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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向性牙再植术(intentional
 

replantation,IR)的
临床病例最早见于11世纪,之后陆续有相关的病例

报道。近年来,随着牙科手术显微镜(dental
 

operative
 

microscope,DOM)在牙体牙髓病学的广泛应用,显微

根管外科理念的更新和生物材料的发展,显微IR这

项技术也日趋成熟,有研究报道2006年后的成功率

已达到90%以上[1]。该治疗方法适用于已行完善根

管治疗/根管再治疗或无法行根管再治疗的患牙出现

或持续根尖周炎症,部分患牙由于手术进入路径困难

或解剖位置限制,亦或有的患者由于自身原因不能配

合较复杂的根尖手术[2-4]。近几年,有学者尝试应用

IR治疗重度牙周炎患牙,也取得了一定的疗效[5]。该

术式通过完整微创拔出患牙,DOM 辅助下在体外迅

速完成检查评估,对于可以尝试保留的患牙实施一系

列操作来清除病灶,包括根尖切除、倒预备及倒充填,
穿孔修补,牙周刮治等,最后将患牙回植原牙槽窝,视
情况决定是否需弹性固定,术后定期复查,以达到保

存天然牙的目的。本病例为左下第二前磨牙慢性根

尖周炎经完善根管治疗无效,无法行根管再治疗及根

尖手术,采用显微IR尝试保留患牙,经术后14个月

随访,疗效较为满意,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患者,男,19岁。因左下后牙区牙龈脓包2年,1
年前曾因肿痛于外院治疗数次效果不佳,半年前于本

科室完成根管治疗(已行根尖屏障术),患牙脓包仍有

消长史,余无不适,2020年2月30日前来复查。检

查:25、35反,35面树脂充填体完好,叩痛(-),
无松动,颊侧远中牙龈窦道,挤压溢脓(图1A),各位

点均未探及深牙周袋;34、44、45面见畸形中央尖

(图1B)。根尖X线片示(图2A):35根管充填影像密

度均匀,略超充,根端表面毛糙;根尖周硬骨板消失,
骨质大范围密度减低,形态不规整,边缘模糊,较根管

治疗术前(图2B)无明显改善。诊断:35慢性根尖周

炎。本 研 究 经 医 院 伦 理 委 员 会 审 查 并 批 准

(Y20190202)。
查阅35根管治疗的病历和影像学资料,考虑从

根管冠方去除根尖区5
 

mm已硬固的无机三氧化物

聚合体(mineral
 

trioxide
 

aggregate,MTA)屏障材料

可能会对根管壁产生新的伤害,根管再治疗的成功率

不高。结合锥形束CT(cone
 

beam
 

computer
 

tomo-
graphy,CBCT)示35根尖周大面积透射影(图2E、

G),颊侧颈部骨皮质缺如(图2F、G),根尖区邻近颏孔

(图2G),行根尖手术可能存在视野不佳,创伤大,以
及损伤颏神经的风险等问题,故拟35显微IR或拔

除。患者保留天然牙的意愿强烈,与其充分沟通后选

择了前者,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由口腔颌面外科医师完整微创地拔出35,可见咖

色物质黏附于根尖区(图1C),牙根远中舌侧粘连一8
 

mm×5
 

mm×2
 

mm的囊状软组织(图1D),将其仔细

摘除,尽量不损伤邻近牙周膜。牙体牙髓科医师在

DOM下检查亚甲蓝染色后的牙根,未见裂纹、穿孔及

侧、副根尖孔、峡部等特殊解剖结构,常规完成根尖手

术(图1E~G)。再交由外科医师原拔牙窝复位,检查

35松动Ⅰ度,无咬合干扰,未做固定(图1H),拍摄根

尖X线片确定35就位(图2C)。患牙离体时间8
 

min,期间用生理盐水无间断地冲洗患牙(图1D),保
持牙周膜湿润。病理学检查提示含有囊壁纤维组织

增生,间质散在炎细胞浸润,符合根尖囊肿的诊断

(图3)。
术后14个月随访,患者自述患牙无自发痛,无咬

合痛,牙龈无溢脓等;检查:35颊侧颈部釉质缺损,牙
龈萎缩约2

 

mm,无红肿窦道,无松动(图1I);根尖X
线片示:35根尖周低密度影消失,骨小梁、硬骨板、牙
周膜间隙形成(图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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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术前;B:下颌面像;C:离体牙;D:术中冲洗;E:根尖切除;F:倒预备;G:倒充填;H:再植即刻;I:术后14个月。

图1  手术过程

  A:IR术前根尖X线片;B:根管治疗术前根尖X线片;C:IR即刻根尖X线片;D:IR术后14个月根尖X线片;E:IR术前CBCT矢状面;F:IR
术前CBCT轴面;G:IR术前CBCT冠状面。

图2  35影像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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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HE染色(×100)

2 讨  论

  中国人畸形中央尖的患病率约为2.2%[6],多呈

单侧或对称性的发生于前磨牙。较高陡的中央尖易

折断,伸入其内的牙髓易继发感染,由于症状不明显,
患者往往因“牙龈肿痛”前来就诊。本病例可以从邻

牙及对侧同名牙推测35为畸形中央尖折断导致的慢

性根尖周炎,规范的根管治疗无效,可能与根尖外感

染及囊肿的存在有关。根尖外感染优势菌属中的放

线菌属、丙酸菌属等因菌毛结构利于黏附聚集,抵御

宿主的免疫机制[7]。此外,根尖外感染在窦道型患牙

中较常见,长期存在的窦道可能成为根尖周与口腔环

境间的通道,局部微生物分布得以改变[8]。由于35
牙根较长且根尖邻近颏孔,且35颊侧骨板冠1/3缺

如、根尖1/3相对完整,此种情况下行根尖手术,不但

损伤颏神经概率较高,而且牙周骨组织破坏过大,故
采用显微IR来尝试保留患牙。在体外直视下可以明

确找到并去除炎症持续的原因,尤其是病变位于在体

手术难以发现或无法操作的位置。

IR的生物愈合基础是牙周细胞活力的保存,牙周

组织的损伤程度直接关系到治疗的成败,根尖充填材

料、牙周袋深度及年龄等因素直接影响患牙预后[9],
张佳喻等[5]认为吸烟是该手术的禁忌证。根据国际

牙外伤诊治指南[10],牙周膜组织坏死可导致手术并发

症的发生,如炎症性或替代性外吸收。拔牙创伤大、
牙周膜干燥、患牙离体时间过长等都将造成牙周膜的

损伤,增大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11],手术时应兼顾清

创与牙周组织保存[12]。本病例由经验丰富的口腔颌

面外科医师和牙体牙髓专科医师联合完成手术,外科

医师使用微创拔牙钳及微创拔牙技术,确保拔牙钳喙

部始终位于釉牙骨质冠方,通过颊舌向摇动及小幅扭

转的力量使得患牙从牙槽窝内脱位,避免使用牙挺,
达到伤口小且最大限度保留牙周膜的目的[13-14]。牙

体牙髓科医师在DOM 良好的照明和放大下精细化

操作,也使得预后更佳。患牙再植即刻时松动Ⅰ度,
参考大多数研究者的建议[2,15],未做固定。体外全程

用生理盐水冲洗患牙,保持牙周膜湿润,且体外时间

控制在8
 

min,利于患牙再植后牙周膜愈合。
本病例中虽然患牙已行根尖屏障术,但由于根尖

外感染的存在,且根切3
 

mm不影响冠根比,笔者仍

按标准完成了根尖手术。选择预混型的iRoot
 

BP
 

Plus来封闭根尖,除了其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及可

以促进牙周组织再生能力外[16],较 MTA最大的优势

是既节省体外操作时间,又避免调拌材料时人为因素

带来 的 差 异,以 及iRoot
 

BP
 

Plus更 佳 的 边 缘 适

应性[17]。
综上所述,IR作为保存部分迁延不愈的根尖周炎

患牙的最后方法,把控好适应证,在DOM 辅助下,规
范化、精细化操作,可以取得较好的远期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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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蛋白肾病(lipoprolein
 

glomerulopathy,LPG)
是由日本学者SAITO等[1]1987年首次报道。因发

病率低,至今公开报道不足200例。目前认为LPG
是一种与脂类代谢密切相关的肾小球疾病,多以中-重
度蛋白尿和载脂蛋白E(ApoE)升高为主要临床特征,
肾小球内充满大量脂蛋白栓子为主要病理学特征的

一种少见疾病。现将本院诊治的1例LPG病例报道

如下。

1 临床资料

  患者,女性,42岁,因“反复颜面、双下肢水肿2
年”入院。患者2年前无诱因下出现颜面、双下肢水

肿,尿常规示蛋白(2+),无尿量减少、皮疹、关节痛、
光过敏、脱发、口腔溃疡等,未系统治疗,症状反复。

2019年3月16日患者入住本院,考虑“慢性肾炎综合

征”。入院时体温36.5
 

℃,血压130/90
 

mm
 

Hg,双下

肢轻度凹陷性水肿,余未见其他异常阳性体征。实验

室检查:血常规示血红蛋白120
 

g/L;尿常规示蛋白

(2+),红细胞(-);尿红细胞位相示红细胞2/HP;血
脂检测显示总胆固醇12.65

 

mmol/L,甘油三酯13.5
 

mmol/L,ApoE
 

8.71
 

mg/dL;肾功能检测显示肌酐

113.4
 

μmol/L,尿素氮5.05
 

mmol/L;肝代谢检测显

示白蛋白55.2
 

g/L,转氨酶正常;24
 

h尿蛋白定量

0.21
 

g/24
 

h;凝血功能、大便常规、免疫5项、风湿3
项、梅毒、HIV、ENA、狼疮全套、风湿全套、肝炎全套、
胸片、心电图、肾脏B超等检查均未见异常。临床诊

断:慢性肾炎综合征。患者实验室检查不符合肾病综

合征诊断标准,血脂却明显升高,在征得患者及家属

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后,2019年3月18日行肾穿

刺活检术。肾脏病理结果示免疫荧光IgM、IgG、IgA、

C3、C4、C1q、Kappa、Lambda、AA、PLA2R、THSD7A
均阴性,肾小球毛细血管管腔内脂质样物质ApoE免

疫组织化学法在肾小球内见到阳性成分(图1);光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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