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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研究性别%生长型与骨性
+

类错
!

患者侧位唇形的关系'方法
!

选取
%*+

例恒牙列初期骨性
+

类错
!

患者的

头颅侧位片!测量唇部矢状向及垂直向伸展度'结果
!

恒牙列初期骨性
+

类错
!

患者中!男性唇矢状向及垂直向伸展度均大于女

性!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P

&'生长型对骨性
+

类错
!

患者唇形影响表现为*水平生长型相对平均生长型和垂直生长型患

者的上下唇较短%较厚且外翻明显'垂直生长型患者相对平均生长型和水平生长型患者的上下唇较长%较薄但无明显外翻'结论

!

性别及生长型与恒牙列初期骨性
+

类错
!

患者的唇侧位形态有一定关系'

关键词"性别因素$唇部$伸展度$生长型$骨性
+

类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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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错
"

畸形在我国青少年中发病率为
%&'+%S

'

%

(

#是临

床常见的错
"

类型#而人群侧貌外观的区别主要集中在面下

%

"

*

#即鼻*唇*颏三者之间的关系'

&7P

(

#尤其以唇部软组织对侧

貌外观的影响最为明显'

B71

(

)在正畸治疗过程中常伴有唇部形

态的变化)因此#了解唇部软组织的形态特点对错
"

畸形的诊

断*矫治设计以及治疗后面部软组织形态的预测都具有重要意

义)本研究通过对
%*+

例恒牙列初期骨性
+

类错
"

患者头颅

侧位片的研究#分析性别*生长型与骨性
+

类错
"

患者唇侧位

形态的关系)

B

!

资料与方法

B'B

!

研究对象
!

随机选取于
&))+

$

&)%)

年间就诊于重庆医

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正畸科的恒牙列初期骨性
+

类病例
%*+

例)其中男
B1

例#女
1%

例%水平生长型患者
(B

例$男
&&

例#

女
&(

例&#平均生长型患者
(B

例$男
&*

例#女
&*

例&#垂直生

长型患者
(B

例$男
&&

例#女
&(

例&)各组间性别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见表
%

)

病例选择标准为!$

%

&恒牙列初期#

%&

$

%(

岁%$

&

&磨牙为

近中关系%$

*

&

,

2#!

&

e&k

%$

(

&发育基本正常#无正畸治疗史

及牙列缺损)

病例分型标准!$

.ea9

"

#e-4

&

V%))S

)$

%

&平均生长

型!即正常生长型#后面高与前面高比值
B&S

$

BPS

%$

&

&水平

生长型!后面高与前面高比值大于
BPS

%$

*

&垂直生长型!后面

高与前面高比值小于
B&S

)

B'C

!

研究方法
!

治疗前拍摄头颅侧位定位片#在同一台
^

光

机#采用相同的投射条件#严格定位头颅#双眼平视前方#定位

标尺指在软组织鼻根点处#水平标准线对准眶耳平面#患者双

唇自然放松#后牙在牙尖交错位轻轻咬合)选取头颅侧位片进

行测量分析#每个项目测量
*

次#取平均值)所有测量均由一

人在一段连续时间内完成)

!!

%

!

.

#蝶鞍中心点%

&

!

.4

#蝶筛联合点%

*

!

#

#鼻根点%

(

!

a9

#下颌角

点%

P

!

T:?

#翼上颌裂%

B

!

-4

#颏下点%

1

!

2#.

#前鼻棘点%

+

!

2

#上齿槽座

点%

A

!

.

F

<

#上齿槽缘点%

%)

!

W%

#上中切牙牙冠最突点%

%%

!

U%

#下中切牙

牙冠最突点%

%&

!

M,

#下齿槽缘点%

%*

!

!

#下齿槽座点%

%(

!

2K

#上唇凹点%

%P

!

U0

#上唇缘点%

%B

!

.:9?0

#上唇缘最下点%

%1

!

.:9?;

#下唇缘最上点%

%+

!

U;

#下唇缘点%

%A

!

.;

#下唇凹点)

图
%

!!

面部软硬组织标记点

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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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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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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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表
%

!!

研究对象的基本资料#

#

$

性别 平均生长型 水平生长型 垂直生长型 合计

男性
&* && && B1

女性
&* &( &( 1%

总和
(B (B (B %*+

B'C'B

!

确定标志点
!

本研究采用
Q;5>4

F

=1')

软件定点#结合

O539J

'

+

(等学者的研究#选取软硬标志点共
%A

个#见图
%

)

B'C'C

!

确定参考平面#建立坐标
!

b

轴!即
.4

点与
T:?

点连

线构成的平面$

T-f

&#确定为
b

轴%

^

轴!从
#

点向
T-f

做

垂线#确定为
^

轴)

b̂

轴相交点为原点)见图
&

)

B'C'D

!

确定测量项目
!

$

%

&

2Ke2

!

2K

点与
2

点横坐标值之

差的绝对值#即上唇凹点处上唇矢状伸展度%$

&

&

U0eW%

!

U0

点与
W%

点横坐标值之差的绝对值#即上唇缘点处上唇矢状伸

展度%$

*

&

U;eU%

!

U;

点与
U%

点横坐标值之差的绝对值#即下

唇缘点处下唇矢状伸展度%$

(

&

.;e!

!

.;

点与
!

点横坐标值之

差的绝对值#即下唇凹点处下唇矢状伸展度%$

P

&

2Ke.:9?0

!

2K

点与
.:9?0

点纵坐标值之差的绝对值#即上唇垂直伸展度%

$

B

&

.;e.:9?;

!

.;

点与
.:9?;

点纵坐标值之差的绝对值#即下

唇垂直伸展度)见图
&

)

B'D

!

统计方法
!

研究采用
ON>4364<0;95&))*

建立数据库#使

用
.T..%1')

软件包进行统计#不同性别间唇侧位形态的比较

采用独立
=

检验#不同生长型的组间侧位唇形比较采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检验)以
K

#

)')P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不同性别的骨性
+

类错
"

患者侧位唇形比较
!

见表
&

)

表
&

!!

不同性别的骨性
+

类错
!

患者侧位唇形比较

测量项目 男性$

??

& 女性$

??

&

= K

2Ke2 %*'(P(_*'))% %&'11(_&'BP( )'B+) )'P*)

U0eW% %&')%&_&'1PA %%'(*(_*'))& )'P1+ )'P%(

U;eU% %%')*(_%'1B+ %%')))_&'%&1 )'&*( )'+1%

.;e! %%'1BP_&'**P %)'*B%_&'%&( )'B1* )'P)%

2Ke.:9?0 %+'1+A_('%A% %+'B(P_&'(A& )'%(( )'+*B

.;e.:9?; %('+B%_&'&(% %*'(*B_&'(+1 %'(&P )')B)

由表
&

可见男性唇部矢状向及垂直向伸展度均大于女性#

但差异无统计学差异$

K

$

)')P

&)

C'C

!

不同生长型骨性
+

类错
"

患者侧位唇形资料及其比较
!

见表
*

*

(

)

表
*

!

不同生长型骨性
+

类错
!

患者侧位

!!!

唇形资料#

??

%

M_1

$

测量项目 水平生长型 平均生长型 垂直生长型

2Ke2 %)'A*%_&')*% %%'&)%_%'))P %)'AB%_&'))*

U0eW% %%'A))_&'B%& %%'P*(_&'AA% %)')%)_%'PBA

U;eU% %)'B**_%'A1+ %)'A*%_&'))P %)'+1P_%')*%

.;e! %)'A*(_&'&*% %%'&B*_&'*)P %%')%)_&'*%)

2Ke.:9?0 %B'1*(_*'&)% %+'BBA_*'%%( %1'+)*_&'A)%

.;e.:9?; %&'A*)_&'P** %('B%%_&'&1A %('))*_%'+A%

表
(

!!

不同生长型骨性
+

类错
!

患者侧位唇形比较#

??

$

测量项目
水平

7

垂直

差值
K

水平
7

平均

差值
K

垂直
7

平均

差值
K

2Ke2 e&'(PBO7)& )'+&( e)'B&( )'(A) e)'+%& )'&P*

U0eW% &'%)B )'))%

""

%'&P( )')(%

"

e&'&P) )')&

"

U;eU% %'(1% )')()

"

)'P1% )')&)

"

e)'A)) )')%

"

.;e! e)'P&B )'B%) e)'&B+ )')+% e)')B& )'B&1

2Ke.:9?0 e&'P&B )')%&

"

e%'*1B )'))*

""

%'%P) )')*1

"

.;e.:9?; e*'%&% )'))B

""

e&')%& )'))%

""

%'%)A )'))&

""

!!

"

!

K

#

)')P

#治疗前后比较%

""

!

K

#

)')%

#治疗前后比较)

图
&

!!

唇部软组织测量项目

由表
(

可以看出#不同性别上唇缘点*下唇缘点处唇矢状

向伸展度以及上下唇垂直向伸展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

上唇缘点处唇矢状向伸展度的关系为!水平生长型组大于平均

生长型组#大于垂直生长型组%下唇缘点处唇矢状向伸展度的

关系为!水平生长型组大于平均生长型组#大于垂直生长型组%

上唇垂直向伸展度的关系为!垂直生长型大于平均生长型#大

于水平生长型%下唇垂直向伸展度的关系为!垂直生长型组大

于平均生长型组#大于水平生长型组)

D

!

讨
!!

论

D'B

!

参考平面及测量项目的选择
!

本研究采用
T-f

平面作

为参考平面#其中#

.4

点为蝶筛联合点#

T:?

点为翼上颌裂点#

均为生长发育中较为稳定的点'

&

(

#且
T-f

平面与自然头位平

面一致)本研究确定
T-f

平面为
b

轴#通过鼻根点$

#

&作

T-f

平面的垂线#确定为
^

轴)

)BA&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A

期



关于评价唇部形态的参考指标#不同学者的观点也不同)

R93,8J8

I

'

*

(将上唇突点$

U0

&和颏前点$

T

@

&相连形成的
R

线

与
#!

平面所成的
R

角作为评价唇形的标准)

!H<0:95

'

A

(采用

鼻底点$

.5

&与软组织颏前点$

T

@

K

&相连构成的平面来对唇部形

态进行描述)但这些参考指标多受到鼻颏形态的影响#同时由

于唇部软组织的不规则性和多变性#若采用直接测量唇部组织

两点间距离的方法#可能不能真实反映唇部软组织的发育情

况)故本研究在选用较稳定参考平面的前提下#测量待测点在

参考平面上投影点之间的相对关系#这样的测量结果并不是唇

部软组织真实的长度或厚度#而是唇部软组织在垂直*矢状方

向的伸展度)因此#也可以避免以往学者采用鼻颏部软组织的

标志点而由于鼻颏形态导致对测量结果产生的影响'

17+

(

)

D'C

!

恒牙列初期骨性
+

类错
"

中性别对唇形的影响
!

表
&

结

果显示#男性唇矢状向和垂直向伸展度均大于女性#但无统计

学差异)这可能是因为男女性唇形的伸展度在恒牙列初期还

未开始表现出性别的差异)这一结果也与
-83:8

等'

%)

(的研究

结果一致#认为恒牙初期男性侧貌较女性突出#尤其表现在唇

部)

#85,8

等'

&

(和
$8<L80

等'

%%

(的研究提示#女性唇部生长量

在
%&

岁时已基本完成#而男性在
%&

岁以后仍有较大生长

量'

%&

(

)提示针对不同性别的同类临床患者#应考虑到唇生长

量不一致#所制定的治疗计划有所不同#对临床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

D'D

!

恒牙列初期骨性
+

类错
"

中生长型对侧位唇形的影响
!

由表
*

可知#在对不同生长型患者唇侧位形态研究中#结果显

示不同生长型骨性
+

类错
"

患者上下唇缘点处唇矢状向伸展

度和上下唇垂直伸展度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上唇缘

点处上唇矢状向伸展度的关系为!水平生长型组大于平均生长

型组#大于垂直生长型组%下唇缘点处下唇矢状向伸展度的关

系为!水平生长型组大于平均生长型组#大于垂直生长型组%上

唇垂直向伸展度的关系为!垂直生长型组大于平均生长型组#

大于水平生长型组%下唇垂直向伸展度的关系为!垂直生长型

组大于平均生长型组#大于水平生长型组)即水平生长型者相

对平均生长型和垂直生长型者的上下唇较短*较厚#外翻明显#

这与赵媛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

(

)垂直生长型者较平均生长

型和水平生长型者的上下唇较长*较薄)其原因可能为水平生

长型患者由于下颌前上旋转#下面高不足#造成上*下唇组织较

多的堆积在矢状方向上%而在垂直生长型组#由于下颌后下旋

转#下唇组织受到垂直向拉伸#故下唇垂直向伸展度较水平生

长型明显#同时#上唇由于较少受到下前牙挤压#故垂直伸展度

较大'

%(7%P

(

)

综上所述#虽然唇部软组织在生长发育上有相对独立性#

但仍受到性别和颌骨的影响#治疗时#应考虑到恒牙列初期的

患者因性别不同#唇部软组织的生长量不一致#从而制定不同

的治疗计划)在水平生长型患者中#较厚且外翻的上下唇可能

是由于下颌骨的向前上旋转所致#在治疗过程中#如果能使下

颌骨发生一定程度的顺时针旋转#就可使上下唇的垂直向的伸

展度增大#减小上下唇的外翻)同样#在对垂直生长型患者的

正畸治疗过程中#如果可以伴随下颌骨的逆时针旋转#增加唇

在矢状向的伸展度#就可以改善侧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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