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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统回顾了正畸治疗中减数上领第二恒磨牙的理由、适应证 、具体方法及矫治效果。近年来 ，种植体

支抗发展迅猛 ，加之 口外牵引及各种 口内远中移动磨牙装置的应用 使我们在减数的牙位上有了更多的选择 ，包

括第二或第三恒磨牙。不过在此类减数设计 中，除了考虑患者的错胎状况 还特别应该关注其上领第二及第三

I
值磨牙的发育状况及位置。总之 如果病例选择得当 减数上领第二恒磨牙是

一
种有效的矫治方法 不过需要

对其适应证及治疗的局限性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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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若萍教授 点评 :矫 治计划的制 定是正崎过程 中最重要 ，也最具创造性 的部 分。
一 方 面要 针

对 患者 的具体 病情 ，体现 出时 患者错给 的个体 差异 的考虑 ;另
一 方 面，又是体 现主 治 医师的技 术

特 点甚 至性格特 点 的地 方 。

减 数上领 第二 恒磨 牙不是 常规 的矫 治设 计方案 ，因此 更 富挑 战性 ，需要 医师有 更 多的 全局观

念 ，还要 有
一 定的

“
患者利 益至上

”
前提 下 的 冒险精 神 。下 面这 篇综述比较 全面地 回顾 了减数上

领 第二 恒磨 牙的适应 证 、禁忌证 等 ，这是 对 患者 因素 的考 虑 ;同时也从 医师的 角度探 讨 了各 种可

能的矫 治方 法及疗 效比较 ，因此很 具 临床指 导意 义，尤其是 其 中关于拔 牙时机选择 的部 分，非常

关健和 实 用。

不足之 处在 于对新兴 的临时 支抗 装置的论述 不 多，缺 少对种植体 的植 入部位 ，远 中牵引 牙列

的具体 方 法的 归纳和 总结 ，恐怕 难 以满足读者们对种植体 支抗 日渐 高涨的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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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领 第二 恒 磨 牙 不 是 止 畸 减数 设 讨
一
的常 规 选

择 。以往的报告 多基 于作者的个人经验 ，而少有相

关的临床研究 ，且 以减数 4颗磨牙的为多 ，只有
一

篇关于 减数 上领第二恒磨 牙的报告 。第
一
篇关于正

畸矫 治 中减数 [领 第二恒磨 牙的综述 发表于 1939

年 ，最近的
一
篇则见于 19% 年 。本文 旨在对减数上

领第二恒磨牙矫治的现代观点与新的研究加以回顾。

上 领 第二恒 磨 牙 的发 育

译者 北 京大学 口腔 医院正畸科

北京海淀 区 中关村南大街22号 100081

上 领 恒 磨 牙 的钙 化
一
般 始 于 2.5一3岁 ，7

一8岁

时 牙 冠 完 全 成 形 ，12 一13 岁时开 始 萌 出 ，14 一16 岁

时 牙 根 最 后 发育 完 成 。Ling的研 究表 明 ，中国南 方

12岁青 少 年 的上 领第 二 恒 磨 牙 的近 远 中宽度 平 均 为

}，、 l、、 :继续教育杂:
了



冬 长论 坛 户“
减 数 上 领 第 二 恒 磨 牙 的 正 畸 矫 治

10.3 (男 性)一 10.Omm (女 性 )。高 加 索 人 种 同 龄 青

少 年 的 相 应 数 值 为 平 均 10.4 (男 性 )
一9.8 (女 性 )。

减 数上 领 第二恒 磨 牙 的适 应 证

正畸治疗 中减数恒牙主要是为了提供 间隙。下

文分述可能需要拔 除上领第二恒磨牙的多种理 由，

并汇总于表 1。

安氏 日类错胎 的掩饰性正畸治疗

曾有学者建议对安 氏 n类 1分类错殆 病例 ，如

果上领切牙唇倾 明显、牙列中没有间隙 、覆拾 不深 ，

月尚未萌 出的上领 第三磨 牙 的形状 和位置都较 好 ，

可 以考虑减数上领第二恒磨 牙。Tweed
一Merrifield

的诊断性 间隙分析法 中建议将 ANB角介于 5
。一8

。

的轻度骨性 H类病例作为减数上领第二恒磨 牙的适

应证 。该方法也适用于下领位置基本正常 ，以轻度

上领前突为主的骨性 n类错胎 ，因其不适于 采取 引

导下领前伸 的功能矫治方法 ，故更适 合 以牙及 牙槽

代偿骨骼 关系的不调 。

安 氏 11类 2分类错抬 患者多存在上切 牙舌倾及

深覆给 ，有时也会伴 随 上领骨与上唇 的前突。拔 除

上领第
一
前磨 牙可 以内收上唇 ，但 因为关闭间隙时

需要对上切牙施加较大 的根愕 向转矩 ，所 以也会增

大其发生根吸收的风险 ;如果选择拔 除上领第二恒磨

牙则可 以避免该 问题 的发生 ，因为此时需要将所有

的上领 牙齿 同时整体 向远 中移动 ， 内收速 度 减慢 ，

上切 牙根部可 以有更多骨改建的时间。还有观点认

为减数上领第二恒磨 牙后 ，矫治 中对_l几领切牙的转

矩控 制也更有效 。

治 。特别是那些上 下领切牙舌倾或直立的病例 尤为

合适 。减数 上 领 第 二恒 磨 牙可 以提 供 排 齐牙 列 及

纠正远 中关系所需 的间隙 ，也便于上领后牙的远 中

移动 。

上 牙 弓后部严 重拥挤 的病例也可考虑拔 除上领

第二恒磨 牙 ，其 中
一
些较为复杂 的病例 ，可能还必

须 同时减数上领 第
一
前磨 牙 。

如果 发育 中的 上领 第三恒磨 牙萌 出间隙不 足 ，

_[领第二恒磨 牙拔 除后 的间隙不仅可 以用于上 牙列

的远 中移动 ，而且还有助于第三恒磨 牙的萌 出。研

究表 明 ， 上领 第三恒磨 牙通常可在拔 除上领第二恒

磨牙后正常萌 出。这样也规避 了手术拔 除阻生智齿

的可能风险 。

图 1一3展示 的是如何通过 减数上领 第二恒 磨

牙 ，配合 日外 弓头帽及 固定矫治 ，成功矫治 1例严

重安 氏 H类 1分类错胎 的病例 。

上领 第二恒磨牙 的状况不佳

当上领第二恒磨牙 出现大面积龋坏 ，牙周组织

损害 ，或严重 的异位萌 出时 ，也 可 以考虑拔 除 。

减 数上 领 第二恒 磨 牙 的禁 忌证

面部侧貌

当拔 除上领第
一
前磨牙可能不利于患者侧貌美

观时 ，越来越多的医师选择 减数 上领第二恒磨 牙。

这主要是 因为第二恒磨牙位于牙 弓后部 ，拔 除后对

上领切牙位置的影响较减数前磨牙要小 ，可 以避免

矫治后或面部生长结束后患者的面 中部过于 凹陷。

上领第三恒磨 牙发育不 全或严重近 中倾斜是减

数_L领第二恒磨 牙的禁忌证 (见表 l)。上领第三恒

磨牙的萌 出方 向
一
般为 向下 向前 ，矫治前最理想 的

牙冠角度为轻度 的远 中倾斜 ，这样可 以抵消其在萌

出过程 中的近 中旋转 。

减数 上领第二恒磨 牙后
一
般需要远 中移动第

一

恒磨 牙 ，这可能导致覆胎 变浅 ，因此 不适用于开殆

病例 。另外 ，用传统手段远 中移动 牙齿还 会导致 下

领后旋 、
一
「面高增 加 ，破坏 11类患者 的侧 貌 ，所 以

对土领前突为主的患者可能更适合选择 减数上领第

一
前磨 牙。不过使用新型的临时支抗 装置 (TADs)

似乎可 以通过对垂直 向的有效控 制减少这类副作用

的发生 。

颊侧段 牙列的远 中移动

对骨型 1类 、侧貌 良好 、11类磨牙尖牙关系、_于几

牙 弓中度拥挤 、下牙 弓轻度拥挤 的病例 ，可 以考虑

进行减数上领第二恒磨 牙并远 中移动上领 牙列的矫

减 数上领第二恒磨牙的优点

文献认 为减数上领第二恒磨 牙的主要优点 为 :

①与拔 除_L颁第
一
前磨 牙相 比，不会使上领前 牙过

度 内收 ，内收后上切 牙唇倾度更接近正常 ，因此在

2 ‘、了、 .;，、、学继续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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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减数上领第二恒磨牙矫治的适应证与禁忌证

日类磨牙、尖牙关系 .侧貌 良好

深覆胎

后牙区拥挤和 /或前牙区轻度拥挤

上领第二恒磨牙重度龋坏 、牙周组织损害或异位萌出

上领第三恒磨牙正在发育中 牙冠远 中倾斜

像 窦释一 一 】黝羹鬓薰翼罐
严重凸面型

恒牙发育不全

上领第
一
恒磨牙大面积修复体 、重度龋坏或严重牙周组织损害

图 1
一
例女性、12 岁 9个月 安氏日类 ，分类错胎病例的矫治过程 (。)矫治前 (b) 减数上领第二恒磨牙 颈带牵引6个

月后。(c) 头帽牵引 2年后 注意随着后牙的远中移动 上领切牙的过度唇倾得以纠正 (d) 安装固定矫治器 3个月后 (e)

精细调整阶段的多曲方丝 弓技术。 (川 矫治后

轻度拥挤的轻度 11类错殆 病例 中，不会使侧貌过于

凹陷 ;②矫治结果更稳定 ;③预防其余上领磨牙的严

重错位及 阻生 ;④便于上领第
一
恒磨牙的远 中移动 ;

⑤仅需要通过远 中移动上领 牙列来矫治深覆盖及上

领拥挤 ，下牙列需要的移动较少 ;⑥避免拔 除上领第

三恒磨牙可能伴随的创伤 ;⑦相对减数 4颗第
一
前磨

牙而言 ，更好地保存 了患者从右侧第
一
恒磨牙到左

侧第
一
恒磨牙牙列的完整性 。

减 数上领第二恒磨牙的缺点

减数_L领第二恒磨牙的主要缺点为 :①在 工类轻

度拥挤 的病例 中，需要过多的牙齿远 中移动 ;②对

中、重度拥挤 ，且拥挤主要分布于牙弓前部的病例 ，

拔牙间隙离拥挤部位过远 ;③如果患者不能很好地配

合使用 口外牵引装置将牙列整体 向远 中牵引 ，则很

难达到利用拔牙间隙矫正前后向不调的 目的;④上领

中国。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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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图 2 侧 貌 .正 面 相 及 覆 盖 阳 一c)矫 治 前 (d一切 矫 治 后 (g一 ) 矫 治 川 年 后

第 几恒 磨 牙 ，.f能 发 育不 良， 止仁人小 及外 形 小能 很 好

地 替 代拔 除 的 第 几恒 磨 才 ;⑤ }几领 第
一
汁川释习

1
的 萌 出

路 径 难 以预 测 。

减 数上 领 第二恒 磨 牙 的适 宜 时机

对安 氏 工类错 拾 ， 上领 第
了
恒 磨 牙 才冠 萌出到

第 二恒 磨 牙 牙根 的 l/2处时 ，是拔 除 1几领 第 几恒 磨

牙 的 最 佳 l]、J
一
机 。 而 对 11类错 拾 病 例 ， 囚 为往 补

一
高要

将 }_领 第
‘
恒 J拜习

一
向 远 ，}，移 动 ， 故 适 宜 的 拔 才 时 机

为 !
一
领 第 _几恒 哄 习

几
已萌 出 至接 近 第 一巾 !)弃才 的 釉 牙

，
}
’
}
，
质 界 时 ，这 样 第 月二{弃 牙 萌 出 中 的 近 ，!‘移 动 量较

少 。 另外 ，在 拔 除 !_领 第
一
巾。!拜牙 前 ， ，必 须 确 认上

领 第 三 杠工磨 习
飞
已经 发 育 到 根 分 歧 处 ， 否 则 还 可;能 除

外 第 三 恒 磨 习
几
发 育 不 全 的 风 险 。

川 卜l日{作医学 纠宋续 教 介 华 L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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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曲面断层片 (。)矫治前 (b)头帽牵 引 9个月后 (c)头帽牵引 16 个月后 〕(d)头帽矫治开始 3年后 、(e)矫治后

注意上颇第三恒磨牙的位置 (f} 保持阶段 (矫治后 3年 g个月 )

上领第三恒磨 牙位 置的变化

如 果 诊断设 计 得 当 ， 人部分 1几领 第 二恒 磨 才可

以在 减 数 第 几恒 磨 牙后 lll] 出到理 想 的 位 仪 。 萌 出时

会 向近 中旋 转 /倾 斜 ，矫 治前 牙冠 向远 ，}，倾 斜 的 角

度 越 大 ，旋 转 量越 大 。

最 近 丫J
一
研 究 发现 ，在 减数 L领 第 几恒 磨 牙的病

例 中 (仅包 括 出于 正 畸矫 治 的 日的减 数 的病 例 ， 除

外 由 厂牙 街龋 坏 等状 况 不 得 不减数 1几领 第 二恒 磨 牙

的情 况 )，有 95 叹，的上 领 第 几恒 磨 牙经 过旋 转 、直 、)_，

最 终 萌 出到理 想 位置 ，桥 代 r第三恒 磨 才。 失 败病

例 多数 为矫 治 前 第三恒 磨 牙的近 中倾 斜 角过 大 ， 或

萌 出后 未 能
‘
，第

一
恒 磨 习

飞
建 立 良好 的接 触 。

l几领 第 几恒 磨 牙成 功 萌 出到理 想 位 件 的适 宜 条

件 是 :矫 治 前 1几领 第三 恒 磨 牙向远 中倾 斜 ，与 1几领 第

一
恒 磨 牙 的 牙 长轴 呈 15

“一30
。
夹 角 ;J七近 中面 应

“
与 卜领 第 几恒 磨 牙 的远 ‘扫血 基 本 在 条 汽线上 。

”

若 病 例 选择 合适 ，约 90% 的最 终 lJ)’J 出的上 领 第

几磨 牙 牙冠 的 形状 及大 小 摧 本正 常 ， 「叮以为 临 床接

受 ;目.所 有 的 l几领 第三 磨 牙都能 与 第
·
恒 磨 牙建立 接

触 ，其 中 90伙，的情 况 下 牙轴 及 牙位 可 以接 受 ，不需

要进
一
步 矫 治 。

Be;1了Ictt和 Mclaug川i，1通 过 曲而 断 层 片评 估 第

几磨 牙 的倾 斜 角度 ， 发现 11
一
畸 减数 4颗 第 二恒 磨 牙

}。
一
{: 。

一
{。_学 。 续 教 育 加 :、

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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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后 该 角 度 没 有 统 计 学 差 异 。 两 组 中 ，上 领 第 三 恒

磨 牙 的近 远 中倾 斜 角度 多 变 得 更 为理 想 ， 而 下领 第

三 恒 磨 牙 则 表 现 出更 偏 近 中的 不 利 倾 斜 。 De
一La-

Rosa一Gay等 人最 近 的
一
项研 究 也 得 到类 似 的结 果 。

正 畸减 数 第二恒 磨 牙后 的效 果

关于 正 畸减数上领 第 二恒 磨 牙矫 治 效 果 的研 究

较 少 ，且研 究 目的多不相 同 ，研 究对 象 的选 择 也 不

尽 相 同 。

减数上 领 第 二恒 磨 牙 的 目的之
一
是 为 了尽 可 能

减小 正 畸后 患者 侧貌 的改变 。Basdra 等分析 了 32 名

11类错拾 青 少年 (平 均年龄 14.6岁 )拔 除上领 第二

恒 磨 牙矫 治 前后 的头颅 侧 位 片 ，其 中线距 测量 指 标

显示上 唇 及 上领 切 牙均 有 显 著性 内收 。该研 究 没有

设 置对 照组 。

Stagge rs 比较 了减数上 下领 第 二恒 磨 牙 的病 例

与 减数 4颗 第
一
双 尖 牙 的病 例 。结 果 显 示 ，两 组 间

的差 异 并 没有大 多数提 倡 减数 第二恒 磨 牙 的观 点 中

提 到 的那 么 明显 。不过 ，虽 然矫 治 后两 组 患 者 的侧

貌 间 并没有表 现 出显著性 的差 异 ，但 减数 双 尖 牙组

患 者 的上 下领切 牙及 下唇 内收 的量 显 著性 地 多于 减

数 第二恒 磨 牙组 。 不过 ，文章 中没有提 及 拥挤 的程

度 及部 位 ，这 可 能会 影响结 果 的可 靠性 。两 组 间疗

程 的差异 也 没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W aterS和 Harris进 行
一
r
一
项 回顾性 的头 影测

量 研 究 ， 比较 减数 上 领第 二恒 磨 牙与 非拔 牙矫 治 的

差 异 。样 本 为安 氏 11类 、深 覆抬 、低角 、青 少年 ，半

数患 者 减数 上领 第 二恒 磨 牙 ，另
一
半 采取 非拔 牙矫

治 。通 过 Pitcllfork分析法 评 价牙齿 及 其周 围支持骨

相 对于功 能抬 平 面在 矢状 方 向的变 化 。矫 治 前两 组

间 的颅 面 形态 没有 显 著差 异 。研 究 发 现 ，两组 间 的

矫 治效 果 存在
一 些 明显 的差 异 。 减数上 领 第二恒 磨

牙组 的上 领 第
一
恒磨 牙 向远 中移动 更 明显 (1.2mm

vs 0.Omm );非拔 牙矫 治组 的下领切 牙表 现 出更 多

的唇 倾 (9.1
0
vs 3.5

。
);两 组 的上 领切 牙 牙根均 发

生愕 向转 矩运 动 ，不过 非拔 牙组 的上 切 牙 牙冠唇 向

移动更 多 (2.omm vs 0.omm);减 数 组 平 均疗 程

较 非减 数组 少 7个月 。他 们认 为 如果 n类错 哈 病 例

选择 得 当 ，拔 除上领 第 二恒 磨 牙是
一
种 可行 的治疗

方 法 。

减 数 第 二 恒 磨 牙 配 合 固 定 正 畸 矫 治

Rix发现对 下领 轻 中度拥挤 的安 氏 11类 1分类

错胎 ，有时候拔 除 4颗双尖牙后会有剩余 间隙。因

此他推荐减数 4颗第二恒磨 牙配合全牙 弓整体 内收

的固定矫治 。

Rindler 分析 了 78 个拔 除上下领第二恒磨牙矫

治安 氏 H类错抬 的病例 ，其 中 21 例未进行任何正畸

矫治 ，9例戴用有指簧的 Activator 远 中移动第
一
恒

磨牙 ，48 例配合固定正畸矫治 。他认 为这种矫治方

式的优越性在于如果矫治前下领第
一
恒磨 牙近 中倾

斜 ，则 比较容易将其 向远 中移动 ;有助于第三恒磨牙

更快地 萌 出 ，并完全关闭拔 牙间隙。不足之处在于

无法确定第三恒磨牙是否能正确萌出 ;下领第
一
恒磨

牙的远 中移动并不容易 ;另外 ，对安 氏 n类错胎 ，有

时候需要在 减数第二恒磨 牙后将全牙列整体 向远 中

移动 以矫正覆盖 ，这 也存在
一
定难度 。

Sfondrini等 比较使用不 同矫治器远 中移动上领

磨 牙的效果 。发现与非拔 牙矫治 比较 ，减数上领第

二恒磨牙后再远 中移动上领 后牙的疗程更短 。研 究

中涉及 的远 中移动 牙齿 装置 包括联 合 头 帽 、颈带 、

横愕杆 、Wilson装置 、Herbst矫治器 、Jas详rjum详r

矫治器 ，Pendulum 矫治器 ，但不包括临时支抗装

置 。他们的结论是 :当需要最大支抗设计 时 ，如果患

者合作 良好 ，用 口外牵 引装置远 中移动上领第
一
恒

磨 牙是最佳选择 。

目前还未 见到设计合理 、结果可靠 的对两组错

哈 相似 的病例 采用不 同拔 牙模式矫治 (减数双尖牙

vs减数上 领 第二恒 磨 牙 )的远 期疗 效 比较 的相 关

研 究 。

减 数 第 二 恒 磨 牙 配 合 临 时 支 抗 装 置

(TADs)矫 治

临 时 支 抗 装 置 在 正 畸 矫 治 中 的 应 用 越 来 越 普

及 。许 多研 究 比较 了减数 及 不减 数上 领 第 二 或第 三

恒 磨 牙 后 ，使 用临 时 支抗 装 置远 中牵 引上 领 后 牙 的

效 果 。Sugawar a的研 究 中 ，上 领 第
一
恒 磨 牙 牙冠

远 中移 动 的量 平 均 为 3.smm ，牙根 平 均 3.2mm 。

Kyung等 报告 了使 用 愕 中缝 微螺 钉 支抗 与横 愕 杆结

合远 中牵 引上 领 第
一
恒 磨 牙 ，并 附两 个 年 轻 患 者 的

万 .}:、11腔医学继续教。、



减 数上 领 第 二恒 磨 牙 的正 畸矫 治

病 例 报告 ，在 没有 拔 除第 二 恒 磨 牙 的情 况 下 ，3一5

个 月 内 ，上磨 牙 牙冠远 中移 动 了 smm，牙根 远 中移

动 了 3·smm。

Gelgor 等调 查 了使 用骨 内微螺 钉 支抗 远 中牵 引

上 领 磨 牙 的效 果 ，及领 骨 、牙 列 、软 组 织 在 矢状 方

向和垂 直 方 向的变 化 。他 们使 用 的支抗 为植 人 愕 中

缝 切 牙 孔后 方 的骨 内微 螺 钉 。 即刻加 载远 中移 动 上

领 第
一
恒磨 牙 ，未拔 除上领第二恒磨 牙 。达 到 I类过

矫 正 磨 牙 关系 的平 均 时 间为 4.6个 月 。矫 治前 后拍

摄 头颅 侧 位 片 并制取 石 膏 模 型 。 头 影 测量 分析 显 示

上 领 第
一
恒 磨 牙 平 均 倾 斜 8.8

。
，远 中移 动 3.gmm。

模 型 测量 显示磨 牙 平 均远 中移 动 5.omm，上领 第
一

恒 磨 牙 远 中 的 倾 斜 。 同 时 发 现 上 领 切 牙 轻 度 前 突

(平均 0.smm)。覆胎 、覆盖 、下领 平 面 角 没有 显著

J
睦改变 。他 们认 为 即刻加 载 的骨 内微 螺 钉 可 以提 供

充 足 的上 领 磨 牙 远 中移 动 所 需 支 抗 ，仅有 少量 的支

抗 丧 失 。

结 论

本综述讨论 了与减数上领第二恒磨牙相 关的
一

系列 问题 ，包括适应证 、禁忌证 、优点 、缺点 、适

宜的减数 时机及对上领第三恒磨 牙萌 出的影响。许

多文献认 为 ，若病例选择得 当，减数上领第二恒磨

牙可 以解 除牙 弓后段 的拥挤 ，并有 利于上领第三恒

磨牙 的萌 出 (表 2)。

对任何
一
项正 畸矫治计划 ，考虑其近期及远期

的生物学 、机械学 的需求及反应 ，及其对疗程 、面

部侧貌 、牙周组织 、咬合功能的可能影响都是非常

重要 的。要评估减数上领第二恒磨 牙或减数其他牙

位 、甚至不减数矫治的利弊 ，还需要通过更多的随

机临床试验 以 比较其近期及远期的矫治效果 。

表 2 减数上颇第二恒磨牙矫治的预期效果总结

口外部分

垂直向

牙齿方面

水平向

上唇 一审美平面距离增加 ;较非减数组有更多的根愕向转矩 较少的冠唇向移动

未见有关于垂直向关系改变的报告

96%的上领第三恒磨牙将萌出到理想位置

无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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