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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的 比较
一 步法 才本 质 料山与剂 (Pli川。川 l()l1d2.1)和 氢 氧化 钙 在 l)J

一
接 盖

髓 力
一
l(lf的

‘
}一物 相 容卞}

材 料 和 方法 选择 30 颗 羊牙 和 20颗 完 整 的 人 前磨 牙 备洞 ，车 针 (390# )

造 成 穿髓 25 颗 才 街 (15颗 羊才 和 10颗 人 牙 )粘 结 hl] 盖髓 ，对照 组 (12颗

羊牙和 10 颗 人 牙 )氛氧 化 钙 流髓 所 有 窝 洞用 复 合树 脂 充填 、3颗 羊 牙

作 为空 自对照 治疗 后 的第 7天 和第 90大拔 除 牙齿 ，进 行组 织 学 分析 和

细 菌学 检 测

结 果 第 7天 11」
‘
，以粘接 ffll l袱髓 的 人 才 和 准牙中 ，粘接 剂下 方 出现 了严 重

的 炎性 反 应 ，井 .叮观察 到 冠髓 的软组 织 结 构遭 到 破 坏 以氢 氧 化 钙 盖髓

的 所 有 牙 齿 则 农现 为仅 限 J
几
穿髓 区域 的轻 度 炎 眯反史叔 第 90 大时 ，粘接

ffl]到{9颗 羊 牙 ，1，的 3颗 农现 出慢 性 炎症 反 应 ，其 余 6颗 为轻 度 牙髓 反

应 ，日_9颗 羊 才均 有 牙 本 质 桥 )}三成 ;l(lj粘 接 rfl]盖 髓 人 才组 中 ，观 察 到 的是

缺乏 牙本 质桥 !自戊和持 续 }(li不缓 解 的 炎症 对照组 氢 氧化钙 盖髓 的所 有

牙 ，包 括 羊 牙 和人 牙 ，都 有 才本质 桥 形 成 的 牙髓 修 复反 应 采用 印 eaI’I11an

等级 丰}!关 分 析 农明 炎症 的 出现 和细 菌 染 色没 有 相 关性 (尸>0.05 )

结 论 1，1.1，11。川 弓《，11‘12 .1粘 于妾体 系用 丁 羊 才盖髓 时 ，能 促进 牙髓 愈 合 和 牙

本 质 桥 形 成 ，子}l
、‘
呀其 作 为 流髓 剂 用 于人 牙时 ，尚不 能 获 得 像 氢 氧 化 钙 那

样 的 ，准髓 效 果

胡坏 的常 规窝 月.J顶 侨11寸发
‘
卜泣外 露 髓 或 勺

几
l’析折 断 造 成

的露髓 ，在 临 听、!_川 以 完 个 避 兔 ，飞箭要 采 川上适
‘
I
’
〔的 治 疗

方法 传统 }_采川 权 认 化 钙 制 刊 I
‘
}_接 盖 髓 ，权 权 化 钙 在

诱 廿才 卞质 桥 形 成 ，促 进 猎琳 才髓 的 成 功 愈 介 方 向 已

有很 长!)J史 然 }(lJ
一 此 学 占 }:张 权 城 化 钙 不能 用 作

长期的封 l川 ， 认 为城 氧 化 钙 会随 右时 间 l(]J济 解 小 了
!认

密 的封 闭 ，，丁能 发 生 细 菌 渗 漏 .从 而 可 能 详致 牙髓 炎拍

JL}
一
年 来村!结 系统 的 发展 始终 受 到 一 种 观念 的 限制 ，即

在修 复过 程 ‘1，酸 川 于 牙 本质 会 导致 牙髓 炎症 的 发
’
1几，为

保护 牙髓 兔 J
几
修 复 材 料 的 心性 刺 激 ，有必 要使 用 垫 底 和

洞衬 材料 而这 个观念 山_到 近 20年 来 才得 以改 变

{圣辫 比 左 华 川 阴 今、学 院

_}匕早海 淀 {钊 卜处 侧 141 人ilJ 】()()(〕81 近 年 来 ， 从 J
乞
良好 的封 l划比 盖髓 材 料 的刺 激性 更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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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动物 牙的分组及实验分期 表 2 人牙的分组及实验分期

分组

7 [王

时 I司

90 日

分组 时 间

7 日 90 日 位、11

实验 组 6

备洞+露髓

+牙本质粘 接 KlJ+树脂 充填

对照组 6

备洞+露髓

+氢 氧化钙 糊 剂+氢 氧 化钙 水 门iJ

十牙本质粘接 剂+树 脂 充填

空 l
，
1对照组 3

实验组 5 5

备洞+露髓

+牙本质粘接 #lJ十树脂 充填

对照组 5 5

备洞+露髓

十氢氧化钙糊 hlJ+氢氧 化钙水 门汀

牙本质粘接 剂+树脂 充填

这一假说的提 出 ，出现 了多种树脂粘接系统作 为直接

盖髓 的替代材料 。它们可通过在 牙本质表层形成混合

层 ，降低微渗漏 ，达到盖髓 的 目的 尽管如此 ，人们对于

粘接材料用于牙齿盖髓 的效果仍颇有争议 ，关于它们

用 于直接盖髓 的生物性 问题 的讨论仍在进行 。

表 3 粘接剂的成分

粘接剂 成分

I
)
rim e& Bon‘12‘l

本研究 旨在评价用一步法牙本质粘接剂对羊 牙和人牙

进 行直接盖髓 后的牙髓反应

双 酚 A二 甲 基丙烯 酸 酷

二 季戊 四醉 戊 内烯 酸单 磷 酸 酪

聚 氨二 甲从 内烯 酸 酷 ，丁 基 化 羚 氢 甲苯

樟 脑 醒 ，丙酮 ，氢氟 化 十六烷胺

稳 定 剂 .引 发 剂

实验对象来 自于 5只大约 2岁 羊的 30颗切 牙和 20颗

因正畸需拔除的完整的人前磨 牙〔

实 验 动 物 肌 注 氯 胺 酮 (IOmg八 g) 和 甲苯 唾 嗓 (20In扩

ml)麻 醉 。橡 皮 杯 和抛 光 膏 抛 光 实 验 牙 齿 ，70%酒 精 消

毒 术 区周 围 ，强 吸 和 棉 卷 隔 湿 实验 牙齿 。局 麻 下 ，预 备

约 宽 !.smm，深 2川m 的 v类 洞 。15 颗 牙齿 以 牙本 质 粘

接 剂 盖髓 ，12 颗 牙 齿 以 氢氧 化 钙 盖 髓 ，3颗 牙 齿 作 为空

白对 照 (表 l)。

‘
J牙髓 接 触 ，暂 时 先 用 不 流 动 的 氢 氧 化 钙 糊 fflJ 覆 盖 露

髓 点 。 再 涂 布 磷 酸 于 窝 洞 20秒 ，然 后 将 磷 酸 和 氢 氧 化

钙 冲 洗 干 净 ， 轻 轻 干 燥 Prinle&BonolZ.l(P&BZ.l，

Caulk，Dentsl》ly)(表 3)涂 布 窝 洞 和 轴 底 ，接 触 露 髓 点

30秒 ，吹 干 ，光 固 化 灯 (C‘，It‘，。x50，Coltene)照 射 10秒 。

改 复 使 用 P&BZ.l一 遍 。 再 轻 轻 涂 布
一
薄 层 混 合 型 复

合 树 脂 (TpH，Caulk，Dentsply)，光 固 化 40秒 窝 洞 的

修 复 也 选 用 同 样 的 复 合 树 脂

20颗 完 整 人 前 磨 牙 ，10 颗 用 作 牙 本 质 粘 接 剂 盖 髓 ，另

10 颗 用 作 氢 氧 化 钙 盖 髓 对 照 患 者 的 平 均 年 龄 12.6

岁 治 疗 前 他 们 被 告 知 并 征得 同 意 「该研 究 获 得 了 Ege

大 学 伦 理 委 员 会 的 认 叮 。每 颗 牙 在 治 疗 前 都 拍 摄 X线

片 ，检 查 根 尖 周 情 况 和 有 无 邻 面龋 橡 皮 杯 和抛 光 膏 低

速 抛 光 牙 齿 ， 牙 周 围 用 70%酒 精 消 毒 注 射 局 麻 药

(Cita:lest，AstraZe，le(、a)和 橡 皮 障 隔 湿 后 ，预 备 v类

洞 (约 宽 Zmm，深 2.5mnl)。 窝 洞 预 备 和 材 料 放 置 的 过

程 与 羊牙相 类 似 (表 2 )。

对 照 材 料 氢 氧化 钙 的操 作 ，如 预 备 窝 洞 、穿通 牙髓 以及

控 制 出血 ，类 似 于上述 粘 接 剂 的操 作 露髓 点 放 置 氢 氧

化 钙 糊 剂 后 ，再 在 表 面 覆 盖 速 硬 型 氢 氧 化 钙 (Dycal，

Ctlulk)以 防 止氢 氧化 钙 糊 hlj
’
J牙本质 粘接 剂 相 接 触 。

P&BZ.I和 复 合 树 脂 操 作 同上述 」

灭 菌 的 碳 化 钨 钻 钊
一
(33 0# ，Den t印ly)高 速 、水 冷 却 下 预

备 窝 洞 梨 形 钻 针 (39 0# ，Den tsPly)在 高 速 、水 冷 却 下 穿

通 牙髓 夕露 髓 范 围 约 为 0.7一lmnl 每 颗 牙 齿 都 用 新 钻

针 、一露 髓 点 放 置 3% HZ姚30秒 ，以 控 制 出血 然 后 ，轻

轻 冲洗 、于燥 窝 洞 使 用 36%磷 酸 凝 胶 之 前 ，为 避 免 酸

8

第 7天 和 第 90天 ，分 别 处 死 动 物 _从 牙 槽 骨 中 截 取 出

牙 齿 ，去 除 牙 根 的 根 尖 1/3。 第 7天 和 第 90天 分 别 拔

除 人 前 磨 牙 ，去 除 根 尖 l/ 3J10% 中 性 甲 醛 固 定 l周 ，

20 % 甲 酸 溶 液 脱 矿 约 3一4周 ，直 至 X 线 片 _1二证 实 到 脱

矿
‘
现 象 制 成 6一7林m 厚 的 连 续 切 片 ，使 用 I玉rownand

Bre;1::技 术 HE 染 色 和 VonK〔，55。钙 离 子 染 色 (5% 硝

酸 银 ，5%HYPO，和 50Oml蒸 馏 水 )。组 织 切 片 由 两 位 观

察 者 在 光 学 显 微 镜 下 观 察 ，采 用 Cox 等 推 荐 的 标 准 (表

4一8) 评 估 ，统 计学 处 理 采 用 spearm an 等 级 相 关 分 析 二

中国 口腔 医学继续 教育 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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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炎性 细 胞 反 ]、命 表 5 组织 自勺结 构破坏

炎性细胞反应 特 ilI 软组织结 构破坏 特征

分级 分级 l

分 级 2
’

分级 2

分级 3

露髓 点 或 新 牙本 质 桥 卜方无或 散 在 少 咐炎症

细胞

。以 多形 核 自细 胞 没 润 为 主的急性 炎性损 害

(’以单 核 淋 巴细 胞 没 润 为主 的慢 性 炎性 损 害

严 币的 炎性 损 害 .大 址 多形 核 自细 胞 渗 出 ，表

现 为脓 肿 或 者 波 及 l/3甚至更 多冠髓

牙髓 幼之死

分级 3

分级 4 分级 4

露髓点或剩余 牙本质 的截断 牙本质小管下

方和整个牙髓 表现 正常或近乎 正常

露髓 点下方 缺乏 正常 的组织 形态结 构 ，深处

的 牙髓组织 表现 正常

露髓点下 方丧失正常 的 牙髓形 态 和细胞结

构

至 少冠方 1/3的 牙髓组织坏死

，
。为 急 性 炎 性 反 )、议 【·为 慢 性 炎 性 反 应

表 6 牙本质桥的形)Jt 表 7 修复性 牙本质的沉积

牙本质桥形成 特初 修复性牙本质沉积 特征

分级 形 成 牙本质 桥 ，新 形 成 的硬组 织 与 盖髓

hlJ界 l{li的一些 部 分相 连接

形 成 牙本质 桥 ，与盖髓 hlj 界面有 一定距 离

未 见牙本质 桥 形 成

分级 l

分级 2

分级 3

分级 2

分级 3

窝洞的 切割 牙本质小管下 方 ，无新 生或

异常修 复性 牙本质增 加

窝洞 的切割 牙本质小管下方 ，有 少址 的

新生修 复性 牙本质沉积

窝洞 的切割 牙本质小管下方 ，有大量 的

新 生修 复性 牙本质沉积

表 9和表 10 分 别是 羊牙和人 牙暴露 牙髓 组 织 的原 始

病理数据 。

表 8 细 菌染色

细菌染 色 特 示‘I

动物牙组

Pri me&Bon d2 .，盖 髓 7天 时 所 有 牙 齿 在 树 脂一 牙

髓交界面下方 表 现 为严 重 的 炎性 反 应 :露髓 点 下 方 轻

度缺乏组织 形 态 ，血 管 充 血 扩 张 充满 红 细 胞 但 这 些 改

变仅限于冠髓 ，深 部 牙髓 组 织 表 现 正 常 。露 髓 点 无 修 复

性牙本质生 成

分级 l

分级 2

分级 3

分级 4

任 一切 片均 无细 菌染 色

窝洞 壁细菌 染色阳性

窝洞的 牙本质小管细 菌染色 阳性

牙髓 细菌 染色 阳性

Prime&日0nd 2.1盖 髓 7天 时 所 有 牙齿 均 有 急 性 炎

症反应 。露髓点下方可 见牙髓形态 的丧 失和细胞结构

的破坏 无 牙本质桥形成 (图 4) 。

Pri me&Bon d2.，盖 髓 90天 时 3颗 牙 齿 表 现 慢 性 炎

症反应 。其 他 6颗 牙齿 中可 见露 髓 点 下方 有 一此 散 在

炎症细胞分 布 ，而 其 余 牙髓 组 织 正 常 。所 有 牙齿 在 毗邻

树脂一 牙髓 界面 处 有 牙 本 质 桥 形 成 (图 !，2)

Pr im e&BOn d2 .1盖 髓 90天 时 所 有 牙 齿 均 观 察 到 持

续 而 不 消 退 的 炎症 反 应 ，无 牙 本 质 桥 形 成 。

氢氧化钙盖 髓 7天 时 在 氢 氧化 钙一 牙髓 组 织 交 界

处下方有一些散在的炎症细胞 分布 ，且轻度缺乏牙髓

组织形态 ，而其余 牙髓组织 的形态结构正常 所有标

本均无修复性 牙本质形成 (图 3)

氢 氧 化 钙 盖 髓 7天 时 所 有 牙 齿 露 髓 点 下 方 的 牙髓

组 织 中 ，有
一 些 散 在 炎症 细胞 分 布 ，轻 度 缺 乏 牙髓 组 织

形 态 。没有 观察 到 完全 的牙本 质桥 形 成 ，但 在 露髓 点 下

方 的一 定距 离 处 ，可见类 牙本质 桥 形 成 。

氢氧化钙盖髓 90天 时 所 有 牙 齿露髓 点 下方 的 牙髓

组织中，有
一些散在炎症细胞 分布 ，轻度缺乏 牙髓组织

形态。而深部 的牙髓组织 则形态 正常 且 与氛氧化钙

材料一定距离处 ，111 见牙本质桥的形成 几

氢 氧 化 钙 盖 髓 90天 时 所 有 牙 齿 均 无 炎 症 反 应 ，牙

髓 组 织 形 态 正 常 。在 与 氢 氧化钙 一 定距 离 处 ，均 可 见牙

本 质桥 形 成 (图 6)。

人 牙 组

中囚lJ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PI.i川e&BondZ.l盖 髓 的 巧 颗 羊 牙 中 ，3颗 沿 洞 壁 有 细

菌 染 色 ，3颗 表 现 为 牙本 质 小 管 的 细 菌 染 色 。氢 氧 化 钙

盖 髓 的 12 颗 羊 牙 中 ，4颗 沿 洞 壁 有 细 菌 染 色 ，1颗 表 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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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 羊 牙暴露牙髓组织的病理结果 表 10 人牙暴露牙髓组织的病理结果

P&B Z.l* 氢 氧 化 钙

7天 (n二6) 90天 (n=9) 7天 (n=6) 90天 (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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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性 细 胞 反 应

1 0 6 6 6

Za 6 0 0 0

Zc 0 3 0 0

3 0 0 0 0

4 0 0 0 0

软 组 织 结 构

1 0 0 0 0

2 6 9 6 6

3 0 0 0 0

4 0 0 0 0

修 复性 牙 本 质

1 6 0 6 0

2 0 0 0 0

3 0 9 0 6

牙 本 质 桥 形 成

1 0 9 0 0

2 0 0 0 6

3 6 0 6 0

细 菌 染 色

1 4 5 3 3

2 1 2 1 3

3 1 2 1 0

4 0 0 1 0

炎性 细 胞 反 应

l

2a

2c

3

4

软组 织结 构

l

2

3

4

修 复性 牙本 质

l

2

3

牙本 质桥 形 成

l

2

3

细 菌 染 色

l

2

3

4

*Prime& BondZ.l *Prime&BondZ.l

图 la(左 )羊 牙 P&BZ.I盖 髓 90

天 ，与 P&B2.1直 接 相

邻 的 牙 髓 ，可 见 牙 本

质 桥 形 成 。da代 表 牙

本 质 粘 接 剂 ，db代 表

牙 本 质 桥 。HE染 色 ，

原 放 大x4

图 ，b(右 )与 图 la 同一 颗 羊 牙 ，

深 部 牙 髓 组 织 表 现 正

常 。 HE 染 色 ，原 放

大 x10

目前对于粘接系统的生物相容性 尚有争议 。采用树脂

基质材料直接盖髓 的长期临床疗效观察 尚不如氢氧化

钙制剂盖髓 的相关研究开展广泛。

为牙本质小管 的细菌染色 。1颗则表现 为牙髓 内的细

菌染色。

Prim e&Bond2 .1盖 髓 的 ro 颗 人 牙 中 ，3颗 沿 洞 壁 有 细

菌 染 色 ，2颗 表 现 为 牙 髓 内 的 细 菌 染 色 。炎 症 的 出现 与

细 菌 染 色之 间并 无 相 关 性 (尸>0.05)。

近来的报告指 出复合树脂应用于无炎症牙髓后 ，出现

了成功愈合和牙本质桥形成 。然而 ，另
一些报告则认 为

采用粘接系统对人牙和动物牙直接盖髓 的效果并不乐

观 ，诸如难 以消除的慢性炎症和缺乏牙本质桥形成 。此

外 ，
一些细胞毒性研究也表明 ，粘接材料 的细胞毒性高

l0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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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羊 牙 氢 氧 化 钙 盖髓 7天 ，氢 氧 化 钙 在 露 髓 区 为黑 色

材 料 。露 髓 区可 见
一 些 散 在 的炎 症 细 胞 ，轻 度 缺 乏

组 织 形 态 。深 部 牙髓 组 织 表 现 正 常 。HE染 色 ，原 放

大x4

图 Za羊 牙 P&B2.1盖 髓 90天 ，粘 接

剂 下 方 可 见 牙 本 质 桥 形 成 。db

代 表 牙 本 质 桥 。 VonKossa钙

离 子 染 色 原 放 大 x4

图 2匕另 一
颗 羊 牙 粘 接 盖 髓 90 天 ，

也 可 见 牙 本 质 桥 形 成 Von

Kossa 钙 离 子 染 色 .原 放 大 x4

图 4(左 ) 人 牙 Prime&BondZ.l盖 髓

7天 ， 可 见 严 重 的 炎 症 反

应 ，血 管 充 血 扩 张 HE 染

色 原 放 大 xl o

图 5(右 ) 人 牙氢氧化钙 盖髓 7天 ，牙

髓 组 织 形 态 正 常 远 离 露

髓 区可见 桥样 牙本 质形 成

(箭 头 所 示 ) HE染 色 ，原

放大x4

于氢氧化 钙 。 中人牙和动物牙试验结果差异的原因

本研究 中 ，Prime&Bond2.1盖髓 的人 牙 和 动 物 牙 ，7天

时均可观察到 紧邻露髓 处 的成 牙本 质细胞层变性 和血

管的扩张充血 。这些 可逆 的炎性 反应 可 以解释为 :树脂

成分或未聚合 的树脂 成分 的毒性作用或是窝洞预备 的

机械刺激所致 。90天时 5颗人 牙表现 为持续 而不缓解

的炎症反应 ，缺乏 牙本质桥 的形成 。这 与粘接失败 ，导

致细菌人侵或是树脂成分 的毒性作用有关 。这些 物质

可能引起了各种防御 细胞 和成纤维细胞 的慢性持续性

刺激，从而降低 了蛋 白质 的合成 ，DNA 的合 成 和细胞

的呼吸能力 。90天组 的人 牙样 本 量还 不 足 以做 出结

论。动物牙在 90天时全部 出现 了牙本质桥 和牙髓 的愈

合。我们认为 ，牙本质桥 的形成可作 为牙髓 愈合 的一个

成功标志。Costa等和 Ranly及 Garcia一Godoy认 为不 同

的牙髓组织 的愈合能力存在差别 ，这 也可能是本实验

本实验选用氢氧化钙制剂作 为对照材料 ，因为经过反

复 的组织学验证 ，不 同的氢氧化钙混合物都能使盖髓

治疗获得成功 ，目前 氢氧化钙 的盖髓成功率 已达到 了

90%。第 7天时 ，氢氧化钙盖髓 的两组 中的牙髓组织表

现为轻度炎症 反应 和坏死层下方 出现 了成牙本质样细

胞 。同时露髓点下方有类牙本质桥屏 障形成 。第 90天

时 ，距露髓点
一定距离处 ，形成 了 良好 完整 的牙本质

桥 。氢氧化钙 与水混合 ，PH值达到 12.5，与牙髓接触

导致表浅 的牙髓坏死 。在材料界面会阻止组织再生和

牙本质桥形成 ，但在邻近牙髓组织有矿化反应 。本结果

与 以前 的研究结论一致 。人牙和动物牙两组 中 ，牙本质

桥下方 的其余 牙髓组织形态正常 。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酸蚀操作 中 ，应暂时使用氢氧化钙 以避免酸蚀材料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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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a 人 牙 氢 氧 化 钙 盖

髓 90天 ，露 髓 区

可 见 牙 本 质 桥 形

成 〔11〕代 表 牙 本 质

桥 。HE染 色 ，原 放

大 x4

图 6匕 与 图 6a为 同
一
颗

人 牙 的 牙 髓 中 间

区 域 ， 表 现 正 常 。

HE 染 色 .原 放 大 x

图 6c 与 图 6a为 同
一
颗 人 牙 的 牙髓 根 尖 区域 ，表 现

正 常 HE染 色 原 放 大x4

炎症 的可能协 同因素 ，因此在修 复过程 中控制感 染 至

为重要 。还有报道称 为 了在牙齿一粘接界 面之 间获得

长效持 久的封 闭效果 ，控 制 出血和清洁牙本质是 整个

临床操 作过程 中 ，最 为重要 的成功 因素 。机械露髓 后 ，

用 于控制 牙髓 出血 的制 剂有很 多 ，次氯酸钠被认 为具

有 良好效果 。盖髓 剂和 牙髓组织之 间的血凝块 会阻碍

牙髓 愈合 ，导致微生物 聚集 ，出现感染 。本实验 在使 用

酸蚀剂 和粘接 剂后 ，均 未有 出血 ，这可能与酸蚀 时暂 时

使用 了氢氧化钙有关 。3%H202用 于止血 已有 多年历

史 ，本实验在暴露 牙髓表 面使用它进行止血 。

结论

触牙髓 。因为
一些报告 已指 出如果酸蚀 了牙髓 ，随后在

露髓 处直接使用 牙本质粘接剂 ，会产生严重 的炎症 反

应 ，甚 至导致 牙髓脓肿 的形成 。也有研究指 出只要没

有 肉眼可 见的露髓 ，磷酸可 以用在牙本质上 。

本研究有 4个主要发现

一些学者认 为不论盖髓 剂的种类 ，最终导致盖髓治疗

失败的主要原 因是细菌污染 。Cox等报道 了只要各种

酸性修复材料保持 良好 的边缘封闭 ，其下方 的牙髓组

织是具有 自愈能力的。本研究 的
一些对照组和实验组

的标本中，有可能观察到细菌污染 。但却并未观察到牙

髓炎症与细菌污染之间有显著相关性 。因而并不能将

牙本质粘接剂相关 的不 良牙髓反应简单归因于细菌污

染 。多数认 为 ，牙髓 的不 良反应与多种因素的作用相

关 ，诸 如材料种类 ，细菌污染 ，医源性牙齿预备损伤 ，树

脂和粘接剂收缩造成的聚合应力。据报道染色技术仅

能检测到实际存在的细菌 中的一部分 ，少量细菌会 出

现假阴性结果 ，还有
一些细菌在组织学分析中被移除

了。我们并不否认细菌污染的重要性 ，并将其列为牙髓

1、氢 氧 化 钙 比 Prime&BondZ.l具 有 更 良好 的 盖 髓 性

能 。氢 氧 化 钙 对 照 组 均 有 牙 本 质 桥 形 成 ，并 且 无 炎 性 反

应 的 出 现 。

2、Prime&Bond2.1盖 髓 的 羊 牙 组 在 90天 时 ，都 有 牙 本

质 桥 的 形 成 。

3、Prime&Bond2.1盖 髓 的 人 牙 组 5例 缺 乏 牙 本 质 桥 形

成 ，表 现 为 不 缓 解 的 严 重 炎 症 反 应 。

4、盖 髓 剂 的 动 物 实 验 结 果 并 不 能 直 接 照 搬 于 人 体 上 。

总之 ，本研究证 明了氢氧化钙具有 比粘接性材料更 好

的直接盖髓性能 。然而粘接剂盖髓 的
一些标本 中 ，也 可

观察到牙髓愈合 的表现 。由于每一种粘接材料 的化学

性能和使用 的复杂性各有不同，在将 牙本质粘接 剂作

为盖髓 剂应用于临床之前 ，我们还需要进行更深人 的

体 内 、体外研究去评价它们的各项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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