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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男性下颌第二磨牙根生长与骨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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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青少年男性颈椎骨龄与下颌第二磨牙"

C-O

$根生长之间的关系!为正畸治疗评价患者骨骼和牙齿发育

情况提供依据'方法
!

通过
Ĝ GU

和头颅定位侧位片对重庆市
!!2

例
"*%

&

!%*%

岁儿童和青少年的颈椎骨龄和
C-O

根长度进

行测量!运用统计学分析方法探讨颈椎骨龄-牙龄和
C-O

根长度变化之间的关系'结果
!

通过
>9E:-(.

相关性分析!冠根比与颈

椎龄呈正相关"

8j&*/+/

!

H

&

&*&!

$!冠根长(冠宽与年龄呈正相关"

8j&*#1!

!

H

&

&*&!

$!冠根比与牙龄呈正相关"

8j&*/"%

!

H

&

&*&!

$'结论
!

青少年男性下颌第二磨牙根生长与颈椎骨龄呈正相关'正畸治疗中判断患者的生长发育情况时!可参考采用测量

下颌第二磨牙牙根生长长度预测男性青少年生长发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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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测定!骨骼#牙龄#下颌第二磨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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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错合畸形的患者来说#根据其所处的生长发育阶段制

订正畸矫治计划并了解其预后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评价青少

年儿童生物学发育水平的方法主要有骨龄&牙龄及第二性征

等'在正畸学中#人们对少年儿童的牙龄&骨龄更为关注#认为

青少年骨龄发育评估准确率优于牙体发育水平的评估+

!

,

'

口腔正畸学临床中对骨龄的评估主要有手腕骨骨龄评估法

和颈椎骨龄评估法#手腕骨成熟度常作为骨龄判定的金标准'

近年来人们力图选择比较理想简便的骨骼观察部位以代表整体

的骨骼发育水平'颈椎形态常在定位
]

侧位片清晰呈现#因此

有较多的文献研究颈椎骨龄形态特征变化的方程#为正畸临床

工作中判定患者的个体发育龄提供了比较一致的方法+

3

,

'研究

证明#颈椎骨龄定量分析法!

eGKC

"准确性和重复性较好+

+

,

'

对于牙体发育的评估方法有组织学和放射学两大类#通常

组织学样本获取困难#遂难以通过组织学方法进行有效的研

究'随着锥形束
GU

!

Ĝ GU

"等三维影像技术的不断发展#近

年有研究认为放射学方法和离体牙形态测量无显著差异+

2

,

'

评价牙龄的方法很多#因为大多数学者认为牙体钙化形成较少

受其他因素影响#因此用牙体钙化程度评价牙龄较好'

T9O):0

,

)E.

法是一种目前公认的评估牙龄的方法#将恒牙钙化分为
&

&

H

&

5

期#将左下颌牙列作为研究对象#因标准清晰&准确&简

单&实用#受干扰少#成为评价牙龄常用的标准'牙齿发育都是

经过生长期&钙化期&萌出期#通过
]

线片可以看到牙齿钙化

的全过程#有研究表明#尖牙&前磨牙&磨牙的钙化与青少年发

育密切相关#通过全景片&

Ĝ GU

测量牙体长度是可靠的#可以

通过观测上述的几组牙体长度水平评估牙龄'

C-O

釉质形成

完成时间是
/

&

1

岁#萌出时间是
!!

&

!+

岁#牙根发育完成是

!2

&

!%

岁+

%

,

'因此#下颌第二磨牙!

OE.')?@FE:-9D(.'O(FE:

#

C-O

"牙根的发育贯穿了青少年儿童青春发育前期&青春迸发

期&青春发育高峰期&青春发育迟缓期'由于
C-O

根生长发

育贯穿青少年牙颌面发育过程#此牙的发育多与遗传有关#牙

冠与牙根形态无性别差异#较少受后天因素影响#因此有必要

探索
C-O

根生长发育程度与青少年生长期的相关性#为丰富

青少年男性生长发育的评估方法带来突破'目前尚未有对第

二磨牙牙根发育长度的精确测量与分析来反映牙的发育状况'

本文通过测量
"*%

&

!%*%

岁男性
C-O

牙体长度!近中颊

尖点至近中颊根近中点间距离"与牙冠宽度!牙冠近远中最凸

点间距离"#统计研究
C-O

牙体长度)牙体宽度比率与牙龄&

颈椎骨龄&实足龄的相关性#探讨男性青少年儿童不同发育阶

&%"+

重庆医学
3&!%

年
!&

月第
22

卷第
31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市渝中区科委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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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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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主治医生#主要从事口腔正畸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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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C-O

根长度变化特征#丰富口腔正畸临床中对青少年男性

生长发育水平的评估方法'测量并计算本地区青少年男性

C-O

冠根长度)牙冠宽度#研究该比率与牙龄&实足年龄#特别

是骨龄的相关性#为判断男性青少年发育水平提供一种简单有

效的量化指标'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院正畸科门诊选取无正畸治疗病史的

!!2

例#

"*%

&

!%*%

岁青少年男性的锥形束
GU

!

Ĝ GU

"和头颅

定位侧位片'按年龄分成
#

组!

"*%

&&

!&*%

岁组&

!&*%

&&

!!*%

岁组&

!!*%

&&

!3*%

岁组&

!3*%

&&

!+*%

岁组&

!+*%

&&

!2*%

岁组&

!2*%

&

!%*%

岁组"分别测量分析'纳入标准(所有

个体均身体健康#发育正常'无全身器质性疾病及影响颈椎

部&口腔发育的疾病#无颌面部创伤史等特殊病史'无缺失牙&

畸形牙&埋伏牙#无牙根吸收'排除标准(先天畸形#牙齿发育

异常#

]

线片图像不清晰'

C-O

无倾斜#无萌出障碍'

!*"

!

方法

!*"*!

!

C-O

冠根长度)牙冠宽度测量计算
!

采用
Q.8)8(%

软件

!

_EK(

"在
Ĝ GU

全景视图下#分别测量近中颊尖最高点至近中

颊根近中最凸点间距离&牙冠近中远中最凸点间距离#计算其比

值'取左右侧平均值'计算机测量分析界面如示意图#见图
!

'

图
!

!!

计算机测量分析界面

!*"*"

!

牙龄测量
!

将
Ĝ GU

全景视图导入
K)-;ET9.;6GUC

软件!

K9:-)(.2*3*#!

#

WHGQ.;9:.E;)(.

#

Q.D

"#用
T9O):

,

)E.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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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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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牙龄'牙齿发育分期参考

T9O):

,

)E.

+

#

,

!

-;E

A

9-Z;(5

"#见图
3

'牙龄评估是由每个左下

颌象限牙齿!除智齿"来评判+

3

,

'牙齿发育分期判断标准及男

性
C-O

发育正常值如表
!

'由该方法可见
C-O

牙根的形成

从
T

期的
!&*!

岁到
W

期的
!+*#

岁正是儿童的生长高峰期'

图
3

!!

C-O

发育分期

!*"*#

!

颈椎骨龄测量
!

将头颅定位侧位片导入
49.D9

P

B1*&

软件!

89:-)(.2*3*#!

#

J)-9Q.;9:.E;)(.

#

Q.D

"#用该分析软件的

GK̂ (.9H

A

9

法!

89:-)(.!*&J)-9Q.;9:.E;)(.

#

Q.D

"测量颈椎骨

龄'测量定点见图
+

'所有
Ĝ GU

和头颅定位侧位片均由同

一机器!

_EK(+T9\EO)

"拍摄'所有测量均由作者本人用同

!

台电脑完成'方法为间隔
!

周和
!

个月测量
+

次#结果取相

近的两个数据#以避免测量误差'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I>II!"*&

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

料以
Pl;

进行统计描述#两组计量指标的相关性分析采用

>9E:-(.

相关分析'检验水准
!

j&*&%

#以
H

&

&*&%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通过
>9E:-(.

相关性分析#冠根比与颈椎龄呈正相关!

8j

&*/+/

#

H

&

&*&!

"#冠根长)冠宽与年龄呈正相关!

8j&*#1!

#

H

&

&*&!

"#冠根比与牙龄呈正相关!

8j&*/"%

#

H

&

&*&!

"'见

表
3

&图
2

&

#

'

表
!

!!

牙齿发育分期判断标准及
C-O

发育正常值#

Pl;

$

分期 判断标准
C-O

!岁"

&

期 牙胚无钙化
&

H

期 出咬合面外其他牙体组织无钙化融合点
3*!

^

期 有可辨识的钙化融合点
+*%

G

期 牙冠的牙本质牙釉质发育完成
%*"

T

期 牙冠形成到釉牙骨质界
!&*!

Z

期 牙根长度短于牙冠高度
!3*%

V

期 牙根长度等于或长于牙冠高度
!+*3

W

期 牙根形成#根尖孔未闭合
!+*#

5

期 根尖孔闭合
!%*2

图
+

!!

颈椎骨龄测量选取标志点

表
3

!!

不同分组的测量值#

Pl;

$

年龄组!岁"

#

冠根长度)冠宽度 颈椎骨龄!岁" 牙龄!岁"

"*%

&&

!&*% !! &*"1l&*32 !!*2+l!*&3 !&*&+l!*+%

!&*%

&&

!!*% !# !*+&l&*3/ !!*%#l!*2# !!*!1l!*%%

!!*%

&&

!3*% 3% !*+%l&*!1 !3*&&l!*+& !3*32l!*2#

!3*%

&&

!+*% 3/ !*+1l&*!" !3*!3l!*3" !3*#/l!*1#

!+*%

&&

!2*% !" !*%&l&*!! !3*%%l!*/2 !+*23l!*"!

!2*%

&

!%*% !# !*%3l&*!# !2*%&l!*2+ !%*&+l!*!3

合计
!!2 !*+"l&*33 !3*23l!*#/ !3*/+l3*&3

图
2

!!

冠根比与颈椎龄的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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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冠根长'冠宽与年龄回归分析#

8j&*#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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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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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

冠根比与牙龄的回归分析#

8j&*/"%

)

H

&

&*&!

$

#

!

讨
!!

论

!!

一个发育正常的青少年的年龄和骨龄常有不同步的生理

特征'儿童的骨龄和年龄间的差异达
3

年左右即可称之为发

育过早或过晚#且年龄小于骨龄的儿童所获得的生长量要比骨

龄小于年龄的儿童少#判断青少年骨龄水平有助于判断其追赶

生长量'同时明确年龄&骨骼成熟度和牙齿钙化阶段三者的关

系#可为正畸医生分析患者发育水平提供参考#从而能更加准

确地分析患者的生长发育潜能#为患者制定更为合适的矫治方

案+

/01

,

'本文通过
Ĝ GU

和头颅定位侧位片对重庆市
!!2

例

"*%

&

!%*%

岁青少年男性的颈椎骨龄和
C-O

根长度进行测

量#运用统计学分析方法探讨颈椎骨龄&牙龄和
C-O

根长度

变化之间的关系'结果通过
>9E:-(.

相关性分析#得出以下结

论(重庆地区青少年男性颈椎骨龄与
C-O

根长度变化#牙龄

与颈椎骨龄#

C-O

根长度变化与年龄都呈正相关'正畸治疗

中判断患者的生长发育情况时#可参考采用测量
C-O

根生长

预测生长发育水平'

通常用于区分生长阶段的指标有年龄&身高&体质量&牙齿

发育&骨成熟&智龄&性成熟特征等#其中以牙龄&骨龄&性成熟

龄是较为常用+

"

,

'

!"/3

年#有学者在通过手腕骨片判断骨骼

成熟程度的基础上#观察颈椎骨!

G

3

&

G

#

"形态和体积变化#进

而将颈椎骨成熟度分为
#

个阶段来判断患者生长发育情况'

C);(

等+

!&

,经过长期的临床研究提出了女性颈椎骨龄的计算公

式#并应用腕骨骨龄进行验证+

!!

,

'吴尽红等+

!3

,也报道了颈椎

骨龄和腕骨骨龄呈正相关'牙龄可以用以下
3

种方法确定(

!

!

"根据牙齿的萌出阶段#常用的是
59FFOE.

牙龄分期#具有相

当的准确性*!

3

"根据牙齿矿化阶段进行牙龄分期#常用

T9O):

,

)E.

法+

!+

,

'将患者左下颌
/

颗恒牙!中切牙至第二磨牙"

的发育按一定标准分
1

个阶段!

H

&

5

"#然后对每个发育阶段

进行评分#得分总数为牙齿成熟度指数#对照标准表将牙齿成

熟度指数转化为牙龄'由于该方法是根据牙齿矿化的整个过

程#使得出的牙龄更确切#此法可用于乳牙期和替牙期'以上

3

种方法有其局限性#特别是临床常见的萌出受阻的牙可给判

断结果带来误差#测定方法繁琐复杂'

有学者认为用牙根形成评价牙龄的研究是可行的+

3

,

'目

前#主要通过全景片和
Ĝ GU

进行研究'随着
Ĝ GU

在口腔临

床中的广泛应用#其研究方法更为精确'

Ĝ GU

技术可以对口

腔内单颗牙进行精确测量#可以有效地避免全景片投照导致的

牙倾斜#投照角度和距离的不同引起的测量误差'

Ĝ GU

图像

立体直观#无重叠和干扰#具有较好的准确性和可重复性#能够

对牙体长度进行定量测量#许多传统二维测量方法的缺点得以

有效避免'有研究显示
Ĝ GU

对活体牙的根长&冠长及牙体全

长的无创测量与实体测量的一致性较好+

!2

,

'在牙列萌出与发

育过程中#尖牙&上颌第二磨牙和
C-O

根发育处于相近水平'

本文选取
C-O

是因此牙牙根变异小#多为双根牙#较上颌第

二磨牙更易测量#而尖牙错位情况复杂多见#常有萌出顺序异

常或错位阻生'基于以上原因本研究就
C-O

根长度通过以

该牙牙冠宽度比率为单位避免影像学图像投影带来的误差#采

用
Ĝ GU

进行测量研究'

有学者研究表明#青少年儿童颈椎骨龄与牙龄具有相关

性+

!%

,

'本文通过对比颈椎骨龄与
C-O

根发育水平以研究二

者的相关性'因为青少年青春期的快速生长有明显的性别差

异#并且与年龄有密切关系'女性青少年的生长期短于男性且

有明确的性成熟发育#因此对于青少年的青春期的快速生长的

研究大多集中于女性#而对男性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研究青

少年男性的生长发育的特征比较有意义'

本研究认为#

C-O

牙根生长所处水平可以作为判断男性

青少年生长水平的指标'但该方法不适用于疾病或营养不良

导致的生长发育迟缓或异常生长病例#不适用口腔内有早萌牙

或者该牙有明显变异&阻生&异位萌出等'

C-O

形态无性别差

异#但有无生长速度差异等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通过
Ĝ GU

对男性青少年
C-O

牙体长度)牙

体冠宽进行测量#以此判断牙根生长发育水平'该方法可以作

为判断男性青少年的发育情况的简单有效的量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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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较治疗前虽有下降#但仍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H

&

&*&%

"#说明随着感染进一步被控制#中性粒细胞
GT#2

的

表达水平升高恢复平缓'因此可以得出中性粒细胞
GT#2

表

达可有效反映肝硬化
Î >

治疗效果'结果还显示#

GT#2

对诊

断
Î >

具有很高的敏感度!

"%*%M

"和特异度!

"#*!M

"'说明

GT#2

的表达能够有效地反映肝硬化
Î >

的治疗效果#是诊断

肝硬化
Î >

的一个有效标志'因此#

GT#2

对
Î >

的早期诊

断&病情判断&治疗效果评价#以及预后评估具有较高的应用

价值'

>GU

在正常生理状态下只由甲状腺
G

细胞合成#是
!

种

无激素活性的降钙素前体#在血浆中水平很少'机体受感染时

甲状腺外组织可大量产生
>GU

+

!!

,

'有学者研究表明#

>GU

在

细菌感染患者体内水平急剧升高'从感染后
2B

开始#

#

&

1B

到达峰值#此后
32B

持续保持较高水平+

!3

,

'因此
>GU

对肝硬

化
Î >

早期诊断具有较高的特异度和敏感度'

本研究结果提示#

Î >

组
>GU

水平显著高于腹水非
Î >

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说明血清
>GU

与

Î >

有一定关系#且对诊断
Î >

有较高特异度!

1%*3M

"和敏

感度!

"+*1M

"'

Î >

组患者经抗菌药物有效治疗
/'

后#体内

>GU

水平较治疗前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

"#

证明
>GU

在
Î >

治疗过程中可以动态观察&判断治疗效果#

指导临床用药'研究表明肝硬化患者血清
>GU

明显升高者往

往感染程度也随之加重#此类患者进行抗感染治疗效果明显优

于常规治疗*而
>GU

水平升高不明显或不升高者抗感染治疗

与常规治疗效果无明显差异#因此
>GU

可作为监测肝硬化患

者是否需要进行抗感染治疗的重要指标之一#使抗感染治疗更

具有针对性#同时能够避免抗生素滥用'

综上所述#

GT#2

&

>GU

在肝硬化
Î >

的诊断中具有较高

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可作为早期诊断&疗效判定的有效指标'

参考文献

+

!

,

J)O(FEH

#

WE:DpE0U-E(W

#

SE8E-E C

#

9;EF*T)E

A

.(-)-

#

;:9E;O9.;E.'

P

:(

P

B

<

FE\)-(=-

P

(.;E.9(@-?ED;9:)EF

P

9:)0

;(.);)-

(

ED(.-9.-@-'(D@O9.;*Q.;9:.E;)(.EFH-D);9-GF@?

+

a

,

*a59

P

E;(F

#

3&&&

#

+3

!

!

"(

!230!%+*

+

3

,

V9:.q.'9L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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