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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对伴牙髓炎的牙隐裂的病因%隐裂特征进行分析!探讨其临床诊断及治疗方法$方法
!

将
-/

例牙髓炎伴牙

隐裂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患者的发病年龄%牙位%隐裂线走向进行分析!采取调
!

%根管治疗及全冠修复试保留患牙!并且在修

复
$

年后临床随访观察其治疗效果$结果
!

'(

!

0(

岁患者牙隐裂发生率最高!以上颌第一磨牙多见$

-/

例隐裂牙综合治疗成功

)2

例"

/'&''̂

#!有效
$$

例"

$0&$%̂

#!失败
1

例"

1&2)̂

#$

!

结论
!

对隐裂牙进行合理的诊断和治疗能有效地保留患牙!对牙隐

裂伴牙髓炎的患者进行根管治疗后的全冠修复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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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裂&根管疗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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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冠修复&牙隐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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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隐裂又称牙微裂#也称不完全裂#是指发生在牙冠表面

细小的*不易发现的*非生理性的细小裂纹&

$

'

)它是一种较常

见的牙体硬组织的非龋性疾病)在临床上很多早期的隐裂牙

常因裂纹细小#极易造成漏诊*误诊从而延误治疗#最终引起牙

髓炎*根尖周炎#严重者还会引起劈裂#最终导致拔牙&

1

'

)在一

些国家#牙隐裂已经成为继龋病和牙周病之后导致牙齿缺失的

第三大因素&

'.0

'

)本研究选取
1%$%

!

1%$'

年在本院口腔科就

诊被诊断为牙隐裂伴牙髓炎的患者#对其进行临床治疗和全冠

修复)本研究对其中
-/

例在修复
$

年后进行临床随访#分析

其病因*发病年龄*好发牙位及治疗方案等#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1%$%

!

1%$'

年本院口腔内科就诊中被诊断

为牙隐裂伴牙髓炎患者
$%%

例#复查
-/

例#其中男
0)

例#女
'1

例#年龄
1/

!

)2

岁)纳入标准!$

$

%临床检查发现牙冠隐裂纹

并经两名资深临床医生分别确诊($

1

%牙体无龋坏或无继发龋#

无明显松动及牙周病变($

'

%自述有冷热刺激痛#临床检查冷热

诊敏感或有自发痛及延时痛($

0

%部分患者自述咀嚼疼痛#临床

检查咬诊疼痛#无明显叩痛($

2

%

Y

射线检查牙周和根尖周无明

显异常#根管无严重钙化弯曲#无根折征($

)

%无糖尿病*骨质疏

松等全身系统性疾病#且随访未丢失者)所有纳入研究的隐裂

牙牙髓均有活力)

A&B

!

方法

A&B&A

!

病史分析
!

询问既往有无外伤史#突咬硬物史或喜食

硬物史#牙体治疗*修复或正畸史#以及磨牙症等)

A&B&B

!

治疗及修复方法
!

$

$

%降低患牙咬合#带环保护牙冠情

况下行常规根管治疗术#

Y

线片确认根管恰填)观察
$

周后#

转口腔修复科行全冠修复)$

1

%均衡全口咬合力负担#及时治

疗其他患牙#修复缺失牙以减轻患牙过大的咬合力)行全口牙

周洁治#改善口腔卫生)$

'

%矫治不良的口腔习惯#如偏侧咀

嚼*夜间磨牙等)

A&B&C

!

疗效评定
!

术后
$

年临床随访观察其治疗效果)评判

标准如下&

2

'

)$

$

%成功!患牙无自觉症状#咀嚼功能良好#

Y

射

线检查牙周及根尖周无病变($

1

%有效!患牙偶有轻微咬合不适

或咬合无力#

Y

射线检查牙周及根尖周无异常($

'

%失败!患牙

有叩痛或咬合痛#或出现瘘管#或牙周红肿#

Y

射线检查牙周及

根尖周有异常改变)

A&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_77_11&1

进行处理#计数资料用率

表示#主要采用统计学描述)

B

!

结
!!

果

B&A

!

患牙调查结果
!

$%%

例被研究观察对象中#

$

年复查无失

访病例
-/

例#失访病例
11

例)随访成功的观察对象中#男

2/&(̂

#女
0$&%̂

)根据调查#

'(

!

0(

岁年龄段发生牙隐裂的

比例最高$

)-&(̂

%#就诊时大多数患者早期有冷热刺激敏感或

咬合不适感#后期出现冷热刺激痛*自发痛*夜间痛等来就诊)

牙位分布*牙体隐裂特征及隐裂病因相关因素见表
$

!

'

)隐

裂发生牙位上颌多于下颌#其中上颌磨牙
22

例#上颌前磨牙
0

例#下颌磨牙
$/

例#下颌前磨牙
$

例)以上颌第一磨牙发生率

最高)其中#隐裂纹与
!

面发育沟裂重叠占
(-&0̂

#隐裂纹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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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远中沟走向者占
-)&(̂

#沿颊舌沟走向者占
1%&2̂

#另有
1

例裂纹未与
!

面发育窝沟重叠)

表
$

!!

-/

颗患牙的牙位分布

牙位
) - ) - 20 20

合计

患牙数$

$

%

'2 1% $' 2 0 $ -/

患牙率$

^

%

00&( 12&) $)&- )&0 2&$ $&' $%%

表
1

!!

-/

颗患牙牙体隐裂特征

特征 数量$

$

% 构成比$

^

%

隐裂与发育沟重叠
-) (-&0

近远中向隐裂
)% -)&(

颊舌向隐裂
$) 1%&2

牙尖过高
0% 2$&'

对
!

牙牙尖高
21 ))&-

表
'

!!

-/

颗患牙隐裂病因相关因素

特征 数量$

$

% 构成比$

^

%

深发育沟
-) (-&0

高陡牙尖
0% 2$&'

对
!

牙牙尖高
21 ))&-

牙齿明显磨损
- (&%

喜咬硬物
$) 1%&2

偏侧咀嚼
$% $1&/

夜磨牙
1 1&)

硬物创伤
)' /%&/

牙体充填
1 1&)

B&B

!

患牙修复
$

年后的疗效结果
!

成功
)2

例$

/'&''̂

%#有

效
$$

例$

$0&$%̂

%#失败
1

例$

1&2)̂

%)失败病例中有
$

颗是

因为根管治疗完成后由于个人原因没有及时行全冠修复而出

现牙冠折裂无法保留而拔除(另外
$

颗患牙全冠修复后出现咀

嚼痛和瘘管#牙周反复红肿#有叩痛症状#严重影响咀嚼功能#

Y

射线检查发现根尖周暗影#最终患牙被拔除)

C

!

讨
!!

论

C&A

!

牙隐裂的致病因素
!

$

$

%本试验研究对象年龄主要分布

在
'(

!

0(

岁#男性多于女性#与其他文章报道一致&

).-

'

)分析

原因为!随着年龄不断增长#牙齿不均匀地磨耗会出现陡峭的

牙尖*牙嵴及牙斜面#

!

力分布不平衡#正常的咀嚼力会变为创

伤性
!

力#增加隐裂发生的可能&

/

'

)本研究中因对
!

牙牙尖高

而引起牙隐裂的案例占
))&-̂

(但是到一定年龄以后牙齿咬

合面磨平#牙尖斜度开始降低#牙隐裂发生率开始下降&

/

'

)男

性患者多于女性的原因可能与男性更喜咬硬物有关)$

1

%本研

究中隐裂纹与
!

面发育沟裂重叠占
(-&0̂

#原因为牙齿的窝

沟区是牙齿发育期的钙化结合区#如钙化不全便形成了钙化薄

弱区#抗折裂强度降低#如有应力集中#裂纹会沿着发育沟发生

并延伸($

'

%牙尖斜面大是隐裂发生的高危因素#由于牙尖斜面

的存在#在窝沟底部同时受到两个方向相反的水平分力的作用

即劈裂力的作用&

(

'

#本研究中牙齿牙尖过高而引起牙隐裂的占

2$&'̂

)$

0

%本研究中有
1

例隐裂纹未与发育窝沟重叠#其牙

面均数年前有过龋齿充填的病史)$

2

%通过问诊发现#隐裂牙

的发生可能与饮食结构及不良习惯有关#如偏侧咀嚼*喜咬硬

物*夜磨牙等)

好发牙位的统计结果表明上颌明显多于下颌#且上颌第一

磨牙是隐裂发生率最高的患牙#占
00&(̂

#应该与该牙位
!

面

的解剖外形及咀嚼时承受的
!

力最大有关#这与相关文献报道

一致&

$%.$$

'

)另外在本研究中有
1

例隐裂纹未与发育窝沟重叠

者#提示窝洞制备应遵循牙体组织的生物学特点以减少隐裂发

生的可能)

C&B

!

患牙的治疗
!

$

$

%调
!

排除
!

干扰!其目的是减低牙尖斜

度以减小劈裂力量#对阻止隐裂继续发展起一定的作用)$

1

%

患牙的根管治疗!本研究的纳入对象是伴牙髓炎的隐裂牙#带

环固定后行根管治疗术)由于这类患牙的感染物质一般局限

在牙髓腔内&

$1

'

#很少累及或没有累及到根尖周组织#因此术后

患者疼痛发生率较低#疗效显著)本研究的
$%%

例被研究观察

对象中#失访病例
11

例#不排除根管治疗失败的可能)随访病

例中有
$

例根管治疗失败#分析原因可能是根管遗漏#因此必

要时在根管治疗完成后行锥形束
=G

$

=X=G

%确认根管充填完

善)本研究中就诊的大多数患者早期有冷热刺激敏感或咬合

不适感#由于未引起重视#后期出现冷热刺激痛*自发痛*夜间

痛等才来就诊)如果单纯的牙隐裂无明显症状#或只是遇冷热

刺激敏感#或仅有轻度咬合不适的情况下#可进行调
!

*直接充

填治疗和行全冠修复)$

'

%患牙的修复治疗!在根管治疗后必

须尽快完成全冠修复#避免治疗后出现牙体折裂#同时恢复患

牙的良好咀嚼功能)全冠修复质量也是影响疗效的因素之一#

只有密和的全冠才能对隐裂牙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帮助患牙功

能的恢复&

$'.$0

'

)本研究中对所有伴牙髓炎性的患牙在根管治

疗完成后都行全冠修复#修复
$

年后成功率达
/'&'̂

#明显延

长了隐裂牙的使用寿命#有效防止了牙齿的折裂)

C&C

!

其他处理
!

$

$

%均衡全口咬合力负担#及时治疗其他患

牙#修复缺失牙#杜绝不良充填物或修复体)$

1

%行全口洁治#

改善口腔卫生#维护牙周健康)$

'

%卫生宣教与矫治不良习惯)

嘱患者勿偏侧咀嚼食物*勿用牙开瓶盖*用矫治器矫治夜间磨

牙等)

综上所述#早期诊断和治疗修复对防止患牙隐裂的加深和

患牙的折裂有重要意义)对伴发牙髓炎的隐裂牙进行根管治

疗加全冠修复#是保留患牙并恢复其功能有效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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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管插管于肾动脉主干实施完全性栓塞取得良好栓塞效

果#李玉亮等&

$$

'主张超选择性插管栓塞更利于保证栓塞效果)

本研究发现#在肾动脉主干注入栓塞物质时#易引起靶血管的

痉挛*明显疼痛#进而影响栓塞物质的注入及栓塞效果)因此#

对于同时具有多支肿瘤滋养动脉者#应尽可能使用微导管逐一

插管栓塞#如此既可充分保证栓塞物质的准确*充分注入#又可

避免栓塞物质反流所致的误栓塞)

超选择性动脉插管并完全性栓塞对肾癌根治术的作用!

$

$

%肾癌滋养动脉栓塞后#肿瘤表面血管萎缩#肾血流显著减少

甚至停止#使外科手术时出血量明显减少#手术视野清晰(因栓

塞后肾周围组织明显水肿*界面清楚而易剥离#明显提高手术

成功率#同时也减少了术中肿瘤转移的可能#尤以超选择性完

全栓塞者效果更佳)本研究各组出血量*平均手术时间*手术

难易程度*病灶切除率及术后生存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2

%#其中#以
F

组最佳)同时本研究
F

组结果亦明显

优于既往报道&

2

#

)

#

$1

'

#这可能与本研究
F

组栓塞方法与既往研

究不同密切相关)$

1

%本研究
F

*

X

组中
12

例栓塞术前伴血

尿#栓塞后均有明显血尿减少或消失)其中#

F

组
$0

例均于术

后
1L

血尿逐渐消失)

F

组明显优于
X

组)$

'

%对于不易切除

的巨大肿瘤#栓塞可使肿瘤坏死*缩小&

0

'

#创造
*

期手术切除的

机会$如图
$

患者即为未实施动脉栓塞外科手术切除失败#而

栓塞后再次手术切除成功%)

外科手术时机选择#既往研究各不相同#多数研究者主张

在栓塞后
'

!

$2!

实施&

$

#

0.)

#

$1

'

)本研究
F

*

X

组手术时机选择

在栓塞后
0/

!

-1L

#原因如下!$

$

%尽量减少*缩短栓塞反应时

间)经动脉栓塞后即刻至
2!

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栓塞反应#

包括疼痛*发热*胃肠道反应等)$

1

%肾周水肿高峰时段#利于

外科切除)通过临床实践发现#栓塞后
0/

!

-1L

为栓塞后肾

周水肿高峰期#少于该时间段则水肿较轻#长于该时间段#则易

发生肾周肉芽增生*粘连而不利于手术剥离)

肾癌的治疗遵循以手术为主的多学科综合治疗原则&

$'

'

#

根治性肾切除术在中晚期肾癌中的治疗作用已得到业界的广

泛认同)本文对其进行研究#但尚存在患者数相对偏少*术后

远期生存率统计资料不足等缺陷#有待后期累积较多患者及更

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

' 张荣远#马鸣
&

后腹腔镜肾癌根治术治疗局限性肾透明细

胞癌临床分析&

[

'

&

济宁医学院学报#

1%$'

#

')

$

)

%!

0%/.

0%(

#

0$0&

&

1

'

XH!H<H@"C6

#

3H@;+6

#

?#+,#J;+O

R

[7

#

;@H<&_Q8J#JH<HM.

@;8

:

H8@#H<H,!8H!#NH<,;

:

L8;N@"D

R

M"8@L;@8;H@D;,@"M

+@H

K

;G$AE%6%8;,H<N;<<NH8N#,"DH

$

>==

%

#,@L;U_F

!

H

:

8"

:

;,+#@

R

+N"8#,

K

H

::

8"HNL

&

[

'

&X[US,@

#

1%$1

#

$%(

$

$%

%!

$02-.$0)1&

&

'

'

3#D[6

#

_",

K

7B

#

3#D BG

#

;@H<&="D

:

H8#+","M

:

H8@#H<

H,!8H!#NH<,;

:

L8;N@"D

R

M"8

:

G$A8;,H<N;<<NH8N#,"DH

&

[

'

&3"8;H,[U8"<

#

1%$%

#

2$

$

(

%!

2().)%%&

&

0

' 李金贵#胡自力
&

肾动脉介入栓塞在肾癌治疗中的应用

&

[

'

&

重庆医学#

1%%-

#

')

$

$$

%!

$$%%.$$%'&

&

2

' 孙业全#李绪斌#蹇兆成
&

超选择性肾动脉化疗栓塞术在

肾癌根治术前的临床应用价值&

[

'

&

潍坊医学院学报#

1%%)

#

1/

$

)

%!

0%-.0%(&

&

)

' 李守强
&

术前经肾动脉化疗栓塞在肾癌治疗中的价值

&

[

'

&

泰山医学院学报#

1%$$

#

'1

$

$

%!

$-.$(&

&

-

'

_NLIH8@b6[

#

_D#@LVX

#

G8"+@Z?

#

;@H<&>;,H<H8@;8

R

;DA"<#bH@#",

!

N<#,#NH<#,!#NH@#",+H,!;P

:

;8#;,N;M8"D"J;8

$%%NH+;+

&

[

'

&X[US,@

#

1%%-

#

((

$

0

%!

//$.//)&

&

/

' 张贵军#孙勤学#殷民#等
&

巨大肾癌术前动脉栓塞的临床

应用研究&

[

'

&

现代实用医学#

1%$'

#

12

$

(

%!

(//.(/(&

&

(

' 于淼#李家开#孙明鲁#等
&

超选择性肾动脉碘油
.

无水乙

醇乳化液栓塞术治疗肾肿瘤&

[

'

&

介入放射学杂志#

1%%/

#

$-

$

$1

%!

/)1./)0&

&

$%

'叶宁#李志坚#万严#等
&

巨大肾癌术前介入治疗的应用

&

[

'

&

江西医药#

1%$%

#

02

$

/

%!

-20.-22&

&

$$

'李玉亮#宋金龙#唐军#等
&

超选择肾动脉栓塞术治疗晚期

肾癌$附
$(

例分析%&

[

'

&

医学影像学杂志#

1%%%

#

$%

$

'

%!

$21.$2'&

&

$1

'张根山#周胜利#曹刚#等
&

肾动脉化疗栓塞术在肾癌根治

性切除术前的临床应用&

[

'

&

蚌埠医学院学报#

1%%(

#

'0

$

$$

%!

$%$).$%$/&

&

$'

'杨厚林#陈良生#方主亭#等
&

肾动脉灌注化疗与多重栓塞

治疗肾癌的临床应用&

[

'

&

福建医药杂志#

1%%-

#

1

$

(

%!

2.-&

$收稿日期!

1%$2.%1.$/

!

修回日期!

1%$2.%-.%(

%

$上接第
'%-$

页%

&

-

' 杨云凌#檀奕玲
&$1/

颗隐裂牙的病因分析和临床治疗观

察&

[

'

&

中国实用医药#

1%$'

#

/

$

$$

%!

02.0)&

&

/

' 饶小波#王文梅#俞青#等
&

应用
=V>V='=FZ

"

=F6

对

上颌隐裂磨牙牙尖斜度的研究&

[

'

&

临床口腔医学杂志#

1%$$

#

1-

$

1

%!

-).-(&

&

(

' 杜美仪
&

牙隐裂的病因分析及临床诊治体会&

[

'

&

中国医

药指南#

1%$0

#

$%

$

1/

%!

$00.$02&

&

$%

'王金川#周霞
&$'2

例牙隐裂的病因分析与临床治疗&

[

'

&

重庆医学#

1%$'

#

01

$

2

%!

2$$.2$1&

&

$$

'张红珠
&)-

例牙隐裂的临床观察及治疗分析&

[

'

&

中国现

代药物应用#

1%$%

#

0

$

(

%!

)2.))&

&

$1

'廖军辉#郑蔚珏#邱敏坚#等
&

一次法根管治疗牙隐裂伴牙

髓病变
)/

例&

[

'

&

广东医学#

1%%(

#

'%

$

)

%!

('/.(0%&

&

$'

'邓蔚#吕海燕#章福保
&

牙隐裂伴牙髓急性病变
(/

例疗效

观察&

[

'

&

中国美容医学#

1%$'

#

11

$

1%

%!

1%0(.1%2$&

&

$0

'

4QA#+#NLVX

#

B#<@",G[

#

5;88HNH,;[

#

;@H<&=8HNO;!@;;@L

!

H8;J#;I"M@L;<#@;8H@Q8;

&

[

'

&[V+@L;@>;+@"8Z;,@

#

1%$%

#

11

$

'

%!

$2/.$)-&

$收稿日期!

1%$2.%1.%/

!

修回日期!

1%$2.%-.%(

%

2-%'

重庆医学
1%$2

年
/

月第
00

卷第
1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