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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戴用下颌前移口腔矫治器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疾病":";<#患者的睡眠结构变

化% 方法!选取行下颌前移口腔矫治器治疗的:";<患者 (% 例$接受口腔矫治器治疗前后均行多导睡眠图

检查% 将患者分为治疗后成功组 )# 例及不成功组 + 例$对两组治疗前后的睡眠分期比率及疗效进行比较%

结果!成功组治疗前后 "

*

&;=&>=&;>=&?"@:

#

&最长呼吸暂停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B$)#% 不成

功组治疗前后;>=&最长呼吸暂停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B$)#% 两组治疗后呼吸参数;=&;>=&?"@:

#

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B$)#% 结论!戴用下颌前移口腔矫治器治疗成功的:";<患者深睡眠百分比略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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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矫治器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疾病"9Q'

5JOK8J0RM51MM@ /@6M/F059OFMO$:";<#的有效性&安全

性已有很多文献报道(% X*)

% 有一些学者提出$矫治

器戴入后有可能使睡眠质量提高(& X()

$临床治疗中

亦有患者提出戴入口腔矫治器后睡眠好$次日精神

状态好% 但患者在选用该疗法后是否会影响睡眠质

量$目前尚无定论% 本研究对戴用口腔矫治器前后

的:";<患者的睡眠结构变化作分析$报道如下%

=4资料与方法

=>=4一般资料4选取 #$$&'$% X#$%D'$E 至广西壮

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口腔正畸科就诊且经广西睡眠呼

吸疾病诊疗中心多导睡眠图"@91L59.69NO/.$Y"Z#

检查确诊为:";<

(% X*$D)的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

女 %E 例$年龄 #D XD(")EB% [%%B&#岁$均为轻&中&

重度不愿或不能耐受正压通气机及其他疗法$且选

用单一体硬塑&软塑或软硬塑下颌前移口腔矫治器

治疗的患者% 纳入标准!"%#自主步入诊室$问诊能

正确回答'"##无慢性失眠及精神性疾病史'"*#行

Y"Z监测前无服用镇静催眠药史'"&#每周戴用口

腔矫治器 ) XD 晚$每晚 ) 3以上'")#戴矫治器治疗

后 % X( 个月内夜间戴矫治器行 Y"Z复查$复查机

型与治疗前相同'"(#患者行 Y"Z检查当晚自述睡

眠好% 排除标准!"%#不遵从医嘱者'"##合并其他

严重全身性疾病者%

=>?4方法4患者经口腔正畸科检查符合口腔矫治

器治疗适应证后按常规取模&取重建合蜡$制作硬

塑&软塑或软硬塑单一体下颌前移口腔矫治器(*$E)

$

嘱患者睡眠时戴用% 矫治器使用 % X( 个月内至正

畸科复诊了解主观症状改善情况后$常规复查Y"Z%

=>@4观察指标4"%#以戴用口腔矫治器后主观症

状"包括睡眠憋醒&夜间睡眠呼噜声大小&白日嗜

睡&晨起头痛&夜尿次数等#改善&暂停指数"/@6M/

06FM\$;=#降低到治疗前 )$]或以上作为治疗成功标

准(+)

% "##选用邦德安百公司生产-.Q1/" D$$$ 多导

睡眠分析仪&澳大利亚的S9.@K.MF085有限公司生产

的-系列多导睡眠脑电记录仪行Y"Z检查% 检查参数

包括!各睡眠分期(动眼期"O/@0F MLM.9RM.M6J$C-V#&

快波睡眠期""

%

&"

#

#&慢波睡眠期""

*

期$为 "

* X&

期

的简写$因 "

&

期很少$故合并入 "

*

期#)所占整个睡

眠期的百分比(D$%$$%%)

&睡眠呼吸暂停的分型&;=&低

通气指数"3L@9@6M/06FM\$>=#&呼吸紊乱指数"/@6M/

3L@96M/$;>=#&平均血氧饱和度"/RMO/NM/OJMO0/19\LNM6

5/JKO/J096$/RMO/NM"@:

#

#&最低血氧饱和度"J3M19PM5J

/OJMO0/19\LNM6 5/JKO/J096$?"@:

#

#&最长呼吸暂停时

间"J3M./\0.K./@6M/J0.M92FKO/J096#&最长低通

气时间"J3M./\0.K.3L@9@6M/J0.M92FKO/J096#等%

=>A4统计学方法4应用 "Y""%DB$ 统计软件处理数

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

C[@#表示$两组均数

比较采用7检验$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7检验$!A

$B$)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结果

?>=4两组患者基本情况!治疗后$)# 例治疗成功$

其中男 *D例$女 %)例$年龄 #D XD(")(B( [%%B&#岁$

轻度")次G3

"

;>=A%) 次G3#%& 例$中度"%) 次G3

"

;>=A*$ 次G3#%% 例$重度";>=

#

*$ 次G3##D 例$

体块指数" V̂=#为"#)B& [%%B*#_NG.

#

% + 例治疗不

成功$其中男 (例$女 * 例$年龄 )& XD&"(D [(#岁$轻

度 %例$中度 %例$重度 D例$ V̂=为"#(B)[%BD#_NG.

#

%

?>?4两组治疗前后 Y"Z相关参数比较!成功组

中$"

*

&;=&>=&;>=&?"@:

#

&最长呼吸暂停时间治疗

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B$)#$"

*

期&?"@:

#

治

疗后较治疗前占比增加$其余参数均减少% 不成功

组治疗前后睡眠结构分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最长呼吸暂停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B$)#$治疗后 ;>=及最长呼吸暂停时间均减

少% 两组睡眠参数C-V&"

%

&"

#

&"

*

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B$)#$两组治疗后呼吸参数;=&;>=&?"@: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B$)#$成功组;=&;>=较不

成功组小$?"@:

#

较高% 治疗前成功组最长呼吸暂

停持续时间较不成功组短"!A$B$)#% 见表 %%

表 %!两组治疗前后Y"Z相关参数比较!

!

C[@"

组!别 例数

C-V"]#

"

%

"]# "

#

"]# "

*

"]#

;="次G3#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成功组! )# %*B( [+B& %*B& [EBE *EB+ [#&B% *&B+ [#*B* &#B( [#$B* &&BE [%DB# &BE [DB)

(BD [DB+

$

#)B) [%+B$

*B) [*BE

$

不成功组 + %#B$ [)B+ %%B+ [DBE &$B# [%+B$ &EBD [#)BE &*B( [%DB$ **BE [#B$) %BD [#B)

*B+ [(B&

!

#+BD [%&BE #&B) [%+B#

7 , $B&+D $B&+E ,$B%)* ,%B(%* ,$B%*( %BD%$ %B#&) %B$$) ,$B(*% ,DB*(*

! , $B(#% $B(#$ $BED+ $B%%# $BE+# $B$+* $B#%E $B*%+ $B)*% $B$$$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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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组!别 例数
>="次G3# ;>="次G3#

?"@:

#

"]# 最长呼吸暂停持续时间"5# 最长低通气持续时间"5#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成功组! )# (B+ [DB#

*BD [)B&

$

*%B& [%+B$

DB* [DB)

$

D(B& [%$BD

E&B% [DB$

$

)*B) [#$B$

**B) [#*B$

$

&DB( [%+B& &$B& [#)B(

不成功组 + +B* [EB%

(B+ [&B(

!

*+B$ [%+BD

*%B) [%EB&

$

D#B# [%&B$ D)BD [%%BD D$B# [*)B#

&)B& [#*BD

$

*)B# [%)B) *&BE [##B%

7 , ,$B+%% ,%B(($ ,%B$+( ,(BE+D %B$*% #B+D& ,#B$*D ,%B&%E %BD%$ $B)D)

! , $B*(( $B%$# $B#DD $B$$$ $B*$D $B$$& $B$&( $B%(% $B$+* $B)(E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

!A$B$)

?>@4典型病例介绍4陈某$男$() 岁$因睡觉打鼾

&$ 年而至我科就诊% 既往身体健康% 体查心胸",#$

专科检查正常面型$恒牙列$前牙覆盖 & ..$

!

度深

覆合$左侧第一磨牙中性关系$右侧第一磨牙远中关

系% Y"Z检查结果示$治疗前无 "

*

期$治疗后 "

*

期

占整个睡眠期的 %)B)]$深睡眠时间增加了$见表 #%

患者戴用口腔矫治器前后面相及牙合相见图 % X*%

表 #!患者治疗前后Y"Z检查结果

!指!标 治疗前 治疗后

C-V"]# &B) &B)

"

%

"]#

(*B# &%B#

"

#

"]#

*#B# *EBE

"

*

"]#

$ %)B)

;>="次G3# #&B+ $

;="次G3# #&B& $

>="次G3# $B) $

最长呼吸暂停时间"5# *D $

夜间?"@:

#

"]#

E) +#

体重"_N# () ((B)

心率" ŶV$次G.06# (+ D)

图 %!戴用矫治器前正侧面像

图 #!戴用矫治器后正侧面像

图 *!软硬塑矫治器戴入后图

@4讨论

@>=4治疗成功组 )# 例中$"

*

期占整个睡眠期的百

分比治疗前为"&BE [DB)#]$治疗后平均为"(BD [

DB+#]$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B$)#$说明戴入下

颌前移口腔矫治器后$患者的深睡眠时间有增长的

趋势% #$$# 年$学者C95M等已发现$戴用下颌前移

口腔矫治器 & 个月后复查Y"Z$C-V期及 "

*

期仅有

增长趋势$疗效参数较睡眠分期变化更明显$敏感度

更高(%#$%*)

$这与本研究结果相似% 也有报道$青春

发育快速期儿童"%#B( 岁 [%%B) 月#错牙合畸形患者

患有:";<$使用上颌扩弓器及 >MOQ5J矫治器治疗

%# 个月后$睡眠监测示 "

%

期&"

*

期百分比减少$C-V

期百分比不变$"

#

期百分比增加(&)

% 国内也有对戴

用下颌前移口腔矫治器 * 个月后的:";<患者进行

研究$比较戴矫治器前后的睡眠参数变化$发现 "

*

期及C-V期占整个睡眠时间的百分比增加$这与本

研究结果略有不同$考虑为研究的样本量&疾病的严

重程度不同及年龄偏小"儿童或 &$ 岁左右偏多$本

研究 )$ 岁以上偏多#等原因()$()

%

@>?4睡眠分期主要由睡眠过程中脑电图导联产生

不同的波形来区分% 人们正常睡眠周期包括 C-V

期睡眠和非C-V期睡眠$非 C-V期睡眠按照脑电

波形状的不同分为 "

%

&"

#

&"

*

期$"

%

&"

#

期又称为快

波睡眠期$为浅睡眠$"

*

期又称为慢波睡眠期$为深

睡眠$年轻人各期占整个睡眠期的百分比按 C-V&

"

%

&"

#

&"

*

期为 #$] X#)]&)] X%$]&)$]&#$]$

不同年龄段会有所改变% 睡眠分期是人为判定的$

实际上各个睡眠阶段往往重叠交错$很难找出截然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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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界点% "

*

期睡眠主要发生在前半夜$后半夜 "

*

期睡眠越来越少(%&)

% 本研究 :";<治疗成功组戴

入口腔矫治器后 ;=&>=&;>=&最长呼吸暂停持续时

间均降低$?"@:

#

提高$患者睡眠中受到血液缺氧的

影响较少$不会因反复低氧而产生更多的微觉醒$能

更长时间停留于深睡眠(%))

$故 "

*

期较治疗不成功

组要高$深睡眠时间相对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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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编辑部)

*)E$%*

!!中国临床新医学!#$%E 年!%% 月!第 %%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