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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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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领 磨 牙 的病 例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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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性支抗装置 (下AOs)的应用扩展 了固定矫治器的牙齿移动范围。正畸微种植体支抗就是临时性支

抗的
一
种 已被成功用于矫治各种类型的牙齿移动 如前牙的整体回收 .牙齿伸长 ，牙 弓前突 甚至是压低

上领磨牙。尽管如此 ，由于解剖因素的限制 ，正畸微种植体支抗对于压低下领磨牙的作用仍存在
一定困难。

骨性支抗系统 (SAs) 作为另
一
种形式的临时性支抗 突破 了解剖因素的限制使下领磨牙压低成为可能。

以下所呈现的这个病例展示了利用单侧骨性支抗系统压低两颗下领磨牙 并伸长同侧
一
颗上领磨牙 .以建立

稳定的胎 平面。下领磨牙的压低量通过 曲面体层放射线片来评估 ，下领左侧第
一
磨牙和第二磨牙以胎平面为

参考分别被压低 了 1.6mm和 2.smm。

压低 ;下领磨牙 ;曲面断层片 ;骨性支抗 系统 (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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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点评

姜 若 萍教授 点评 :该病例报告 中磨 牙压 低 效果是 显 而 易 见的 ，证 实 了小型铁 板 支抗 装 置

在正崎 压低 下领 磨 牙娇 治 中的应 用价 值 。至 于微 螺打 支抗 装 置是 否如作 者 所 言 完 全无法 实现

下领 磨 牙的压 低 ，还存 在
一 定争议 ， 当然微 种植 打 的在 下领 应 用的局 限是 存 在 的 ，但 已有 病

例显 示特 定型 号 、种 类 的微 种植 打 ，选择 合 适 的植 入部 位 ，可 以有 效压 低 下领 磨 牙。特 别 需

要提 醒读 者 注意 的是 ，矫 治前 曲 面体 层放 射 线 片显示 患者 的 4颗 第三 恒磨 牙 牙冠均存 在 ，且

与 第二 恒磨 牙 牙根 关 系较 为 密切 。在这 种 情 况下进 行 左侧 下领 第二 恒磨 牙的压 低 ，应 该说是

有
一 定风 险的 :尤其 该病例 的娇 治 中对左 下 第二 恒磨 牙施加 的是 使 牙根 向远 中直 立 的娇 治 力 ，

可 能导致 其 牙根 过 于接 近 第三 磨 牙 牙冠而 出现 牙根吸 收 的风 险 ， 同时也不 利 于 日后 智 齿 的拔

除 。 因此衬 于类似 病例建 议在矫 治前拔 除智 齿 。

引言

固定矫治器能实现的牙齿移动包括倾斜移动 、

整体移动 、转矩、伸长、扭转 的矫正 、压低等。但

是生物力学 系统是守恒 的 ，矫治力总会伴 随着反作

用力 ，而带来
一些我们所不希望出现的作用 。比如 ，

固定矫治器在 弓丝前段施加压低力 ，弓丝后段就会

产生我们很可能不需要 的伸 长力。这
一
缺点只有通

过增加支抗单位 (即磨牙 )的数 目来克服。但 当磨

牙本身需要显著压 低时 ，就需要其他 的支抗来源 ，

这 时就需要 TADs(临时性 支抗装置 )。正 畸微种

植体支抗是临时性支抗的
一
种 ，其操作简便 ，与 固

定矫治方法结合扩大 了牙齿移动的范 围。微种植体

可 以成功地压低上领磨牙 ，但对于下领磨牙的压低 ，

由于解剖 因素的限制 ，微种植体的作用 尚存质疑。

这些限制 因素包括前庭沟深度不足导致无法将种植

体放置于尽量靠近牙根处施加压低力 ;根间或者邻

牙 间牙槽骨较薄 限制 了植人种植体 的长度 ，从而影

响其稳定性 ;种植体放置在下领磨牙近 中或远 中，

从生物力学看无法施加有效的压低力。骨性 支抗系

统 (SAS) 是
一
种稳定的临时性 支抗 ，微型板可 以

放置在下领磨牙根方 ，利用牙槽基骨作为支抗压低

磨牙。

下面的病例报告 中，使用单侧下领骨性 支抗系

统压低患者的下领磨牙并同时伸 长对领磨牙。

2 病 例 报 告

一
名 15 岁 的 印度 女 孩 到孟 买 的 印度 牙 科学 院

Nair医院就诊 ，主诉是前突和上前牙排列不齐 。既

往病 史显示 6年前其 下领 前 牙 区有 外伤 史 ，导 致 3

颗下领切牙缺失 ，接受过相应的治疗 。

临床 口腔检查 显示 ，左 下后牙近 中移位致 下前

牙 区缺失所致 的间隙 已丧失 ，上领左侧第
一
磨 牙低

位且近 中倾 斜 ，相对 应 的下领 第
一
、二磨 牙伸 长伴

第
一
磨 牙近 中倾斜 ，第二磨 牙远 中倾 斜 。同时收集

完 整 的诊 断记 录 (图 1、 图 2) 。上 领 左 侧 第
一
磨

牙 的根尖片显示其根尖 1/3影像模糊 不清 ，不过还

不 能诊 断为根骨粘 连 (图 2) 。分析 了所 有 的诊 断

资料 后 ，计 划拔 除上领双侧 第
一
前磨 牙来解决上领

前 突 ，下领 前牙 区拟集 中间隙修复
一
颗 下切牙 ，下

领双 侧 的尖 牙和前磨 牙拟改 形分别替 代侧切 牙和尖

牙 。后牙 区 ，拟借 助骨性 支抗 系统 (SAS) 压 低左

下第
一
、二磨 牙 ，同时利用该 支抗 装置伸 长左上第

一
磨 牙 _

固定矫治器使用 0.022 英寸槽 沟的 MBT托槽 ，

按 照 MBT托槽 配 置 的标 准 图表 粘 结 托槽 。上 下领

第
一
、二磨 牙分别粘结带环 。压 低左 下磨 牙 的骨性

支抗 系统植人 后再放置 下领 连续 弓丝 。上领 弓丝范

围从右上第二磨 牙到左上第二前磨 牙 ，左上第
一
、

二磨牙使用片段 弓。

下 领 骨 性 支 抗 系 统 ，是
一
个 四 孔 结 构 的 I型

316L不锈 钢 微 板 ，厚 约 Zmm。大 多数 微 板 的冠 部

都有
一
个朝 向近 中的开 口 (图 3) ，这 个开 口用 来

连接结扎丝 、牵 引钩和橡皮链 ，可对 下领左侧第
一
、

二磨 牙施 加压 低力 ，对 上领 左侧第
一
、二磨 牙施 加

伸 长力 。

对 患者施 以局部麻醉 并 口服镇静 药 。医生将微

板垂直于 下领 基骨放 置 ，并使 之适应骨 面形态 ，用

3个 6mm 长的单皮质螺钉 固定 ，最近冠方 的
一
个孔

暴露 于 口腔前庭 。微 板 的近远 中向位置 应使带有开

口的冠方 孔正好位 于 下领 左侧 第二磨 牙 的近 中 1/3

下方 ，垂直 向位置 应使 微板 的冠方大部分位于磨 牙

颊 面 管 下方 至 少 4mm，并暴 露 于 口腔 前 庭 。这 样

放置微 板有几个不 同的 目的 :微 板近远 中向位于 下

领 左侧 第二磨 牙 的近 中 1/3，可 以对 下领 左侧第 二

磨 牙施 加 比第
一
磨 牙更大 的压 低力 ，对 下领 左侧第

12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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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正畸治疗前的口内相

面相已经过处理 非镜像

右 侧 观 ;匕 正 面 观 ;c 左 侧 观 ;d 上 领 胎 面 观 :e 下 领 胎 面 观 下 领 左 侧 观 。 注 :胎

图 2 正畸治疗前上领左侧第
一
磨牙的口内根尖放射线片 图 3 有近中侧开 口的微板

，}，}闷11胶医学 继 续 教 台 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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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磨 牙有远 中向的倾 斜分力 ，对 下领左侧第二磨 牙

有近 中向的倾斜分力 ，对上领 左侧第
一
磨 牙有远 中

向的倾斜分力 ;微板 冠方大部分位于磨 牙颊面管 下

方 至少 4mm 的垂 直 向位 置 ，给 弓丝和磨 牙颊 面 管

留出足够 的空间以利于对 下领第
一
、二磨牙 的压低 。

患者术后 的水肿和疼痛缓解后 ，拍摄 了曲面体

层放 射 线片 (图 4a) 。下领使用
一
根 连续 的 0.016

英寸 的热激 活镍钦 弓丝 (HANT)，由于 下领左侧

第
一
磨 牙 的颊 面近 中端 比远 中端更偏 眼 向 (牙轴 近

中倾斜 )，所 以相邻 的前磨 牙不会有被伸 长的风 险。

用粗不锈钢结 扎丝在微 板 的冠方 孔及 下领 弓丝的第
一
、二磨牙之 间进行结 扎 ，使该段 弓丝下拉呈弧形 。

这 种结 扎方法 (图 5f 和 59)可 以对 下领 第
一
、二

磨 牙施加持 续的压 低力 ，同时对 下领 左侧第
一
磨 牙

有远 中倾斜力 ，对下领左侧第二磨 牙有近 中倾斜力 ，

以达到直立磨牙的效果 。

使用弹性 橡皮链将上领 左侧第
一
磨 牙与骨种植

板相连 ，对磨 牙施加伸 长力和远 中倾 斜力 。每 3周

复诊进行常规检查 ，更换橡皮链 ，不锈钢 丝结 扎加

力继续压 低下领磨 牙。1.5个月后 ，下领 弓丝从 0.016

英寸 的热激 活镍钦 丝换成 0.016 英寸 x0.022 英寸

的热激 活镍钦 丝 。压 低 下领磨 牙 3个月后 ，下领 左

侧第
一
、二磨 牙 已被 充分 的压人 到 下领 其余牙齿所

在 的殆 平面水平 ，复诊 时拍 摄 了 口内像 和 曲面体层

放射线片来评估下领磨 牙的压 低量 (图 6、图 7) 。

3 结果

因 为 压 低 的 是 单 侧 磨 牙 ， 所 以 通 过 重

叠 头 颅 侧 位 片 来 测 量 压 低 量 并 不 可 行 (侧 位

片 中 磨 牙 影 像 源 自 两 侧 磨 牙 )。因 此，可 以 将

刚 植 人 SAS后 的 曲 面 体 层 放 射 线 片 (l:放 大

系 数 =34.82mm/29.62mm=1.175) 与 压 低 治

疗 3个 月 后 的 曲 面 体 层 放 射 线 片 (2:放 大 系 数

一35.glmm/29.62mm=1.212)做 对 比 ，评 价 磨 牙压

低 量 (图 4、 图 7) 。 每 张 曲 面 体 层 放 射 线 片 上 微

板 (SAS) 的垂 直 高 度 的放 大 系数 用 下 面 的 公 式 计

算 :

放大系数钊目展酬剩丢友钱丝划气日片奸)劝洲赶芝广刘巧泊胡片魁反l司变

在 描 记 图上 ，都 是 结 构 性 的 线 条 ，曲面 体 层 放

射 线 片 l (图 4) 上 ，Al线 通 过 微 板 冠 方 孔 的 顶 端

与 微 板 长 轴 垂 直 ，Bl线 代 表 下 领 左 侧 第
一
磨 牙 抬

平 面 并 与 微 板 长 轴 垂 直 ，Cl线 代 表 下 领 左 侧 第 二

磨 牙胎 平 面 并 与 微 板 长轴 垂 直 ;曲面 体 层 放 射 线 片

2 (图 7) 上 ，AZ线 通 过 微 板 冠 方 孔 的 顶 端 并 与 微

板 长 轴 垂 直 ，BZ线 代 表 下 领 左 侧 第
一
磨 牙 殆 平 面

并 与 微 板 长 轴 垂 直 ，CZ线 代 表 下 领 左 侧 第 二 磨 牙

殆 平 面 并与微 板 长轴 垂 直 。

测量 线段 间 的垂 直 距 离 并 除 以放 大 系 数 ，得 出

线 段 间 的 实 际距 离 (表 l) ，进 而 计 算 出磨 牙 的压

低量 。

下领 第
一
磨 牙 :实 际距 离 (Al

一BI)
一
实 际距

离 (AZ
一BZ)=l·6mm

下领 第 二 磨 牙 :实 际距 离 (Al
一CI)

一
实 际距

离 (AZ
一CZ)=2·smm

不 能 只 是 简 单 的 重 叠 曲面 体 层 放 射 线 片 l和 2

的描 记 图 ，原 因如 下 :①放 大 率 不 同 ;②用 游 标 卡

尺 重 复 测量 不 同 的数 值 (曲面 体 层 放 射 线 片 的描 记

图 ) ，较 短 线 距 比较 长 线距 的误 差 率 更 大 ，导 致 误

差 的扩 大 (卡 尺 测量值 最 小 单 位 o.ol mm)。

结 果 表 明 ，下领 左 侧 第
一
、二 磨 牙 经 过 3个 月

的治疗 都 有 明显 的压 低 。

然 而 在 上 领 牙 弓则 并 未 观 察 到 上 领 左 侧 第
一
磨

图 4 oSAS植 入 后 的 曲面体 层 放 射 线 片 l b.描记 图 1

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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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平面
/.

、 〔

O

}

’
不锈 钢结扎丝连接微板

HANT丝 与 HANT丝

图 5 压 低 下领 左 侧 第
一
、二 磨 牙前 的 口内相 。a 右 侧 观 b

不 锈 钢 丝 连 接 SAS和 下 领 左 侧 第
一
、二 磨 牙 间 弓丝 的结 扎 方 法

正面观 左侧观 上领胎面观 下 领 胎 面 观 :f.用

g 矢状 向 的生 物 力学 。注 :胎 面 相 已经 过 处理 ，非镜 像

牙的伸 长。此 区域 的
一
张 口内根尖放射线片显示上

领左侧第
一
磨牙根尖 1/3处模糊不清。由于第

一
磨

牙并未 出现任何伸 长的迹象 ，排 除了其他 引起磨牙

低位 (磨牙近 中倾斜并锁结在第二前磨牙的远 中颈

部 1/3下方 )的 因素 ，我们考虑这颗牙可能存在根

骨粘 连 ，请
一
名有经验 的 口腔外科 医师进行局部松

解后 ，再用橡皮圈对其进行牵 引 ，但仍未发生任何

伸 长位移 。因此 ，我们决定对上领左侧第
一
磨牙进

行冠修复来建立其殆 接触 。随后将上领连续 弓丝绕

过第
一
磨 牙人第二磨牙颊管 ，利用微板伸 长上领左

侧第二磨 牙并使之与对胎 牙建立殆接触 (图 6) 。

4 讨 论

结 果证 明我 们 已使 下领 左 侧 第
一
、二 磨 牙被 压

低并直立至与下领其余牙齿构建的殆平面相
一
致的

水平 。当然 ，磨牙压低的量是 以殆 平面为参照沿微

型钦板方 向计算 的数值 ，而并不是沿重力方 向的绝

对的压低量 。

我们观察到下领左侧第
一
、二磨牙没有 出现明

显的颊 向倾斜 ，而施加于颊侧的压低力系统通常是

会产生相对于牙齿 阻抗 中心的颊 向作用力 的。本例

中的微型钦板经过塑形后才被植人 ，使其冠方 (暴

露于前庭 沟处 )尽量靠近下领左侧第二磨牙颊侧 以

减少颊 向分力。而且 ，这
一 区域还有致密的下领骨

外斜线区 ，也会提供对抗颊 向倾斜的力 ，这些 因素

可能都会减少磨牙的颊倾 。

备选方案 :

由于上领磨 牙缺失导致下领磨 牙伸长的病例很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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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压 低 治 疗 3个 月 后 的 口内像 。。 右侧 观 ;匕 正 面 观 ;c.左 侧 观 ;d 上 领 胎 面 观 ;e 下领 胎 面 观

注 :胎 面 相 已经 过 处理 非 镜像

下领 模 型左侧 面观 。

图 7 。 正畸治疗 3个月后的曲面体层放射线片 2;匕 描记 图 2

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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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结构线线段间的垂直距离

八

︺

仄
口

q
︺

叹
︺

放 射 线 片 1

Al一Bl

Al一Cl

放 射 线 片 2

AZ一BZ

AZ一CZ

18

18

8.15

4_91

21

21

6.73

4.05

常见 ，这种情 况容易诱 发龋病 和根尖周病 。如果 下

领仅用
一
根连续 弓丝 ，而没有任何其他对磨 牙区压

低的设计 ，通常 会导致胎 平面倾斜 。因此 ，这种整

平下领 曲线的方法是不可取 的。

另
一
种解决单侧下领磨 牙伸 长的方法是对伸长

磨 牙进行根管治疗 并行冠修复 ，使 冠修复体的垂直

高度 降低 以适应下领其余牙齿的胎 平面。

5 结 论

像正畸微种植体这样的临时性 支抗对于压低上

领磨牙是有效的，但是否能压低下领磨牙尚不清楚。

因为压低下领磨牙需要较大的力量来对抗致密的下

领骨皮质 ，而且种植钉的位置应尽量位于根尖方 向

以利于施加压低力 ，这些 限制 因素都使正畸微种植

钉难 以顺利压 低下领磨 牙。骨性支抗 系统 的应用克

服 了这些 限制 因素 ，并在本病例 中有效地将 下领左

侧第
一
、二磨牙压低 了 1.6mm 和 2.smm，建立 了

平整的功能殆平面。但是 ，骨性支抗系统的植人需

要镇静药和普通麻醉药的使用 ，这对患者的依从性

有较高的要求。因此 ，如果仅压低单个磨 牙 ，是否

有必要让患者承受局部麻醉及镇静药条件下的手术

风险就值得衡量 了。本病例 中，我们选择使用骨性

支抗系统 ，是 因为需要压低两颗下领磨牙并伸 长对

领 的两颗上领磨 牙。总之 ，保持牙齿健康并建立适

合 的功能殆 平面 ，往往 比牙齿 出现状 况后再行根管

治疗及冠修复更为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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