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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磨锐后!"#$%&刮治器外形变化$为提高 !"#$%&刮治器磨锐效果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报废的!"#$%&刮治器 *.1 把共 (1- 个工作端$与全新!"#$%&刮治器 - 把共 A 个工作端进行比较% 从工作

面&顶端&工作刃口角度及背部四个方面观察刮治器喙部形态的变化$并测量喙部工作端的长度&宽度$测试棒

测试是否锋利% 结果'*/ 个工作端折断$剩余 (++ 个工作端从工作面看废弃时仍双侧刃口平行的有 *1A 个

"0/BA)C#$工作刃口角度保持不变的 *(* 个"-1B-(C#$顶端呈圆弧形的仅有 .A 个"*-B/)C#$背部保持平

滑的仅 1 个"(B1+C#$报废的!"#$%&刮治器的平均剩余宽度和平均剩余长度均减少$11 个工作端保持锋利%

结论'报废!"#$%&刮治器大部分产生变形$可能影响刮治效果$提示临床工作时需要认真学习打磨技术和更

仔细地打磨%

''"关键词#'牙周炎''刮治器''磨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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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周炎是一种累及牙周支持组织的炎症性&破

坏性疾病$人群中发病率很高% 有研究显示$全世界

范围的重度牙周炎的平均患病率达到 **C

(*)

'一项

分层随机抽样调查对大学新生的口腔检查结果显

示$牙龈炎及牙结石的患病率为 ++B)C和 -AB*C

(()

%

牙周炎最主要的致病因素是牙菌斑生物膜$根面清

创是牙周治疗成功的关键(.)

$龈下刮治和根面平整

能够进入牙周袋底清除龈下菌斑和牙石$平整根面$

创造有利于组织愈合的环境$因而是治疗牙周炎最

重要有效的手段% 进行龈下刮治和根面平整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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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反复与坚硬的牙石和牙齿摩擦接触$很快失去锋

利% 锋利的器械让医生更容易感知根面情况$进行

精细和有效的操作$提高治疗效果% 本文通过对磨

锐后!"#$%&刮治器的形态学观察和研究$分析磨锐

后!"#$%&刮治器外形变化$为!"#$%&刮治器磨锐效

果提供参考%

?8材料与方法

?@?8报废 !"#$%&刮治器选择及分组'收集 ()*04

)0 W()*14)* 期间$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牙周

科磨锐后报废X>4Y"6%F&!"#$%&刮治器 *.1 把$型号

分别为Z

+G0&

Z

1GA&

Z

*.G*-&

Z

*+G*0 共 (1- 个工作端'

匹配的 - 把共 A 个工作端上述型号全新 X>4Y"6%F&

!"#$%&刮治器为对照组进行比较分析%

?@A8报废!"#$%&形态学观察'刮治器喙部形态主

要从工作面&顶端&工作刃口角度及背部四个方面观

察% 工作面观察结果分为三种类型$包括刃面宽度

一致&刃面尖端 (G. 变窄&刃面尖端 *G. 变窄'顶端

观察结果分为对称圆弧形&不对称圆弧形和尖锐的

顶端'观察工作刃侧缘与磨石角度关系$观察结果分

为角度不变&角度变小和角度变大$使用 I6F%Q6$Q

电动打磨器$将刮治器末端颈部贴合到全新打磨器导

斜面'背部类型包括圆滑和锋利$其他观察项目还包

括是否有非工作刃被错误磨锐$以及喙部是否折断%

?@B8!"#$%&刮治器的测量

*B.B*'喙部测量平台制作'选取全新的Z

+G0&

Z

1GA&

Z

*.G*-&

Z

*+G*0 各 * 支用于喙部测量平台的制作%

用硅橡胶材料将刮治器固定在水平桌面上$使刮治

器的末端颈部与桌面完全贴合且喙部与桌面垂直$

用自凝塑料包裹固定工作端喙部&末端颈部$自凝塑

料凝固后取出刮治器$使用慢速手机将自凝塑料调

磨成高度为 . 55且表面水平光滑的平台$用于刮

治器喙部宽度的测量% 共制作 A 个测量平台$分别

与刮治器工作端型号相对应"

Z

+&

Z

0&

Z

1&

Z

A&

Z

*.&

Z

*-&

Z

*+&

Z

*0#%

*B.B('!"#$%&刮治器测量'借助测量平台$用电子

数显游标卡尺") W*)) 55#分别测量全新及磨锐后

!"#$%&刮治器工作端长度$宽度% 重复测量 . 次取

平均值%

*B.B.'!"#$%&刮治器锋利程度测试'用测试棒测

试% 锋利!刃部能钩住或刺入测试棒$可刮出碎屑%

钝!刃部会从测试棒表面滑过$不可刮出碎屑%

?@C8统计学方法8应用 ,T,,(*B)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

([<#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1检验$:\)B)+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8结果

A@?8!"#$%&刮治器型号及工作端数量'观察组中
Z

+G0 共 +A 个工作端$

Z

1GA 有 0- 个工作端$

Z

*.G*-

和Z

*+G*0 的工作端分别有 1- 和 1A 个$观察组共计

(1- 个工作端'对照组Z

+G0&

Z

1GA&

Z

*.G*-&

Z

*+G*0 分

别有 ( 个$共计 A 个工作端% 见表 *%

表 *'!"#$%&刮治器型号及工作端数量

组'别 Z

+G0

Z

1GA

Z

*.G*-

Z

*+G*0

合计

观察组 +A 0- 1- 1A (1-

对照组 ( ( ( ( A

合计' 0) 00 10 A) (A(

A@A8磨锐后损耗的!"#$%&刮治器喙部形态观察结

果'所有收集的 (1- 个工作端中$有 */ 个工作端折

断$* 个非工作刃被错误选择磨锐$因此$喙部形态

观察共计 (++ 个工作端% 工作面形态观察数据显

示$均匀磨耗的比例最高"0/BA)C#$其次为喙部 (G.

磨耗"*/B0*C#$而喙部 *G. 磨耗约占"*)B+/C#'

刮治器顶端被磨耗成尖锐外形比例最高"0(B1+C#$

其次为一侧尖锐一侧圆弧形"((B.+C#$圆弧形数

量最少$仅占整体的"*-B/)C#'工作面角度观察结

果显示$磨耗角度不变和角度变大所占比例相近$分

别为 -1B-+C和 +)B()C'背部观察可见 /1B(+C的

背部有锐利边缘% 见表 (%

表 ('((+ 个工作端磨锐后损耗的!"#$%&刮治器

' '喙部形态观察结果!)"C#$

'结果分类 计数

工作面形态 刃面宽度一致 *1A"0/BA)#

刃面尖端 (G. 变窄 +)"*/B0*#

刃面尖端 *G. 变窄 (1"*)B+/#

顶端形态 对称圆弧形 .A"*-B/)#

不对称圆弧形 +1"((B.+#

尖锐顶端 *0)"0(B1+#

工作刃口角度 角度不变 *(*"-1B-+#

角度变大 *(A"+)B()#

角度变小 0"(B.+#

背部 圆滑 1"(B1+#

锋利 (-A"/1B(+#

A@B8刮治器喙部剩余长度和剩余宽度测量和分析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长度和宽度均有显著减少$

观察组Z

+&

Z

0&

Z

1&

Z

A&

Z

*.&

Z

*-&

Z

*+&

Z

*0 刮治器长度分

别是对照组的 /(B0+C&A/B*)C&/*B/AC&/)B+-C&

/.B)AC&A/B/*C&/*B+*C&/)B-/C$宽度分别是对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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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的 -AB./C&-(B)+C&--B1/C&.(B//C&+)B++C&

-1B)0C&++B01C&-/B-*C$两组中各型号的长度和

宽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 .$-%

表 .'两组!"#$%&刮治器宽度比较"

!

([<#

组'别 总例数 Z

+

Z

0

Z

1

Z

A

Z

*.

Z

*-

Z

*+

Z

*0

观察组 (++ )B-+ [)B*. )B.1 [)B*( )B-. [)B*) )B.( [)B*+ )B-0 [)B** )B-) [)B*. )B+- [)B)/ )B-( [)B**

对照组 A )B/. [)B)* )BAA [)B)* )B/0 [)B)* )B/1 [)B)* )B/* [)B)) )BA+ [)B)) )B/1 [)B)* )BA+ [)B)*

1 2 2()B+1 2((B(0 2(0B1. 2(.B.) 2(+B() 2*/B.0 2..B(/ 2(.B.A

: 2 )B)) )B)) )B)) )B)) )B)) )B)) )B)) )B))

表 -'两组!"#$%&刮治器长度比较"

!

([<#

组'别 例数 Z

+

Z

0

Z

1

Z

A

Z

*.

Z

*-

Z

*+

Z

*0

观察组 (++ +B)- [)B-* -B1- [)B-/ -B.0 [)B(+ -B(* [)B(/ -B1* [)B(1 -BA* [)B.A -BA+ [)B.- -BA- [)B.)

对照组 A +B-- [)B)( +B.( [)B)( -B1- [)B)* -B0+ [)B)* +B)0 [)B)* +B.+ [)B)1 +B.) [)B)* +B.+ [)B)(

1 2 2+B.* 20B*0 2AB)/ 2AB** 21B/0 2AB)) 2AB*- 2-B--

: 2 )B)) )B)) )B)) )B)) )B)) )B)) )B)) )B))

A@C8磨锐损耗的!"#$%&刮治器锋利程度'除去 */

个折断的喙部工作端$用测试棒对 (++ 个工作端的锋

利程度进行测试$结果有 11个保持锋利$占 .)B()C%

B8讨论

B@?8!"#$%&刮治器磨锐时要求尽可能地保持喙部

的原有形态$将喙部按原有工作刃口角度及外形结

构均匀磨锐$且除工作刃外其余部位表面平滑% 原

有外形结构的保持有利于喙部工作刃与牙面贴合'

原有工作刃口角度既锋利又不磨损过快'工作刃外

其余部位的表面圆缓光滑有利于工作时保护牙龈等

软组织% !"#$%&刮治器磨锐后的理想状态是刃面宽

度均匀变窄$喙部保持原有工作刃口角度及外形结

构且除工作刃外圆缓光滑无锐利尖端边缘% 为达到

上述效果$磨锐时末端颈部与磨石表面保持 -) 夹̀

角$以保持磨出原有工作刃口角度的 1) 角̀'并从颈

末端开始$即从刃部根部 *G. 移向刃中部 *G.$最后

到达顶端 *G. 将喙部均匀修磨$最后对顶端及背部

进行相应的修磨(-)

%

B@A8本研究中$除去 */ 个折断的喙部$(++ 个喙部

工作端保持锋利的有 11 个% 观察记录 (++ 个喙部

磨锐后废弃时的形态% 结果显示$磨锐后仍能保持刃

面宽度一致的有 *1A个工作端"占 0/BA)C#% !"#$%&

刮治器具有特殊结构$它的工作刃是长突圆弧形$而

非直线型$因而需分段磨锐% 说明磨锐时医生较好

地遵循了从喙部根部 *G. 移向喙部中部 *G. 最后喙

部顶端 *G. 的修磨顺序% 若没有很好地把握分段修

磨要点$就可能出现顶端 (G. 被过度磨锐的情况%

刮治时喙部尖端与牙石牙根面接触最多$因而最容

易变钝失去锐利$最快速便捷的方法就是只修磨失

去锋利的顶端 *G.% 工作端顶端 *G.&(G. 磨损变窄

影响器械对根面的贴合从而影响刮治效果%

B@B8从另一个观察指标工作刃口原有角度保持上

看$能保持工作刃口角度不变的工作端 *(* 个"占

-1B-(C#% 相对于刃面$刃面与侧缘角度保持更困

难% 为保证修磨后工作刃口角度不变$修磨时保持

工作刃侧缘与磨石表面贴合以均匀磨除整个侧缘%

但刮治器的厚度仅 * W( 55$肉眼观察误差较大$因

而推荐的方法是保持磨石与刮治器末端颈部保持

-) 角̀% 因刮治器的末端颈部较短$在磨锐过程中大

多没有参照物引导可能是保持刃角度困难其中的一

个原因% 另一方面$刃口的锋利是磨锐的目的$也是

医生最关心的结果% 从本次观察结果上看$有一半

的工作刃口角度变大$说明磨石与刮治器末端颈部的

夹角\-) $̀可能是医生操作时用花较少时间磨除较

少的刃口附近的金属就可达到锐利目的的倾向$而

不是费时费力地均匀磨除整个侧缘% 工作刃口角度

变大影响器械对根面的贴合而影响刮治效果%

B@C8观察结果显示背部及顶端几乎得不到修磨$主

要原因是这两个部位的修磨对提高医生更容易感知

根面敏感性及刮治效率无直接帮助$因而可能被忽

视% 得不到修磨所造成的锋利或尖锐的形态容易导

致刮治时牙龈组织的损伤% 从对工作端喙部的剩余

长度和剩余宽度测量的结果可以看出$与对照组相比

报废!"#$%&刮治器喙部长度减少 0B/(C W*)B/)C$

宽度减少 --B..C W01B)*C% 同一只器械双号比

单号磨耗更大$这可能与磨锐双号时直接可以看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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喙部刃面$更容易观察有关% 有研究显示$当工作端

尺寸减少 ()C$工作端的强度将显著降低(+)

% 报废

的原因可能是此时刮治器的喙部宽度变薄$强度减

弱$工作时有折断风险$也影响工作效果% 本研究选

取的 (1- 个工作端报废时宽度略偏低$有 */ 个折

断% 本文选取的刮治器分别来自 . 男 . 女工作年限

. W(+ 年的 0 名医生$总体上年资高比年资低磨锐

保形效果好$其余未发现明显规律%

总之$本研究中反复多次磨锐后的 !"#$%&刮治

器锋利程度下降$大部分产生变形$可能影响器械贴

合进而影响刮治效果$或容易损伤牙龈引起疼痛出

血$提示临床工作时需要认真学习打磨技术和更仔

细地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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