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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分析维吾尔族与汉族成人骨性
&

类错
!

畸形患者下颌中切牙唇倾度"

@)IX;

$与牙槽骨形

态的关系&方法
!

选取骨性
&

类错
!

畸形的维吾尔族和汉族患者各
6*

例!进行头颅侧位片和锥形束
!/

"

!O!/

$扫描拍摄!通过几何画板在头颅侧位片上测量下颌切牙
@)IX;

!并将其分为唇倾组(舌倾组!通过
\"I

A%:-"3A4R4%5

软件对下颌切牙牙槽骨形态的各项指标进行测量分析&结果
!

在唇倾患者中!汉族的根尖处

唇侧牙槽骨厚度"

/O

$(根尖处总牙槽骨厚度"

/Oj/@

$均大于维吾尔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在舌倾

患者中!汉族的根尖处舌侧牙槽骨厚度"

/@

$(

/Oj/@

均大于维吾尔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维吾

尔族(汉族唇倾组的
/O

(

/Oj/@

均大于舌倾组!舌倾组的舌侧附着高度"

8@

$均大于唇倾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

"

(,(0

$&维吾尔族(汉族下颌中切牙
@)IX;

均与
/O

(

/Oj/@

呈正相关!与
8@

呈负相关&结论
!

维

吾尔族根尖处
/O

及
/Oj/@

比汉族薄#维吾尔族及汉族患者当下颌中切牙
@)IX;

增大时!根尖
/O

及
/Oj

/@

也增大!

8@

降低&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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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性
&

类错
!

畸形是由遗传"环境等因素所致的 一种常见错
!

畸形!主要表现在上下颌骨矢状向的不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6=

卷第
)0

期



协调!会出现下颌骨短小位置后缩或者上颌骨过大"

位置前突#在错
!

畸形
/]::S

矫治理念中强调以直

立下颌中切牙为正畸导向的治疗!当下颌中切牙的正

常倾斜度直立于基骨时对颜面美学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

)

#而正畸治疗过程是通过牙齿在牙槽骨组织内

的移动进而发生牙周改建来完成的!牙槽骨的形态直

接影响了牙齿的移动范围及治疗效果!如果忽略颌骨

骨量的预判!不当的矫治力容易造成骨缺损等并发

症#有研究对锥形束
!/

$

!O!/

%牙槽骨测量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做了系统评价!结果表明
!O!/

对牙槽骨

线距测量的准确性与可靠性较好!并且传统二维影像

学检查的准确性与
!O!/

相比存在一定差异(

'

)

#因

此!本研究采用
!O!/

分析下颌切牙的唇倾度与牙槽

骨形态之间有着何种关联!并探讨能否以此指导临床

以预防骨缺损等并发症的发生#维吾尔族作为新疆

地区居住的主要少数民族之一!其前牙区颌骨组织形

态有一定的特殊性(

&I6

)

#通过分析维吾尔族和汉族骨

性
&

类错
!

畸形患者的下颌切牙唇倾度和牙槽骨形

态的关系!有利于对两个民族的患者临床诊疗的设计

提供更精准"更规范的指导#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和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

正畸科就诊的
>'

例骨性
&

类错
!

畸形的患者!维吾

尔族和汉族患者各
6*

例!年龄
)=

!

&(

岁#维吾尔族

患者中男
''

例!女
'6

例!平均年龄$

'',=(<),6+

%

岁&汉族患者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

%岁#所有研究对象均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

情同意书#纳入标准*$

)

%年龄大于或等于
)=

岁!牙

列完整!无咬合干扰&$

'

%下颌中切牙牙体发育正常无

缺陷!牙根发育完成!且无明显扭转"牙髓治疗史"充

填修复体&$

&

%牙周组织健康!无病理性牙槽骨吸收&

$

6

%

.EO

角大于
6,+e

!

CX.''e

!

&'e

&$

0

%前牙区拥挤

度
(

!

033

&$

*

%无正畸治疗史!下颌前牙区无创伤"

手术史!颌骨无病理性疾病和畸形&$

+

%无影响骨代谢

的全身性疾病!半年内未服用过影响骨代谢的药物&

$

=

%头颅侧位片及
!O!/

影像清晰完整"无伪影干扰#

排除标准*$

)

%受检女性处于妊娠期&$

'

%前牙有严重

龋损"楔状缺损"磨耗或磨损&$

&

%前牙牙根有吸收或

有明显弯曲&$

6

%下颌前牙区有牙齿数目"萌出异常#

维吾尔族和汉族患者的性别"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0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影像资料的采集及处理
!

所有研究对象均由

同一名经专业培训的放射科医师在规定操作下完成

头颅定位侧位片$

H#$7%

P

7%R-N;9WR12I!:

P

7

系统!

德国西诺德牙科设备有限公司%和
!O!/

$

\"A%&1

:-"3!/

!美国
\"A%

公司%的拍摄#采用几何画板

软件对研究对象的头颅定位侧位片进行下颌中切牙

唇舌向倾斜度分析!按照下颌中切牙唇倾度$

@)I

X;

%

#

>>,*e

为唇倾组!

=0,*e

!

>>,*e

为正常组!

"

=0,*e

为舌倾组#经测量筛选出维吾尔族和汉族唇倾

组各
)=

例!正常组各
)(

例!舌倾组各
)=

例#采用

\"A%:-"3A4R4%5

软件工具对
!O!/

测量平面进行

定位!首先定位水平横断面!将横断面调整至测量牙

位牙颈部&在冠状面上设定切片角度使测量牙位牙体

长轴为垂直方向&取平分测量牙近远中的平面为矢状

面!切片厚度为
(,033

!最后在矢状面上进行牙槽骨

形态的测量#所有研究对象的影像资料均由同一名

正畸科医师进行
&

次测量!每次测量时间间隔
'

周以

上!取平均值作为最终测量数据#

!,","

!

测量指标

!,",",!

!

头颅定位侧位片测量指标
!

$

)

%

.EO

*上牙

槽座点与鼻根点"下牙槽座点所组成的夹角&$

'

%

CX.

*眼耳平面与下颌平面的交角!以下颌下缘的切

线作为下颌平面&$

&

%

@)IX;

*下颌中切牙牙体长轴与

下颌平面之间的夹角!见图
)

#

图
)

!!

头颅定位侧位片测量

图
'

!!

!O!/

测量下颌切牙区牙槽骨

!,",","

!

!O!/

测量指标
!

以正中矢状面上髓腔低

密度影像最大时!切牙切缘到根尖点作为牙体长轴!

见图
'

#$

)

%牙槽骨厚度*

+

根尖处唇侧牙槽骨厚度

$

/O

%!经根尖点作牙体长轴垂线上!根尖点至唇侧骨

皮质外缘的距离&

,

根尖处舌侧牙槽骨厚度$

/@

%!经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6=

卷第
)0

期



根尖点作牙体长轴垂线上!根尖点至舌侧骨皮质外缘

的距离&

-

根尖处总牙槽骨厚度$

/Oj/@

%!根尖处

/O

与根尖处
/@

之和#$

'

%牙槽骨附着高度*

+

唇侧

牙槽骨附着高度$

8O

%!唇侧釉牙骨质界至牙槽嵴顶

的高度&

,

舌侧牙槽骨附着高度$

8@

%!舌侧釉牙骨质

界至牙槽嵴顶的高度#

!,#

!

统计学处理
!

用
2;22'&,(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以
!<"

表示!汉族与维吾尔族间牙槽

骨形态的比较"唇倾组和舌倾组间牙槽骨形态的比较

均采用两独立样本
#

检验&采用
;:"#R%5

相关进行相

关性分析!初步观察下颌中切牙的
@)IX;

与其牙槽

骨形态的相关性#检验水准
.

?(,(0

!以
$

"

(,(0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汉族与维吾尔族患者下颌中切牙区牙槽骨形态

分析
!

在唇倾患者中!

/O

"

/Oj/@

在汉族与维吾尔

族两组患者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0

%!

且汉族患者均大于维吾尔族患者&

/@

"

8O

"

8@

在汉

族与维吾尔族两组患者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0

%!见表
)

#在舌倾患者中!汉族患者
/@

"

/Oj/@

均大于维吾尔族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0

%&

/O

"

8O

"

8@

在汉族与维吾尔族两组患者

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0

%!见表
'

#

","

!

唇倾组与舌倾组下颌中切牙区牙槽骨形态分

析
!

在汉族骨性
&

类患者中!下颌中切牙按
@)IX;

分为唇倾组和舌倾组!唇倾组患者
/O

"

/Oj/@

均大

于舌倾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舌倾组患者

/@

"

8O

均大于唇倾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舌倾组
8@

大于唇倾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0

%!见表
&

#在维吾尔族骨性
&

类患者中!下

颌中切牙按
@)IX;

分为唇倾组和舌倾组!唇倾组患

者
/O

"

/Oj/@

均大于舌倾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0

%&舌倾组患者
8O

大于唇倾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0

%&舌倾组患者
8@

大于唇倾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0

%!见表
6

#

",#

!

下颌中切牙
@)IX;

与牙槽骨形态之间的相关

性
!

汉族患者下颌切牙的
@)IX;

与
/O

"

/Oj/@

均

呈正相关$

'?(,>0)

!

$?(,(((

&

'?(,+'>

!

$?

(,(((

%!与
8@

呈负相关$

'?b(,=*+

!

$?(,(((

%#维

吾尔族患者下颌切牙的
@)IX;

与
/O

"

/Oj/@

均呈正

相关$

'?(,=+&

!

$?(,(((

&

'?(,+(=

!

$?(,(((

%!与

8@

呈负相关$

'?b(,>)'

!

$?(,(((

%!见表
0

#

表
)

!!

唇倾维吾尔族)汉族患者下颌中切牙区牙槽骨形态特征比较&

&?)=

'

!<"

'

33

(

组别
/O /@ /Oj/@ 8O 8@

汉族组
6,>&<(,>6 6,6><(,*> >,6)<),0> ),>)<(,&> ),=&<(,&*

维吾尔族组
6,6=<(,*> 6,)=<(,+> =,**<),6+ ),>=<(,&+ ),>6<(,&*

$ (,('6 (,(=+ (,(6) (,6(* (,'(*

表
'

!!

舌倾维吾尔族)汉族患者下颌中切牙区牙槽骨形态特征比较&

&?)=

'

!<"

'

33

(

组别
/O /@ /Oj/@ 8O 8@

汉族组
&,*=<(,+( 6,*0<(,>> =,&'<),*& ',(0<(,&) ',*6<(,66

维吾尔族组
&,'=<),(> 6,)+<(,>6 +,6*<),>+ ',)&<(,&( ',+><(,6)

$ (,(+= (,(6( (,(6+ (,&)> (,)*(

表
&

!!

汉族唇倾组与舌倾组牙槽骨形态比较&

&?)=

'

!<"

'

33

(

组别
/O /@ /Oj/@ 8O 8@

唇倾组
6,>&<(,>6 6,6><(,*> >,6)<),0> ),>)<(,&> ),=&<(,&*

舌倾组
&,*=<(,+( 6,*0<(,>> =,&'<),*& ',(0<(,&) ',*6<(,66

# *,6&( (,=)= ',=*> ),+)( =,*'+

$ (,((( (,6)* (,((0 (,(>' (,(((

表
6

!!

维吾尔族唇倾组与舌倾组牙槽骨形态比较&

&?)=

'

!<"

'

33

(

组别
/O /@ /Oj/@ 8O 8@

唇倾组
6,6=<(,*> 6,)=<(,+> =,**<),6+ ),>=<(,&+ ),>6<(,&*

舌倾组
&,'=<),(> 6,)+<(,>6 +,6*<),>+ ',)&<(,&( ',+><(,6)

# 0,06' (,(&0 ',>'= ),+*> >,'*(

$ (,((( (,>+'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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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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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

汉族与维吾尔族患者
@)IX;

与牙槽骨形态的相关性分析

统计量
汉族

/O /@ /Oj/@ 8O 8@

维吾尔族

/O /@ /Oj/@ 8O 8@

' (,>0) b(,((> (,+'> b(,'+0 b(,=*+ (,=+& (,)=( (,+(= b(,'=' b(,>)'

$ (,((( (,>0& (,((( (,(*0 (,((( (,((( (,'&( (,((( (,(0+ (,(((

#

!

讨
!!

论

!!

成人骨性
&

类错
!

畸形的患者由于颌骨发育完

成!错过了早期颌骨生长的矫形治疗时期!因此功能

性矫治方法已不能到达治疗的效果#目前其矫治方

法主要是通过正畸掩饰治疗或正畸正颌联合治疗来

实现#正畸掩饰治疗是让牙齿通过代偿的方式来纠

正咬合和改善面型!以此掩盖颌骨的畸形问题#正畸

正颌联合治疗也需要通过术前正畸来进行去代偿#

有研究表明!切牙唇舌向运动进行代偿改善颌面部功

能"美观时!其移动范围与牙槽骨的形态息息相关(

0

)

#

正畸治疗时牙槽骨也会随着牙齿移动来进行改建(

*

)

!

但牙槽骨并不能随牙移动而同等程度地改建!所以不

管是前牙的内收或压入移动都不能超过治疗前骨

皮质(

+

)

#

下颌切牙区牙槽骨较为狭窄(

=

)

!牙齿在唇舌向倾

斜代偿时往往更容易受到骨皮质的限制!若过度代偿则

会使牙根突破骨皮质!就会引起牙周组织的不良反应!

发生骨开裂"骨开窗"牙龈退缩及牙根吸收等(

>I)(

)

#有

研究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得出!下颌切牙的
@)IX;

与

牙槽骨的形态轮廓有明显的相关性(

))

)

#所以!切牙的

@)IX;

与牙槽骨形态的关系对切牙内收过程中转矩

的控制有一定指导意义#此外!种族的差异对于牙槽

骨的形态也有所影响#有学者利用
!O!/

对维吾尔

族前牙牙槽骨形态研究表明!维吾尔族成年人在下颌

前牙唇侧形态均为凹形!舌侧形态多样!唇舌侧牙槽

骨较薄(

&

)

#因此!了解维吾尔族和汉族在牙槽骨形态

特征之间的联系!对临床上的诊疗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

本研究在相同切牙唇舌倾斜趋势下!比较了维吾

尔族和汉族的牙槽骨形态!发现在唇倾"舌倾的患者

中!汉族
/Oj/@

大于维吾尔族!可能是因为维吾尔

族颌面形态介于欧洲与东亚人种之间!或者介于蒙古

人与高加索人种之间(

)'

)

!此类面型的切牙区牙槽骨偏

薄#在唇倾的患者中!维吾尔族
/O

较汉族薄!因此对

于拔牙矫治的骨性
&

类患者!在内收下颌切牙时!维

吾尔族患者比汉族会更容易出现骨开窗等现象#这

可能是由于骨性
&

类错
!

畸形患者的下颌牙会出现

明显的唇向倾斜代偿!但是汉族代偿性倾斜较多!而

维吾尔族代偿性倾斜较少!这与陈雅等(

)&

)的研究结论

相似#在牙槽骨附着高度方面!正常前牙区牙槽骨的

附着高度不超过
'33

!数值越大说明牙槽骨高度越

低!牙槽骨吸收越明显(

)6

)

#维吾尔族患者唇"舌侧附

着高度$

8O

"

8@

%比汉族患者多!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0

%!即在相同切牙倾斜趋势条件下!维吾尔

族和汉族骨性
&

类错
!

畸形患者骨开裂的发病率可

能差别不大#

本研究结果显示!汉族骨性
&

类错
!

畸形患者

中!唇倾组的
/O

"

/Oj/@

大于舌倾组!且下颌切牙

越唇倾!

/O

越厚!呈正相关#这与田玉楼等(

>

)的研究

结果相似#在骨性
&

类错
!

畸形矫治中随着下颌中

切牙内收相对直立或舌倾!根尖处
/O

减少明显!

/@

无明显差异!

/Oj/@

减少!代表牙齿移动范围更窄#

内收过程中要密切关注唇侧的牙槽骨厚度!避免过快

的倾斜移动导致牙根突破唇侧骨皮质!引起骨缺损或

牙根吸收#在牙槽骨附着高度方面!研究表明
@)IX;

与
8@

呈负相关#下颌中切牙越趋于直立舌倾!舌侧

牙槽骨附着高度越高!舌侧发生骨开裂"牙龈退缩的

可能性越大#将舌倾的下颌切牙进行直立或唇倾代

偿骨性
&

类错
!

畸形时!也应注意唇侧发生牙槽骨缺

损的可能#

本研究结果中维吾尔族骨性
&

类错
!

畸形患者

的
@)IX;

与
/O

"

/Oj/@

呈正相关!与
8@

呈负相

关!均与汉族一致#阮晓慧等(

)0

)通过头颅定位侧位片

对新疆维汉骨性
&

类青少年的切牙
@)IX;

与牙槽骨

的相关性进行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并分析新

疆维吾尔族与汉族人群生活在同一地区!具有相同的

自然环境!在文化背景及饮食生活习惯都有一定程度

的融合!可能因此缩小了两民族之间的差异#考虑到

维吾尔族患者牙槽骨厚度较薄!下颌切牙所能移动的

范围较小!不宜过度使牙齿倾斜来进行代偿#因此!

对于维吾尔族骨性
&

类错
!

畸形患者建议采取正畸

正颌联合治疗!正畸控制转矩使切牙直立于牙槽骨

中&而在选择正畸掩饰治疗时应谨慎!由于维吾尔族

较薄的牙槽骨厚度和较高的附着高度!牙齿在进行代

偿性唇倾时很容易发生骨缺损等并发症#

综上所述!维吾尔族和汉族骨性
&

类错
!

畸形患

者均会随着下颌中切牙
@)IX;

的增加!根尖处
/O

和

/Oj/@

增加!而
8@

降低#在其临床矫治过程中需

注意*$

)

%下颌切牙过度唇或舌向倾斜者!在拔牙矫治

需要内收前牙时!需加大转矩或使用种植钉让牙齿整

体移动!防止唇侧骨开窗&$

'

%在正畸掩饰治疗需要下

颌切牙唇倾代偿时!也应密切注意切牙牙根与牙槽骨

间的位置关系!防止骨开裂"+黑三角,的发生&$

&

%维

吾尔族成人骨性
&

类患者下颌切牙受牙槽骨形态的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6=

卷第
)0

期



限制!不易过度代偿且更容易出现骨缺损!可考虑正

畸正颌联合治疗&$

6

%为避免骨缺损现象的发生!在正

畸加力的过程中应多次拍摄
!O!/

测量下颌切牙区

牙槽骨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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