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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磨牙缺失对咬合及下颌骨对称性的影响

张晓筱 ， 王 楠 ， 王元银 ，侯爱兵

摘要 目 的 探讨不 同年龄段单侧第
一

磨牙缺失对患者的果之一是下颌骨形态发生相应变化 。 该实验采用

咬合接触特征 、下颌骨对称性的影响 ， 并探讨咬合接触特征Ｔ －Ｓ ｃａｎ ＤＩ 咬合分析系统及 Ｘ 线曲面断层片研究单侧
与下颌骨对称性的关系及意义 。 方法 应用 Ｔ －Ｓ ｃａｎ ＵＩ 咬合 胃
分析系统记录 ６〇 例单侧第一磨牙缺失患者 （ 实验组 ） 和 ６〇并探讨两者的关系及意义 。
例正常聆者 （ 对照组 ） 的牙尖交错位 ， 前伸及侧方聆的咬合
^

接触数据 ；并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 曲 面断层 Ｘ 线 片拍摄１ 材料与方法

颌骨不对称指数 （ ＣＲＡＩ ） ， 并进行统计分析 。 结果 实验组 」 、 、
病例资料 选取
＾

年 月 ？ 年 月

耠力 中心距离 、 闭合时间 、前伸及侧方耠分离时间均大于对
就诊于安徽省 口 腔医院的 ６０ 例单侧第一磨牙缺失

照组 （ Ｐ ＜ ０ ． ０５ ） 。 实验组解接触 、蔣干扰 出现率高于对照 患者为实验组 ，且要求是安徽省合肥市各大局校在

组 （ Ｐ ＜ ０ ． ０５ ） 。 实验组 １ ２ 岁前和 １ ２￣ １ ８ 岁 缺牙患者 ＣＲＡ Ｉ校大学生 ，对照组选取安徽省合肥市各大高校在校

高于对照组 （ Ｐ ＜ 〇 ． ０５ ） ， 丨 ８ 岁 后缺牙患者 ＣＲＡ Ｉ 与对照组差大学生 ６０ 例 。 １ ２ 岁前缺牙组 （ 男 １ ０ 例 、女 １ ０ 例 ） ，

异无统计学意义 ， 所研究患者 的 ＣＡ Ｉ 、 ＲＡＩ 与对照组差异无实验组年龄 １ ８￣２６ （ １ ８ ．９０± ０ ．７５ ） 岁 ， 对照组年龄

统计学意义 。 结论 单侧第一磨牙缺失且未修复患者会造 １ ８ ￣ ２６
（
１ ８ ． ７９± ０ ． ８７
） 岁 ； １ ２
￣

１ ８ 岁 缺牙组 （ 男 １ ０

成其聆接触特征异常 ； １ ８ 岁 前单侧第一磨牙缺失且未修复例 、女 １ ０ 例 ） ， 实验组年龄 １ ８￣２６（ １ ９ ．１ ３± ０ ． ７３ ）
患者会造成下颌骨不对称 ， １ ８ 岁 后单侧第一磨牙缺失且未岁 ，对照组年龄 １ ８￣ ２６ （ １ ９ ． １ １± ０ ． ９ １ ） 岁 ； １ ８ 岁后缺
修复患者对下颌骨对称性影响较小 ；异常咬合和下颌骨不对
牙组 （ 男 １ 〇 例 、 女 １ 〇 例 ） ， 实验组 年 龄 １ ８￣２６
称性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
 （ ２４ ．２６±０ ？９４ ） 岁 ， 对照组年龄 １ ８ ？ ２６（ ２４ ．１ ４±

０ ． ８ ３
） 岁 。 实验组要求缺牙患者 自 缺牙至本实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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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未做任何修复 、正畸等治疗 。 实验组和对照组都

要求年龄大于 １ ８ 岁 ，无颞下颌关节紊乱病史 ，无正

第－磨牙是萌 出鮮 的恒牙 ， 上下牙齿达到ｓ胃１^

触后易于撕齡 ，錄证额雜关紐常隨
坏 、无練体 、妒重牙周病 ，雜天 、狀酬领面

要条件 ，称为
‘ ‘

胎关键
”
［
１

］

。 但 由 于第－磨牙其倾
＾^

形态 等原 因 ， 易 觸 坏 ， 常 因 没有及 时治疗而 被拔
Ｕ

除
［

２
］

。 在下颌运动 中 ，髁状突通过关节盘和颞下颌
＿公司 ） ； Ｌｅ＿ 台式 电脑及程序软件 ； ＩＮＳＴＲＵ －

关节的额骨关节面的相应部位接触 ， 在牙 － 牙及骨
ＭＥＮＴＡＲＩＵＭＯＰ／ＯＣ １００

＿

曲 面断层全景 Ｘ 光机 （ ±

－ 骨的接触过程中 ， 各相应组织通过改建来适应不
胃 〇

断变化的功能 。 早期第一磨牙缺失会 引 起很多 问 、
题 ， 比如邻牙 向缺隙 倾斜 ， 对领牙伸长等 ，这种不
１ ． ３ ． １￥验前的 准备 Ｔ
ｆ
ｃａｎ ＤＴ测量前的准
＾
指

对称的功能和非平衡胎会造成骨组织改建 ， 改建结
４ ４^

 对刃颌位 ，左 、右侧方的尖牙尖对尖的颌位 。 并让患

２０ １ ６
－

０２ 
－

２５ 接收 者练习 以下 ４ 种运动 ：① 从下额姿势位 （ ｍａｎｄ ｉｂｕ ｌ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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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６
４ ． ｃ ｏｍ 骨相对于上颌骨的位置 ；② 下颌 自 ＩＣＰ 向前滑动经

犇犗犐:牨牥牣牨牴牬牥牭牤犼牣犮狀犽犻牣犻狊狊狀牨牥牥牥牠牨牬牴牪牣牪牥牨牰牣牥牭牣牥牪牴



？

７ ３６
？安徽 医科大 学 学报Ａｃ ｔａ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ｔａ ｔ ｉｓＭｅｄ ｉｃ ｉｎａ ｌ ｉｓＡｎｈｕ ｉ２０ １ ６Ｍａｙ ； ５ １ （ ５ ）

前牙对刃 ；③ 下颂 自 ｉｃｐ 分别 向左侧方滑动经尖牙
尖对尖位置 ；④ 下领 自 ＩＣＰ 向右侧方滑动经尖牙尖ｙｉ
￣

ｒ＼
对尖位置 。 要求患者熟练掌握 。

将 Ｔ－Ｓｃａｎ ｎ型咬合分析仪 、 电脑等实验设备安｜ Ｉ ］／
装 ，输入患者信息 ， 系 统 自 动建立与患者匹配 的牙
ＲＨ

１
１ Ｉ

弓 。 选择合适患者的传感膜 ，操作 中保持传感膜与ｔ Ｊ
上颁牙面贴合 ， 嘱受患者分别完成上述 ４ 种动作 ，每

种动作均重复 ３ 次 ， 每次动作 间 隔 １ ０ｍｉｎ ， 取其均
值 。 上述操作均在上午 由 同
一

名 医师完成 。＿
４＾ ＋宜 Ｖ 沖 此 々

■

士—由水图 １Ｘ 线 曲面断层 片数据测量不意 图
拍摄 Ｘ 线 曲面断层片 則 的准备 ： 本头验中 心 、者Ａ 线为下颂支的切线 ； Ｚ 线为垂直 Ａ 线且与髁突相憾线 ； Ｘ 、 Ｙ
的头烦偏移中线 的量控制在小于 １ ０ｍｍ ， 则左右侧 点为 Ａ 线与下颁支相切 的交点 ； Ｚ 线与 Ａ 线相交与 Ｚ 点 ， ＣＨ 为 Ｚ 、 Ｘ

垂直距离改变小于 ６％ ， 这种范围 内 的变化对本实两点 的距离 ， 代表测得的髁突长度 ； ＲＨ 为 Ｘ 、 Ｙ 两点 的距离 ， 代表测

验结果没有影响
［

３
］

。 拍摄时放松下唇 ， 使患者的眶得的下领支长Ｓ

耳平面 （连接双侧眶下缘最低点和外耳道上缘的
一

个假想平面 ） 与地平面平行 。 此 由 同一名 经验丰富中线的距离 、 闭合时间 、前伸及侧方骀分离时间 实

的放射科医师严格按照拍摄方法进行操作 。验组测量结果均大于对照组 （ Ｐ＜ 〇 ？０５ ） ，见表 １ 。 典

１ ． ３ ． ２ 实验记录采集数据 Ｔ－Ｓｃａｎ ＵＩ测量数据 ：①型受试者 ＩＣＰ 时咬合的二维图像见图 ２ 。

跆力 中心距离 ， 即在 ＩＣＰ 时舱力 中心点到 中线 的垂

直距离 ；② 闭合时间 ， 即从上 、下颌牙第
一

点接触开表
１３ 个年龄段患者的实验组和对醒的雜力 中心点距离 ＇

始至 ＩＣＰ 的时间 ；③ 前伸耠分离时间 ， 即下颌从 ＩＣＰ
舱＿ ＇前测赫〒
＝ ２

上
’

⑴
）



开始前伸至仅有前牙接触的时间 ； ④ 侧方胎分离时Ｔｍｍ ｔＫ


？ 灌 續

间 ， 即下颌从 ＩＣＰ 开始侧 向运动至尖牙保护位的时始力 中心点距离 （ ｍｍ ）２ ． ４７ ± ０ ． ２２０ ． ９ ８ ± ０ ． １ ５Ｈ ． ５ ６＜ ０ ． 〇５

间 ；⑤ 观察有无早接触 、跆干扰 。 每个数据重复测闭合时间⑴
１ ． １ ０± ０ ． ２７０ ． １ ７ ± ０ ． ０９ １ ０ ． ５ ３＜ ０ ． ０５

旦 ＆倍 前伸指分离时间 （
ｓ
） １ ． ３ ５ ± ０ ． ２２０ ． ４４ ± ０ ． ２０８ ． １ １＜ ０ ． ０５

里 ？＾人 ，取 １ （俚 〇
 侧方雅分离时间 ｌ （ ｓ ） １ ． ４８ ± ０ ． ２２０ ． ４４ ＋ ０ ． ２ １９ ． ０５＜ ０ ． ０５

Ｘ 线 曲面断层片测量数据 ：① 测量左 、右侧裸侧方雅分离时间 ２ （ ｓ ） １ ． ７ ３± ０ ． ２ １０ ． ４４ ± ０ ． ２ １ １ １ ． ７ １＜ ０ ． ０ ５

突的长度 ＣＨ ；② 测量左 、右侧下領支的长度 ＲＨ ；具

体方法如下 ． 与下颌支相切 的线称为 Ａ 线 ， 与下颌
厢力 中心点距离 （ ｍｍ ）２ ． ３ ５ ± ０ ． １ ９ ｌ ． 〇 ３ ± ０ ． １ ７ Ｉ ３ ． ７３＜ ０ ． 〇５
十刀 區沖 Ｉ ．Ｊ ＩＨＡ乂 ／ Ｉ Ｈ力 Ｈ Ｊ ＡＶＪＡ ，Ｊ ＩＰ人
闭合时间 （ ｓ ） １ ． ３４ ± ０ ． ２ ３０ ． １ ５＋ ０ ． ０８ １ ２ ． ７７＜ ０ ． ０ ５

支相交的两个点定为 Ｘ 、 Ｙ 点 ，垂直 Ａ 线并与髁突相前伸蔣分离时间 （ ｓ ） １ ． ４３ ＊ ０ ． ２２０ ． ４５ ± ０ ． ２０８ ． ８０＜ ０ ． ０５

切的线为 Ｚ 线 。 Ａ 线和 Ｚ 线相交于 Ｚ 点 。 Ｚ 、Ｘ 两点侧方聆分离时间 ｌ （ ｓ ）１ ． ６４ ± ０ ． ２ ３０ ． ４５± ０ ． ２ ３９ ． ７９＜ ０ ． ０５

的距离被称为 ＣＨ 。 Ｘ 、Ｙ 两点之间 的距离称 ＲＨ （ 图
■

间 ２ （ ｓ ） １ ．制 ． 丨 ９０ ．制 ． ２ ３ｎ ． ２６＜ 〇 ． 〇５

１
） ；③ 计算髁突不对称指数 （ ｃｏｎｄｙｌａｒａｓｙｍｍｅ ｔｒｙｉｎ－耠力 中心点距离 （ ｍｍ ）２ ． ４５± ０ ． ２ ３ １ ． １ ４ ± ０ ． １ ７ １ ２ ． ３７＜ ０ ． ０５

ｄｅｘ
，

ＣＡ Ｉ
） 、下颂支不对称指数 （ ｒａｍａｌａｓｙｍｍｅ ｔｒｙ ｉｎ－闭合时间 （ ｓ ） １ ． １ ５土 ０ ． ２００ ． １ ７ ± ０ ． １ １ １ １ ＿ ２７＜ ０ ． ０５

ｄｅｘ
，

ＲＡＩ
） 、下颁骨不对称指数 （ ｃｏｎｄｙｌａｒ－ｐｌｕｓ －ｒａｍａｌ
前伸雅分离时间 （ ｓ ） １ － ３ ７ ± 〇 － ２５０ ． ４５ ± ０ ． ２０７ ． ５０＜ 〇 ． 〇５

＇ Ｊ ｒ

侧方聆分离时间 ｌ （ ｓ ） １ ． ５ ３± ０ ． ２３０ ． ４ ５± ０ ． ２ １９ ． １ ４＜ ０ ． ０５
ａｓ
ｙ
ｍｍｅ ｔｒ
ｙ
ｉｎｄｅｘ
，

ＣＲＡＩ
） 值 ， 不对称指数 ＝ Ｉ（Ｈ＿侧方雅分离时间 ２ （ ｓ ） １ ． ７４ ＋ ０ ． ２４０ ． ４５ ± ０ ． ２ １ １ ０ ． ６４＜ ０ ． ０５

Ｌ
）
／
（
Ｒ＋Ｌ
）
丨

，

Ｒ 和 Ｌ 分别代表右侧和左侧各数据侧方船分离时间 １ ：下颁向非缺牙侧方运动 的舱离时 间 ；侧方雅离
测量值 。 数据重复测量 ３ 次 ，取其均值 。 时间 ２ ： 下颌向缺牙侧方运动 的厢离时间

１ ． ４ 统计学处理 本实验测量和分析方法采用双

盲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 ３ ． ０ 软件进行分析 ，数据以 ％± ５ 表２ ． ２３ 个年龄段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早接触 、骀干扰

示 ，胎力 中心点距中线的距离 、 闭合时间 、前伸聆分出现率结果 与对照组 比较 ，实验组的早接触 、聆干

离时间 、侧方胎分离时间 、 ＣＡＩ 、 ＲＡＩ 、 ＣＲＡＩ 采用方差扰出现率均较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 〇 ． 〇５ ） ，见

分析 ，早接触 、蔣干扰出现率采用 Ｘ
２

检验 。表 ２ ，典型受试者侧方耠干扰的二维图像见图 ３ 。

＾
２ ． ３３ 个年龄段 实验组和对照组左右侧 的 ＣＡ Ｉ 、

ＲＡＩ
、
ＣＲＡＩ１ ２ 岁前缺牙组及 １ ２￣１ ８ 岁 缺牙组 中

２ ． １３ 个年龄段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耠力 中心点距实验组与对照组 的 ＣＲＡＩ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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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ｉｎａ ／ ｉｓ２０ １ ６Ｍ ａ
ｙ ；
５ １
 （
５
）
？

７ ３ ７ ？

０ ．０５
）
，
即 １ ８ 岁前缺牙患者 ＣＲＡ ［ 较对照组高 ， １ ８ 岁表 ３３ 个年龄段 患者的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

后缺牙组 中实验组 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３
左 、右 的 ＣＡ １ 、 ＲＡ Ｉ 、 ＣＲＡ Ｉ 值 Ｉ ： 匕较 （ ， ， ＝ ２ ０ ＇ ．＾ 、

＇

）

个年龄段实验组 与对照组 Ｃ Ａ Ｉ 、 ＲＡ Ｉ 差异无统计学项 ＾ ——＾̄
１ ２ 岁前缺牙组

ＭＸ ｏＪｕＭ ＾ ｏ ＣＡ Ｉ ５ ． ４０ ± １ ． ５４６ ． ２ １± １ ． ９ １－ １ ． ０ ５０ ． ３ ０８

Ｒ Ａ Ｉ ６ ． ５ ７± ２ ． ９６５ ． ２２± ３ ． ３ ３０ ． ９６０ ． ３４９

ｍＳｒ ＼ ｉ ２ ￣ ｉ ｓ岁缺牙组
ｒＢｒ
＂

／Ｋ Ｃ Ａ Ｉ ｓｍ６ ． ２３ ± ｌ ． ７ ９
一

〇 ． ｉ＂ ． ８ ７４

ＦｉＲＢｍｍｋ ＲＡ ， ６ ． ５ ３ ± ３ ． ２ ７４ ． ４６ ± ２ ． ｌ ４ ｌ ． ６７０ ． ， １ ２

Ｆ？Ｍｒ７ １Ｍ＾
６２７± ， ９ ８３９ ５± ， ２６３ １ ３０００６

＾ＡＪ ＣＡ Ｉ ６ ． ９ ８± ２ ． ０ １ ６ ． ７ ５± １ ． ９６０ ． ２５０ ． ８ ０６
Ｉ＿ｕ ＾－２－ Ｉ ＾ Ａ Ｉ ７ ． ７ ８ ＋ ２ ． ４９４ ． ８ ５± ２ ． ９ ８２ ． ３ ９０ ． ２ Ｈ ｆｉ

图２則咬合 的二维图像
６ ． ９ ７， ． ． ８ ０４＾

１ ±
１ ． ６ ５ Ｏ ． Ｉ Ｓ^

Ａ
： 实验组 ； Ｂ ： 对照组 ；红 白 相间 的 图标示將力 中心点

可重复性 ， 不受传感器或重复测量的影响 ， 敏感性也

表 ２３ 个年龄段 患者的 实验组和对照组 的早接触 、不受唾液 的影响
［

４
］

。 本实验用此系统测得实验组



鮮＿见雜對＿ ， 丨 ＝ ２ ０ －山 ）
耠力 中心点距离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项 目前伸 侧 力
：

＿ 丨 侧方＿ ２表明长期单侧第一磨 牙缺失 患 者双侧咬合力 不平

１ ２ 岁前缺牙组

有
—
一
￣ —＾￣
衡 ， 缺牙侧咬合力 小于非缺牙侧 。 在 ＩＣＰ 时咬合接

实验组 １ ８２ １ ７ ３ １ ８２ １ ９ １触点数 目最多的位置在磨牙 区 ， 特别是在第
一

磨牙

对照组 ２ 丨 ８４ 丨 ６４ Ｉ ６ ３ 丨 ７区
，第一磨牙缺失后 ， 缺牙侧牙齿主要功能性接触面

ｘ

２

＜Ｓ ２５ ６ １ ６ ＇ ９ １ ９ ８ ２２ － ７积减少 ， 故而缺牙侧聆力较小 ， 两侧耠力不平衡 。
／

）

值 ＜ ０ ． ０５ ＜ ０ ． ０５ ＜ ０ ． ０５ ＜ ０ ． ０５ ， ，

１ ２
，

ｉ ８ｍｍ 本实验观察到实验组 闭合时 间 、侧方聆分离时

实验组 １ ８２ １ ９ １ １ ７ ３ １ ８ ２间及前伸雅离时间较对照组长 ， 可能是 由 于邻牙及

组 １ １ ９３ １ ７２ １ ８ １ １ ９对颌牙的正常位置改变 ， 下颌在运动 中 失去 了 正常
ｘｙｍｉ
２

０
ｉｈ ｉ一致的雅面形态引 导而 出 现始干扰 ， 会导致双侧牙

１ ８ 岁后缺＿



敷窝絲不翻 ， 从而不脏浦导下领运动到

实验组 １ ８２ １ ７ ３ １ ８２ Ｉ ？ ３需要的位置上 ， 必须绕过干扰点 ， 这需要下颌旋转偏
＊ ３

２ ２５

１ ？４

 ， ６ ９

１ ６ ＇

２ ８９

１ ９ ＇

２ ５８

＇ ９

离肌力 闭合道 ， 故而所需 时 间延 长 。 研究 ［ ５ ］ 表 明 ，
＾ 值 ＜ ｇ 〇５ ＜ ０ ： ０５ ＜ ０ ： ０５ ＜ 〇

＇

〇５闭合时间越短 ，对牙齿及颞下颌关节越有利 ， 因 为闭

合时间延长导致咀嚼肌肌 电活 动增加 ， 从而增加 了
ｕ

 ：


｜

一

１颞 卜颌关 节 的 负 荷会影响髁突 的生长发育 ， 影 响 下
Ｉ

＂

＇

＾
 、

 ＼ Ｉ／颌骨的发育 ， 引起颗下颌关节病变 。 闭 介时间 越长
说明有 ７？接触和舱干扰
６
１

， ４本实验结果一致 。

＾＾ Ｔ— ａ ｅ ｔａ ｌ
７

认为颌骨不对称的患者不仅仅

表现細部 比例不对称或牙列 的麵上的 问题 ， 且

ＪＳＪ
ｐ
ｒｉ： 、 、

‘

 Ｉ 与 ｎ颂雜功能有关 。 有学者删 ：锥体Ｓ ＣＴ 资料
分析颜面不对称患者的颌骨三维空 间结构 的 改 变 ，

图 ３ ＩＣＰ 向侧方始移动过程 中 的耠干扰观察到颜面不对称患 者颌 面部畸形程度有 以 下特

Ａ
： 实验组 ； Ｂ ： 对照组

；

红 白相间酬标示雅力 中心点点 ， 即从上到下逐步加重 ， 且 以下颌骨形态异常为主

要表现
［

８
］

。

３ 本实验通过分析 Ｃ ＲＡ Ｉ 值来观察下颌的发育是

否不对称 。 本实验研究对象为 １ ２ 岁 前 、 １ ２￣ １ ８ 岁 、

Ｔ －ＳｃａｎＨＩ 型咬合分析系统能精确记录并分析 １ ８ 岁 后这 ３ 个年龄段单侧第一磨牙缺失 的 患 者 。
咬 合接触的时间和力 及 两者的对应关系 ， 有 良好的本实验 ＣＡ Ｉ 、 ＲＡ Ｉ 值较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表



？

７ ３ ８
＿安徽 医科 大 学 学报Ａ ｃ ｉａｆ／ｍｉｅ ｒｓｋａ Ｚ ｉｓＡｒａ ／ｍ ｆ２０ １ ６Ｍａｙ ； ５ １ （ ５ ）

明仅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 的髁突和下颌支的不对称 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ｃ ｅｓ  ｉｎｓ ｉｎｇ ｌ ｅ ｔｏｏ ｔｈ ｌｏｓｓ ｉｎａｄｕ ｌ ｔ ｓ ［ Ｊ  ］ ■Ｂ ｕ ｌ ｌＴｏｋｙ ｏＤ ｅ ｎ ｉ

性差异无统计学 意 义 。 １ ８ 岁 前缺牙 患 者实验组
〇＞ １１
，

２ （３ １ ５
，

５６＾ ６ ３ １

ＣＲＡＩ 值较对照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即 岁前
Ｍ ｅａｇ ｌ ａｒｏｇ ｌｕ Ｍ ’ｅ ｔ ａｌＥｆｉ ｅｅ ｔ Ｓ Ｃ ） ｆ （

^ｂ ｉ ｌａ ｔｅ ｒａ ｌｍａｎｄ ｉ ｂｕ ｌ ａ ｒ ｉ ｉ ｒｓ ｔｍｏ ｌ ａｒｅ ｘ ｔ ｒａｃ ｔ ｉ ｏｎｏｎｃｏｎｄ
ｙ
ｌａ ｒａｎｄ ｒａｍａ ｌ

单侧第一磨牙缺失可 Ｂ旨会造成下颌骨不对称 ？ 下领 ｖｅｒｔ ｉ ｅａｌｍ
ｙ
ｒａｍｅ ｌｉ
ｙ  ｔ ｉ ｌ
．Ｃ ｌ ｉ ｎＯｒａ ｌ Ｉ＿ ｔ ｉ
ｇ ，
２０Ｕ
，

１ ７
＜
－

骨髁突作为颌面部重要 的生长 中心 ， 研究
［
９
］

表 明 ， ６ Ｌ

在生长发育过程 中 由异常领位引起下额裸突的位置 ［ ４ ］ＫｏｏｓＢ ，Ｇｏｄｔ Ａ ，Ｓ ｃｈ ｉ ｌ ｌ ｅＣ ，ｅ ｔ ａｌ ．Ｐｒｅ ｃ ｉ ｓ ｉ ｏｎｏｆ ａｎ ｉｎ ｓ ｔｒｕｍｅｎ ｔ ａ ｔ ｉ ｏ ｎ

不在正常位置 ， 这会影响下颌的不对称 。 髁突位置
ｂａｓｅｄｍｅ ｔｈｏｄ ｏｆ ａｎａｌ
ｙ
ｚ ｉ ｎ
ｇ 
ｏ ｅｄｕ ｓｂｎ ａｎ ｄ  ｉ ｔ ｓ ｒｅｓｕ ｌ ｔ ｉ ｎ
ｇ 
ｄ ｉ ｓ ｔｒ ｉ ｂｕ ｔ ｉ ｏ ｎｏｆ

不对称会造成颞下颌关节关节 的损害
［

１ °
］

。 本研究
ｉｎ ｔｈｅｄｅｎ ｔ ａ ｌａｒｃ ｈｍ ＇

结果提 ７Ｋ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长期单侧第一磨牙缺失
［
５
］Ｗａｎｇ Ｃ ，Ｙ ｉｎ Ｘ ．Ｏ ｃ ｃ ｌ ｕ ｓａ ｌ ｒｉ ｓ ｋ  ｆａｃ ｔｏ ｒｓ ａｓｓｏ ｅ ｉ ａ ｔ ｅｄ ｗ ｉ ｔｈ  ｔｅｍ ｐ ｄｒｏｍａｎ

．

会造成下颌骨不对称 。 ｄ ｉｂｕｌａｒ ｄ ｉ ｓｏｒｄｅｒｓ ｉ ｎ
ｙ
ｏ ｕ ｎ
ｇ 
ａｄｕ ｌ ｔ ｓｗ ｉ ｔｈｎ ｏｒｍａｌｏｃ ｃ ｌ ｕ ｓ ｉ ｏｎｓ
［ Ｊ ］
．Ｏ ｒａ ｌ

本实验观察到 １ ８ 岁 以后单侧第一磨牙缺失对 ＳｕｒｑＯｒａｌ ＭｅｄＯ ｒａｌ Ｐａ ｔｈｏ ｌＯｒａｌＲａｄ ｉ ｏ ｌ ， ２ Ｃｎ ２ ， ｌ ｌ ４ （ ４ ）  ： ４ 〗 ９－ ２３ ．

下颌骨的对称性影响较小 。 可能是本实验观察时间 ［ ６ ］Ｂ ａ ｌｄ ｉｎ ｉＡ ＞ Ｎｏ ｔａＡ ． ＣｏｚｚａＰ
．Ｔｈ ｅａｓ ｓｏｃ ｉ ａ ｔ ｉ ｏｎｂ ｅ ｔｗｅｅｎｏｃｃ ｌ ｕ ｓ ｉ ｏｎ

较短 、样本量小或者 １ ８ 岁 以 后下颌骨改建较缓慢 。
ｔ 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ｅｍｐ
ｏｍａｎｄ ｉｂｕＷ ｄ＾ｄｗ
ｔｍ Ｅ ｌｅ ｃｔｏＨｎｙｏｇｒ Ｋ ｈ＾ ｌ ’

２０ １ ５
，

２５
（
１
）  ： １ ５ １
－ ４ ．

在约 １ ２ 岁 咬合基本发 冃 兀成 ， 在 出 生 以后 、牙 明 出
［
７
］Ｔａｋｅ ｓｈ ｉ ｔ ａＮ ， Ｉｓｈ ｉｄａＭ ， Ｗ ａ ｔａ ｎａｂ ｅＨ ， ｅ ｔａｌ ． Ｉｍｐｒｏｍｅｎ ｔｏｆ ａｓｙｍ －

期颞下颌关节发育完成 ， 并终身保持一定 的改建能ｍｅ ｔ ｒ ｉ ｃ  ｓ ｔｏｍａｔｏ
ｇ
ｎ ａ ｔｈ ｉ ｃ ｆｕｎ ｃ ｔ ｉ ｏｎ ｓ
，ｕ ｎ ｉ ｌ ａ ｔ ｅ ｒａ ｌ ｃ ｒｏｓ ｓｂ ｉ ｔｅ ，ａ
ｎｄ ｆａｃ ｉ ａ ｌ ｅ ｓ
－

力 ，但随着下领发育趋于完成 ， 課突 的改建功能越 ｔｈ ｅ ｔ ｉ ｃｓ ｉ ｎ ａ ｐｑ ｔ ｉｅｎ ｔ ｗ ｉ ｔ ｈｓｋ ｅ ｌ ｅ ｔ ａ ｌ Ｃ ｌ ａ ｓｓ ＩＫｍａ 丨ｏ ｃ ｃ ｌｕ ｉ ｏｎ ａｎｄｍａ ｎｄ ｉｂ －

差 ，对面部不对称的影响越小
［
丨 丨

］

。
ｕ ｌ ａ ｒ ａｓ
ｙ
ｍｍｅ ｔｒ
ｙ ， ｔ
ｒｅａ ｔｅｄｗ ｉ ｔ ｈｏ ｒ ｔ ｈ ｏ ｇ
ｎ ａ ｔｈ ｉ ｃｓｕｒｇｅ ｉｙ ［ ｊ ］ ．ＡｍＪＯｒｔｈ
－

本研究表 明 咬合对下颌骨形态有一定 的影响 。
《ｄＤｅ ｎ ｔＯ ｒ ｔｈｏｐ ’ ２０ １ ３  ’  １ ４４ Ｐ ｈ ４４ ｌ ５４ ＇

ｎ ［ ８ ］ 徐小惠 ， 王建国 ． 成人颜面不对称患者颂面部骨性结构 的 三维
单侧第一磨牙缺失且未Ｌ夏 云引起咬 口 改变 ， 咬 口立体分析 ［ Ｊ ］ ． 实用 口 腔医学杂志 ， ２０ １ １ ， ２７ （ ２ ）  ： ２３ １－ ４ ．
通过一定的途径影响肌肉 、双侧关节等 ，从而引起面 ［ ９ ］ 王 密 ， 于鎌 ， 刘 俊 ． 骨性 ０１ 类错雅伴下颂偏斜成人 下颌
部形态改建来适应一定的咬合功能改变 。 但是要明骨形态的 ＣＢＣＴ 研究 ［ 门 ， 实 用 口 腔 医 学 杂志 ， ２０ １ ４ ， ３ ０  （ ４ ） ：

确二者之间 的 因果关系 ，仍需要进一步论证 。 ５２２
－

５ －

［
１ ０
］Ｋｅｒｓ ｔｅｉｎＲＢ ， Ｒａｄ ｋ ｅＪ ．Ｍ ａｓｓｅ ｔ ｅｒａｎｄ ｔ ｅｍｐｏｒａｌ ｉ ｓｅｘ ｃｕ ｒｓ ｉ ｖｅｈｙｐ ｅ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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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路寰椎椎弓根进钉定位与临床应用

杨利斌 ，路 坦 ，董玉珍 ，杨素敏

摘要 目 的 考察术 中使用 圆规在后路寰椎椎 弓 根进钉定钉点和把握进钉方 向 ， 减少失 误是手术成功 的关

位中 的应用 。 方法 设定 ３ 个进钉通道标准 ， 对 １ 〇２ 例寰椎键⑴ 。 该研究对 １ ０２ 例患者进行 了寰椎椎弓根螺钉
６４ 排 ＣＴ 片经图像储存传输系统分析 ’ 测量寰椎椎 弓根进钉
固定手术 ，手术中采用圆规测量距离治疗效果满意 ，
点 、进钉角度 。 术 中 使用 圆规测量寰椎结节至进钉点 的距

离
，
依据术前所测得的进钉点及进钉角度对 １ ０２ 例患者实施

°

经寰椎椎 弓根螺钉 固定手术 。 结果 测量结果显示左右两１ 材料与方法

侧数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两侧数值合并后计算平均值。 进 ．
钉点与后 弓 结节连 线 的长 度 （ ＳＤ １ 、 ＳＤ２ 、 ＳＤ３ ） 平均分别 为Ｕ 病例资料 选择 ２〇 １ １ 年 １ 〇 月

￣ ２０ １ ４ 年 ８ 月

１ ９ ． ４３ 、 ２０ ．８ ８ 、２５ ． ７６ｍｍ 。 钉道 ３ 的平均 内倾角 为 ２ １ ． ２７
。

，头于新乡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行寰椎椎弓 根螺钉固定

倾夹角 Ｕ ｌ 、 ａ２ 、 ａ３ ） 平均分别为 １ ７ ． ８ ８
。

、
丨 ８ ． ２７
。

、
１ ５ ． ２４
。

；

８ １ 与手术患者 １ ０２ 例 ， 男 ７ ８ 例 ， 女 ２４ 例 ； 年龄 ３ ８ ．８±

ａ２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而 ａ ｌ 、 ａ２ 与 ａ３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 １ ８ ．６ 岁 ， 寰枢椎脱位 ４７ 例 ， 陈 旧性枢椎骨折 、脱位
＜ ０ ． ０ １
） 。
１ 〇２ 例平均随访 Ｉ ６ 个月 。 患者 Ｘ 线片 及 ＣＴ 片显 并多节段颈椎不稳 ４０ 例 ，齿状突骨折 １ ５ 例 （其中合

，

并寰椎右前弓骨折 ｉ 〇 例 ，合并寰枢椎脱位并不全瘫
螺钉牢 固无松动 、断裂 。 结论 术 中使用圆规测量距离对提ｃ 加 、 由 出沾由Ｐ ＋ 山 加古
高寰椎椎涨騎酿成神有餅的指导意义 。，…者的寰雛均有
不问程度
＾
稳＾或出 又 问

关键词 进钉定位 ； 寰椎 ；椎 弓根 ； ｃｔ 测量 纟

中 图分类号 Ｒ６８ ７ ． ３ ＋ ２部活动受限 。 人院后颈椎支局 固定或颈椎牵 引 １
̄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 ０００－ １ ４９２ （ ２０ １ ６ ） ０５－ ０７３９－ ０５２ 周 。 本组病例均经后路手术 ，无前路松解 。

１ ． ２ 术前准备 术前影像学检查包括 ： 不同位置的

寰椎椎弓根周 围丰富的静脉丛与神经纤维覆盖颈椎行 Ｘ 线片检查 ［ 正位 、 侧位和 （ 或 ） 过屈 、过伸

造成对进钉点的确定与显露困难 。 如何准确选择置位 ］ 、 ６４ 排 ＣＴ 和核磁共振 （ ＭＲＩ ） 检查 ， 明确颈椎形


态 （ 椎弓根和松质骨高度 、宽度 ） 、病变部位 、 类型及
２０ １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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