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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地区人群下颌第二磨牙
R

形根管系统发生率调查

王金川!周
!

霞$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口腔科!重庆
"###"%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重庆地区人群下颌第二磨牙
R

形根管系统的发生率$方法
!

应用流行病学调查的方法!选取年满
$6

周

岁!自出生以来一直在重庆境内居住者的下颌第二磨牙为研究对象!拍摄
(

线片或需治疗患牙开髓后在根管显微镜下探查!根据

R

形根管系统的
(

线特征及根管显微镜下
R

形根管的形态特征!判断其发生率$结果
!

纳入本研究的共有
+-!

名调查者!

$N-%

颗下颌第二磨牙!其中具有
R

形根管系统的有
"16

颗!发生率为
%+*N1,

$结论
!

R

形根管系统在重庆地区人群下颌第二磨牙中

具有较高的发生率$正确认识和判断其解剖形态!有助于临床医师提高下颌第二磨牙治疗的成功率$

关键词"

(

线&显微镜检查&发生率&

R

形根管系统&下颌第二磨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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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形根管是下颌第二恒磨牙中较为常见的根管变异#其主

要特点是根管横断面呈+

R

,形#最早在
$-+-

年由
R//C9

和

R/J

)

$

*报道#其诊断(清理成形及根管充填均较常规情况困难'

本研究通过对重庆地区人群下颌第二磨牙的
(

线片进行分析

或需治疗的下颌第二磨牙开髓后在根管显微镜下行根管的探

查#判断
R

形根管系统在重庆地区人群下颌第二磨牙中的发

生率#有助于指导临床医师正确认识和判断
R

形根管的解剖

形态#以提高其治疗的成功率'

>

!

资料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选择自出生以来一直在重庆地区居住人群的

下颌第二磨牙为研究对象#共
$N-%

颗
+-!

名调查者#其中男

"$1

名#女
161

名#年龄
$6

!

"$

岁#平均
1#

岁'其中一名单侧

下颌第二磨牙不明原因缺失#故纳入
$N-$

颗下颌第二磨牙'

在本研究中有因牙髓病和根尖周病需行根管治疗的患牙

"!

颗'

>*?

!

研究方法
!

拍摄所有研究对象下颌第二磨牙的
(

线片#

均采用平行投照技术#逐一编号登记'拍摄(显影(定影均由同

一人完成#读片分析由
"

名主治医师完成'因牙髓病和根尖周

病需进行根管治疗的
"!

颗患牙开髓后在显微镜下行根管形态

的探查#该治疗也由以上
"

位主治医师共同完成#并与术前
(

线片进行对照分析#共同界定
R

形根管系统的存在'

>*@

!

R

形根管系统的诊断标准

>*@*>

!

R

形根管系统的
(

线片诊断标准
!

参照
7D5V/?IA4

)

%

*

于
%##%

的研究结果!$

$

%为从冠方向根方具有连续锥度的锥形

融合根&$

%

%若牙根呈梯形或方形#则根尖区应有清晰#连续的

牙周膜以诊断为融合根&$

1

%根分叉区模糊不清#表现为
(

线

透射纵沟影像'

>*@*?

!

R

形根管系统的显微镜诊断标准
!

&9D>/4

等)

1

*根据
R

形根管系统的横断面形态的不同将其分为
1

类!$

$

%

R$

型表现

为连续的
R

形#近舌根管口和远中根管口通常为圆形#而近颊

根管口呈连续的条带状连接在它们之间#呈现
$6#U

弧形外观或

R

形外观&$

%

%

R%

型表现为分号样#近颊根管与近舌根管相连

呈扁长#同时牙本质将近颊与远中根管分离#远中根管独立呈

圆形&$

1

%

R1

型表现为
%

个或
1

个独立的根管#根管之间可见

弧形凹沟相连而使这几个分离的根管排列成
R

形'

>*A

!

R

形根管系统的诊断
!

由
"

名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主治医

师根据
R

形根管系统的
(

线诊断标准和显微镜诊断标准#使

用放大镜在观片灯下分析
(

线根尖片并记录是否具有
R

形根

管系统&同时也由以上
"

名医师对需进行根管治疗的
"!

颗患

牙开髓后在显微镜下行根管系统的探查#再结合之前的
(

线

片共同界定是否有
R

形根管系统的存在并予以记录'如有异

议#则由这
"

名医师共同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记录最终结果'

?

!

结
!!

果

本次研究共计
$N-%

颗下颌第二磨牙#其中有
$

颗不明原

-+#1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1#

期



因缺失#剩 余
$N-$

颗#具 有
R

形 根 管 系 统 者
"16

颗

$

%+*N1,

%&共有
%"!

名调查者具有
R

形根管系统#下颌第二磨

牙的根管形态分布
R

形根管
"16

名#占
%+*N1,

#非
R

形根管
$

$N1

名#占
+%*"+,

'见图
$

'

图
$

!!

具有典型
R

型根管系统的下颌第二磨牙

治疗后的
(

线片

@

!

讨
!!

论

R

形根管是存在于
R

形牙根中的根管#其主要特点是根管

横断面呈+

R

,形#可出现于人类上下颌磨牙#下颌第一前磨牙

及上颌侧切牙#但以下颌第二磨牙多见)

"5N

*

'

R

形根管是下颌

第二磨牙常见的根管变异#在中国人群中具有较高的发生率'

其发生率在不同的人种之间差别很大#亚洲人高于西方人)

!5+

*

'

而国内的报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A4

@

等)

6

*和徐琼等)

-

*通过

研究后发现#

R

形根管的发生率为
1$*N,

&顾永春和皮昕)

$#

*通

过研究离体牙后发现#

R

形根管的发生率为
$N*6,

&岳保利和

吴友农)

$$

*通过离体牙的研究发现#

R

形根管的发生率为
1*

6N,

'下颌第二磨牙根管系统复杂且变异较大#临床诊断存在

一定困难且受研究方法(诊断标准(样本数量以及种族背景等

诸多因素的影响'

R

形根管主要的解剖特征是存在一个连接近远中根管的#

形态不规则的狭区#该狭区很不规则#可连续也可能断开#并且

从根管口到根尖之间形态可发生变化)

$%

*

'这些特点使诊断和

治疗都发生困难'而成功治疗
R

形根管的重要前提是要正确

识别
R

形根管'仅仅从临床牙冠的形态很难判断
R

形根管系

统的存在与否#因此对其解剖形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

义'

(

线片识别技术和在开髓后使用根管显微镜探查根管是

诊断
R

形根管的重要手段)

$15$+

*

'在本研究中的
"!

颗因牙髓

炎#根尖周炎需行根管治疗的患牙中#有术前
(

线片诊断为非

R

形根管#而通过根管显微镜明确诊断为
R

形根管的下颌第二

磨牙
1

颗'同理#在余下的
$N"N

颗未做治疗的下颌第二磨牙

中#也可能会存在
(

线片和根管显微镜下对下颌第二磨牙
R

形根管系统明确诊断的差异'单纯依靠
(

线片诊断
R

形根管

系统具有一定的困难和局限性'而根管显微镜的问世使复杂

的
R

形根管形态进入可视化时代'根管显微镜增强的光源和

放大的视野#能使
R

形根管口的形态更清晰#使诊断更容易(

更准确'但显微镜可以观察到根管口的形态却无法探查根管

中下段的情况#因此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二者结合可以大大

提高
R

形根管诊断的准确性#从而进一步提高临床医生对
R

形根管治疗的成功率'

R

形根管在重庆地区人群下颌第二磨

牙中具有较高的发生率#对其根管形态进行系统研究#有助于

临床医师正确地认识和诊断
R

形根管系统#提高
R

形根管治

疗的成功率#从而保留更多的患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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