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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单纯慢性牙髓炎或慢性根尖周炎患者的影像学资料!纳入评估的牙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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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根据其接受的检查方法分为观察组#采用

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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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摄影%和对照组#采用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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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牙齿根充的数字化
k

线摄

影结果为恰填!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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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摄影结果为超填'观察组上尖牙&上磨牙的根尖
k

线摄影的清晰度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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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两组其他牙齿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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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尖数字化
k

线摄影可能取代传统
k

线摄影而作为根管测量与充

填的评价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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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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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摄影是在直接数字成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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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之上#为获得高质量的口腔图像

而开发的数字成像系统(口腔数字化
k

线摄影在国内)外得

到广泛的关注#但其照片质量评价不一*

%1)

+

#尤其是在根管治疗

的结果判断中#对根尖周摄影清晰度的评价报道较少#并存在

一定的争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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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回顾性分析
&%)

例接受根管治疗

术患者的影像学资料#旨在探讨数字化
k

线摄影在根管治疗

结果判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B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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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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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6

年
%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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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在兰州军区

临潼疗养院行根管治疗术的单纯慢性牙髓炎或慢性根尖周炎

患者的影像学资料#男女不限#排除合并其他疾病者(共
&%)

例符合入选标准#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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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纳入评估的牙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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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

%前牙
55

颗)前磨牙
:)

颗)磨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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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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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仪器
!

数字化
k

线摄影采用芬兰
!4F>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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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成像系统及其配套外设系统(传统
k

线摄影采用

德国西门子公司
#>0"43>9?,T

型普通牙科
k

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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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将
&%)

例患者
&6:

颗牙齿根据其接受的检查方法

分为观察组%采用数字化
k

线摄影'和对照组%采用传统
k

线

摄影'#其中观察组
%)6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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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对照组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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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由

&

位副主任医师进行评价(数字化
k

线摄影准确度与清晰度

的评价参考张芳等*

+

+的方法!%

%

'根据根管充填物%根充'可被

k

线显影这一特点#数字化
k

线摄影与传统
k

线摄影对根充

的判断结果一致者为.准确/#不一致者为.不准确/&%

&

'牙根周

围高密度的骨皮质及低密度线样牙周膜清晰连续)根尖定位准

确者为.根尖清晰/#牙根尖周围骨小梁或骨组织重叠#牙周膜

显影不清或断续)根尖位置不准确者为.根尖不清晰/(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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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S!!%2'*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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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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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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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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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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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
k

线摄影检查准确度的评价结果
!

观察组中#根

充判断结果为.准确/的牙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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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与传统
k

线摄影符合

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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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牙齿根充的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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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比较(

摄影结果为恰填#而传统
k

线摄影结果为超填(

C'C

!

数字化
k

线摄影与传统
k

线摄影检查清晰度的评价结

果
!

观察组与对照组中#根尖清晰显示的牙齿所占百分比见表

%

(除观察组根尖清晰显示的上尖牙)上磨牙所占百分比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外#其他牙齿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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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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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数字化
k

线摄影技术除具有快捷)经济)实时成像等优点

外#还可自行调节曝光时间而不影响图像密度分辨率及空间分

辨率(另外#当投照量不足或过量时#可在扫描读出过程中#自

动调节灰度至密度与对比度的最佳值#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医护人员及患者可能接受的首次辐射剂量#还避免了因图像不

佳而重复摄影所致的二次辐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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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报道牙片数字化
k

线摄影的辐射剂量不到传统
k

摄影辐射剂量的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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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字化
k

线摄影技术具有强大的后处理功能#图像可进行灰度)

对比度调节#并具有密度测量)黑白翻转及局部放大等功能#可

将图像存储于图像存储与传输系统%

E

"/?GF>$F/A"="9

@

$93/41

CG9"$?"4988

M

8?>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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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便于随时调阅进行临床分析与

随访*

5

+

(

影响根管治疗术疗效的主要因素是充填是否适度和充填

质量#治疗的关键在于精确测定根管长度(王宏等*

%*

+采用根

尖数字化
k

线摄影和传统
k

线辅助法对根管充填是否适度进

行评价#表明根尖数字化
k

线摄影对超填)欠填)漏填或侧填

具有提示作用#且根尖数字化
k

线摄影组患者的根管充填满

意率明显高于传统
k

线组%

!

$

*'*2

'(数字化
k

线摄影检查

中#根管长度测定可精确到
*'%CC

#这提高了根管充填密合

度#有利于减少术中)术后并发症(

本研究充分利用数字化
k

线摄影强大的后处理功能#评

估根管长度测定与根管充填的质量情况#明确根管的实际长

度#并多角度)多方位投照#以清晰显示多牙根的根管情况(但

是#本研究显示仍有
&)

颗牙的数字化
k

线摄影牙片结果为恰

填#而传统
k

线摄影牙片为超填(肖玲和杜金梁*

%%

+认为数字

化
k

线摄影较传统
k

线摄影对牙根长度的测量值略大#这可

能是由于测量精度不同所致#传统
k

线摄影的精度由组成
k

线图像的银颗粒所决定#大约为
*'2CC

#而数字化
k

线摄影

技术空间分辨率由图像象素决定#精度可达
*'*6(2CC

#伴有

2̂

波动幅度(本研究数字化
k

线摄影与传统
k

线摄影符合

率为
5%'*(̂

%

%+)

"

%2:

'#越靠近磨牙区的数字化
k

线摄影图

像质量相对越差#这可能是数字化成像系统传感器的密度分辨

率有限#而越近磨牙区牙根的总体积越大#牙骨质及牙槽骨骨

质越厚#从而导致图像不清晰#这种因牙齿本身及周围组织结

构的影响所导致的图像不甚清晰的结论与相关文献报道结论

相似*

%&1%+

+

(本研究利用根尖数字化
k

线摄影技术的后处理功

能#对图像进行灰度)对比度调节#并通过黑白翻转)局部放大

获得高质量图像(综合本研究及相关文献表明根尖数字化
k

线摄影可能取代传统
k

线摄影而作为根管测量与充填的评价

手段(

尽管根尖数字化
k

线摄影具有较多优点#在临床上也到

了广泛的应用#但是#目前仍存在一定局限#包括数字化牙片技

术采用电耦合器%

/A$F

@

>1/4G

E

0>33>="/>

#

NNT

'的固有缺陷%如

质硬)不易弯曲)异物感明显及拍摄体位不可任意摆放等'#图

像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变形(相信随着数字化
k

线摄影硬)软

件及后处理技术的进步#根尖数字化
k

线摄影将最终取代传

统
k

线摄影作为根管测量与根管充填的评价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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