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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正畸牙刷在固定正畸治疗中口腔卫生维护的临床观察

王
!

春,

!向学熔,

'

!余兴华%

"

,/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牙周科
!

-(((,-

)

%/

广东省佛山市口腔医院正畸科
!

)%2(((

#

!!

摘
!

要"目的
!

对比研究市售普通牙刷与正畸专用牙刷在固定矫正期间对口腔健康的保护作用%方法
!

将符合要求的
*2

例

固定矫治的患者随机分实验组"

-51-

#与对照组"

-51-

#!分别采用市售普通牙刷与正畸专用牙刷刷牙!通过比较在戴矫治器前及

戴矫治器后的第
,

月$

%

月$

1

月$

-

月$

*

月时菌斑指数"

'Y

#与牙龈出血指数"

QY

#来评价其在治疗中对口腔卫生的清洁作用%结果

!

实验组在戴矫治器后的
)

个检测点上其菌斑指数"

'Y

#与牙龈出血指数"

QY

#明显低于对照组!经两样本
E

检验!检验两者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结论
!

固定矫治期间!正畸专用牙刷对口腔健康维护优于普通牙刷%

关键词"牙刷)牙畸形)口腔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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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正畸治疗过程中#由于矫治器的存在给牙齿的清洁带

来一定的困难#使牙菌斑容易堆积#加之正畸疗程一般长达

,

!

%

年#从而常常造成菌斑形成*牙齿脱矿*牙龈炎*牙周炎的

发生'

,$%

(

)因此选择一种正确的口腔保洁方式对保持口腔健

康#为正畸治疗的顺利进行提供一个清洁*健康的口腔环境显

得非常重要)大量研究表明刷牙是清洁口腔的极其有效的方

法'

1$-

(

#但是正畸矫治器的存在使得一般牙刷难以彻底清洁口

腔#而正畸专用牙刷是针对固定矫治器的特点而专门设计的牙

刷)为了比较正畸专用牙刷与普通牙刷对口腔的清洁作用#本

文就两种牙刷对口腔的清洁能力进行了对比研究)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正畸科就诊

的接受固定矫正器$方*直丝矫治器%治疗至少
*

个月以上的患

者
*2

例)其中男女各半#平均$

,%/1e1/*

%岁)正畸治疗前常

规接受龈上洁治并受同一医师的口腔卫生宣教#治疗过程中每

天刷牙
)

次$早*晚及三餐后%#每次
)F@A

)所有受检个体右利

手#无影响牙周的全身性系统疾病#女性非月经期#整个实验期

间未服用过抗生素#未接受牙周治疗)

?/@

!

材料
!

冷酸灵牙膏*普通市售牙刷*正畸专牙刷*牙周探

针*菌斑染色剂$碱性品红%)

?/A

!

评价方法

?/A/?

!

检查牙位
!

选择第
,,

*

,1

*

,*

*

%,

*

%1

*

%*

*

1,

*

11

*

1*

*

-,

*

-1

*

-*

牙位
,%

颗牙为指定牙)

?/A/@

!

在戴固定矫治器$简称戴固%后第
,

*

%

*

1

*

-

*

*

个月时#

对患者进行口腔检查)选择分布于各区段的第
,*

*

,)

*

,,

*

%)

*

%*

*

1*

*

1)

*

1,

*

-)

*

-*

位的
,(

颗牙为指定牙#检查牙的近中颊

$唇%*远中颊$唇%和颊$唇%面)舌面因未黏附托槽#免于

检查)

?/A/A

!

菌斑指数$

>

GC

g

I9@A89=

#

'Y

%

!

组间菌斑指数
5

受检个

体平均菌斑指数总和"受检人数&受检个体平均菌斑指数
5

受

检牙平均菌斑指数总和"受检区$牙%数&受检牙平均菌斑指数

5

受检牙各区域菌斑指数总和"受检区数&受检区域的划分!每

颗牙齿的牙冠表面按照托槽对角线的延长线分为
-

个区域!龈

方区*合方区*近中区*远中区域)等级记分#

(

!染色剂全部清

除$无染色%&

,

!染色剂覆盖被检区域面积小于
,

"

1

&

%

!染色剂

覆盖被检区域面积在
,

"

1

!

%

"

1

&

1

!染色剂覆盖被检区域面积

大于
%

"

1

&

-

!染色剂覆盖全部区域'

)$2

(

)

?/A/B

!

牙龈出血指数$

EG998@A

K

@A89=

#

QY

%

!

牙龈出血指数按

照上述菌斑指数相同方式计算)

受检部位!每颗牙检查
1

个部位!近中颊$唇%*远中颊$唇%

和颊$唇%面)分
*

度记录#评价方式如下!$

,

%龈缘与龈乳头

外观健康#轻探龈沟无出血&$

%

%龈缘与龈乳头呈轻度炎症#轻

探龈沟无出血&$

1

%牙龈呈轻度炎症#有颜色改变#探诊后呈点

状出血&$

-

%牙龈呈中度炎症#有颜色改变和轻度水肿&$

)

%牙龈

呈中度炎症#探诊后出血#血溢出龈沟&$

*

%牙龈有颜色改变#明

显肿胀#有时有溃疡#探诊后出血或自动出血'

3$,,

(

)

111%

重庆医学
%(,,

年
2

月第
-(

卷第
%1

期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采用
E

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实验组与对照组在治疗开始后的第
,

*

%

*

1

*

-

*

*

月
)

个检

测点上其
'Y

与
QY

与戴矫治器前比较均升高)但实验组与对

照组两个检测指标升高程度不一致#经
E

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

(/()

%#见表
,

!

%

)

此外#无论是实验组或对照组在戴矫治器后第
,

*

%

*

1

*

-

*

*

个月
)

个检测点上其
'Y

与
QY

与戴矫治器前相比呈上升趋势)

表
,

!!

实验组与对照组
'Y

比较$

Be,

%

组别
-

'Y

,

月
%

月
1

月
-

月
*

月

实验组
1- ,/%)e(/). ,/%-e(/)2 ,/1.e(/-3 ,/13e(/)) ,/*,e(/*%

对照组
1- ,/1%e(/-, ,/-.e(/), ,/)-e(/-. ,/),e(/-) ,/.)e(/12

表
%

!!

实验组与对照组
QY

的比较$

Be,

%

组别
-

QY

,

月
%

月
1

月
-

月
*

月

实验组
1- (/,(e(/,2 (/,.e(/,2 (/%(e(/,( (/%)e(/%((/1(e(/1((

对照组
1- (/,1e(/,2 (/,3e(/,3 (/%1e(/%( (/%)e(/%, (/1*e(/%(

A

!

讨
!!

论

正畸治疗过程中矫治托槽*弓丝*结扎丝等多方面的影响

使得牙齿的清洁卫生变得困难#同时矫治器械的存在使得口腔

微环境改变而导致菌斑较非正畸治疗期间更容易堆积'

,%$,1

(

)

为了控制正畸期间牙面上的菌斑堆积及加强口腔卫生#不同学

者提出了多种不同的方法#比如使用正畸牙刷*电动牙刷#洗必

泰液漱口*进食后咀嚼口香糖以及定期洁治等'

,-

(

)但由于洗

必泰液类化学药物漱口长期间使用可使牙齿表面着色#电动牙

刷使用不当可造成口腔内组织损伤#咀嚼口香糖不当可引起矫

治器松动*脱落等#故在临床上未能普遍推广)目前国内正畸

医师最常采用的方法仍然是口腔卫生宣教加刷牙)

经大量学者的研究证实刷牙是控制菌斑*预防牙龈炎最基

本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口腔卫生宣教的重点'

,)

(

)在本研究

的两组人群中#本组着重对刷牙的要求做了仔细的要求#比如

必须每天刷牙
)

次#早晚各一次#三餐后必须刷牙#在菌斑形成

前将其清除#且每次刷牙时间不得少于
1F@A

)但是在正畸治

疗过程中#特别是固定矫治器时#由于托槽*弓丝*结扎丝*附件

的存在使得牙齿表面刷毛难以进入而导致清洁变得困难#正畸

专用牙刷是专门供口腔正畸患者使用的牙刷#其特点在于牙刷

由于刷毛中央部分凹槽#两边的部位突起#牙刷刷面中间的刷

毛低于两边的刷毛#即呈现.

\

/字形)

\

型刷毛可以有效清洁

矫正器托架及钢丝#使牙刷接触牙列时产生立体形的两个接触

面#有助于清洁矫治器的托槽*弓形丝*带环及结扎丝等部位#

达到既有效清洁牙面#又保护矫治器#保证正畸治疗效果的目

的#从而避免因矫正器的阻挡难以彻底地清洁牙齿#造成牙面

上菌斑堆积#牙龈红肿*疼痛等)这在本研究的结果中得到验

证#使用正畸专用牙刷组的受试对象在观察的各个时点无论是

菌斑指数或是牙龈出血指数均比对照组$使用普通牙刷%低#表

明正畸专用牙刷在正畸过程中较一般牙刷具有更强的清洁作

用#更有利于正畸治疗过程中的口腔健康维护)

此外#在分别对比实验组与对照组随时间变化发现#其
'Y

与
QY

均呈上升趋势#表明受试对象在正畸过程中随固定矫治

时间的延长口腔卫生状况变差#这可能与患者后期对口腔卫生

重视程度降低有关)这点需要临床医生加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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