3)2S浓度下降百分比分别为60.45%、73.82%、59.72%。处理组

与未处理组在不同时间的H2S、CH3SH、(CH3)2S浓度下降百分比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无糖口香糖对

半胱氨酸激发性口臭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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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nti-halitosis effect of sugar-free chewing gum through their influence on odor induced 

by cysteine. Methods   Ten volunteer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untreated group; each group 

consisted of five volunteers. All volunteers consented to participate in a test in which breath odor was induced by cysteine. 

After the test, the treatment group chewed sugar-free chewing gum for 1 min, whereas the untreated group did not undergo 

any treatment. The effectiveness was determined by the percent reduction of H2S, CH3SH, and (CH3)2S response after the 

volunteers chewed gum for 1, 10, and 20 min. Results   At 1, 10, and 20 min, H2S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reduced by 

82.68%, 92.27%, 97.47%, respectively, CH3SH was reduced by 65.49%, 73.79%, and 82.89%, respectively, and (CH3)2S 

was reduced by 60.45%, 73.82%, and 59.72%,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different times were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Chewing gum can effectively inhibit cysteine-induced o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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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对象及分组

经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

准，于2009年根据纳入标准共纳入四川大学华西口

腔医学院学生10名，男、女各5名，年龄20~23岁。

纳入标准：1）全身健康状况良好；2）年龄为

18~70周岁；3）如果为女性，不得处于妊娠期和哺

乳期内；4）首先检查牙齿状况，经检查合格者（世

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牙齿健康标准：①牙齿清洁；②

无龋洞；③无疼痛感；④牙龈颜色正常；⑤无出血

现象）方能参加本研究；5）不抽烟；6）在参加研

究前没有使用抗菌和消毒药物，现在没有服用其他

药物；7）没有同时参加其他类似试验研究；8）对

口香糖成分不会发生过敏。

排除标准：不能严格执行所有实验要求者；有

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或全身性疾病者；实验期间因

各种原因使用抗生素或非激素类抗炎药者。

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按随机数字表法将10名志

愿者分为处理组和未处理组，每组5名，均接受半胱

氨酸口气激发实验，激发实验后未处理组不进行任

何处理（包括不漱口、不咀嚼任何食物等），处理

组立即咀嚼口香糖，持续咀嚼1 min后吐出口香糖。

数据处理人员不了解分组情况。

1.2   方法

检查前1 d要求受试者忌食辛辣、燥热的食物；

检查当天勿食洋葱、蒜、咖喱等食物，勿咀嚼口香

糖及使用漱口液等口腔清洁用品，勿使用香水、发

胶、口红等可能影响测定结果的芳香剂。

实验时，1）受试者先用6 mmol·L-1半胱氨酸水

溶液5  mL漱口30  s，然后立即使用OralChroma™
（CHM-1，ABILIT公司，日本）测定口气中H2S、

CH3SH、(CH3)2S的浓度。具体测定方法为：使用专

用1 mL取样器从口内采样30 s，推出前段（近针头

侧）1/2的气体后，将后段的0. 5 mL气体注入仪器的

进样孔，8 min后仪器自动在屏幕显示并存储H2S、

CH3SH、(CH3)2S的浓度。2）未处理组不进行任何

处理，处理组咀嚼口香糖（益达至尊无糖口香糖2
粒），持续咀嚼1 min后吐出口香糖，分别于咀嚼口

香糖后1、10、20 min再次测量两组的H2S、CH3SH、

(CH3)2S浓度。3）按上述方法重复进行3周试验，每

周1次，固定时间为周末8:00—11:30。3次实验数据

取平均值，得到40个数值作为最终记录结果。计算

H2S、CH3SH、(CH3)2S的浓度下降百分比，公式为：

H2S、CH3SH、(CH3)2S的浓度下降百分比=（使用漱

口液时的浓度基线值-咀嚼口香糖后1、10、20 min
的浓度值）/使用漱口液时的浓度基线值×100%[3]。

1.3   统计分析

所得的数据用Excel录入计算机，采用SPSS 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选用重复测定的方差分析在α=
0.05的情况下，比较各组之间有无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两组咀嚼口香糖后1、10、20 min H2S、CH3SH、

(CH3)2S的浓度下降百分比见表1~3。从表中可见，处

理组咀嚼口香糖后1、10、20 min，H2S浓度下降百分

比分别为82.68%、92.27%、97.47%，CH3SH浓度下

降百分比分别为65.49%、73.79%、82.89%，(CH3)2S
浓度下降百分比分别为60.45%、73.82%、59.72%。处

理组与未处理组在不同时间的H2S、CH3SH、(CH3)2S
浓度下降百分比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说明

咀嚼口香糖在去除口气异味方面有显著效果。

     表  1     两组咀嚼口香糖后1、10、20 min H2S的浓度下

                     降百分比

      Tab  1    The percent reductions of H2S between two groups

                       at 1, 10, 20 min                                                     %

时间/min 未处理组 处理组

1 43.96±4.72 82.68±5.78

10 62.15±6.66 92.27±3.63

20 77.63±7.79 97.47±0.62

      表  2    两组咀嚼口香糖后1、10、20 min CH3SH的浓度

                   下降百分比

      Tab  2    The percent reductions of CH3SH between two

                        groups at 1, 10, 20 min                                      %

时间/min 未处理组 处理组

1 41.67±5.64 65.49±4.89

10 60.35±4.89 73.79±3.36

20 73.79±3.36 82.89±3.44

     表  3       两组咀嚼口香糖后1、10、20 min (CH3)2S的浓

                      度下降百分比

      Tab  3    The percent reductions of (CH3)2S between two

                        groups  at 1, 10, 20 min                                      %

时间/min 未处理组 处理组

1 39.35±6.62 60.45±5.36

10 57.02±6.22 73.82±6.45

20       37.58±11.76 59.7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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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OralChroma™是一种新兴的便携式气相色谱口

臭测量仪，其结合了气相色谱的分离技术和半导体

感应器的检测技术，是传统气相色谱—火焰光度化

检测系统的简化型设计[4]。便携式气相色谱口臭测量

仪OralChroma™能够准确鉴别和检测H2S、CH3SH、

(CH3)2S三种VSCs主要成分及其含量的差异，并能

在短时间内显示所测出的数值，有利于多次重复检

测，提高数据的可信性和代表性[5-6]。

Kleinberg等[5]通过一系列的浓度实验研究发现，

6 mol·L-1半胱氨酸水溶液5 mL漱口30 s，能保证使

用最少量的半胱氨酸激发最大的VSCs反应，并且反

应可持续较长时间，过程简便，易于重复，且仅需

少量试验样本。故本试验仅招纳10名志愿者，重复

实验3周。由于考虑到咀嚼口香糖的唾液分泌作用

很可能与降低口气值有关，因此本试验未采用安慰

剂对照而采用空白对照。

本试验结果显示，1）未处理组与处理组的变

化趋势相同，即使没有进行任何处理，志愿者的口

气仍处于下降状态，分析原因可能为半胱氨酸作为

外界给予的底物被细菌分解后产生挥发性硫化氢，

而底物有限，产物在挥发，所以在没有持续给予半

胱氨酸底物的前提下，口气值会整体呈现出类似于

处理组的下降状态。2）处理组咀嚼口香糖后1、

10、20 min，H2S浓度下降百分比分别为82.68%、

92.27%、97.47%，CH3SH浓度下降百分比分别为

65.49%、73.79%、82.89%，(CH3)2S浓度下降百分

比分别为60.45%、73.82%、59.72%，与未处理组不

同时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无

糖口香糖对半胱氨酸激发性口臭具有一定的抑制作

用。其原因可能为：使用无糖口香糖时，咀嚼的按

摩作用和刺激性唾液分泌增加，从而间接作用于牙

周组织使其受益[7]。研究[8]表明，咀嚼无糖口香糖后

20 min内唾液流率显著增加。3）在咀嚼口香糖后1、

10 min时(CH3)2S水平显著下降，但在20 min时下降

程度反而减少，其原因可能与这种气体的产生较其

他两种更快有关，但其作用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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