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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性支抗丢失的概念

宋 广赢 许 天 民
‘

正 畸 医 生 对 磨 牙 生 理 性 移 动 的 最 初 认 识 源 于

对替 牙期磨 牙关系变 化 的观察 ，因为正 畸医生观 察

到 了离位 隙对 磨 牙从远 中关系到 中性 关系 自然调整

的 影 响 ，在 20 世 纪 40至 50 年 代 ，正 畸 医 生 把 这

种调 整 叫做 生理性 的 牙齿 迁 移 (physiologic tooth

migration) 。但 替 牙期 之 后 ，
一 巨上 下磨 牙 已经 建

立某种类型 的咬合 关系 ，则很难再直观地 看 到磨 牙

位 置 的 改 变 。20世 纪 90年 代 ，Solow 通 过 Bjork

金属 种植钉 样本 的重叠 测量 ，发现上磨 牙在恒 牙期

后仍 然表 现为 向下 向前 的位置变化 ，他将 其称之 为

磨 牙持 续 的生 长 (continued eruption)。而其 他颅

面生 长发育 中心 的研 究也显示磨 牙在生 长 发育过程

中会 发生 近 中移 动 ，Enlow 和 Hans 合 著 的 ((颅 面

生 长发育》
一
书将这 种牙齿 的移 动称为 牙齿漂移 。

著名 正 畸临 床研 究 专家 Johnston教 授 的研 究结 果

发现 ，上磨 牙 向近 中生 长的移动量 与下领骨 向前发

育超 过上领骨 的生 长量 相 同 ，也就是说 ，上磨 牙随

着 下领骨 的发育而 不断 向前移动 ，以维 系上 下磨 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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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咬合关系在建殆 后不发生变化 ，这说 明上磨 牙为

了保持和下磨 牙的咬合关系而不断 向前移动 ，形成

了
“
隐形的

”
支抗丢失 ，即我们所说 的生理性 的支

抗丢失。

如果采取拔 牙矫治 ，Alexander 等人 的研究 发

现 ，在拔 除 下领 第
一
前磨 牙 后 ，下磨 牙 会 以每 年

l.Zmm 的速 度 向近 中移 动 。更 为普遍 的现象 是 ，

口腔 医生通常会观察到牙齿缺失后 ，缺牙间隙前后

邻牙的相 向移动 ，这类现象在修复学领域 曾被广泛

研究 。以上 牙齿 自然漂移的原 因 目前主要被认为与

越 隔纤维的牵拉力和咬合力有关 ，与上述生长导致

的磨 牙前移 同属于生理性 因素。由于上述 的磨 牙近

中移动并非 由矫正器 引起 ，但我们在测量磨牙支抗

丢失量的时候却又无法排 除这
一
由于生长所导致的

支抗丢失。因此 ，从支抗磨 牙前移的原 因分析可 以

得 出，正畸治疗后测量得 出的总 的支抗丢失量实 际

由两个部分构成 ，
一
部分是机械力支抗丢失 ;另

一

部分是生理性 支抗丢失。机械力支抗丢失 由于是沿

着矫正 弓丝方 向移动 ，被正畸医生认为是
一
种接近

整体移动 的磨 牙前移 ，那么生理性 支抗丢失又是
一

种什么形式的牙齿移动方式呢?

生理 性 支抗 丢 失作 为
一
个 新 的概 念 我 们 尚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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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针对性 的研 究结论 ，但对于磨 牙前移 的现象有几

个重要 的研 究可 以间接地提示我们生理性 支抗丢失

的量 和方 向 :Bjork的金属种 植钉 标记 的头 影测量

研 究显示 19 例 生 长 发育样 本上 磨 牙 在 8年 内平 均

前 倾 了 5.5
。
;Solow 教 授 用 14 例 女 性 金 属 种植 钉

样 本研 究 9一25 岁 的生 长发育 ，发现磨 牙平 均 前移

了超 过 3mm，大 多 数 的磨 牙前 移 发生 在 生 长高 峰

期 ，其 中 1例 下领前旋转生 长型 的女性个体上磨牙

前 移 了超 过 7mm;Baumrind用 美 国 的 金 属 标 记

钉样本 发现 8年 的纵 向观察期 内，上磨 牙颊尖近 中

移动 了 6.lmm，而根尖 近 中移 动 为 2.lmm;加拿

大 B盯lington生 长 发育 中心 n类 错胎 样 本 的纵 向

观察发现 :上磨 牙从 9一16 岁 ，平均前倾 了 8.1
。
;

其 中 12一14岁 ，上磨 牙前倾 了平均 2.8
。
;Johnston

用 Case 大学颅 面生 长 发育 中心 的纵 向资料于 2014

年 3月最新 发表 的研 究结果显示 ，上磨 牙牙冠近 中

前移量 与下领骨超 过上领骨 的生 长量接近相 等 ，在

12一14 岁 ，这 个正 畸治疗 最 常见 的年龄 阶段 ，上磨

牙的前移量 大约 是 Zmm，因此 Johnston提 出 ，只

要 采取 任 何 手段 不让 上 磨 牙 前 移这 Zmm，远 中尖

对 尖 的 n类磨 牙 关系 自然就 会变为 中性 ，为生理性

支抗控制技术提供 了最有力 的理论依据 。

以上 列举 的研 究数据反映 了上磨 牙 自行生 长发

育 的变化趋 势 ，而生 长发育期拔 牙矫治 的患者生理

性 支抗丢失 的总量 则包括磨 牙 自行生 长量 和漂移量

两个部分 。

接 下来 ，我们该如何 区分生理性 支抗 丢失和机

械 力支抗 丢失?让我们分析
一
下这两种 支抗 丢失发

生 的机制 。机械力支抗丢失源于矫正器对磨 牙产生

的机械力 ，最直观 的是 当用磨 牙作为 支抗 牙拉前牙

向后时 ，磨 牙会 因为受 到牵 引力 的反作用力 的影响

而 发生前移 ，于是正 畸医生会 采取 防止磨 牙前移 的

支抗控 制措施 ;但生理性 支抗 丢失的机 制是牙列 的

生长发育或拔 牙后牙跟韧带 的牵 引力 ，这些生理性

的力量 并不取决于矫正器 ，也就是说 ，即使没有矫

正器 的存在 ，磨牙也 以
一
种不易察觉 的缓慢 的速度

持续地 向前移动 ，虽然移动速度非常缓慢 ，但 由于

正畸疗程 长 ，平均 的累计效果可 以达到机械力支抗

丢失的量 ，而对于水平 向生 长发育型的患者来说 ，

生理性支抗丢失的量甚至可 以超过机械力支抗丢失

的量 。

那么 ，两种支抗丢失发生 时 ，磨牙 的移动方式

有何不 同?机械力支抗丢失 由于受到随矫治进程越

换越粗 的矫治 弓丝的引导作用 ，磨 牙倾 向于沿着主

弓丝作接近整体的前移 ，因此使用 口外 弓支抗时 ，

我们会尽量让 口外 弓的力作用线穿过磨 牙的阻力 中

心 (图 1);但生理性 支抗丢失的规律却是磨 牙逐渐

前倾型的近 中移动 ，此时如果 同样想用 口外 弓防止

支抗丢失 ，力作用线应该穿过磨牙阻力 中心的冠方 ，

才能防止上磨牙的前倾移动趋势 (图 2)。由此可见 ，

在将 支抗丢失 区分为生理性 支抗丢失和机械 力支抗

丢失 以后 ，对于需要最大支抗控 制的病例 ，正畸医

生不仅应该提前采用支抗控 制措施 ，而且支抗力 的

方 向也需作相应调整。

那么我们常规使用 的直丝 弓矫治能否 阻止生理

J
性支抗的丢失呢?图 3是临床常见的

一
个 n类错哈 ，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
一
下直 丝 弓人槽 时磨牙受到的力

矩 ，就会发现 ，常规 的直 丝 弓矫正器不仅没有 阻止

生理性支抗丢失的力量 ，相反还给 了磨牙
一
个加快

其支抗丢失的前倾力矩。

让我们再来看看 TPA、Nance 弓是否能防止上

磨牙前倾 。高琳等人的研究 比较 了 TPA、Nance弓

和无上述支抗辅助装置在排 齐整平 阶段上磨牙支抗

变化 的三维数字模型 ，结果 发现这三组上磨 牙均发

生 了近 中倾斜 ，三组之 间的倾斜量 没有统计学 意义

的差别。据 此我们 可 以推 断 TPA和 Nance 弓并不

心
- - -

令
一 一

图 1 防止磨牙整体前移的力应该通过磨牙的阻力中心 图 2 防止磨牙近中倾斜移动的力应该通过牙冠

了夕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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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直丝 弓矫治器实际上造成 了医源性的生理性支抗丢失

能 有 效 阻止 上 磨 牙 的 前 倾 。而对 于 口外 弓这 种 强 支

抗 装 置 ， 比较 我 们 以往 的前 瞻性 随机 临 床 试 验 样 本

中 63个 戴 口外 弓 的 最 大 支 抗 病 例 ，可 以看 出 ，磨

牙 平 均 前 倾 了 7.2
。
，由此 可 见 ， 口外 弓也 不 能 阻 止

上 磨 牙 的 前 倾 。 那 么 为 什 么 经 典 Tweed方 丝 弓技

术可 以有效地 阻止上磨 牙的前倾 呢?主要原因在于

该技术在治疗初期就使用不锈钢方丝 ，并在磨 牙近

中加了 10
。
的后倾 曲。而直丝 弓技术正如图 3所示 ，

只要上 牙 弓具 有正常方 向的 Spee 曲度 ，初期镍钦

丝给上磨 牙的必然是前倾 力矩 ，虽然 口外弓给 了磨

牙
一
个远大于镍钦丝的支抗力 ，但 口外 弓每天戴用

的时间不会超过 12h，其累积作用要小于镍钦丝加

载在磨 牙上 的 24h前倾力矩。

综上所述 ，生理性 支抗丢失的发现告诫正畸医

师的是 :支抗控制不是只有 当磨牙上有矫正器力的

时候才需要 采取对抗措施 ，对于需要最大支抗控制

的病例而言 ，上矫正器 的第
一
天就应该有支抗控制

措施 了，否则就会在 不经意之 间丢失患者的生理性

支抗 ，增加正畸治疗 的难度 。

究竟如何 才能控制生理性 支抗的丢失?请 关注

本杂志后续的系列讲座或参加 中华 口腔医学会举办

的生理性支抗控制技术学 习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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