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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下领前 磨 牙的根管 治疗通 常不会 出现 什么问题 ，然而在进行根管预备前

依 然要仔 细检查其根管 系统 以防存 在根管分叉 。偏移投 照技 术通常 只能

将 颊侧 根竹 内的根 管治疗 器械 往 中心投射 ，而不能被用 来检查 是否存 在

可能 已被忽 略掉 的舌侧 根管 。如果存 在根管分 叉 ，那 么需要 去 除根 管壁

土 的牙本质悬 突 以暴露舌侧 根管 [I。下领第
一
前磨 牙通 常 只需 要去除舌

侧根 竹 口 卜方 的牙本质悬 突 ，而第 二前磨 牙 则需要 同时去除颊 舌侧 根管

日 [方 的 牙本质悬 突 〔若存 在 舌侧根管 ，而不加判 断就先进 行颊侧 根管

的 须备可能会 导致 器械难 以再 次插 人舌侧根管 口，因此 在治疗过 程 中必

须注意保 证器械可 以重 复进 人 二舌侧根管 由于髓 腔非常细小 以及根管弯

曲 早典 型 的
“
S
”
型 ，因此 在根管 预备 时 比较 容易形成 台阶 。如果存 在 2个

以 }几的根竹 ，通 常会有
一此侧枝根管不 能被 正常预备 。

在本文的第 部分已经 讨论过 卜领前磨 牙 舌侧根管的

术前诊断比较 困难 ，在根节治疗 的准备阶段可能会被

忽略掉，囚此了f必 要在治疗过程 中去探查这此根管 〔下

而提供 此实际操作 中的相 关建议

的下领前磨 牙属于这种情况

治疗过程

牙髓腔暴露和根管探查

在下领多根竹 前磨 牙的根 竹 预 备中 要克!}仗一此 困难 ，

准确掌捉这此难点有利 于调整治疗 方法 ，然后通过 各

种根管治疗技 术还 是 ，;f以成功地完成下领 多根管前磨

牙的根管预备的

为 r能达到成功预 备该类根管 的 日的 ，本 文将 对这些

治疗的关键 步骤进行 l%J述 「泞先介绍相关 的基本原理 ，

然后具体 讨论 2颗下领 前磨 牙的 详细情 况及其相关 的

影像学表现 至丁单根竹 的另一颗 牙齿 ，山于其根管预

备非常简 单，在此将 不 !IJ:)J日以赘述 而仅供 比较 ，大 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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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髓 腔暴露 可 以从 牙齿 中央沟人钻 ，并往颊尖方 向扩

展 以避免在冠 内形成倒 110。牙髓 腔暴露后就 ，If以探查

髓腔 系统 的根管部分 ，以发现可能存在 的 舌侧根管 细

小 的不锈钢 根管治疗 器械 比较适 合 于探 查舌侧 根 管

如果将 一根 未经过预弯的器械从开髓孔 的舌侧部分插

人根管 内 ，器械 向颊侧移动井贴在髓腔 的颊侧壁上 ，则

有 可 能 会 存 在 隐藏 的 舌侧 根 管 (见 本 文 第
一 部 分 图

6)尽管在牙根的‘扣部 ，!r能存在根管 分叉 ，但在这种情

况下 即便使用偏移投照技 术 ，在 牙片 上通常也是 只能

看到颊侧根管 因此 ，这种投照技 术对于 寻找 隐蔽 的

舌狈lJ根管 ，l丁能 会收效甚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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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找 出可能存在 的舌侧根管 ，器械 必须从 开

髓孔 的颊侧 向 舌侧插 人 如果存在根 分 叉 ，则

通 常 会 在 牙根 的 中 1/3处感 觉 到有 个 牙 本 质

台阶 (位 于 牙根冠 1/3处 比较 少 )，而舌侧 根管

的根管 口通常就位于台阶的 舌侧 。要是通过这

种方 法 找 不 到根 管 分 叉 ，为 了保 险 起 见 ，还 应

该用 向舌侧 预 弯 过 的根管 锉 重 新 用 相 同 的方

法再 次查找 。如果还 是找不 到 的话 ，那 么 该前

磨 牙很可能 只有
一个根管 。

初始牙本质峪顶

移位后牙本质峙顶

通过常用 的止 动 片可 以指 示 出根管分 叉的深

度和方 向。如果根管分叉在治疗前的 X线 片中

已经得到了诊 断 ，那么就可 以预先调整好根管

锉 土止动 片的位 置 以便 于更好地找 到 舌侧 的

根管 。在通过成角度的投照技术获得的 X线片

上可 以相对精确地测 出根管分叉深度 。

图 ， 为能 获得 平直畅通 的 舌

侧 根管 人 日，需 要去除

根管 口 卜方 的 牙本质悬

突 ;开髓 孔越 偏 向颊侧

需 要去除 的 牙本质 肚就

越少

图 2 先进 行颊侧 根竹 预 备将 会 使初 始

的 牙本质峙 顶 向 舌侧 发生移 位 ，

进 而会加大进 人 舌侧根 管 日的难

度

根管疏通

在根管 内可 以插人预弯过 的 10#器械 ，在 少数

病例 中可能需 要使用更细 的 08#或 06#器械 进行舌

侧根管 的疏通 时需要注意 ，在根管分叉下方不远处 的

根管弧度表现 为与根管牙冠部分 明显相反 (呈
“
S
”
形 )。

将 预弯过 的根管锉朝着舌侧 的方 向插人根管 ，在根管

分叉下方约 Zmm的位置将器械进行 1800的旋转 。

某些下领前磨 牙根管的根尖部分通常分为 2个根管截

面大小相 当的根管 ，以牙 长轴为中心分别向颊侧或 舌

侧走行 ，这种情况通常多见于下领第二 前磨牙 在根管

分叉上方的颊 和舌侧均 ，1丁见到牙本质悬突 ，而这些 牙

本质均须被去掉 「

在这种极其细小且弯曲度较大的根管内进行根管预备

非常容易出现 台阶 ，如果要成功完成根管疏通 ，必须要

控制好常规根管冲洗等步骤 以保证操作过程 中根管畅

通 。此外 ，也可以辅助使用
一些根管润滑剂。此时可以

用偏 位投 照技 术拍 摄颊 舌两 根 管 内均插 有 器械 的 X

线片 .验证 电子根管长度测量仪所测得的根管长度 。

牙本 质 悬 突 的去 除要 和 牙冠 部 分 根 管 的扩 大 一 起 进

行 ，接着可 以预备独立 的分根管 ，但绝对不 叮以先 预备

颊侧 的根管 ，否则牙本质峙顶将 会 向 舌侧 发生位 移 (图

2)，从而导致舌侧根管 口的查找更加 困难 」根管 口的 牙

本质悬突去除 的越不彻底 ，这种 问题 造成 的影 响就越

大 。接下来 可以正常进行根管扩大 ，使用常 规技 术完成

根管预备 。

根管扩大

卜领前磨牙标本的解剖细节及因此而调整的治疗方法

为了获得平直通畅的根管入 日，在根管扩大之前需要

去除舌侧根管 口上方的牙本质悬突。这是尤阻碍根管

扩大 、使用镍钦锉及最终完善充填独立根管的前提条

件 。需要去除的牙本质悬突的量取决于根管预备器械

进 出根管的方 向:开髓孔越偏 向颊侧 ，需要去除的量就

越少(图 1)。因此 ，对于某些病例开髓孔可能需要 向颊

侧更 多的扩展。

解剖和外形

图 3a显示 了 3颗 不 同 下 领 前 磨 牙 的 正 位 投 照 X 线

片 ，所 有 3颗 牙 齿 看 起 来 都 是 单 根 管 ，只有 牙 A 可 以

看 出一 点 根 管 走 行 断 裂 的迹 象 。 由于 与 骨组 织 的影 像

发生 重叠 ，所 以根 管 的走 形 看 起 来 并 不 是很 明 显 ，但 还

是 可 以认 为是存 在根 管 分 叉 的常 见 表 现 。第 二 张 X线

，扣国川控次学继续教台杂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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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a 3颗 下 领 前磨 牙 的 正 位

X线 片 ，从 左 往 右依 次 为牙

A、B、C 牙 A的根管影像 有

断 裂 的迹 象

图 3b将 射 线 球 管 偏 移 100后 的

X线 片 ，牙 C的 根 管 从 根 中

l/3处 开 始 出 现 断 裂 并 消

失 ，是 存 在 根 管 分 叉 的 表现

之 一

图 3c 近 远 中 向 X线 片 :牙 A、

牙 C可 以很 明 显的 看 到 在

图 3a、b中根 管 影 像 发 生 折

断 的 高 度 出现 了根 管 分 叉 1

习
I
C的舌 侧 根 悴 影 像 与牙

根 邻 而 沟 发 生 了部 分 重 叠

图 4a 牙 A、B、C 的 颊 l(]t 观 图 4b 牙 A、l弓、C 的 舌 面 观 ，牙 A 根 面 }

的 舌侧 沟 在 X 线 片 L表 现 为 根 竹

影 像

图 4c 牙 A、B、C 的 邻 而 观 ，牙 C 牙 根 的 邻

面 「可 见 到
一
条 沟 纹

片是将射线 球 管 偏 离 中心 100左 右投 照 得 到 的 (图

31)) ，片中显，J之牙 C的根管好象 突然 消失 了。这个现象

主要是因为粗大明 显的根管影像实 际上是 由许 多非常

细小的根管影像组合 而成 的 ，这此小根管 的影像单独

不可见，只有 当它们 在 X线 片 卜重 叠 在一起 时才 可 表

现为一根粗大的根管影像 正位投照技术和偏移投照

技术结合使用有 助 于识 别象 牙 C这 类 牙 齿 的根 管 系

统。在牙齿近远 中向投照 的 X线 片上 可以清楚地看 到

牙 A和 C的根 管 分 叉 (图 3C)，牙 A L可 以清楚 地 看

到只有一个向颊侧允分延伸 的分根管 「位得 注意的是

在第 ‘张 X线 片 上将 不 再见到 如第 一 张 X线 片上所

显示出来的根管牙冠部分的影像

生 重 叠 ，这 是 具 有 舌 侧 根 管 的第
一
前 磨 牙 的典 型特 征 。

图 4a一C展 刁、了从 颊 侧 、舌 侧 和 近 远 中 向 的不 同角度 拍

摄 的离 体 牙 照 片 ，牙 A 的 牙 根 舌 侧 面 上 ，1丁以看 到 一 条

罕 见的 沟状 阴陷 ，正是 这 条 沟状 凹陷造 成 了图 3中所

显示 的 舌侧 根 管 的伪 影 。此 外 ，牙 C的邻 面 上 叮见 因

牙根 不 完 全 分 裂 而 出现 的牙根 凹陷 。

基于解剖和牙外形而调整的治疗方法

牙 C

牙 B从同样 的角度 观察 时 只能 看 到一 根 根 管 ，而 牙 C

则不仅可 以看 到颊狈lJ根 竹 ，而 11同时还 ，!丁以隐 隐 约 约

看到向 舌侧 弯 曲的 舌侧 根 管 影像 。此 外 ，在 X线 片上 ，

髓腔系统 的影像 ，l丁能 会 和 牙根 表 而沟状 凹陷 的影像 发

下 面首先详 细 阐述 牙 C的治疗 方
一
法 :髓 腔暴露后将 一

根器械简便地通过颊侧根管插 入至根尖处 ，该过程 中

应 该不会有碰到 台阶的感觉 。由于颊侧根管 比 10#根

管锉粗大 ，因此器械 的弯 曲度看起来 比根管本身 的弯

曲度小 (图 sa) 。图 5a 比图 3C看起来更清晰 这种现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 教 育杂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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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a 10# 根 管锉 在 牙 C颊 侧

根 管 内的近 远 ‘阳句X线

片

图 sb 封
几
(二与l冬}sa相 同情 况

下 的 正 位 X线 片

图 sc 牙 C 与咚15a相 同情 况

下 的 400偏 移 所 照 X线

片 」尽竹射线 的偏移 角

度 已经 }卜常 的 人 r，但

从 X线 片 l几还 是得 不到

是否 存 在第 二支根竹 的

信 息

图 6 可 见才 C颊 侧 根 价 内 10#

根 管锉 的情 况 ，根 竹 锉 的

弯 曲弧度 要 比根 管 本 身 rl勺

弯 !111弧 度小 禹
一
侧 根 竹 根

尖孔 被 标 记 为黑 色

图 7a牙 C:当根 管锉 从 开

髓 孔 更偏 向颊 侧 的

地 方插 人根管 内时 ，

口丁以感 觉 到 牙本质

台阶

图 7匕 牙 C:将 根竹锉稍微 向舌

侧 做 个预弯 也会有利 厂发

现 舌侧 根管

图 7c 牙 C:根 竹 锉 在 牙 根 表 而

的相 应 位 置 ，11几动 片 rl
，l”J

的标 记 有 助 于指 刁;预今 后

根 管 锉 的 正确 位 置

图 8 牙 C:紧接 根 管 分 叉 「方 即

会 出现
‘
5
”
形 弯 曲 的 F半 段

弯 曲 ，在 根 竹 预 备 时 此 处 特

别 容 易 形 成 台 阶

象 和颊侧根管 本身就接 近 中心 的位置 ，致使根管影像

在偏 移 投 照 X线 片 1并 不 发生 移 位 或 仅 发 生很 少 量

的移位 。图 5企，中所 示 的为正位投照 的 X线 片 ，图 5c

所示 的 为将射线球 管偏移 400后 的 X线 片 ，然而颊 侧

根管 的影像依然位 于 中心位 置 (图 SC)。 山此 可 见 ，偏

移投照技 术并不能很好地发现 隐藏 的舌侧根管 。在 牙

齿 的磨 片土可 以很清楚地看 到其根管 系统 的情 况 (图

6)

当 10#根 管锉 从 颊 侧斜 向 舌侧 插 人根 管 (图 7a) 或 将

根管锉 稍微 向舌侧力
一
向做个 预弯 (图 7h)，就 可以感 受

到位 于牙本质悬突下方 的牙本质桥 。为了要找 到 如图

7c所小病例 的舌侧根管 11，根管锉 要做
一个 更 大 的预

弯 (图 7C) 借助 正动片对根管分叉处深 度 和方 l句的标

记有利 于再次找到 该根骨 〕

由 于 舌 侧 根 管 走 形 呈 典 型 的
“
S
”
形 ，因 此 另

一
个 关 键 之

处 是 要 避 开 根 管 日 卜方 方 向 相 反 的 根 管 弯 I街的 阻 碍

‘卜}间川控伙学继续教育杂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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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a牙 C:根 管 锉 在 舌侧

根 牲
:
I匆的 近 远 件，l{，J

X线 片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到
“
S
”
形 的 根 份 弯

曲及 根 管 位 ，lvl’偏 离 J

牙 长妇1]

图 9匕牙 C:根 管 锉 插 人 舌

侧 根 竹 后 的 4()o 偏 移

X线 片 ，，‘丁见 根 竹 弯

l)}l的 弧 度 丰目又、}{冬19a

的 有 所 减 小 ，而 根 管

个坐发
’
日均偏 移 ;{不 大

图 10a 牙 A:10#根 竹 锉

在 颊侧 根 管 内 的 正

位 投 月代X线 片

图 10匕 牙 A:10#根 管 锉

在 颊 侧 根 竹 内 的 近

远 ，{‘l句投 !!(屯X线 片

(图 8) .为此 根 竹 锉 需 要进 行 1800旋 转 ，然 l(li其 尖 端 却

只能做 一
个 一作常 小 的 顶 弯 (要 比 图 7(’中 所 ，J、的 还 要

短 ) 为 f使 根 竹锉 易 J’插 人根 管 ，，lJ以使 川
一 些 根 管

润滑fflJ ，此 外 也 可以 书先去 除 部分 牙本 质 髻:突 以减 小

相反弧度 的 曲率
‘
仁径

侧 ([冬1101〕)

在近远中向投照所得 的 X线 片 L，舌侧 根竹 内的根 管

锉真实地 显不 J
’
根管走 向 ，相 比较 于颊侧根管 ，舌侧根

管更偏离于牙 长轴 (图 ga) 图 91)为相应 牙齿射线球

管偏移 400投照的 X线 片 ，图中所小 的 舌侧 根管影像

略微向牙根表面移位 「此处 的 舌侧根管 只能用 L述在

根管内插人器械 的方法 得 以确 定 ，而仅 凭 X线 片 J的

弯曲影像不足以诊断 舌侧 隐藏根 管 X线 片在某种程

度 上只能用于根管 工作 长度 的于占计 和 诊断典 型的 舌侧

根管。随后的 舌侧根管预备要在根管完全畅通 的前提

下进行

向 舌侧 方 向插 人 根 管锉 ，在 X线 片 显小 :.丁能 有 根 管 分

叉 的地 方 。;J
一
以明 显感 觉 到 有 台 阶 ，在 台阶 的 舌侧 可 以

找 到根 管 的 人 口 二只有 借 助 于更 细 更 短 的根 管锉 (6#(二

锉 ，VDW A，1tae’)S，慕 尼 黑 )和根 竹 润 滑 剂 才 可 以 成 功

疏 通 根 管 从 图 lla 所 小 的正 位 投 照 的 X线 片 中 可清

楚 地 看 到 已 疏 通 的 根 管 内 10#根 管 锉 偏 向远 中 方
一
向

(图 11a) ，而从 邻 而投 照 的 X线 片上 则 可见到 以典 型
“
S
”
型弯 曲 的 舌侧 根 管 (图 11h) 尽管 向 牙齿 邻 面方 向

弯 曲 的舌 侧 根 管 非 常 少 见 ，但 在 该牙土 又很 明 显 ，这 暗

/Jc 可 能 还 存 在 有 其他 根 管 、正 中投 照 X线 片 l几所 显小

的粗 大 略 呈 团块 状 的根 尖 1/3 的外 形也 表 明在这 个 区

域 有 可能 会 存 在 第 月根 根 管 (请 参 考本 文第 一部 分 图

4)，然 而实 际操 作 ，}‘却 没有 找 到

牙 A

牙 A的治疗 非常 复杂 从 开髓 孔 插 人 的 10#根 管 锉 在

根尖 l/3处被 卜不毛了 ，借 助 于根 管 润 滑 剂 08#根 管 锉

可以穿过根尖孔 在 11二位 投 {!代的 X线 片 中 ，、}
’
见根 管 锉

位于伪根管 的影像 内 (图 IOa) 「然 而 ，扩 通 条非 常 狭

窄根管的难度跟 X线 片 l看 到 的 根 管 伪 影 少卜不 相 符 ，

表明可能存在有 分 支根 管 。近 远 中 向投 照 的 X线 片 上

可以清楚地 看到根管 在 根尖 !/3处 近 乎垂 l’l.少个偏 向颊

中闲LJ腔医学继续教台杂态

为 了准 确 检 查 根 管 系统 ，用 菌斑 染 色 ffJJ 对髓 腔 加 以染

色 (MIRA一2一TO，Hager& Werkerl，杜 伊 斯 堡 )」经 染

色后 在 牙 根 表面 发 现 有 8个 不 同 的根 管 开 日「飞将 牙 根

近 远 中 的 牙 本 质 本 除 后 ，，，丁以看 到 被 标 记的髓 腔 近 中

面 观 :;r明 显 见 到 根 管 牙 冠 部 分 成 漏 牛状 汇 入 颊 侧 根

管 l〔如所 预计 的那 样 ，曾被 遗 漏 的非 常 细 小 的 舌侧

根 管 从 根 管 分 叉 的 舌侧 分 流 而 出 ，向近 ‘1，舌侧 走 形 。而

插 有 根 管 锉 的那 根 舌侧 根 竹 也是 从 根 管 分 叉 的 舌侧 分

流 出 去 ，然 而 其 走 形 方 向却 偏 向远 中 舌侧 ，从 牙根 的远

中 而 ，，丁以看 至11该根 节 的 出 11(图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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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ve: 卜领 前 磨 牙根 管 治 疗 出 现 的 卜、』题 (11)

图 11a 牙 A:10#根 管 锉

在 舌侧 根 管 内 的 l卜

，卜X线 片 ，侧 面 开

日的 根 尖孔 和粗 大

的根 尖 形 状 意 味 着

，1丁能 还 有 其 他 根 竹

存 在

图 11匕 才 A:10#根 管 锌

在 颊 侧 根 管 内 的 近

远 ，1，向 X 线 片 ，可

见 舌侧 根 管 典 型 的
“
S
”
形 弯 曲

图 12b牙 A:去除 根 管 壁 后 的远

中 而观 ，经 根 竹 锉 疏 通 后

的 远 ，}，舌侧 根 管 清 晰 可

见 ，卜d时 也还 存 在 其 他 被

染色 的分 支根 竹

尽 管 通 过 同一根 管 部位 的 2张 X线 片成 功地 找 到 了

隐蔽 的根管 ，但依然 可见 其根管 的复杂性 。对 于该类

牙 齿 ，不 充 分 的根 管 治疗 将 会 影 响其 相 应 的治疗 结

果 ，因此在制定治疗计划时应加 以考虑 。

图 12a 牙 A:去除根 竹 壁后 的近

，l，面 观 ，根 管 的 牙冠 部 分

呈漏 J
卜状 汇 人颊侧 根 节

箭 头 所 指 的 为 ‘根 非 常

细 小 没 被 发 现 的 舌侧 伴

行根 竹 ，从 根 管 分 又处 的

舌侧 转 向近 中 禹侧 另

根 舌 侧 根 管 (插 有 根 竹

锉 )也 从 相应 的根 管 分 又

处 发 出 ，但 走 形 方 向却 是

远 中 舌侧

总结

在下领前磨 牙的根管治疗 中 ，在根管预备刚开始 的时

候就有 意识 的对根管分 叉进行探查是一种相对 可靠 的

方法 。为 了查找舌侧根管 ，首先必须在根管 的舌侧部分

用预弯强度不 同的细不锈钢根管锉进行探查 。探 到根

管分 叉时可能会有碰到 台阶的感觉 ，在 该台阶的 舌侧

可能会找到 舌侧根管 。)

1.根 管 狭 小 ;

2.根 管 分 叉 冠 力
一
连 续 的 牙 本 质 悬 突 ;

3.根 管 走 形 呈 明 显 的
“
5
”
形 ;

4.开髓 孔 向颊 侧 扩 展 不 够 ;

5.在 确 认 舌 侧 根 管 口之 前 就 进 行 颊 侧 根 管 的 预 备 将

会 导 致 根 管 分 叉 处 的 牙 本 质 峙 顶 向 舌侧 移 位

以下 的一些 因素将会增大舌侧根管预备 的难度 :

对 于查找 舌侧根管 ，偏移投照技术通常起不 到太 大的

作用 。其有 3根管的下领前磨 牙的根尖 1/2根管 系统

的解剖结构往往非常复杂 ，因此在进行正式 的根管 治

疗前要加 以仔细 考虑

中囚 日腔 医学 继续 教 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