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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不同牙根发育阶段的牙齿与正畸治疗中出现的牙根吸收的关系% 方法!选择运用
直丝弓矫治技术矫治完成的患者 ((# 例$其中成人患者 $# 例$青少年患者 >" 例% 青少年患者按正畸治疗前
牙根是否发育完成又分为牙根发育完成组和牙根发育未完成组两组% 分别在其矫治前后的曲面断层片上对
&&> 颗双尖牙进行牙根形态观察以确定其正畸治疗前后牙根发育状况及牙根吸收等级% 利用 URUU((D" 软件
对所得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正畸治疗前牙根发育未完成组的牙齿多数在正畸治疗中牙根继续发育完
成$牙根形态正常$较少出现根吸收% 青少年牙根发育完成组及成人组的牙齿在正畸治疗后出现不同比例的
牙根吸收$三组间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j"D"(#$而青少年牙根发育完成组与成人组正畸治疗后牙根
吸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D"%#$所出现的根吸收多为轻度根吸收% 结论!正畸治疗前牙根是否发育完成
对正畸治疗中牙根是否出现吸收有明显的影响% 牙根一旦发育完成无论青少年或成人正畸治疗的根吸收风
险均增加$但根吸收的程度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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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诊断和矫治技术不断成熟及新技术新材料
的不断推陈出新$正畸治疗已不仅仅针对儿童$成人

甚至中老年人进行正畸治疗也已常见% 不同年龄段
的患者矫治开始时其牙根处于不同的发育阶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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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牙齿的牙根尚未发育完成$有些则已行使了几十
年的咀嚼功能% 而牙根吸收是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口
腔正畸医师的棘手问题$其确切机理至今尚不清楚%
不同发育阶段的牙根与正畸治疗中的牙根吸收有何

关系$本文对此进行初步研究$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2对象和方法
?@?2对象2在 #""& ;#"") 年矫治完成"疗程 () ;
$( 个月#的患者中选择采用直丝弓矫治技术$前牙
深覆盖"覆盖%% ..#或双颌前突的患者 ((# 例$其
中成人患者 $# 例$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 ;
$*"#$D&& E$D)%#岁% 青少年患者 >" 例$青少年患
者根据牙根是否发育完成又分为牙根未发育完成组

"青少年 ( 组#&5 例$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
;(5"(#D#5 E(D">#岁&牙根发育完成组"青少年 #
组#&# 例$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 ;(*
"(&D)> E(D&&#岁"此两组患者有交叉#% 所选病例
还符合以下条件!"(#病例资料完整$治疗前后全口
曲面断层片清晰且无牙根重叠尤双尖牙区&"##所
观察的双尖牙无变色牙-根充牙-无功能牙&"$#拔
除 & 个双尖牙矫治"拔牙模式为 & 个第一双尖牙或
# 个上颌第一双尖牙和 # 个下颌第二双尖牙#&"&#
牙周健康$无外伤史$无正畸治疗史&"%#治疗后双
尖牙牙根发育完成%
?@A2方法
(D#D(!所有病例均采用国产直丝弓矫治器进行矫
治$常规排齐整平$换用 "D&5 ..o"D5$ ..不锈钢
方丝后采用一步或两步滑动法关闭拔牙间隙$采用
结扎圈加结扎丝牵尖牙向后及关闭间隙% 部分病例
上颌配合横腭杆-‘/29L弓-口外弓或微种植钉加强
上颌支抗%
(D#D#!根据改良根吸收分级标准*(+ !" 度为无可见
的根吸收&’度为轻度根吸收$根尖变圆钝模糊或有
毛边&-度为中度根吸收$锥形轮廓消失$根尖部可
见窄的锯齿线$吸收至 (,& 根长&#度为重度根吸
收$根尖部消失$末端变平$可见明显的宽的锯齿线$
吸收超过 (,& 根长% 由作者本人在全口曲面断层片
上观察评定治疗前后双尖牙的牙根形态和判断牙根

吸收的程度%
?@B2统计学方法2应用 URUU((D" 软件对所得数据
进行统计学分析$等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
Cj"D"%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2结果
A@?2治疗后三组牙根吸收的等级分布比较2正畸
治疗前牙根发育未完成组"青少年 ( 组#的牙齿多

数在正畸治疗中牙根继续发育完成$牙根形态正常$
较少出现根吸收% 青少年牙根发育完成组"青少年
# 组#及成人组的牙齿在正畸治疗后出现不同比例
的牙根吸收$三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j
"D"(#% 见表 (%

表 (!三组治疗后牙根吸收的等级分布比较

组!别 治疗颗数
治疗后吸收等级分布

" 级 ’级 -级 #级

青少年 ( 组 (*" (%* * 5 "

青少年 # 组 (%" )$ &5 (" (

成人组 (#> *& &% > (

!注!三组比较$%m%(D5"5$Cm"D"""

A@A2青少年牙根发育完成组"青少年 # 组#与成人
组治疗后牙根吸收的等级分布比较!正畸治疗后两
组均出现了不同比例的牙根吸收$两组间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C\"D"%#$所出现的根吸收也多为轻
度根吸收% 见表 #%
表 #!青少年牙根发育完成组"青少年 # 组#与成人组

! !治疗后牙根吸收的等级分布比较

组!别 治疗颗数
治疗后吸收等级分布

" 级 ’级 -级 #级

青少年 # 组 (%" )$ &5 (" (

成人组 (#> *& &% > (

!注!两组比较$%m+"D5#*$Cm"D%$"

B2讨论
B@?2临床发现错患者在正畸治疗后牙根常发生
吸收的现象$但牙根吸收的影响因素较多$机理尚不
清楚% 对正畸治疗在什么年龄阶段比较合适-什么
牙会引起何种程度的根尖吸收-正畸治疗是否能影
响牙齿的生长发育等方面的问题至今尚无明确的结

论% 有学者认为正畸移动牙齿会影响牙根的生长发
育$出现如弯曲牙根$根长变短等情况&也有学者认
为正畸治疗不影响发育未完成的牙根的正常生长发

育$发育未完成的牙根能达到其正常的牙根长度且
极少出现牙根吸收*#$$+ % 本研究结果显示正畸治疗
前牙根发育未完成组的牙齿多数在正畸治疗中牙根

继续发育完成$牙根形态正常$较少出现根吸收&而
青少年牙根发育完成组及成人组的牙齿在正畸治疗

后出现不同比例的牙根吸收$三组间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Cj"D"(#% 发育未完成的牙根在正畸治
疗中较少出现根吸收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未
发育完全的牙根其周围牙槽骨的发育也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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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移动所受的压力小&"##覆盖在牙骨质表面的
类牙骨质其对压力较牙骨质有更强的抵抗力$对深
层的牙骨质有保护作用$发育未完成的牙根的发育
囊细胞及其分泌的未钙化基质-前牙骨质-前牙本
质*&+等抵抗了牙根吸收$促使牙根继续发育完成&
"$#正畸移动牙齿的矫正力量有可能促进根尖未发
育完全的牙根进一步生长*%+ % 由此提示我们应提
倡正畸治疗在青少年早期进行%
B@A2很多学者认为年龄是一种与根吸收相关的重
要因素$本研究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均显示年龄
较小的正畸患者$其未发育完成的牙根在正畸治疗
中较少出现根吸收% 对牙根发育完成其正畸治疗中
的根吸收及严重性与年龄是否有关的问题$有报道
在对切牙的研究结果中认为成人正畸更易出现牙根

吸收并且程度较重*5$*+ &也有学者的研究显示严重
根吸收主要与拔牙矫治-牙根的不良形态-治疗前已
有根吸收有关*>+ % 而磨牙由于其根吸收发生的概
率小于前牙*($5+并且程度较轻$专门进行磨牙根吸
收比较的文献较少% 本研究结果显示牙根一旦发育
完成无论青少年或成人正畸治疗中前磨牙根吸收的

风险均增加$但根吸收的概率及程度均较轻$且两组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D"%#% 后牙在正畸治疗
中较少出现牙根吸收$这与其牙根位于骨松质中-移
动方式相对简单-移动的距离较短有关% 因此$年龄
可能并不是正畸治疗中牙根吸收的主要因素$而牙

齿所处牙槽骨的结构-牙齿的移动方式-移动的距离
等则可能是除个体易感性外的更重要因素% 所以$
在临床矫治中应尽量使牙齿在松质骨中移动$避免
牙根接触皮质骨$不提倡使用骨皮质支抗$以减少牙
根吸收$避免严重的牙根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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