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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向临床医生查明不同的牙齿磨损定量表示法的实用性和其理解的

简易性

材料与方法 向 67 位临床医生发放调查表 ，该表试图查明用不同方式描

述牙齿磨损童时的实用性和理解的简易性。这些方式(外形图，表面差异标

绘图以及有颜色标码的表面差异标绘图)都是不断发展的新方法— 即用

数学算法来测定并量化随时间进展的牙齿磨损情况。 将第二份调查表发

放给最初参与者中的 40个，以查明上述 2项评定指标有无提高。该问卷

基于表面差异标绘图和有颜色标码的表面差异标绘图二者优点的融合。

结果 在各方面 ，外形图与其他评估方式相比，解释困难 ，实用性小 ;而其

他各方式间的差异无显著性。第二份调查表结果表明，修改后的绘图在让

l喻床医生了解磨损部位和磨损量方面有很高的实用性。

结论 用各种方式结合的绘 图方法来表示磨损结果似乎更利于临床医生

在临床的使用

嘛 森 牙齿磨丽 速革习寄决走i是否一鑫i寸牙两 一

术治疗。通过表面差异标绘图和有颜色标码的表面

差异标绘图 2种方式结合起来，可向临床医师显示

数字化表面绘图的结果，以帮助他们制定治疗方

案

时候 ，在一个病人身上这些情况往往同时存在 ，因此

限制 了这类指数的使用 。

在口腔医学文献中，已有学者提出了很多种方法来评

估牙齿的磨损 ，这些方法可用于流行病学研究或用来

评估病人的治疗需要和治疗结果

最早 用 于评估 牙齿磨 损 的指 数 在使用 前需 对磨 损形

成的病因进 行确定 ，当只有一种情 况存在时
—

酸蚀 ，

机械磨损或咀嚼磨耗 ，才可以使用这些指 数。但更多

smith 和 Knight提出的牙齿磨损指数则不用考虑磨损

的类型。该指数既可用于流行病学研究 ，也可用于对

一位患者牙齿磨损的长期监测。它是根据预先确定的

观察指标来划定每一个牙面的磨损记分。该指数或经

修改后的指数 已用于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 ，但是在对

个体病人的随访中并未大规模采用 ;而连续性牙齿研

究模 型检查 的方法常被使用 ，但该方法 的主观性很

强 ，而且只能检测牙齿表面形态的粗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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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不断发展的另一种可选用的方式 ，是在每一次都

留取硅树脂 印模 ，保证能够取得精确的 、导 电的复制

模 型 ，以供计算机控制的电探头绘 图。通过使用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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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 ，就可 以对 同
一个牙齿不同时间间隔下的复制模

型的图形 (数字化局部形态模型 )进行 比较 ，并据此定

量确定 牙齿磨损量 。这些数据不可避免 的要数学化 ，

而且还必须 以一种简单易懂 的形式供临床医生使用 。

本文对 3种可用 的形式进行 了评估 。

方法和材料

选 择正 在开 发 的研 究项 目中的一 个未经修 复 的上 中

切牙愕侧面的数字化局部形态模型系列 ，作为本研究

的基线模型。 第二次 留取模型是在 8个月以后 ，牙齿

表面 已有一定程度的磨损 。

向 Dundee 牙科学校和医院的 67 名临床 医生发放调查

表 ，该调查表试 图查 明监测牙齿磨损的不同表达方式

的实用性和对其理解 的简易性 。这 3种方式是外形 图

(图 1)、表面差异标绘 图 (图 2)， 以及有颜色标码 的

表面差异标绘 图 (图 3)。参加者对每一种方式都根据

自己对其实用性 的感觉打分 ，从 l(高实用性 )到 5(低

实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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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上中切牙愕侧发生磨损前 、后相互重叠的外形图

对最初 的结果进行分析之后 ，又 向已参与初次调查 、

并仍在 牙科 医院的 40名临床医生发放 了第二次调查

表。该表的设计综合 了初次调查时所选的各种方式的

优点 。

讨论

结果

首次调查表 的返 回率为 70% 。表 1包括 了各种方式调

查结果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卡方检验显示 ，外形 图的

理解 困难性 和低实用性都显著高于其他评估方式 (P

<0.001)二但是 ，表面差异标绘 图和有颜色标码 的表

面差异标绘 图之间差异无显著性 (p>0.05 )。 对后 2

种方式 的批 评 意见 主要是 确定 牙齿 外形 和方 位 的 困

难 。

对一种诊 断工具来说 ，要被接受并得到广泛 的使用 ，

必 须在 使用 和理 解 时都 很 容 易 。本 研 究尤 其 强调后

者 。在表面形状 匹配和差数检测 的背后 ，是
一些 口腔

科范围之外的复杂数学公式 ，而重要 的是将这
一过程

的结果以一种简 单易懂 的形式 向临床 医生表达 。

基 于这
一
点 ，可 以看 到 ，与外 形 图相 比 (4.19 +0.10) ，

有 颜 色标 码 的表 面 差 异 标 绘 图 (2 73+0.23 )和 表 面

差 异 标 绘 图 (2.65 +0.142) 都 具 有 很 高 的实 用 性 。这

可 能 是 由于后 2种 方 法 所提 供 的牙齿 表 面描 述 图象与

医生 所 见 的真 正 牙面很 相 似 而感 到 相 对熟 悉 的缘 故 。

第二次调查表 的结 果如表 2所示 。该调查表返 回率 为

90% 与初 次调查 中有最 小平均值 (高实用性 )的方式

(表面差异标绘 图 )相 比 ，修正后 的表达方式在使 临床

医生 了解磨损 位 置 (p<0.01 )和磨损 量 方 面 (p<

0.00 1) 均有显著提高 。此外 ，这种方式可能 比差异标

绘 图的记载更有用途 (p<0.01)

虽然这些 图给 出
一定 的信息 ，但是 当把有颜 色标码表

面差异标绘 图和表 面差 异标绘 图的优点 结 合起来 时，

达到 了更低 的平均值 (180+0.152)，因此需要进一

步 改进 表 达 磨 损 的方 法 。 由于在 测 试 前 并 未 经 过培

训 ，所 以 ，这种方式所达到 的高实用性 是非常令人满

意的 作 为本研 究结果 ，这
一方式 似乎是 临床 医生用

来描述磨损情 况 的最好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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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英 川 个国儿童 牙 丙健 康普 查 中

显示 ，由十饮食酸蚀造成 牙齿表面缺损

的流行 ，因此 上述方式 在英国还是很需

要 的 酸蚀状况下的牙体组织丧失会 汁

致敏感 、疼痛 ，或不美观的外表 许 多

有类似情况的病 人 ，直到 牙齿组织 的丧

失达到一定 l汁，尤其是在 l几领切牙的舌

侧 ，导致过薄的 切端折断时 ，才会有外观

改变的主诉

对 已经缺损 的牙釉质和 /或 牙本质的修

复是一种 困难而昂贵的治疗 ，固位要求

高 ，并需要进 行连续 监测 ，医生会 因此

难 以决定观察时间和治疗 时间 目前 ，

对牙齿磨损 的定量评估 ，只是基于对以

前研 究 模 塑 !_的 牙列进 行 视觉 上 的 比

较 虽然所有英国修复 习
1
科 专业的医生

通常都在应)H这种方法 ，了日人们均认 为

该法不能敏锐地测定微小的磨损变化

而这些 变化 祟计起来也是很有意义的

因此需要有 个敏感的 、能 在最短 的椅

旁时间内完成的监测磨损 的方法 。

1几述方法为 日腔科医生提供了一个可能

性 ，即在不同时间内，在椅旁记取显示牙

齿酸蚀情况的印模 ，然后对其绘图，并在

实验室进行分析 ，通过上述某种方式得

到结果 这样就可以得出关于病人临床

治疗的全面决策。这种表示方法较原来

广泛使用模型比较进行监测的方法 已有

了很大的提高

图 2 与图 l是 卜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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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土 中切 牙愕 侧 表 面磨 损 后 的 、有

颜 色标码 的表 面差 异标绘 图 磨

损 程 度 由颜 色 标 记 显示 使 用

Stanf又》，、l电 月l交I绘 图 生 成 1习象

窿
。

O

图 4 上 ，1，切 牙愕 侧 表 面磨 损 后 ，表 面

差 异标 绘 图 和 有 颜 色标 码 的 表 面

差 异标 绘 图两 者优 点 的 融 合 磨

损 程 度 山颜 色标 记 撇示 ，牙齿 的

外 形 线 是红 色 ，使 J月St:川几，r。l电

脑绘 图产仁成 图 象

磨 损 程 度 ([习 3，4) 黄 色 =没 有 明 显 磨 损 全l色 = 100一200林，r， 绿 色 =201一300协。， 兰 色 =3()l一400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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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初 次调查的结果

评估项 目 有颜色标码的表

面差异标绘图 表面差异标绘图 外形图

牙齿表面发生磨损

的位点清晰

产生的总磨损量

清楚

特殊位点产生

的磨损量清楚

在所限定条件下

理解电脑绘图意

义的简易性

2.85(1.46)*

11= 11;2 二 14;3 =O;

4 = 15;5 = 71#

3.04(1.32)

11二6; 2 = 14;3 二7;

4 二 12;5 = 8}

2.62(1 38 )

【l= 12‘ 2 = 15;3 二5;

4 =9石 5 二6』

2.75(1.39)

【l二 10:2 二 16; 3=4;

4 = 10;5 二7」

2.37(1.11)

【l= 10;2 =20;3 =7;

4 =7;5 = 2」

2.73(0.23)

2.70(1.34)

【1二9;2 二 18: 3 =4

4 = 10;5 =6」

2.62(1.25)

【l= 8:2 二20;3 =6;

4 = 8:5 二5]

2.87(1.35 )

11=6;2 二 19石 3 =〔

4 二7毒5 =9」

2.61(1.26)

11=9;2 二 18;3 =5;

4 二 ]O;5 =41

4.11(0.93)

【l=0;2 =4;3 =6;

4 = 18;5 = 191

4.31(0.81)

【l= l;2 = l;3 二 I;

4 =22;5 二20]

4.16(0.82)

【1=O; 2 二3;3 二3石

4 =22:5 = 16]

4.28(0.76)

【l=0;2 =2;3= 3:

4 二22二5 =20」

可能是向临床医生

表达牙齿表面磨

数据的有效方法

总平均分(标准差)

2.45(1.11)

〔l=9易2 二20; 3 =8;

4 二8;5 二21

4.09(0.87)

【l= l;2 =2;3 二6;

4 二22;5 = 151

2.65(0.14) 4.19(0.10)

*对 德
一
个评 估 项 目计 算

一
平均 分 士标 准 差

#人 感 觉 分 为 5级 (1二完 全 同 意 ，高 实 用 性 ;5=完 全不 同意 ，低 实 用 性 )

表 2 第二次调查的结果以及与初次调查最佳方式的比较

评估项 目 结合方式 表面局部记载和差数平面图

牙齿表面发生

磨损的位点清晰

产生的总磨损量

清楚

特殊位点产生的

磨损量清楚

在所限定条件下

理解电脑绘图意

义的简易性

1.64(0.71)*

!l= 17;2 = 16;

3 二2:4 = l;5 =01#

1.94(0.72)

【l二9;2 =20;

3 =5二4 = l;5 二01

1.64(0.71)

【l= 17;2 = 16;

3 =2; 4 = l;5 =01

2.00(0.85)

11二 10;2 二 19;

3 二4;4 = 3;5 二01

2.70(1.34)

〔l=9;2 二 18;3 =4;

4 = 10; 5 =6」

2.62(1.25 )

【l= 8;2 二20;3 =6;

4 二8: 5 =5]

2.87(1.35)

【l二6;2 = 19;3 =6:

4 二7;5 =9」

2.61(1.26)

11=9;2 = 18:3 二5;

4 二 10;5 =4」

可能是向临床医生

表达牙齿表面磨损

数据的有效方法

1.76(0.61 )

!I二 10:2 =22:

3 = O; 4 = l;5 = 01

2.45(1.11)

【l=9;2 二20;3 = 8;

4 二8 5 =2」

总平均分(标准差) 80 +0.15 2.65 +0 14

*对 每
一 个评 估 项 目计 算 平 均 分 土标 准 差

#人感 觉 分 为五级 (l二完 全 同意 ，高 实 用性 ;5=完 全不 同意 ，低 实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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