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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 本任务书由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 (以下简称省基金办)指

导填写。

2、 填写 《计划书》时要求科学严

划书》经项目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 ,

查和验收的依据。        ,
社

3、 资助类另刂指面上基金或嚣年霉

4、 主持A指【页目第一申黩 ;毪钰i

∷苷̄
〓〓



本计划任务书所称 口腔健康促进对脑卒中肺炎并发症作用的

研究  项目,由科基 [ ⒛18  ] 17 号文批准立项。为规范项

目实施和管理,项 目主管机关省基金办和项目主持人及项目管理单位签订

本计划任务书,共同遵照执行。

本项目基本表述和规定以申报书和计划文件:为

∷
准,本任务书条款另有

规定的按本任务书执行。        ∵ ∷∷∷   ∷
∷∶∷        ∷∵∷∷∷∷∷∷       ∷∷ ∷

一、项目基本信息     '△Ⅱ△⒒., ∷∷∷∴∷
∷ ∷

项
目
信
息

项目名称 口腔健康促进对脑卒中肺炎:并发症作用的研究

资助类别 青年项目 执∷行:年∵限 2—∶:

学科领域 口腔颌面∷疾∷病∷其他科学问题 资助金额 10.0

主
持
人
信
息

姓名 戴若∷曦 |眭别 女 出生∷年月 l∷985-12 民族 汉族

学位 博士 职称 讲师

电话 q7p∶l-s516770∷ ? 手机

电子邮件 dairu。夂ェi°宫mai1。 com

工作单位 安徽医科大
∷
学

通讯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8⒈号

依
托
单
位
信
息

名称 安徽医科大学

联系人 吕红霞 电子邮件 hxJJ2010@126。 cOm

电话 0551_∷ 65167731 手  机

课
题
组
成
员

⌒不
含
主
持
人
ˇ

姓 名 性另刂 出生年月 技术职称 所 在 单 位 签 名

卢展民 男 1960-03 高级 香港大学 串雁Κ
戴元昶 男 1957-10 高级 安徽医科大学 截屯k
蒋勇 男 1962-10 高级 安徽医科大学 觞 溺
齐胤良 男 1986-01 初级 安徽医科大学 礻涤L良
瞿明胜 男 1985-06 中级 安徽医科大学 明涠n↓



王晴晴 女 1991-05 其它 安徽医科大学 王蹋 四鬲

匚 l∶



二、主要研究内容、预期目标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主要研究内容 :

本项目的总体思路:通过循证医学的“金标准
”— 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对纳入的脑

卒中患者进行多次跟踪随访,评佶本研究设计的口腔健康促进干预措施,即高级口腔

卫生保健对脑卒中综合治疗的作用。一方面,在临床层面上,评价高级口腔卫生保健

是否显著降低口腔菌斑水平和改善口腔健康状况,降低牖鞲|栉|肺
:茶并发症,提高脑卒

中患者的生命质量;另一方面,通过实验E

肺炎并发症患者口腔样本中的微生物与呼叨

致性。明确高级口腔卫生保健是如何通过挥

物
”的种类、携带率以及携带量,达到降低申卒中肺炎并发症附裟等i.

∶|∶ ;∶∶i∶∶∶i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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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口雕 麒 进栅 卒悄 婢 ￡势咖 扌妇姗 稞 %i· ‰
妊疒

②对脑卒∷中∷病∷人肺炎并发∷
雄∷稼生的榨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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扌粜|的 口腔机会致病微生物作用的实验室研

市炎并发症患者的口腔漱口样本和呼吸道吸

痰样本,比较肺炎并搴:瘁:客
生前

“
甲腔机会致病微生物叮口肺炎并发症发生后的“肺部致

病微生物
”在种类上的多:梓性和相似性;

② 比较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口腔漱口样本,展示干预措施对“口腔机会致病微生物
”

的种类、携带率、携带量的作用;

③ 比较干预组和对照组中肺炎并发症患者的呼吸道吸痰样本,展示干预措施对

“肺部致病微生物
”的种类、携带率、携带量的作用;

④ 比较干预组内发生肺炎患者和无肺炎发生患者的漱口样本,展示干预措施在控



制
“口腔机会致病微生物

”上的异质性;

⑤ 比较干预组内肺炎并发症患者和无肺炎发生患者的呼吸道吸痰样本,展示干预

措施对
“肺部致病微生物

”上的异质性。

3.综合判断口腔健康促进是否具有常规纳入脑卒中综合治疗的价值

通过上述研究,评估口腔健康促进对研究对象的临床健康的客观指标和生命质量

的主观指标,及其在微生物病原学层面上的作用,建△薰薯芝
;lhHJ∶

的关联性,完善评价
IⅠ丨∷

∶撂蛋帚保ξF效

性的精确客观体系。最终综

:≠

{髑
毳
罨≡∷F保幂蚤圣F内

入脑卒中综

预期目标:                     
扛̈̈∷o∶ 0∶

Ⅱ .∴∶∵∶
l∶∶|i|∶i

邑否萁莆篾坝驸人:榔∴斡牢:绋嵛|踏∵特:抑份值:△1妊轩艹
市炎并发

∴
瘫:的发虫和提高脑卒

综合判断口腔健康促进丿    ¨

康促进是否可燃降低脑卒中月1.临床水平上,明确口腔僬缧
"∷     ¨

θ 黜壁懋蹶璐蔚
中病人的生命丿

叛蚯∷
/+a∶

的并审契 ,明确口腔健康2.微生物水平

促进对其携带率∷和携带量的
:件
∷用∷。

∷Ⅱ  F

赫跗
∷
相关性

之生后呼吸道吸痰样本,运用微生物学研究

圭物
”
在种类上的多样性和相似性,甄选出参

I;i∶
|∶∶∶∶∶∶i艹

2.口腔健康促进干预措施对“口腔机会致病微生物组”的携带率和携带量的作用

通过比较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口腔漱口样本,以及比较干预组和对照组中肺炎并发症患

者的呼吸道吸痰样本,从而揭示干预措施对
“口腔机会致病微生物组

”
的携带率和携带

量的作用。



三、年度计划内容与阶段目标 (须根据项目'总体考核指标内容填写阶段考核指标)

年度实施内容和考核指标

⒛18年 7月 至

2018垄F12丿目

1.完成基线招募并获得知情同意;

2.完成基线临床口腔检查,基线问卷评估,基线采集,实施干预

F泵据基线数据对脑卒中患者进t恭穿翥繁
:革

】市炎症、临床口腔

健康、生命质量的横断面分析 |芽若鞋⒒∶  \.

⒛ 19年 1月 至

2019年 12月

2020年 1月

⒛⒛∷年 6月

菌礻牡臀∵卒: 
η

``Ⅱ统计模型:鲰∴卒和分
∷
辄∷

发表s∷CIi菘
i勤

||篇

四、预期磅:究成果鞭:主要考核指杯

↓晷吞 至    γ
⒈醚 舸 修 驯 赧 ‰

“
眺 滁 蝻 舭 卯 唧 芄

2.揭示口腔干预措施是否可以控制
“口腔机会致病微生叮口“肺部致病微生

”
的种类、携

带率、携带量 ;

3.参加国内/国 际会议,发表国内核心期刊文章 2篇 ,sCI论文 2篇



五、经费计划 单位:万元

总经费:10.0

经费

预算

自 筹 经 费 省财政资助经费 其它渠道经费

0.0 10.0 0.0

2018  ∠F  |        2019  荃F 2020  荃F

省财政拨款 10.00     |0.00

自 筹 0 0 0

科  目 金 额 备∶ 注

(一 )直接费用
7∶17

亏!f】帚量J查讠;I鼍薰豢用
共计 1.5万  I∷

组组
i串

脑卒中患者被提供 6个月

用量的 0.2%氯己定漱口水,万 :

1OO元 ×100人
(2)口 腔临床检查器械和耗材费

共计 0.4万

器械:WHO牙 周探针,0.1万 :

100元×10支 ;可携带灯光口镜

o.2方 :10O0元 ×2支 ;耗材 ,,0.1

万:一次性手套、口罩、检查衣

(3)实验室耗材

共计 0.1万

存储管、移液器、吸头等
(4)实验室培养基、生化试剂盒

费用

共计 2.0万

l。 设备费

0

2.材料费
4

3.测试化验加工Ⅱ费
1

4.燃料动力费
Q

5.差∷
旅∷费

0.8

6.会议费∷
θ.s

7、 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0

8、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族口识产杈∷搴
∷务费

0.8

9、 劳务费
0.5

10、 专家咨询费
0

11、 其他支出
0

(二 )间接费用
2.3



38  |2。 测试加工费用
用于不可通过生化试剂盒鉴定出

的细菌样本,需要进行 DNA测序

鉴定,共计 1.0万

其中:绩效支出

3.差旅费

国际会议差旅费 0.8万

刍獬 隗费用“万
娥轴∴版/文献/偏v患 /传播/知识产权
事篝鞲-

坌焘黧觏-潍旄鞫 黼 鞴:艹究.



五、管理条款

省基金办和项目主持人及项目管理单位按照 《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管

理办法》管理、监督和组织实施。

(一)主持人 (申请人)及课题组:

1、 遵守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的有关管理规定,按I照计划文件及任务书

确定的研究内容和工作进度抓紧项目的实施工作-艹|l·"·Ⅱ∶

2、 遇有问题及时向本单位的科研业务管∷娌∷鄣:!卩
报告,∷争取尽快解决 ;

3、 每年年底向省基金办提供一侈

4、 阶段成果或最终成果发表的谁
∷i                 ∷

∷△Ⅱ∷

明
“
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自 ,j

基金办一份;         ⅡⅡ

∫调∷项目实施 ;

∶o∶∶|∶ .̄ ∷Ⅱ
·

茱垂夫员调整或无法正常执行的项目),

峭
帚室;∶量量套↑翠∵帚∷冫

|    ~
1、 按照计划及∷项目进展情况及时拨付资助经费;

2、 检查计划项目∷的实施情况,对重点项目组织阶段评估 ;

3、 根据项目执行情况决定项目的调整、结转、暂缓执行或终止执行等 ;

4、 组织项目结题 (验收或评价 )。

本计划任务书一式四份,主持人和其所在单位或归口管理单位各—份、

省基金办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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