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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纤维桩应用于牙体缺损修复的效果及远期修复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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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研究玻璃纤维桩对牙体缺损修复的效果及对远期修复成功率的影响$方法
!

选取
!%&L

年
&%

月至
!%&$

年
(

月上海市普陀区利群医院收治的
(%

例牙体缺损患者"患牙
&%%

颗#作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病历资料!根据修复方式的

不同!将其分为试验组与治疗组$其中!试验组患者
KL

例"患牙
L!

颗#!采用玻璃纤维桩修复%对照组患者
KL

例"患牙
KS

颗#!采

用铸造金属桩修复$观察并比较
!

组患者近期&远期的修复效果$结果
!

治疗前!

!

组患者咀嚼效率值及碱性磷酸酶水平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P%L

#%而治疗后
'

个月!

!

组患者上述指标值相比治疗前均有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且试验组患者

提高幅度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治疗后对患者进行
!

年随访!试验组患者桩核冠损坏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

组!试验组修复效果"颜色匹配&修复体完整度&边缘适合性#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P%L

#$试验组患者修复

成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结论
!

采用玻璃纤维桩修复牙体缺损!不仅近期效果明显!且远期修复

成功率更高!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玻璃纤维桩%

!

牙体缺损%

!

近期效果%

!

远期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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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体缺损发生多与创伤'龋齿等因素有关#是日常生活中

较为常见的现象#但会严重影响患者牙齿美观程度及其日常生

活(

&

)

*因此#需要积极对此进行修复处理*临床上针对牙体缺

损进行修复的过程中#多利用桩核修复体来恢复牙齿形态及功

能*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越来越多的修复体材质

和种类使得桩核修复更加快速#且效果更具预见性#也尽可能

减少了患牙拔除的可能性(

!

)

*目前#临床较为常用的
!

种桩核

修复体为铸造金属桩和玻璃纤维桩#但两者在修复效果等方面

存在一定差异#各具优缺点(

'

)

*为比较上述
!

种桩核修复体对

牙体缺损修复的效果及对远期修复成功率的影响#本研究以

(%

例牙体缺损患者$患牙
&%%

颗%作为研究对象#其中试验组

患者使用玻璃纤维桩修复#对照组患者使用铸造金属桩修复*

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P$

!

一般资料
!

选取
!%&L

年
&%

月至
!%&$

年
(

月上海市普

陀区利群医院收治的
(%

例牙体缺损患者$患牙
&%%

颗%作为研

究对象*患者入选标准(

K

)

!$

&

%牙体缺损处于
!

"

'

#

'

"

K

的患

者&$

!

%牙根无松动患者&$

'

%已接受完善根管治疗#且根尖区无

阴影患者&$

K

%采用常规充填治疗未达到满意效果的患者*患

者排除标准(

L

)

!$

&

%咬合关系异常者&$

!

%牙龈炎'牙周炎患者&

$

'

%异常根管形态患者&$

K

%临床治疗资料不全患者*回顾性分

析其临床病历资料#根据修复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试验组与

治疗组*试验组患者
KL

例$患牙
L!

颗%#使用玻璃纤维桩修

复&对照组患者
KL

例$患牙
KS

颗%#使用铸造金属桩修复*试

验组中#男
!S

例#女
&J

例&年龄
&S

#

LL

岁#平均$

'LPK'a

$PLK

%岁*对照组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LK

岁#平均

$

'$P%(aLP&!

%岁*

!

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P%L

%#具有可比性*

$P/

!

方法
!

试验组患者使用玻璃纤维桩修复*桩道预备完毕

后#行常规消毒'吹干处理*使用
'B1.4

7

cW2;:.N/9

>

4;:H

>

自黏结树脂水门汀注射器将水门汀注入根管中#并将其涂布在

纤维桩表面#呈均匀分布*插入根管至合适位置后#加压固定#

+

S&K'

+

检验医学与临床
!%&J

年
&&

月第
&K

卷第
!!

期
!

CH3B.8-4;2

!

Q5<.N3.1!%&J

!

X54P&K

!

Q5P!!



然后将多余水门汀去掉#并行固化处理*将
-.1HNc8?5

纳米

树脂充填于牙冠部#形成树脂核形状#光照后即可完成桩核的

制作*

!!

对照组患者使用铸造金属桩修复*排尽暂充物后#将牙胶

取出*根据根管所需宽度'深度进行扩展#常规取模后进行桩

核制作*患者试戴合适后#对铸造桩核及根管行消毒'吹干处

理*将玻璃离子水门汀黏结剂注入根管内后#戴入桩核于根管

内*准确就位并固化处理后即可完成桩核的制作*

!!

待冠修复桩核完成后#上述
!

组患者均进行常规牙体预备

并行排龈处理#硅橡胶两次法制作印模及烤瓷全冠#然后于患

者口腔内进行试戴#根据患者主观感受对其进行适当调整#最

后黏固*嘱患者及时复诊#并连续观察
!

年*

$P'

!

疗效观察指标及判断标准
!

$

&

%咀嚼效率值(

$

)

!让患者咀

嚼
!P%

O

花生#左右分别咀嚼
!%

次#然后将残渣收集#于蒸馏

水内搅拌#使用
!%%

目筛过滤后烘干#称取咀嚼后花生重量&咀

嚼效率
]

$咀嚼前花生重量
+

咀嚼后花生重量%"咀嚼前花生重

量
&̀%%Z

*碱性磷酸酶!利用碱性磷酸酶活性检测试剂盒对

碱性磷酸酶水平进行检测*$

!

%桩核冠损坏$桩核松动脱落'桩

核折断'根折'牙龈炎性反应%发生率&修复效果$颜色匹配'修

复体完整度'边缘适合性%*修复成功率(

J

)

!失败#患者有自觉

主观症状#牙根劈裂#修复体存在松动折裂甚至发生脱落#且不

能咀嚼#

c

线片结果显示根尖发生病变&成功#患者无自觉主观

症状#修复体边缘密合程度良好#未出现松动#能正常咀嚼#且

叩诊无不适感#

c

线片结果显示根尖区无阴影或病情未出现

恶化*

$P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SP%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计量

资料以
Aa>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7

检验*以
=

#

%P%L

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P$

!

!

组患者治疗短期效果
!

治疗前#

!

组患者咀嚼效率值及

碱性磷酸酶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P%L

%&而治疗后

'

个月#

!

组患者上述指标值与治疗前比较均有提高#且试验组

患者提高幅度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

表
&

'

!

*

表
&

!!

!

组患者治疗前#后咀嚼效率值%

Aa>

&

Z

'

组别
#

治疗前 治疗后

试验组
L! L$P&$aLP%! S$P!$aSPLJ

"

对照组
KS LLP((aKP(S J!PL'a(PJ$

)

7 %P&J% JPKS(

=

$

%P%L

#

%P%L

!!

注!与治疗前比较#

"

7]!&PSL'

#

"

=

#

%P%L

&

)

7]&%PKLS

#

)

=

#

%P%L

表
!

!!

!

组患者治疗前#后碱性磷酸酶水平的

!!!

比较%

Aa>

&

"

DW

'

组别
#

治疗前 治疗后

试验组
L! K!$P&$a!&P%! K(&PJLa'%P($

"

对照组
KS K!LP((a!%PJ$ K$!PJLa!%PLK

)

7 %P%K& LPKJ!

=

$

%P%L

#

%P%L

!!

注!与治疗前比较#

"

7]&!P$'(

#

"

=

#

%P%L

&

)

7]SPJ!&

#

)

=

#

%P%L

/P/

!

!

组患者治疗远期效果
!

治疗后对患者进行
!

年随访#

试验组患者桩核冠损坏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P%L

%&试验组修复效果$颜色匹配'修复体完整度'

边缘适合性%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

试验组患者修复成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P%L

%*见表
'

'

K

*

表
'

!!

!

组患者治疗后桩核冠损坏情况$

#

%

Z

'(

评价指标
#

桩核松动脱落 桩核折断 根折 牙龈炎性反应

试验组
L! !

$

'PSL

%

&

$

&P(!

%

!

$

'PSL

%

&

$

&P(!

%

对照组
KS S

$

&$P$J

%

(

$

&SPJL

%

S

$

&$P$J

%

J

$

&KPLS

%

!

!

KPLLS $P%(K KPLLS LPK'$

=

#

%P%L

#

%P%L

#

%P%L

#

%P%L

表
K

!!

!

组患者修复效果$

#

%

Z

'(

组别
#

颜色匹配 修复体完整 边缘适合 修复成功

试验组
L! L&

$

(SP%S

%

L&

$

(SP%S

%

K(

$

(KP!'

%

L%

$

($P&L

%

对照组
KS K%

$

S'P''

%

K%

$

S'P''

%

'J

$

JJP%S

%

'S

$

J(P&$

%

!

!

$P$!L $P$!L KPJLL $PS!&

=

#

%P%L

#

%P%L

#

%P%L

#

%P%L

'

!

讨
!!

论

!!

出现牙体缺损会严重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及其工作*因

此#应及时给予牙体缺损患者有效措施进行治疗*临床上通常

采用的治疗方法为桩核冠修复#其中以铸造金属桩和玻璃纤维

桩最为常见*

!!

为研究玻璃纤维桩和铸造金属桩对牙体缺损修复的效果

及对远期修复成功率的影响#本研究选取
(%

例牙体缺损患者

$患牙
&%%

颗%作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病历资料*其

中#试验组患者使用玻璃纤维桩修复#对照组患者使用铸造金

属桩修复*治疗前#

!

组患者咀嚼效率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P%L

%&治疗后
'

个月#

!

组患者咀嚼效率值与治疗前比较

均有提高#且试验组患者提高幅度大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

#

%P%L

%*桩核稳定性能对咀嚼效率会产生一定影

响*在临床修复过程中#要求铸造金属桩的桩长度至少伸入根

管的
!

"

'

*因此#需要将髓腔倒凹完全去除*通过牙体组织与

树脂材料的高强度黏结作用#玻璃纤维桩的桩长度仅需伸入根

管的
&

"

!

*因此#该修复方式对牙体组织损伤小#且具有较高

的稳定性*

!!

碱性磷酸酶是磷酸单酯酶#该酶通常来源于骨骼和肝脏*

一旦牙周出现异常#体内碱性磷酸酶水平则会发生改变*因

此#该酶在临床上常用于检测牙周组织的健康状况#简便无创*

本研究中#

!

组患者治疗前碱性磷酸酶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P%L

%&治疗后
'

个月#

!

组患者该碱性磷酸酶水平均有提

高#且试验组患者提升幅度大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P%L

%#这与李慧等(

S

)研究结果相近*表明与铸造金属桩

修复比较#玻璃纤维桩修复对牙龈产生的影响较轻#利于修复

后患者牙周健康的及时恢复*

!!

治疗后对患者进行
!

年随访#试验组患者桩核冠损坏发生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试验组修复效果$颜色匹配'修复体完整

度'边缘适合性%明显优于对照组#试验组患者修复成功率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P%L

%*牙龈着色主要

+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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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属离子的长期渗透有关#而玻璃纤维桩无色透明#不会出

现牙龈着色现象*有研究指出#相对于牙本质而言#铸造金属

具有较高的弹性模量#将其植入后则会在桩和牙体交界处产生

较大应力梯度#易使牙本质受力#导致牙根纵折或根尖折裂的

风险增加(

(

)

*玻璃纤维桩弹性模量与牙本质基本一致#将其植

入后不会改变牙本质应力分布的模式#桩核与牙体受力相对均

衡*此外#在玻璃纤维桩安装过程中不需要将髓腔倒凹彻底去

除#牙体组织得以最大程度的保留#进而增强基牙抗力#减小牙

根折裂的风险*根尖周病变主要与金属易发生腐蚀的特性有

关#其会使牙龈组织受到一定程度的刺激作用#且刺激作用对

敏感度患者更加明显(

&%

)

*而玻璃纤维桩具有一定的耐腐蚀

性#也与牙体组织间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

综上所述#玻璃纤维桩修复牙体缺损#不仅近期效果明显#

远期修复成功率也更高#值得临床应用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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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大黄蛰虫丸联合
DGQ+

%

对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的疗效

闻海军

"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人民医院中医科
!

K'SJ%%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加味大黄蛰虫丸联合干扰素"

DGQ

#

+

%

对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

-V6

#患者的临床效果及对血清肿瘤坏死

因子"

*QG

#

+

%

和白细胞介素"

DC

#

+&%

水平的影响$方法
!

选取
$!

例
-V6

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
DGQ+

%

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服加味大黄蛰虫丸!

!

组均以
K

周为
&

个疗程!治疗
$

个疗程$检测
!

组治疗前后肝功能指标&血清乙

型肝炎标志物和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并评估
!

组临床疗效$结果
!

治疗后!观察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V6/9

O

#&乙型肝炎
U

抗原

"

V6.9

O

#及乙型肝炎病毒"

V6X

#

+IQ9

转阴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P%L

#%

!

组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9C*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9"*

#&总胆红素"

*6;4

#&

DGQ+

'

&

*QG+

%

水平均明显降低!

DC+K

和
DC+&%

水平均明显升高!且观察

组治疗后各项指标改善状况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P%L

#%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P%L

#$结论
!

加味大黄蛰虫丸联合
DGQ+

%

治疗
-V6

疗效好!能够有效促进患者机体免疫功能的恢复!提高患者自

身抗病毒能力$

关键词"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

!

加味大黄蛰虫丸%

!

干扰素
+

%

%

!

炎性因子

!"#

!

$%&'()(

"

*

&+,,-&$)./0(122&/%$.&//&%2K

文献标志码"

9

文章编号"

&$J!+(KLL

"

!%&J

#

!!+'K!%+%'

!!

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

-V6

%是临床常见的慢性传染性疾

病#多由乙型肝炎病毒$

V6X

%感染导致#具有病发率高'传染

性强'传播途径复杂等特点*患者主要表现为食欲减退'恶心

呕吐'倦怠乏力'腹部胀痛'肝脾肿大等#严重者可进展为肝硬

化'肝癌#严重危害患者身体健康*干扰素$

DGQ

%

+

%

是目前西

医治疗
-V6

的首选药物#其具有抗病毒'抗肝纤维化及免疫

调节等作用#可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肝硬化等病变的发生(

&

)

*但

是#患者长期服用
DGQ+

%

后易出现头痛'发热'乏力等流感样症

状及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减少等血清学

变化#导致患者难以坚持完成治疗*近年来#中医在治疗
-V6

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中医认为#

-V6

主要由正虚邪盛'湿热未

尽'毒邪内侵'肝络瘀阻所致#治疗上应采用疏肝活血'清热解

毒方法*因此#笔者采用加味大黄蛰虫丸联合
DGQ+

%

治疗

-V6

患者#疗效明显*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P$

!

一般资料
!

选取
!%&K

年
&!

月至
!%&L

年
&!

月本院收治

的
-V6

患者
$!

例*西医诊断标准参照1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

南2中对
-V6

的规定(

!

)

*中医诊断标准参照1病毒性肝炎中医

辨证标准$试行%2!身目发黄#色泽鲜明&恶心厌油#纳呆&胁胀

脘闷&肢体困顿#倦怠乏力&尿黄&舌苔黄腻#脉弦滑*患者年龄

!%

#

$L

岁#血清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V3/9

O

%阳性大于或等于
$

个月#血清
V6X+IQ9

阳性#肝功能检查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9C*

%水平小于
K%%W

"

C

#近
$

个月内未采用抗病毒药物治

疗#患者自愿参加本次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合并感染

+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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