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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根管内桩的两种方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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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比较超声与机用环形钻针在拆除平行根管桩 中的应用 。

材料与方法 选取人离体单根尖牙 ，截去牙冠后预备并接受预成钦桩修

复 ，使用 PanaviaF树脂粘结剂粘固。10 颗牙做为对照 ;10 颗牙使用机用

环形钻针在桩周围切割出 4mm深的窄沟 ;另有 10 颗牙用超声器械处理

10 分钟 。使用通用测量仪检测使桩脱位所需 的外力大小 ，数据进行标准

差分析。

结果 环形钻针可去除桩周 围的复合树脂粘结剂 ，但相 当困难 。两种方

法均不能有效地使桩脱位 。

临床关联 新型树脂粘固的钦桩的拆除为临床带

来明显的挑战。在本试验中，无论是去除占桩长

度 40%的粘结剂还是超声处理 10 分钟 ，均不能显

著降低使桩脱位所需的外力。

经修复。 自釉牙骨质界唇侧上方 lmm水平截去 牙冠 ，

在牙根外表面制备 固位沟。用丙烯酸树脂将 牙齿包埋

于可在通用测量仪上固定的模具 中。

桩通常用于根管充填后 的牙齿进行修复时核 的固位 。

桩核 固位 的修复体失败率很高 。失败的原 因可能有 :

固位 力丧失 、核折断 、桩折断或松动 ，或牙根折断 。当

牙髓治疗失败或桩折断时 ，临床 医生需要无创伤 的将

桩拆除。多种机械手段可用于此 目的。较流行 的取桩方

法包括使用环形钻针在桩 的冠方 四周切割 出
一道 窄

沟 ，和使用超声对桩进行震动 ，使粘结剂松解 。本研究

的 目的是通过拆除离体牙 中的根管桩 ，比较环形钻针

和超声这两种取桩方法。

根 管 冠 方 使 用 2# 和 3# 扩 孔 钻 成 形 。2.5%NaOCI 溶 液

冲洗 。预 备 尺 寸 合 适 的 10mm 桩 道 ， 以接 受 预 成 钦 桩

ParapostsXp(6#，_直径 1.smm;Colt色newhaledent)的 修

复 。 10 个 样 本 中 的每 个 均 更 换 新 钻 针 进 行 预 备 ，预 备

好 的根 管 用 纸 尖 擦 干 或 吹 干 。将 ED primer(Kuraray)混

合 ，用 毛 刷 涂 于 预 备后 的根 管 内 。60 秒 后 轻 柔 地 吹 干 ，

并 用 纸 尖 吸 去 多 余 的 处 理 剂 。 桩 使 用 单 丙 基 乙 醇 清

洗 ，干 燥 后 将 新 调 和 的 PanaviaF(Kur盯ay)粘 结 剂 涂 布

其 上 。用 手 指 的压 力将 桩 放 人 根 管 内 。 光 固化 灯 照 射

双 重 固化 的粘 结 剂 ，使 其 固化 。将 样 本 编 号 ，置 于 37 ℃

生 理 盐 水 浴 中 。

材料与方法

收 集 30颗 近 期 拔 除 的 人 单 根 尖 牙 ，要 求 牙 根 完 整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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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后 的牙齿按编号随机分 为 3组 :1组 为对照组 ;2

组为环形钻针组 ;3 组为超声组 。

对照组样本继续保 留在盐水 中。第 2组样 本使 用慢速

中国L]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chandlc:。:。l拆 除 根 管 内桩 的 两 种 方 法 的 比较

手 机 环 形 钻 针 (Masserarn，Mi(:r。Mega)水 冷 却 的 同 时 在

桩 周 围 制 备 4mm 深 的 沟 。切 削 在 根 面 产 生 的 碎 屑 及 时

用 水 冲 洗 。如 有 需 要 随 时 磨 锐 或 更 换 环 形 钻 针 。第 3组

使 用 EMSpiezonMaste:400超 声 仪 (ElectrOMedi
一cal

Systems)，A 型 洁 治 工 作 尖 ，功 率 定 为 27.skHz。 工 作 尖

在 每 个 桩 周 围 工 作 10 分 钟 ， 同 时 用 水 冷 却 ，并 绕 桩

360’) 旋 转 以产 生 共 振 。

表 1使桩脱位所需外力

样本 对 照 组

127.5

188.8

134.9

69.65

89.7

175.1

38.75

159.9

113.8

160.1

125.8

48

环形钻针组

样本被置于通用测量仪的固位装置上 ，向桩施加速度

为 sm而 分钟的拉力 。使用通用联结轴装置 ，确保拉力

沿牙长轴方 向。记录使桩脱位所需 的外力大小 ，应用方

差分析进行数据处理 。

2

3

4

5

6

7

8

9

10

平 均 数

标 准差

16.7

47.6

94，2

97.6

21.6

68.7

124.1

73.6

212.4

46.1

80.3

57

超 声 组

36.8

401.7

202.6

107.4

234.0

150.6

67.7

66.2

200.1

334.5

180.2

120

结果

结果 见表 1。仅在环形钻针组 和超声组 间存在显 著差

异 (尸二0.0犯 )。超声处理后 的桩需更大的外力才能使

其脱位 。

声用 于取 出预成 桩最早 报 道 于 198 1年 。多个 作 者报

道使用超声取 出磷 酸锌水 门汀粘 固的桩是容易 的。但

是 ，Bergeron等发 现使 用 磷 酸锌水 门汀粘 固桩 的 固位

力与 Panavia21无 区别 。

讨论

当操作者面临取桩 的任务时 ，经常不知道 固位用的是

何种粘结剂 。树脂粘结剂为多个桩钉系统的制造商所

推崇 。大家公认树脂和玻璃离子水 门汀粘结 的桩核取

出更为困难 。已经证实复合树脂粘结剂与玻璃离子和

磷酸锌水 门汀粘结剂相 比能给桩提供更好的固位。虽

然本试验所使用 的 panaviaF与 All一BondZ(Bisco)具

有同样的效果 ，但涉及其与根管壁牙本质粘结的文献

很少 ，而桩的失败常 由粘结剂与邻近的混合层松脱所

致。本试验所使用 的平行桩 比其他类型的金属桩 固位

更好 ，适合临床情况 ，因此选用平行桩进行取桩技术的

试验使试验条件更为严格 。试验所记录的标准差虽然

较大 ，但与以往采取 同种方法进行的一些研究所得数

据相近。

Masserann取 出根管 内金属物 的方法是 选用 大小适 当

的 、末端工作刃设计 的 、具有 2个锯齿 的环形钻针 。在

桩周 围制备环形沟 ，去除桩周 围水 门汀和牙本质 的阻

力 。事实证 明 ，这种 系统很简单 ，几乎不产热 ，没有把 阻

塞的桩进一步推 向牙根深部的危 险 ，还可 以避免过多

的外力 ，降低侧 穿和牙根劈裂的可能性 。

有报 道认 为大部分桩应用 超声 可在 大约 10一巧 分钟

内安全 、成功 的拆除 。Johnson 等人对磷酸锌水 门汀粘

固的预成桩在超声作用下 的不 同时 间段进行 了研 究 ，

发现在 12一16 分钟之 间 ，桩脱位所需 的外 力下降 50%

左右 。他们认 为 16 分钟对很多操作者来说在临床上是

不实际的。另外
一些人也采用 16 分钟作为研究时间。

Bergeron等研究 了磷酸锌水 门汀和 Panavia21，发现超

声震动 16 分钟后 ，两种粘结剂桩 的固位均有所升高 。

他们不能完全解释这种升高 。在本试验 中也可观察到

升高的趋势 ，但无统计学差异 。与他们 的试验相 同 ，作

者选择 了 6#，直径为 l.smm的钦金属预成桩 。他们推

测加热可能影响使桩脱位所需 的外力 。本试验 中取桩

时均用水冷却 。在其他试验 中未用水冷却或未 明确说

明是否用水冷却 。GomeS等发现拆 除磷酸锌水 门汀或

玻璃离子粘 固的铸造桩所需 的外力 ，在超声作用 10 分

钟后可显著下降。相反 ，树脂粘结剂 (Panavia21)所粘

固的桩不受震动的影响。

体外试验证实 ，即使用最大水量喷射进行冷却 ，超声对

金属桩的作用仍会导致牙根表面温度显著升高，可能

造成牙周膜细胞的损伤。

超声工具通过破坏水 门汀的封 闭使桩 容易被取 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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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选用环形钻针 ，制备深 4mm的环形沟。某些临

床情况下 ，较深的使用此种末端工作刃设计的器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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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造成牙根侧穿的危险。本文作者发现切割树脂相当

困难 ，并意外的发现此方法无法使 固位力降低。虽然

桩包埋的深度与固位有显著的关联〔

另有 其 他 几 种 取 桩 工 具 可供 选 择 。多数 以牵 拉 的方 式

工 作 。 制 造 商 最 近 介 绍 了 一 种 工 具 ，Rud dlePRs

(AnalyticEndodontics)，当超 声 手 段 不 能 成 功 时 ，可 选 用

此 系 统 。而 且 ，当牵 拉 取 桩 过 程 中遇 到 阻 力 时 建 议 同

时使 用 超 声 。

度达桩长 的一 半时 ，联合使用 Massera朋 技 术和超声

仪器是最有效 的取桩方法 。书 中提到钻针
一
使用 10一巧

分钟 ，并特 别强调需要检查和重新磨锐钻针尖端 。学

者们认 为 ，在牙根 的冠方折断的金属桩 ，仅凭超声震动

取 出 几 乎 是 不 可 能 的 。 同 时 复 合 树 脂 不 能 被

Masserann钻针切割 ，但 是复合树脂 因其与牙齿 缺乏

亲和力 ，是较 易被超声震松 的材料之
一
。本文作者 发

现切割穿透复合树脂是 可能的 ，具有很大的困难 ;并 和

其他研究者相 同 ，认 为复合树脂 粘 固的桩 的 固位是 非

常好 的

一本牙髓病学教科书认为 ，当桩 四周制备 出的间隙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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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

牙体缺损的保存 口腔修复学专委会

修复研讨会

口腔领面部静脉、淋巴 口腔领面外科专委会

管畸形治疗专题研讨会 脉管性疾病学组

第四次全国口腔种植 中华 口腔医学会 口腔

学术会议 种植专委会

第六次全国龋病学 牙体牙髓病学专委会

学术会议

第四届中国国际暨第七 口腔领面外科专委会

次全国口腔领面外科学术会议

第二届全国口腔领面部 口腔领面外科专委会

创伤学术会议 领面创伤学组

第六届全国唇愕裂 口腔领面外科专委会

学术会议 唇愕裂学组

第三次全国口腔领面 口腔领面外科专委会

肿瘤学术研讨会 肿瘤学组

全 口义齿及口腔修复 修复工艺学专委会

新技术

王大章

四川大学华西 口腔

医学院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

总医院

山东省临沂 市

肿瘤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 口腔

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 口腔

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 口腔

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 口腔

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 口腔

医学院

福建医科大学

口腔医院

云南省昆明市

口腔医院

1().13~ 16

田卫东 1().13~16

石冰 11月

温玉明 1().13~ 16

术

术

术

术

术

术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术 2()05
一
13 周敏 l().27~29

，l，}月日腔 医学 继续 教育 杂 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