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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下领前磨 牙根管经常会 出现分叉 ，但完全分离的根管却非常少见 。这类

根管在 X线片上很容易辨认 。下领第一前磨牙特别容易出现不完全分离

的舌侧副根管 ，鉴别这类牙齿 的根管结构 比单根管牙要 困难 。没有绝对

可靠 的影像学表现可用来确定根管系统的形态 ，然而在 X线片上还是能

看到一些根管分叉的表现 ，当然这些表现也可能会被忽略掉 。根管治疗

前 的偏斜角度投照 X线片对于发现根管分叉具有很重要 的意义。这种病

例的治疗 问题并非在于颊侧根管 的扩大 ，而是在于找到并扩大可能存在

的舌侧副根管 。因此 ，必须要注意
一些特殊 的解剖学标志。

对牙齿形态 的大量研究工作在 20多年前 基本上 已经

结束 ，在这些研究基础上发表的文章重点在于根管解

剖结构 ，而较少涉及到有变异情况的病例展示 。通过

教科书和继续教育 叮掌握根管形态 、诊断以及随之发

展的治疗技术等知 识

本文的第一部分将根据实际的病例和以离体牙为例对

以下问题进行 阐述 :哪种类型的下领前磨牙会出现根

管形态的变异 ，以及在根管治疗前如何识别这些变异

的根管形态 。而第二部分则侧重于如何进行治疗及治

疗过程 中的根管形态诊断等 。

近 10 多年来对 某此特 定牙齿 根管形态 的研 究在牙髓

病学的范围内得到 厂进一步的发展 ，如上领磨牙近 中

颊侧根管 内存在第二支根管 ，或下领前牙及前磨牙的

附加根管等

形态学

镍钦根管锉 的使用体现 了根管治疗 器械和设备在根管

治疗中的重要性 。由于对根管形态的 了解程度还不够 ，

因此即便是用 了这些现代化 的根管治疗器械却依 旧达

不到最好的治疗效果。众所周知 ，尽管下领前磨 牙的根

管治疗很简单 ，但还是会 出
一些 问题 图 l所示 的病例

即是因为不 了解特殊的根管解剖结构而导致根管治疗

失败

下 领 前 磨 牙很 少 出现 多根 管 的情 况 ，然 而 比较 特 殊 的

是 第
一
前 磨 牙 ，通 常 在

一
侧 或 两侧邻 面 的 牙根 表 面有

长 条形 的 凹槽 ，而这类 牙齿 的根 管 往 往 是
一
条粗 大 的

颊 侧 根 管 和一 条非 常细 小 的舌侧 根 管 。这
一 细 小 根 管

的走行 通 常 偏 向一侧 邻 面 ，可 能 向近 中邻 面 ，也 可 能 向

远 中邻 面 (图 Za、h)。

译者 北京大学 日腔 医学 院

北京海淀 区中关村 南 大街 22号

冠髓 的位置通 常较 固定 ，从 中央沟人钻并 向颊侧 扩展

的椭 圆形开髓孔 可以很好 的暴露冠髓 。与磨 牙或上领

前磨 牙不 同 ，下领前磨牙临床探 查不到髓室底 ，去除冠

髓后直接可 见根髓 的根管人 口(图 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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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verF领 前 磨 牙 根 管 治疗 出现 的 问 题 (I)

图 1a 下 根 尖周炎 ，约 2年 前做过根尖切除手 术 ，术后进

行 了固定活动联 合 义齿修复

图 1b 将 [:图匡 拔 除后 ，可见牙根 的近 中面不完全 分 裂为颊 舌两部 分 ，颊侧根 管 可 见金属桩露 在根尖孔 外 ，，(l;舌侧根管 叮见根 尖 切除

术后 的根管横截 面

图 Ic 牙齿透 明化处理后 的远 中面 观 ，可 见到 可能 是 件致感 染的 因素 :在根管 的冠部 以及颊 舌侧 根尖 部的根管 内存在有残髓 和根 管 预

备后遗 留的碎 屑 〕二段 根管基 本上保 留 了其原 始状 态

图 Za下领第
1
前磨 牙的侧 面观 图

‘}“所 ，J‘为 牙根 不完 个 分 裂 为

较 粗 大 的颊 侧 部 分 和较 细 小

的 舌钡lj部 分

图 Zb l几I冬1‘l，刁
二
齿 的 另

一
侧 m}观 ，

牙 根 }
，，]陷 的 更 明 显 了

图 Zc 牙齿 的纵 剖 血 ，.f以清 楚 看 到

冠 髓 在 ‘1，央 沟 和 牙尖 以 卜区

域 的 部 分 ，冠 髓 髓 腔 和根 管

之 间 没 有 解 fflJ
’
赞界 限

Vertueci指 出 70%的 下 领 第 一 前 磨 牙 为 单根 管 ;Zillic

和 Dowson报 道 有 84.5%的下 领 第 二 前 磨 牙 只有
一 个

根 管 。单 根 管 (有 分 支根 管 的除 外 )牙 齿 的根 管 治 疗 并

不 复 杂 ，在 此 将 不 再 继 续 深 人 探 讨 (图 3a 、b)。除 单 根

管 外 的其 他根 管 形 态通 常 只有 一 种情 况 ，即根 管 在 根

中 l/3处 (极 少 在 牙根 的冠 1/3处 )分 为颊 侧 根 管 和舌

侧 较 细 小 的根 管 。大 多数 的颊 舌侧 根 管 分 别有 各 自的

根 尖 孔 (图 3a 、C)。约 不 到 1%的病 例 表 现 为 多 于 2支

根 管 的复 杂根 管 形 态 。 同样 ，紧接 冠髓 是粗 大 的总 根

髓 ，而在 根 中 1/3的位 置 则 发 出细 小 的第 只支 根 管 ，在

根 尖 附 近有 独 立 根 尖 孔 (图 4) 〔〕相 对 于 根 尖 区较 细 小

4

的普通 牙根形态 ，多根管 前磨 牙的根尖外形相应较粗

大 ，在 X线 片 L看起 来根尖 区的形态有点轻 度 的团块

状

在 此 将 不 按 Vertuc内、分类 方 法 对 根 管 形 态 进 行 分 类 ，

而 是 根 据 根 管 分 叉 的情 况 分 为两 大 类 。
一 类 是 从 根 管

分 叉 处分 出两 支粗 细 大致 相 当的根 管 ，其 中
一
支 向 舌

侧 走行 ，另
一 支 以相 同 的方式 向颊 侧 走 行 ，而 在 根 管 分

叉冠方 的颊 舌侧 根 管 壁 上 均 可 见到 牙 本 质 突 起 这 种

根 管 形 态更 常 见于下 领 第 二 前磨 牙 和 近 远 中两 根 完 全

分 离 的 牙齿 ，在 X线 片 上 根 管 影 像 明 显 ，治 疗 比较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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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ver下 领 前 磨 牙根 管 治 疗 出现 的 问题 (I)

图 3a 下颇第一前磨 牙的不完 全牙根 图 3匕 际几麦明化 处 理 后 的 图 301丁 透 明化处理后 的近

分裂 比第二前磨 牙更 多见 。匡 近 中面观 :可见不太 中面观 :在 牙根 的 中

(左 )及 匡 来 自同一 个病 人 ，从 复杂 的单根管 ，根尖 1/3处 可见冠髓 分成

近中面观可见 匡 的近 中牙根 区有根管分 叉 典 型的颊 舌两部 分 ，

表面出现 了凹陷 通常有不同的根尖 孔 ，

但也 可呈
廿
角形汇入

同一个根管

图 4 具有复杂根管形态的下

领前磨 牙，在牙根的下半

部分根管变的较为狭小

图 sa下 领第 二前 磨 牙

根管 治疗 前情 况 ，

X线 片 中 两 根 管

清晰可辨 ，颊 舌侧

根管粗细相 当

图 sb根管治疗后 的 X

线 片 中清晰可见

颊 舌侧根管充填

后 的情形 ，根尖透

影 区经封药后透

光度 已经有所减

弱

单 (图 5)。Ricu(
1ci 曾报 道 过 2颗 典 型 的该 类 牙齿 。

第二类根管 分 叉较 常 见 于 下领 第
一
前磨 牙 ，诊 断 和治

疗更 困难 。尽管解 剖上 各 有 变 异 ，但 还 是具 有
一些 典

型的特征 :

1.以牙 长轴 为参 考 ，舌 侧 根 管 的 分 叉 角 度 比颊 侧 根 管

大 ;

2.舌侧根管 口的冠 方 存 在 牙 本 质 突起 ;

3.颊 舌 侧 根 管 之 间 的 牙 本 质 桥 并 非 位 于 冠 髓 横 截 面

的中心 ，而是偏 向 舌侧 ;

4.颊侧根 管 比舌 侧 根 管 粗 大 。

的影响却是一致 的 :颊侧根管 的根管治疗通 常没有 问

题 ，但舌侧根管却要 困难得多 ，甚或经常会忽略掉舌侧

根管 (图 6)。对于第二类 根管形态 的诊 断 和治疗 会遇

到一些特殊 的问题 ，下 文将进
一步讨论有舌侧根管 的

下领前磨 牙 的情况 。当然也有
一些 牙齿不能很 明确划

归为这两类 的。

从根管分叉处往根尖方 向舌侧根管走行先为朝 向牙长

轴 的弯曲，之后变为直行 。因此在根管预备时会遇到 2

个方 向相反 的弯曲 :根管分叉冠方为向舌侧 的弯曲 ，根

管分叉根尖方 出现方 向相反的弯曲。

尽 管这 4个 特 征 的 明 显程 度 可 能 很 不 相 同 ，但 其 带 来

中国日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Rot，v。「下 须 前 磨 牙 根 管 治 疗 出 现 的 问 题 (I)

图 6 有 舌侧 副根 管 的 F台贞第 图 7 比较 2颗 牙齿 舌侧 根 管 口人路 的情 况

一前 磨 牙 ，通 过 正 常 的 开髓 孔 只能 到达 颊 侧 根 管 ，而将 开髓 孔 了l
一颊 侧 扩 展 至 颊尖后

则有 可能 可 以 百接碰 到 牙本 质桥 的峪 顶

图 sa{百 的 术 前 x线 片 ，突 然 消 失 的 根 管

走形及 牙根远 中 部分 的轮 廓 出现 收

缩 ，表明 !lT能 存在 根 管 分 又

图 8匕仅 完 成 一 支根管 治疗 后

的 即刻 X线 片

图 sc 根 管治疗 后 16 个月 开

始 出 现 根 尖 周 炎 的 症

状 ，根尖 周膜 增 宽

图 sd 牙 齿拔 除 经 透 明 化 处 理 后 远 图 se 对侧 同 名 才必 须 要进

中面 观 :未经 治疗 的 舌侧 副根 行根 管 治疗 ，发 现 也有

管清晰 可见 牙冠部分的根管 2个 根 竹

预备 不 充分 ，，!丁能 是 浮致 根 尖

周 炎 的原 因之 一

由 于镍 钦 根 管 治 疗 器 械 不 能 预 弯 ，因此 在 治 疗 时 要 仔

细 考 虑 根 管 系 统 的形 态 特 征 ，如 开 髓 孔 的 位 置 ，以便 能

顺 畅 的进 人 舌 侧 根 管 。若 在 舌 侧 根 管 内插 人
一 条 假 想

的 直线 ，该 直 线 与牙 齿 表 面 相 交 的位 置 通 常 低 于颊 侧

釉 牙 骨 质 交 界 处 (图 7)(本 文 中关 于 这 个 现 象 的研 究

是 建 立 于 又寸vertucoi，ZilliCh和 D、，wson， 以 及 Ricuc〔i

等 作 者 工 作 的 总 结 以及 作 者 自己收 集 的 牙 齿标 本 的基

础 上 的 )。

对 牙 齿 形 态 学 的研 究 可得 出 以下 的 结 果 :

1.对 于 颊 舌两 根 管 粗 细 相 当或 颊 侧 根 管 粗 大 而 舌侧

根 管 细 小 等 两 类 根 管 分 叉情 况 ，根 管 日冠 方 存 在 牙 本

质 悬 突 ，根 管 治 疗 前 必 须 要 去除 这 些 牙 本 质 突 「

2.对 于 有 舌侧 细 小 副 根 管 的 牙 齿 ，舌侧 根 管 直 接 开 口

于颊 侧 根 管 。

3.舌侧 的 细 小 根 管 加 大 了 治 疗 的 风 险 ，存 在 漏 诊 和 治

疗 失 败 的 可 能 。

4.根 管 治 疗 前 的诊 断 仁作 具 有 重 要 的 意 义

‘1，}司日)控队“荞继续教了了杂占



，，!、。·l 卜领 lJlJ 磨 牙 根 价 治 冲J
一
出 现 的 问 题 (l)

图 9 卜f苗，第 IJIJj共 勺
一
的 才 根 横 f伐l(1}{l{小 才 根 的

蜘 侧 部 分 较 tl] 人 (李珍个 截 l(ll 的 }_
’
}
之
部 分 )，

J七X线 彩 像 会
’
。月
一
根 舌侧 部 分 的 彩 像 发

‘
}

，卜释 勺 根 禹 侧 部 分 的 质 肠川 ，心 偏 向 才 根

四 隋 的 )Jl; 侧 图 ‘}，所 小 从 厂 个 了 分 别 为 .1冬一

8，}，[!勺4

钊侧 }司名 刁

{
装
!1.1

、
的 4 .}

装
12 jl!「，J 月

一
{丈:[l勺

朴 一扣 森扮

图 10a 4 牛民竹 治 挤』
，
前 的 第

一
张 ]_作 1之度

测 {，卜X线 片 ，双 币远 ，l，十l之农 l千;[};扮像

提 州 门 挂了r八 第 几支 根 竹 ，这 种 现

集 存 「百 l]l 明 !.1，

图 10匕 第 几张 X 线 片 :.4 的 2支 根 竹 内

均 插 有 器 械 ，此 外 ‘，丁见 一5的 顿 禹根

完 个 分 开

图 10c 根 竹 治 疗 后 即 刻 X 线 片 ，才 根 近 ，1，

方 向 的 嘴
’
l质 吸 收 .IJIJ 长

’
。牙 根 纵 裂 了]

关

5.舌侧 的细 小 根 竹 通 常 存 在 典 划 的 方 向 相 反 的
‘。
S
”
形

今曲 ，必须 要 利这 个心 曲进 行 根 竹 预备

参 考对 侧 同 名 牙的 X线 片 ，了11特 定 的 根 竹 系统 并 j}

是 又、}称 广}}现 ff勺(图 se)

舌侧副根竹术前诊断依据

这 fl
l
所 涉 及 的 问 题 J亡， 对 J

几
存 在 舌侧 副 根 怜 才 街 的 根

竹 系统 都 有 此 丁}么 i全断 依 据 了 丫。，IL，‘
·内 及 别。)\\(、V等 指

出 ，X线 片 }_根 竹 彩 像 突 然 缩 ”
i
节:戈消 失 (1冬}8)表 明 可

能 存 在 多 根 竹 IIi 月、:narl，1亦 列 出 J’
·此 存 在 舌侧 副 根

竹 的 X线 片 特 了11:

1 1一根 竹 在 才 根 内 的 位 置 偏 离 ，1‘心 ;

2.习
几
根 内 部 平11表 l(}l延 续 性 的 不 规 则 变 化 (图 8);

3.测 嗽 X线 片 :器 械 位 f才 根 ，}，心
‘，还 是 偏 移 ，}，心

‘，

此 外 ，病 人 J鸳他 才 街 的 X线 片 !_牡，」、有 根 竹 分 又 可能

也是 一
个有)}1的提 小 同

一
个病 人 有 时 会 出 现 卜领 前

磨 才
一
有 3个根 竹 及 双 根 管 的 卜领 第

一
前磨 牙 也 叮 以

卜文将 进
一步 讨 沦上 述 的 厂领 前磨 才 舌侧 根 管 的诊 断

依 据 二Niltt，
，e、和 Maltirl竹检 查 并讨 论 过 卜领 离体 牙 在

X线 片 中 根 竹 影 像 突 然 缩 宁 或 消 失 的 情 况 ，指 出 具 有

这 种 现 象 的 牙 街约 有 94%的 .汀能 具 有 根 竹 分 叉 二尽 竹

可能 性 如 此 之 高 ，然 而 X线 片 检 查 的 敏 感 性 却 仅 为

70% ，即 在 离体 牙 中依 然 了J
一
30%的 舌侧 根 竹 不 能 被 发

现 由 于 才 l’li
‘
J肾组 织 影 像 在 X线 片上 会 发 牛 重 叠 ，以

及 [l内 的摄 片 条件 远 不 如 !!外 的离 体 才 ，卜1此 临 床 I_

实 用 的 可 靠 性 将 会更 差 、另 ‘力
一
面 ，分 根 竹 影像 重 异 的

情 况 在 正 位 投 照 X线 片 中}!寸有 发 牛 ，
‘
场这 此 分根 管 的

彩像 重 叠 在 起 时 看 起 来 就像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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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图 l中阿 的牙根截 面示 意 图 ，颊侧根管 (右 )经过偏斜 角度投 照后依然位 于牙根 的中心位 置 ，而舌侧根管 则发生 了偏 移

舌侧根管影像发生重叠 ，因此不能用这种诊断依据来

判断是否存在舌侧根管 。极少量 的牙齿具有 3个根管 ，

由于每个根管均 比较 细小 ，3个根管 的影像几 乎不 可

能完全重叠在一起 ，因此上述影像学表现对检查该类

牙齿根管系统 的可靠性还是较高的。

的邻 面 凹陷位于近 中面 ，牙根舌侧部分则会更偏 向远

中 ，那就更不容易发现舌侧根管 了(比较 图 9)。侧位投

照技术通常必须从 近 中方 向往远 中投照 ，因为仅 在
一

些特殊病例 的第一前磨 牙才有可能需要从远 中往 近 中

投照 。

牙根延续性 的异常改变 同样也不是根管分叉 的可靠表

现 。由于特殊 的解剖学结构 ，有时在偏斜角度投照 X

线片上 ，较粗大的牙根颊侧部分会掩盖牙根舌侧 的不

规则部分 (图 9)。但在这种病例 的 X线 片上可见到双

重骨 白线或牙根表面影像 (图 10)。

结论

带或不带根管治疗器械 的主根管位置偏移牙根 中心对

于诊断舌侧根管 比较可靠 ，但其敏感性却不是很高。采

用这种方法查找舌侧根管较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些颊舌

侧根管粗细相 当的牙齿 ，如下领第二前磨牙。而这些例

子其解剖结构在术前 的 X线片中就 已经可以清晰可辨

了。对于有舌侧根管的单根牙 (多见于第
一前磨牙 )，器

械很有可能会被插人到颊侧根管 内。如果牙根颊侧部

分较为粗大 ，原来偏斜角度投照的效果就显现不 出来 ，

因此不能起到发现舌侧根管 的作用 (图 11)。如果牙根

在根管治疗 术前 ，没有 唯
一 的标 准可用来准确 预测 根

管形态 。同时使用更 多 的评 价标 准可 以提 高某些解剖

学变异预测 的敏感性 和特异性 。临床上所见 的粗大根

尖形态 ，以及 X线 片上根管结构在根 中 1/3处突然 消

失 ，提示 可能存 在第 三个 根管 。根管治疗 中 ，第
一前磨

牙的舌侧根管可能会被遗漏掉 ;而第二前磨 牙则 不太

会 ，因为通常情 况下其颊 舌侧根管粗细大致相 当。

如果 已明确不存在舌侧根管 ，那 么在根管治疗 中就 可

按 Hoelsmann的排 除法 将 下 领 前 磨 牙 都 看 作 单 根 管

牙 。否则 ，需要进
一步对舌侧根管进行排查 ，作 者将在

本文 的第二部分 中介绍有 目的的根管排查方法 。

中国 日腔 医学继续 教 育杂 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