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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根管适充治疗牙体牙髓病及对咀嚼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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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目的
!

探讨一次性根管适充在牙体牙髓病患者中的临床效果及对咀嚼功能的影响%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牙体牙髓病患者
!/$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

)X($

$和观察组"

)X($

$%对照组患者采用一次性根管超充

治疗!观察组使用一次性根管适充治疗%比较
"

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及对咀嚼功能的影响%结果
!

"

组治疗前和治疗后
'

&

*

周视觉模糊"

T-V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治疗后
%

周
T-V

评分低于对照组"

!

#

$#$+

$#观察组治疗后

咬合力&咀嚼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

#

$#$+

$#观察组治疗后牙龈指数&出血指数低于对照组"

!

#

$#$+

$#观察组治疗后并发症发

生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一次性根管适充治疗牙体牙髓病患者的效果理想!能提高咀嚼功能!

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多次法根管治疗#

!

一次性根管治疗#

!

牙体牙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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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体牙髓病包括急性牙髓炎'慢性牙髓炎及龋病#表现为

牙齿出血'牙周溃烂#严重者甚至出现牙洞'断牙'黑牙等#影响

患者美观和日常生活(

!."

)

*一次性根管治疗是目前临床治疗牙

体牙髓病的主要方法#该方法能缩短治疗时间#减轻患者疼痛#

但治疗时填充物的多少并无准确的界定*部分学者认为#牙体

牙髓病患者采用一次性根管治疗时适充治疗效果理想#但是该

结论尚未得到进一步证实#且该方法对患者咀嚼功能的影响缺

乏研究(

%

)

*现探讨一次性根管适充在牙体牙髓病患者中的临

床效果及对咀嚼功能的影响#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牙体牙

髓病患者
!/$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

照组患者
($

例#患牙
&$

颗#

/(

例前牙#

%%

例前磨牙#男
/!

例#

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H"#'

&岁*观察组患

者
($

例#患牙
&/

颗#

/*

例前牙#

%+

例前磨牙#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H"#&

&岁*纳入标准!$

!

&

符合牙体牙髓病临床诊断标准(

/

)

*$

"

&牙髓坏死'患牙根尖区

对应牙龈有明显瘘管#轻叩痛等症状*$

%

&

P

线片显示根尖周

存在明显低密度透射影*排除标准!$

!

&合并影响效应指标观

察'判断其他生理或病理者*$

"

&对根管填充治疗耐受较差者*

$

%

&凝血功能障碍或合并传染性疾病#以及意识不清或精神障

碍者*

"

组患者的性别'年龄'患牙位置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治疗前
"

组患者行
P

线片#了解详细病变情况及

牙根管走向'粗细等#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抗菌药物预防感染*

手术前对炎性患者进行消炎#待符合手术要求者方可治疗*术

前根据患者检查结果完成牙体的预备治疗#去除龋齿的坏死部

分#隐裂牙齿进行临时性修复#并调整牙齿的咬合高度(

+

)

*术

前完成除髓操作#掀开髓室顶#采用无压力冲洗法彻底清洗根

管系统#操作过程均使用生理盐水'

!,

次氯酸钠反复冲洗*观

察组患者采用一次性根管适充治疗#对患牙根管进行充分清

洁#并使根管保持通畅#

%,

氢氧化钠对靶区域进行消毒#生理

盐水反复交替冲洗#然后对根管填充#填充剂达到全部腔隙并

距离根尖
!BB

之内*对照组使用一次性根管超充治疗#具体

步骤与观察组相同#填充剂填充范围为达到全部腔隙(

'

)

*

"

组

患者治疗后根据患者情况给予甲硝唑'阿莫西林等预防感染#

术后疼痛严重者#应用止痛药物减轻患者疼痛(

(

)

*

$#'

!

观察指标
!

$

!

&视觉模糊$

TV-

&评分!观察
"

组患者治疗

前和治疗后
%

'

'

'

*

周
T-V

评分情况#总分
!$

分#得分越高#疼

痛越明显(

&

)

*$

"

&咀嚼功能!

"

组患者治疗前后采用咬合力测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CR7)N<A;

!

S4<

5

"$!(

!

T1<#!/

!

U1#!/



定仪测定咬合力%采用称质量法评估咀嚼效率%使用牙龈指数'

出血指数评估患者牙龈情况#相关操作步骤必须严格遵循仪

器'试剂盒操作说明书进行(

*

)

*$

%

&安全性!观察
"

组患者治疗

后并发症发生率#包括牙龈肿胀'咬合不适'疼痛及感染*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WVV!&#$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使用
!

" 检验#计量资料以
DH

:

表示#应用
5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者治疗前后各时间
T-V

评分结果比较
!

"

组患者

治疗前和治疗后
'

'

*

周
T-V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观察组治疗后
%

周
T-V

评分低于对照组$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治疗前后各时间
T-V

评分结果

!!!

比较$

DH:

'分%

组别 例数$

)

& 治疗前 治疗后
%

周 治疗后
'

周 治疗后
*

周

观察组
($ +#$*H!#$" !#"'H$#&* $#(*H$#'! $#%&H$#"!

对照组
($ +#$/H!#$$ !#*!H$#*% $#&"H$#(( $#/!H$#'&

5 $#!*" "$#*/! $#!*" !#"!+

!

$

$#$+

#

$#$+

$

$#$+

$

$#$+

/#/

!

"

组患者治疗后咀嚼功能结果比较
!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咬合力'咀嚼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

#

$#$+

&%观察组治疗后

牙龈指数'出血指数低于对照组$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治疗后咀嚼功能结果比较$

DH:

%

组别 例数$

)

& 咬合力$

<C2

&咀嚼效率$

,

& 牙龈指数 出血指数

观察组
($ !%*#"H!(#/ *"#!H!$#! $#%(H$#$/ $#/!H$#$+

对照组
($ !!(#/H!"#* (&#!H'#& $#'*H$#$& $#(/H$#!$

5 !&#"*! ""#!"+ !*#"&! !'#%*!

!

#

$#$+

#

$#$+

#

$#$+

#

$#$+

/#'

!

"

组患者治疗后并发症发生率结果比较
!

观察组患者并

发症发生率$

!/#"*,

&低于对照组的
(#!/,

$

!

"

X'#%'!

#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治疗后并发症发生率结果比较#

)

$

,

%&

组别
例数

$

)

&

牙龈肿胀 咬合不适 疼痛 感染 其他

观察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讨
!!

论

近年来#一次性根管适充治疗在牙体牙髓病患者中得到应

用#且效果理想*本研究结果表明#

"

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

'

'

*

周
T-V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

治疗后
%

周
T-V

评分低于对照组$

!

#

$#$+

&*一次性根管适

充治疗是一种新型的治疗方法#该方法首先除去牙管内的感染

物和坏死组织#完成牙根管预备#根据每例患者牙齿根管粗细

选择合适的充填物#并对填充物进行消毒#封闭牙管#达到治疗

病灶和阻止病变进一步向牙根尖四周发展#改善患者咀嚼功

能#减轻疼痛#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

)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

察组治疗后咬合力'咀嚼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

#

$#$+

&%观

察组治疗后牙龈指数'出血指数低于对照组$

!

#

$#$+

&#提示

一次性根管适充治疗能有效改善患者咀嚼功能*由于一次性

根管适充治疗避免了对牙及周围组织的持续损伤#从而降低围

术期并发症发生率#避免填充材料的浪费#减轻对咀嚼功能的

影响(

!"

)

*同时#一次性根管适充具有周期短'效率高'并发症

发生率较低#医师能一次性完成根管消毒'抽髓'预备及填充等

操作#治疗时省去许多中间环节#使治疗周期极大地缩短#患者

填充完毕后即可对根管进行封闭#有效隔绝根管与外界的接

触#避免药物对牙尖周围组织的刺激(

!%

)

*本研究结果表明#观

察组患者治疗后并发症发生率为
(#!/,

#对照组为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是患者采用一次性根管适

充治疗时必须严格遵循其适应证#治疗时应该密切观察患者生

命体征#加强治疗方法的宣传教育#告知治疗后的注意事项#避

免人为因素影响治疗效果#促进患者早期恢复(

!/

)

*

综上所述#一次性根管适充在牙体牙髓病患者中的疗效显

著#能提高咀嚼功能#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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