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菌移位。患儿药敏试验显示该肠球菌对万古霉素敏感，经万古

霉素抗感染治疗后病情很快缓解，最终痊愈。本例患儿为首例

报道的干细胞移植过程中因服用含有ＥＦ的益生菌导致的ＥＦ

败血症，其诊疗经过提示对于免疫抑制状态下的患儿使用ＥＦ

存在相当大的风险，应尽量避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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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牙胶垂直加压技术对Ｃ形根管临床疗效研究

朱海连

（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口腔科　５７２０００）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３．２６．０５５ 文献标识码：Ｃ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３）２６３２０７０２

　　Ｃ型根管因其解剖结构特殊，传统冷牙胶侧方加压抚摩充

填治疗效果欠佳［１］。有研究报道，热牙胶垂直加压技术对于椭

圆形根管的充填能够产生比侧方加压技术更好的充填效果；并

且在术后的微渗漏方面具有更好的封闭效果［２］。作者为观察

两种治疗方法在Ｃ型根管治疗中的疗效，选取本院２００９年８

月至２０１１年３月间收治的具有“Ｃ”形根管系患者分别采用两

种充填方法治疗，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２００９年８月至２０１１年３月间收治

的牙髓炎或根尖周炎且具有“Ｃ”形根管系统的患者１８０例，

１８０颗下颌磨牙。入选患牙要求根尖发育完好，根管畅通，牙周

状况良好，且患者无严重的全身系统性疾病，配合良好，所有患

牙施术前均摄Ｘ线片了解患牙情况。

１．２　方法　１８０颗牙依据充填方法不同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

各９０颗牙，患牙均采用冠下法预备根管。治疗组采用热牙胶

垂直加压技术充填，根管预备时应尽量保持原有根管形态。依

据说明书采用连续波热牙胶根管充填技术完成根充，使用碧兰

糊剂封闭根管。对照组采用冷牙胶侧方加压技术充填，按说明

调好根管糊剂，根据根管预备后主尖锉的大小，选择相应号码

或小一号的标准型牙胶尖，根据工作长度，将牙胶尖插入已经

预备好的根管内，使其正好到达工作长度处，同时感觉根尖１～

２ｍｍ有阻力感取出待用
［３］。主尖的充填：在根管壁涂一薄层

糊剂，再将主牙胶尖蘸少量封闭剂插入工作长度标记处。副尖

的充填：根据预备根管选择合适的侧方加压器顺一侧根管壁插

入根管，向侧方加压１０ｓ，抽出加压器插入粗细与侧方加压器

相应的副尖，此时不必蘸糊剂，如此反复操作至根管紧密填塞。

直至加压器不能在向根尖插入为止。完成后拍 Ｘ线片，根充

位置应到达距离根尖２ｍｍ以内，充填材料不超过根尖，与根

管壁密合。符号标准后用加热器械在根管口处烫断多余牙胶。

１．３　评价指标　观察根管的充填情况：根管充填材料距根尖

小于或等于０．５～１ｍｍ，根尖封闭严密为恰填；根管充填材料

超出根尖孔为超填；根管充填材料距根尖大于２ｍｍ，根尖封闭

不严密为欠填。对比两组术后疼痛发生率，及术前术后根尖暗

影的变化情况。疗效标准［４］，显效：Ｘ线检查显示上根尖周组

织正常，临床症状消失；有效：Ｘ线检查根尖周区缩小，症状、体

征基本正常；无效：症状、体征无改善，Ｘ线检查根尖周病变无

变化。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本组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分析，

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
２ 检验，以犘＜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治疗组在对根管充填情况、根管充填密度、疼痛发生率、暗

影存在情况等指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犘＜０．０５），结果见表１；且治疗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

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果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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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充填方式效果对比［狀（％）］

组别 狀 恰填 超填 欠填 存在过量糊剂 牙胶尖稀疏 术后疼痛 暗影消退

治疗组 ９０ ８０（８８．９） ５（４．４） ６（６．７） ２（２．２２） 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２２（２４．４４）

对照组 ９０ ６０（６６．７） １９（２１．１） １１（１２．２） ８（８．８９） ５（５．５６） ６（６．６７） ８（８．８９）

　　：犘＜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

表２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狀（％）］

组别 狀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治疗组 ９０ ７８（８６．７） ８（８．８９） ４（４．４） ８６（９５．６）

对照组 ９０ ６２（６８．９） １４（１５．６） １４（１５．６） ７６（８４．４）

　　：犘＜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

３　讨　　论

有研究显示传统冷牙胶侧方加压技术对于Ｃ形根管的充

填效果并不理想［５６］。传统冷牙胶侧方加压技术存在形变能力

及侧方加压强度差等缺点，充填后主副牙胶尖之间、牙胶尖与

根管壁存有间隙，增加充填后微渗漏发生率［７］。热牙胶技术具

有流动性好，易渗透入侧、副根管、根管壁的牙本质小管及根管

系统，根尖封闭性能较好等优点。可先用适合的主牙胶尖置于

根管，根尖封闭准确，并通过加热装置对主牙胶尖进行冠根持

续加热、加压。本组资料中，治疗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表明热牙胶技术既具备

冷侧压法控制主尖防止根尖超充的优点，又具备了热牙胶垂直

加压根管充填严密的优点，可明显提高治疗效果。

良好的根管充填应追求尽可能多的牙胶充填，以及尽可能

少的糊剂存在。本组资料中在热牙胶垂直加压技术中无１例

发生充填稀疏的情形，显示出该技术在Ｃ型根管充填方面的

优势明显。而侧方加压技术有８例出现大量的糊剂，５例出现

了牙胶尖稀疏的情形。上述充填的缺陷主要发生在根尖区域

以及根管融合的峡区，这些区域也是侧方加压技术难以充填的

不规则区域，对该结构的有效充填一直是Ｃ形根管的治疗难

点。对于侧方加压技术而言，侧压器难于在该区域进行放置是

对于充填效果影响最大的因素，也是导致峡区充填牙胶尖稀疏

的主要原因［３，８］。术后的疼痛可能由多重因素所导致，例如器

械对于根尖的刺激、药物刺激、根尖病原物未能除尽等因

素［９１０］。在本实验当中，所有的患者均采用了超声根管冲洗，

能够在根尖的药物以及病原物的刺激方面有效降低。在根尖

暗影消退的方面，侧方加压组存在１例根尖暗影于第３个月复

查时无明显消退迹象。但此例患者在术后并未发生其他的不

适，其可能的原因是根尖暗影的消退过程通常需要６个月甚至

更长时间方能发生。

综上所述，热牙胶垂直加压充填技术是一种技术含量高，

充填效果好的充填方法，特别是对于复杂或弯曲的根管系统，

更能体现其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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