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著!基础研究
!!

!"#

!

$%&'()(

"

*

&#++,&$)-$./'0/&1%$2&'1&%%2

犬牙移入牵张成骨区龈沟液
GD5

水平动态变化"

凌
!

宁$

!

1

!王银龙$

&

!李
!

峥1

"

$&

安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安徽省口腔疾病

研究中心实验室!合肥
1'%%'1

$

1&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口腔科!合肥
1'%%0$

%

!!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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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研究分析不同时机将犬牙移入牵张成骨区后龈沟液的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GD5

%水平变化&方法
!

/

只

无牙周疾病且正常恒牙列
@97

8

=9

犬行牵张成骨术后分为两组"

1

周和
)

周%!均行牙齿移入牵张成骨新骨区&观察对实验牙加力

$

(

1

(

'

(

-

(

$0

(

1/!

后龈沟液中
GD5

水平变化&结果
!

两组实验牙龈沟液
GD5

水平前
'!

均存在上升趋势!且
1

周组上升较
)

周

组明显$

-!

后
GD5

水平呈现下降趋势!在
1$!

达最低!并逐渐恢复$当
1/!

时
GD5

水平再次上升&结论
!

牵张成骨
1

周后实验

牙移入新骨区龈沟液
GD5

整体水平较
)

周后明显升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GD5

水平改变并非呈线性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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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牙$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类$牵张成骨$龈沟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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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组织在受到外界机械力刺激后其会出现再生长与重建

过程'

$

(

#因此恰当的牵张力广泛应用于牵张成骨)正畸牙移动

等临床治疗中*当正畸牙受到外力发生移动时#伴随着牙槽骨

的不断改建是一种较为复杂且呈动态改变的生化反应'

1

(

#该过

程则是急性炎症的表现#那么其外力对牙周组织的靶细胞产生

作用后会形成相应的细胞因子#包括组织降解性酶及一些酸性

产物等化学物质#这些物质正是导致牙槽骨发生改建的原

因'

'

(

*因此一些研究者发现龈沟液中存在大量不同种的化学

物质#这些物质则来源于其牙周组织'

0

(

#而正畸力是导致龈沟

液中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GD5

&水平改变的因素#包括作用

力值及时间'

2

(

*因此#

GD5

动态改变是反映正畸牙周健康状

况的重要指标*本文拟研究牙齿移入新骨区后龈沟液内
GD5

水平的变化#以了解牙周组织的改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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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

!

实验对象
!

健康
@97

8

=9

犬
/

只$由安徽医科大学动物实

验中心提供&#雌雄各半#犬龄
$$

"

$(

个月#平均$

$0&(T1&2

&

个月*牙列中无乳牙#且牙周健康#圈养
$

周后进行下颌骨牵

张成骨术#圈养期间培养进食软食*依据牙齿移入牵张成骨新

骨区时分为两组$

1

周后移动牙齿#

)

周后移动牙齿&#每组
0

只#每组实验牙均分在
$

)

1

)

'

)

-

)

$0

)

1$

)

1/!

后进行龈沟液的

GD5

水平分析*纳入及排除标准!每只犬下颌骨第
'

)

0

前磨

牙之间行下颌骨牵张成骨#将第
'

前磨牙向远中移入牵张成骨

新骨区内*排除犬只牙周呈非健康状态#第
'

前磨牙无缺损#

冠折等*

@&A

!

牵张器原理
!

牵张成骨手术中的牵张器根据犬特点自行

设计而成#材质为不锈钢#其原理是以牵张器螺旋杆转动带动

牵张器滑动部件移动#达到下颌骨牵张成骨的目的*在牵张成

骨中牵引的速率与频率直接影响了新骨形成的质量#孙溪饶'

)

(

通过大量文献总结出以
$&%<<

"

!

牵引#每天
1

"

0

次的频率

牵引能够形成较好质量的新骨*因此根据本实验自身特点设

计行程为每旋转
$

周牵引
%&2<<

#最大行程为
12&%<<

*

@&B

!

实验方法
!

术前所有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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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禁食)水#根据体质量调

/-00

重庆医学
1%$2

年
$$

月第
00

卷第
'1

期

"

基金项目!安徽省科技厅重点课题$

%2%1'%/0

&%安徽省教育厅省级重点课题$

Wa1%%/G$)%

&*

!

作者简介&凌宁$

$(-(X

&#主治医师#硕士#

主要从事口腔颌面外科工作*

!

&

!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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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麻醉剂量#常规消毒铺巾#全身麻醉起效后在第
'

)

0

前磨牙

平行前庭沟水平方向切开并翻瓣后充分暴露下颌骨体部#以在

下颌第
'

)

0

前磨牙间纵形截开行成完全骨折状态#根据口腔情

况安装并调整牵张器$图
$

&#使得骨折两侧骨段紧密贴合并稳

固固定#无活动性出血后予以分层对位缝合*术后流食#经过

2!

延迟期后每隔
$1J

旋转牵张器
$

圈#待
$

周后第
'

)

0

前磨

牙间形成约
)&/<<

新骨区*将两组犬分别在下颌骨牵张成

骨后
1

周及
)

周后#分别将第
'

前磨牙向远中移入新骨区内并

对该牙进行牙周护理*

图
$

!!

全身麻醉下犬下颌骨内安装牵张器

图
1

!!

牵张成骨前下颌第
'

)

0

前磨牙间距

图
'

!!

牵张成骨后牙体间距'箭头所指为新骨区(

!!

李华等'

-

(学者对牵张成骨新生骨的评价方法进行了总结

分析#本实验采用常规
g

线影像分析法#根据影像中新骨纹理

的数量和粗细及其显微结构以判断新骨的形成质量#见图
1

)

'

%牵张成骨后利用正畸拉簧将实验牙移入新骨区内#见图
0

*

实验牙完成移动后#确保实验牙牙周及牙龈无菌斑#犬全

身麻醉后运用吸潮纸尖法收集龈沟液'

/

(

#清洁并干燥实验牙的

近远中两个检测位点#将滤纸条沿移动牙表面置入龈沟内#感

到轻微阻力后停止深入*每间隔
$<#,

取
1

次龈沟液#放入消

毒后的
4

M

管内#立即予以称质量后进行低温冷冻保存以备

后用*

本实验的
GD5

测量是将之前
4

M

管中冷冻的龈沟液解冻

后并 添 加 自 制 缓 冲 液
.5:#+

$小 牛 血 清
1&2]

#

5?99,1%

%&%2]

#

F7K=%&$<"=

"

6

#

5:#+$1&%<<"=

"

6

&#置于旋涡混合器

$

3m.)%

&震荡
$<#,

后在
$%%%%:

"

<#,

速度的台式高速冷冻

离心机$

0%%B.6GVC[_\4

&将样本液体离心
$%<#,

#其
4

M

管

内样本分为两层#底层为悬浮于原溶液中通过离心后沉淀的杂

质#上层为清澈液体#提取上清液放入另一
4

M

管中#利用
D̀ D.

P4g

自动生化分析仪对
GD5

水平进行测量分析*

图
0

!!

利用正畸拉簧将牙移入新骨区

@&C

!

统计学处理
!

利用
D>DD$(&%

统计软件对实验中数据进

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
DT9

表示#

5

检验%其计数资料中

GD5

水平变化采用方差分析*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A

!

结
!!

果

A&@

!

不同时机犬牙移入成骨新区牙周
GD5

水平比较
!

牵张

成骨
1

周)

)

周后移动牙龈沟液中
GD5

水平的比较分析发现

两组实验牙受力
'!GD5

水平呈持续上升趋势#且
1

周组上升

较
)

周组上升明显%

-!

时表现为下降趋势#在
1$!

达最低#并

逐渐恢复%当
1/!

时
GD5

水平再次出现较高水平#见表
$

*

表
$

!!

不同时机犬牙移入成骨新区牙周
GD5

!!!

水平比较'

DT9

(

时间
1

周组

近中 远中

)

周组

近中 远中

$! 021&$T$'1&0020&$T$21&$ 001&1T$$1&200(&$T$11&0

1! 0-$&$T$-'&00/2&$T$(1&1 020&'T$0'&00)$&$T$2%&'

'! 0/1&-T$)1&(0/(&$T$-(&0 0)%&$T$01&(0)0&'T$'1&/

-! 0/$&$T$-$&00//&2T$(1&1 0-1&0T$21&(0)/&$T$(%&0

$0! 0-1&/T$21&(0-1&(T$-0&' 0)/&(T$11&00-%&$T$-'&0

1$! 0-%&$T$20&/0-/&$T$21&0 0)-&$T$-1&'0)/&(T$21&(

1/! 0-(&'T$/1&00/'&$T$-1&( 0-2&-T$)1&)0-1&$T$-1&2

A&A

!

不同时间各组不同位置下
GD5

的动态改变的方差分析

!

在不同时间实验牙移入牵张成骨区内不同时间及位置的实

验牙龈沟液中
GD5

水平变化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重庆医学
1%$2

年
$$

月第
00

卷第
'1

期



%&%$

&*而对实验牙近)远中方向龈沟液中的
GD5

水平变化相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见表
1

*

表
1

!!

不同因素下犬牙移入成骨新区龈沟液中
GD5

!!!

的动态改变方差分析

不同因素
F !

时间
2&%$( %&%%%

组别
$2&10) %&%%%

位置
)%&-$0 %&%%%

时间
e

组别
)&)-2 %&%%%

时间
e

位置
$0&)0/ %&%%%

位置
e

组别
$&-/) %&$0/

B

!

讨
!!

论

!!

龈沟液因含有大量的酶和一些具有破坏牙周组织的因子

及其产物#是判断牙龈炎症程度的客观指标#与其相应部位牙

龈组织炎症程度呈正比关系'

(

(

*龈沟液中
GD5

是目前公认与

牙周组织改建相关的成分#它是一种细胞内酶#在相应组织细

胞出现破坏甚至死亡时便被释放出来'

$%

(

#一旦在细胞外环境

GD5

水平值较高则不排除该组织细胞出现破坏的可能'

$$

(

*

健康的牙周环境是其牙周膜内多细胞通过某种途径相互

作用使得数量与位置相互调控而达到一种生理与代谢的相对

平衡状态'

$1

(

*

>9:#,9II#

等'

$'

(学者认为龈沟液中
GD5

的水平

变化直接反映了矫正牙在移动过程中该牙周组织的改建状况*

王辉等'

$0

(在对正畸治疗研究也发现龈沟液
GD5

可作为牙周

组织炎性改变的重要衡量指标*

颌骨通过牵张成骨形成一段新骨后#由于组织结构不完全

等同于正常骨组织#因此在成骨后不同时机将牙齿移入新骨

区#其牙周组织的改建也会有所不同*本研究对犬牙移入成骨

新区龈沟液中
GD5

水平的动态分析其变化#结果表明
$

周内

GD5

水平呈逐渐上升趋势#说明在牙齿移动初期牙周组织破

坏较为严重#且牵张成骨
1

周后即刻移动牙齿其
GD5

值较高#

说明较早移入新骨区对牙周组织的破坏更为严重*

犬牙向远中移入成骨新区后#远中侧牙槽骨出现明显吸

收#牙周出现明显炎症#随着牙周炎症的加重#牙槽骨吸收量增

多#其附着丧失也增加#而龈沟液中的
G6>

)

GD5

水平也随之

升高'

$2

(

*本研究中由于牵张成骨后
1

周较
)

周骨组织尚未完

全形成#因此成骨区新骨牙周组织更易受到破坏#从而发生缺

血坏死导致牙槽骨严重吸收#因此移动牙的远中
GD5

水平相

对近中较高*由于本实验采用钢丝结扎法利用拉簧将牙体向

远中牵引入成骨区#难免出现钢丝及拉簧处较易残留食物而导

致远中牙周组织破坏较近中严重#这也成为移动牙的远中

GD5

水平相对近中较高的原因之一*

另外当牙移入
1

周后
GD5

水平逐渐降低并趋于稳定#主

要原因可能是随着时间的延长#牵引牙体的力值逐渐削弱#同

时成骨新区骨组织逐渐成熟稳定#表明该时间牙齿施力的强度

恰到好处#能促进牙周血管血运处于最佳状态#从而牙槽骨也

保持在积极改建中*但在
0

周后
GD5

再次出现小幅度升高#

当时间持续时其早期良好的口腔环境也发生变化*

GD5

作为相对独立客观的反映牙周组织改建指标#其水

平的变化直接反映出牙周组织的破坏程度#而且
GD5

水平也

对牙周组织不同时期及状态的改建情况也能充分体现*特别

是在本研究中不同时机移入成骨新区
GD5

水平的变化对今后

临床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虽然一些学者认为成骨
1

周后移

动牙齿较
)

周移动速度较快#但本研究发现
GD5

水平的变化

提示其牙周组织的破坏相对也较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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