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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 究 的主 要 目的是 评 估 牙周 薄跟 生 物 型 (thin periodontalbiotypes)与 牙周厚 龋 生物 型 (t卜ick pe「一

odonta]biolvpes)两者 唇 侧 牙槽 骨 骨板 (lab，alplate thickness)厚 度 是 否存 在 差异 。 牙 周 生物 型 与唇 侧 牙

槽 骨 骨板 厚 度 的关 系是 通 过 对 60 位 受试 者 上 前 牙 (双 侧 中切 牙 、双 侧 侧 切 牙 和 双 侧 尖 牙 )的相 关资 料 评 估 后

获 得 的 .受试 者 资料 包 括 锥形 束 CT(conebeam compute「dtomog「aphs CBCT) 诊 断模 型 (d，agnost.c .mp「essions)

和 牙 周 临床 检 查 数 据 。 牙 周 薄 眼 生 物 型 与 厚 型 比较 唇 侧 牙槽 骨 骨板 更 薄 (戍 0.001) ，角化眼 宽度 更窄 (P

<0.001) 釉 牙 骨质 界 至 牙槽 晴 顶距 离 (尸=0.02 )更长 且 跟 沟 内探诊 时探 针 更可 见 (p「。be vi。，bijity )。

但 牙 周 生 物 型 与 牙 齿 的 长 宽 比 或 颊 侧 跟 退 缩 无 关 。结 论 :牙 周 生 物 型 与 唇 侧 牙槽 骨 骨板 厚 度 、角化 跟 宽 度 、

牙槽 晴 顶位 置 、牙眼 形 态 和 探诊 时探 针 可见 度 有 密切 关 系 ，与颊 侧 牙跟 退 缩 无 关 。

由于对美观的要求不断增加 ，在如今的牙科治

疗特别是前牙美学 区的治疗 中，医师都会仔细考虑

治疗后的形态与功能。无论医师采取的治疗手段是

牙科种植 、冠延长术还是传统修复治疗 ，掌握牙周组

织对各项治疗 的反应是取得成功美学 效果的关键 。

所 以，牙科专家必须对软组织形态学和软组织下的

骨解剖结构有更多了解。

l陆床医师普遍认为 ，牙周薄酿生物型者其上前

译者单 位 北 京 大学 口腔 医学 院 牙周科

北 京市 中关村南 大街 22号 100081

牙 牙 根 唇 面 包裹 的骨 板 也 比较 薄 。尽 管这 种 论 断在

医学 文 献 中有 记 载 ，但 是 如 今 并 没有 科 学 研 究证 实

牙周 生 物 型 和唇 侧骨 板厚 度 的 关 系如 何 。

1923年 ，Hirschfeld 观察 到 了
一
些患者 具有 非

常 薄 的牙槽 骨 骨 板 ，并推 断这 些 患 者 的牙 酿 可 能 也

比较 薄 。 另
一
些 人 描 述 了这 样 的 现 象 :某 些 患 者

上 、下领 后 牙 区邻 面 平坦 的牙槽 骨 在 上 前 牙 区会 变

凸 。ochsenbein和 Ross首 先将 牙 酿 分 为
“
平坦

”

与
“
扇 贝状

”
两 种 解 剖 学 类 型 。 并 认 为 平 坦 的 牙

跟 与 外 形 较方 的牙齿 共 存 ，扇 贝状 的 牙跟 与 外 形 较

尖 的牙齿 共 存 。W eisgol d报道 了具 有 薄 的 ，扇 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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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位 仪 有 密 切 关 系 。 他 探 ijJ’才 槽 峭 顶 位 仪 足 如 何 1.1 CBC丁

形 响 才 体 仃!备 的 。 例 如 ， 在 高 牙 槽 峭 顶 的 患 吝 中 ， Cl 玉C r 、、!以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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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临床检 查

临 床 检 查 的 目的是 确 定 不 同个 体 上 前 牙 的牙 周

生物 型 (图 2a ，图 Zb) 。此 外 ，通 过 牙周探 诊 ，检 查

者 可评 估 牙 周 探 针 在 游 离 跟 中的可 见 度 (图 3a ，图

3b)。临 床检 查 包括 记 录 牙周 检 查表 (探 诊 深度 、齿民

退缩 、临 床 附着 丧 失 、探 诊 后 出血 )，测量 角化跟 宽

度 ，评估 牙眼 形态 (图 4a ，图 4b) 。本 文作者 、
一
名

牙周 专科 医师 和
一
名 修 复 专科 医师共 3名检 查者 ，分

别对受试者进行牙跟生物学类型评判。3名检查者的

评判结果是互盲的。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误差 ，牙周

生物学分类仅限定两类 :薄眼型与厚酿型。

1.3 诊断模型

通过不可复性水胶体 印模材料将受试者 口腔情

况转移 到诊断模型上 ，并在模型上测量牙齿 长宽 比

例 ，以及游离酿边缘的最根方与酿乳头最高点之 间

图 2 日 厚 跟 生物型 匕 薄跟 生物型

图 3 日.龋 沟探 诊 时可见 探 针 b 跟 沟探诊 时探 针不可见

图 4 a 平 坦 的 牙跟 形 态 b.扇 贝状 的 牙跟 形 态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范
1了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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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垂 直距 离 (图 5 )。

图 5 在诊断模型上测量跟乳头高度 (黑线 )与牙齿的长

宽比 (白线 )

1.4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 包括对 牙周 生物型的初 次 以及 几次结

果的 几因素 方差分析 。检 杏者检杳 牙周生物 型的
一

致性通过 Kappa分析来评估。

本研究的 仁要 日的是 比较具有薄龄
产!物型 和厚

跟生物型 的健康 个体 的唇侧 牙槽骨骨 板厚度 。尽管

薄龄生物型的 个体 井不多 见，本试验 的抽样 日的是

纳人相 同数 最的两种 牙周生物 型的个体 。 山 J
几
本试

验 是对于这 个课题 的首 次研 究 ，所 以没有历 史数据

可以为参数统计方法提供参照 。囚此 ，本试验 募集 了

60名健康 个体以保 i正样本 狱。这样 的样本量足 以检

测临床上有意 义的差异。如果在健康人群 ‘扣，薄跟生

物型者 与厚 鳅生物型者 的唇侧 牙槽骨骨 板厚度 的测

量位 的标准差存在至少 85%的差异 ，那么 60 名受试

者的样 本量 足 以通 过 t检验 (尸<0.05，统计功效

90%)检测到差异。统计功效分析 利用 P八55 6.0软

仁l二(NCSS)j些行 。

小 JO.20 mm 的 ，
，
:97 .2%。第

·
位 检 查 者 3次 检 查结

果 的
一
平 均 位

’
j第 几位 检 杳 者 的 相 关 结 果 之 l’l习的

I〕earson correlati(川 coefficient为0.996，提 示 C13CT

检 杳 技 术 是 叮 靠 的 。

2.1 cBc丁与 临 床 检 查 之 间 的 关 系

研 究 数 据 根 据 牙 位 被 分 为 3组 :尖 牙 组 、侧 切 牙

组 和 ‘!“切 牙 全11。 Cl;CT 显 ，J;，薄 龄 生 物 型 全1毛与J事齿良

，
仁物 型 组 在 釉 牙骨 质 界根 力

一
4mm 、6mm 、smm 和

10mm 处 的 唇 侧 骨 板 厚 度 存 在 明 显的 统 公「学 差 异 (表

1)。对 于任 何 牙 位 的 任 何 部 位 ，薄 酿 生 物
少[lJ-组 的 后 侧

骨 板 厚 度 都 明 显 薄 f厚 眼
产
卜物 绮lJ组 (尸<0.001)。

图 6记 录 了 不 1司牙 位 的 不 同 部位 的 唇 侧 骨 板 厚 度 。
一

般 来 说 ， 薄 酿 生 物 型 者 唇 侧 骨 板 厚 度 为 厚 眼 生 物 型

者 的
4
半 ， 般 相 差 0.3

一0.51溯 (表 1，图 6) 。厚 龄 生

物 型 者 与 薄 跟 生 物 型 者 的 试 验 数 据 分 别』在 图 7a 十
J图

7b中 列 出 。 薄 跟
产1物 型 也 与釉 质 牙 骨 质 界 至 才槽 晴

顶 的 即 离 密 切 丰[}关 (尸<0.001， 表 2)。 薄 眼 生 物

炸，J-组 平111牙骨 质 界 至 牙槽 峭 顶 的 足I了离 在 3.35
一3.39，1飞m

之 I’l
一
lJ， 而 厚 齿少1物

J
代组 釉 牙 什 质 界 至 牙 槽 崎 顶 的 距

离 在 3.06一3.15rnrl飞之 I丫，]。 曾、体 I几看 ， 不11!牙
·
}
’
}
，
)贡界

至 牙 槽 晴 顶 即 离 小 J
1
2.smm 的 牙 街 ，与9.2%，武‘离 为

2.5一3.smm 的 牙 抹f，
’
了71.4%，足If离 大 J

飞
3.5:nll:的

牙 街 ，
1
119.4%。

砰 侧 骨 板 厚 度 也 与角 化 鳅 宽 度 密 切 相 关 (表 2)。

在 所 有 的 牙 位 中 ， 薄 酿 生 物 型 者 牙 齿 的 角 化 鳅 明 显

比厚 鳅 生 物 型 者 的 角 化 眼 窄 ， 几者 大 约 相 差 1mm 。

2 结 论

3位 检 查 者 的 检 测 结 果 致 性 佳 。 3位 检 杳 者 的

评 估 结 果 在 87%的 患 者 中 完 全
一
致 ，Kappa仇 为 0.816，

这 意 味 着 三 名 检 杏 者 对
一
J
几
牙 周

’
}物 型 的 分 类 存 在

一

致 性 。

第
一
位 检 杏 者 的 3次 CT 数

‘
补检 查 结 果 显 刁、， 3

次 检 卉 的 差 异 小 J
飞
〔).10mm 的 :

，
了96.2%，小 J

几
o.20rnm

的 I
L
r99.7侧，。 相 对 犷第 位 检 杳 者 的 检 杳 结 果 ， 第

飞位 检 查 者 3次 检 杏 的 差 异 小 J
几
0.1011飞m 的 !

’
I’87.6% ，

2.2 临床检 查 与诊 断模 型 之 间 的关 系

牙周生 物 学 分 类 与牙 街高 宽 比 以及诊 断模 型 上

鳅 乳 头 高度 之 问 并 无 显著联 系 (表 2)。 才
几
鳅 形 态 与

鳅乳 头高度 了Jll泛著的联 系 。牙鳅 形态 平坦 者 ，其眼乳

J、高 度 平均 仇 为 2.85mm，刁
几
鳅 形态 为扇 贝状 者 ，其

鳅乳 头 高度 的 平均 仇 为 4.43mm。此 差 异 具有统 训
‘
学

意 义 (尸<0.001)。平坦 的 牙鳅 形 态 更 了户叮能
’
J较

低 的 牙 齿长宽 比共 存 。同样 ，扇 贝状 的 牙 齿日衫态 吏有

，叮能
’
J较 大 的 牙齿 长宽 比共 存 。 fll 是 其 井 异 没 有统

计学 意 义 。

2.3 不 同测 量方 法 之 间的 关 系

探 针 的 可 见度
’
J牙周

产t几物 型 的 关 系 密 切。 薄 跟

产1几物
7t’J.者 较 厚 鳅

产卜物 型 者 吏易 获 得 良好 的探 诊 }叮见

度 。 表 3列 出 J’牙 周 生 物 烈
’
J探 针 可 见度 关系 的 数

了了多 ‘I:l山 l!抓
一
比学 继 续 教 了f杂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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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 种 牙 周 生 物 型 的 唇 侧 骨 板 在 距 离 釉 牙 骨 质 界 为 4mm 、6mm 、smm 和 1Omm 处 的 厚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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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尖 牙

侧切 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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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牙

侧切 牙

中切 牙

smm

尖 牙

侧切 牙

中切 牙

10mm

尖牙

侧切 牙

中切 牙

0.281

0.366

0 3B3

0.131

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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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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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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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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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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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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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薄齿民生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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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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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5

尖 牙 侧切 牙 中切 牙

4mm

尖 牙 侧切牙 中切 牙

6mm

尖牙 侧切牙 中切牙

smm

尖 牙 侧切牙 中切牙

IOmm

图 6 生 物 学 类 型 与 距 釉 牙 骨 质 界 为 4mm 、6mm、smm 和 1Omm 处 唇 侧 骨 板 厚 度 的 关 系 。 误 差 线 为 士 150。所 有 对 比 差

异 均 为 尽〔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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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 论

图 7 。厚跟 生物学类型 的 CBC丁影像 ;匕 薄跟 生物学类型 的

CSCT影像

据 。总 体上 看 ，84% 的薄 蘸 生 物 型 者 在被 探 诊 时 可

以看 到探 针 。而 只有 7%的厚 眼生物 型者 在被探 诊 时

可 以看 到探 针 。在这 项检 查 中 ，中切 牙表 现 出 了最 大

的变 异 。研 究 发现 ，牙周 生 物型 与 牙龋 形态有 显著联

系 (四格 表 精 确 检 验 ，尸 一0.009)。薄 眼 生 物 型 者

更可 能 同时具有 扇 贝状 牙跟 形态 。但 是 ，牙周生物 型

与 年龄 、种族 、齿尺缘 位置 (齿民退 缩 )或性 别 无显 著 关

联 。试验 中只有 6.1%的 牙 齿发生 犷牙酿 退缩 。因此 ，

有 关牙舔退 缩 的结 果 尚需进
一
步探讨 。有趣 的是 ，牙

跟 形 态 与角化 酿 宽 度 并尤 显 著 关联 。

长期 以来 ，临床 医师都存 在这样 的 印象 :薄跟

生物 型者唇侧 牙槽骨骨 板 也 比较薄 ，厚 眼生物型者

唇侧 牙槽骨骨 板较厚 。本研究为这 种初 步 印象提供

了第
一
个 证据 。同时 ，薄酿生物型还 与更 长的釉牙骨

质 界到 牙槽峭顶距 离 关联 密切 。临床探诊 时可 以通

过酿沟看到牙周探针是判断薄舔生物型的重要指征 ，

而无法通过鳅 沟看到牙周探 针 则是判定厚 敞生物型

的指征 。总体来说 ，中切 牙在评估探针可 见度时存在

最 大 的变异 。尽管薄跟生物型者 更有 可能伴 有扇 贝

状 的牙跟 形态 ，但是无论薄眼生物 型还是厚 龄生物

型者都 有可能存在平缓 或扇 贝状 的 牙酿 形态 。这依

赖于牙齿的外形 (锥形 、方形 、椭 圆形或方 圆形 )和

牙齿位置 。

不 同的临床表 现会对 术后 美学 效果产生
一
定 的

影响。总体来说 ，本研究显示 :薄敞生物型者可能 比

厚酿生物型者的角化跟窄 。大 多数 受试者釉 牙骨 质

界至 牙槽峭顶的距离为 2.5一3.smm (71.4%)，小

于 2.smrn (9.2%)或大 于3.smrn (19.4%)的 比例

较小 。

尽管这 些数据
一
可能帮助 临床 医师确 定诊 断并制

表 2 牙周生物型与骨晴顶位置 ，角化龋宽度和牙齿长宽比的关系

骨峭顶位置

尖牙

侧切牙

中切牙

角化姐宽度

尖牙

侧切牙

中切牙

牙齿长宽比

尖牙

侧切牙

中切牙

37

39

35

59

68

74

52

52

52

44

53

46

68

68

6S

<0 030

<0.002

<0 020

二
J

︵

D

C︼

1

八

U

l

63

63

35

63

66

68

52

52

52

5.65

5.74

5 31

0 94

1.00

0 89

68

68

6日

<0.001

<0.001

<0 001

22

24

16

0 10

15

11

52 1 21 0.11 68 0 638

52 1 20 0.14 68 0.086

52 1 13 0 13 68 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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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牙位牙周生物型与探针可见度的关系

尖牙

薄跟生物型

牙齿数t

百分比

厚姐生物型

牙齿数量

百分比

侧切牙

薄眼生物型

牙齿数量

百分比

厚眼生物型

牙齿数t

百分比

中切牙

薄齿民生物型

牙齿数t

百分比

厚跟生物型

牙齿数量

百分比

49

94.2%

13.2%

59

86.8%

49

94.2% 5.8%

4

5.9%

64

94.1%

33

63.5%

19

36.5%

2.9%

66

97.1%

定诊疗计划 ，但是 由于患者存在变异 ，每个单独的

牙齿 的具体情 况仍 然是评估 牙槽 晴顶 位置 的金标

准。牙齿扭转或其他错位也可能影响牙跟厚度 、唇

侧骨板厚度 、釉牙骨质界至牙槽峭顶距离 、牙跟形

态和角化跟宽度 。尽管存在牙齿严重错位是本研究

的排 除标准之
一
，但是本研究 中的

一些例 外个体的

确存在轻度 的牙齿排列不齐 。临床医师必须关注严

重的或轻微 的牙列不齐 ，并明确这些解剖结构会对

治疗 效果造 成 怎样 的影响 。

许多医师认为平缓的牙跟形态常伴 随较宽的角

化龄 同时存在 ，扇 贝状牙酿形态与较薄 的角化跟共

存。但是本研究搜集的数据显示 ，牙跟形态与角化蘸

宽度并无显著的联系。

为 了获得可预期 的治疗结果 ，医师的解剖学知

识 、形态学知识 以及对上前牙功能的认识是至关重

要 的。在牙周探诊 时确定探针可见度这
一
简单的动

作可 以为判断牙周生物型 以及唇侧骨板厚度提供 非

常好的线索 。对牙周生物型的分类可 以帮助临床医

师解决许多临床 问题 ，包括美学 冠延长术 、牙体预

备 、贴面预备 、美学 区种植 、拔牙创面愈合以及膜酿

治疗等。本研究为
“
厚龄生物型者 比薄眼生物型者拥

有更厚 的唇侧骨板和更短的釉牙骨质界至牙槽晴顶

距离
”
这一观点提供 了首个科学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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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 鳄 裂 手 术 图 谱 》

作 者 Kenneth 任 sa }yer 医学博 士 ，国际公 认 的额 面 外科 专 家 和 学术 带 头 人 国际领面外科学

院和达 拉斯 医院唇愕裂治疗 中心 的创始主席 。主译 者 为石冰教授 ，医学博 士 。现 任 四川大学华西 口腔

医院唇愕 裂外科 教授 、博 士研究生导 师 、唇鳄裂外科 主任 、华西 口腔 医学 院及 口腔 医院副院长 ‘美 国

微笑列车西南西北片区专家组组长 、全国唇愕裂学组组长。

书中共分 7个章节 分别介绍了单侧唇裂唇鼻畸形的初期修复、单侧唇裂术后继发唇鼻畸形的二

期修复、双侧唇裂唇鼻畸形的初期修复、双侧唇裂修复术后唇鼻畸形的二期整复、愕裂整复术 、咽成

形术 以及单 、双侧唇鳄裂伴发骨性畸形的矫正。书中图文并茂 详细呈现了唇鳄裂整复的治疗过程

希望这本书为我国广大从事唇愕裂临床治疗的医师提供有益的参考 ，丰富广大同仁对唇鳄裂的认识

使大家结合各 自的经验与理论 ，从本地 、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 ，不断提高唇鳄裂治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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