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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 究 调 杳 了磨 牙 的根 柱 长度 与根 分 又病 变 患 才 预后 之 间 的 关 系 患 牙

来 自 169名 牙周 炎患 者 ，共 441 颗 有 m度 根 分 叉病 变 的磨 牙 。实验 组 为

其 ‘!，无 保 留 希望 的 174颗 患 牙 ;剩 余 的 267颗磨 牙 为对照 组 l几、下 领 长

根 柱 型 (C刑 )的 第 二 磨 牙 丧失 率 (L、下 领 分 另11为 41 .3%和 32.4% )显著

高 J
;
第
一
磨 牙 (!几、下领 分 别 为 9.9%和 0.9%)，实 验 组 111度 根 分 又病 变 的

程 度 更 重 !、卜领 第 二 磨 才 长根 柱 型 的 发
产卜率 显 著高 J

几
第
一
磨 牙 ，与根

分 叉的位 置无 关 「〕尽 管 第
1
磨 牙较 第 __几磨 牙更 早发 生 m度 根 分 叉病 变 ，

而 }}.发 ‘L率 更 高 ，了以是 第 二 磨 牙 的 丧失 率却 更 高 。
’
气发 生 111度 根 分 叉病

变 11寸，长根 柱 者较 短 根 柱 者 预后 不 良的危 险性 更高 、在 闪 牙 周 治疗 效 果

不 (!而拔 除 的 有 根 分 叉病 变 的 L领 第 _三磨 牙 中 ，长根 柱 (C型 )在 近 中根

分 叉处 的 发 ‘1月率 最 高 (41 .8% )，其 次 为远 中 (33.0% )和 颊 侧 根 分 叉

(25.2%);C型根 柱 发
/!二率 鼓 高 的位 置 为下 领 第 三 磨 牙 的

一
舌侧 (47.9%)

和颊狈lJ(45.1%)根 分 叉 「c烈 根 柱 的磨 牙若 发生 m度 根 分 叉病 变 ，其 预后

较 差 这 是 囚 为 当疾 病 发 展 到 这
一
阶段 时 更 为 大 从的 牙周 附 着 已经 被

破 坏

磨 牙 牙 根 及 J划司!汗}
’
1
·
的 解 副 学 和 临 床 特 点

’
j根 分 叉 病

变 关 系 密 切 以 前 的 研 究 已 经 ijl几实 ，短 根 丰l
一
磨 牙 的 根 分

又 区 了f利 J
几
菌 斑 的 滞 留 ， 是

’
。t期 发 生 )，舀限 性 根 分 叉 病

变 (曰 )的 易 感 囚 素 几 项 研 究 调 卉 了 有 根 分 又病 变 磨

牙 的 诊 断 、治 疗 以 及 治 疗 后 的 长期 预 后 ，这 此 治 疗 包 括

利 治 和 根 l(ll 平 筷 、根 分 义 成 形 术 、分 根 术 和 截 根 术 、}遂

道 成 形 术 和 1坏’I一性 于 术 治 疗 磨 牙 根 分 叉病 变 经 过 8lJ

治 和 根 向 平 整 :.戈联 合 根 分 又 成 形 术 ，井 经 协 3一6月 驻

杳
一
次 的 细 致 维 护 治 疗 ，85% 以 }_的 病 变 能 保 持 稳 定

译若 北京人‘价日胜l失
’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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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改善的征象

大 多 数 文 令主 要集 ‘!，于 磨 牙 根 分 叉病 变 分 类 的 准 确

性 ，预 后 及 治疗 ，而将 与水 平和垂 l’l:附 肴 丧失 及 根 分 义

病 变 程 度相 关的根 柱 大 小 和 长度作 为危 险 囚素 的 义 帝

很 少 或 几 乎没 有 。 以 前随 机 选 择 样 木 的研 究 证 实 ，在

A、B、C3乖卜根 柱 分 J卿(I宝
‘
l
’
I
’
)‘}，，根 柱 长度

’
j根 长之 比

‘
。邻 向探 诊附 着水 平 、磨 牙根 分 叉处 的 垂 }

，
l和 水平 附

着 丧 失程 度 有 关 卜领 磨 才颊 侧 、近 中和远 ‘1，根 柱 分 塑

以及 卜仙〔麟 牙颊 侧 、舌 侧 根利 分 型 可能 会 在量 化 评价

磨 牙根 分 叉病 变 的 范 围 和程 度 时 起 到们 川 ，而 根 分 叉

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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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中颊 根

朴根分叉一f
一Nahe。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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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r 布
近嘴’“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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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度 :贯 通

图 1 根 据 根 柱 长 度 与 根 长 之 比将 根 柱 分

为 A、B、C3型 ，分 别 代 表 根 柱 占根

长 的 1/3(左 )、l/2(中 )和 2/3(右 )

图 Za 临床探诊和影像学检查用以评价 111

度根分叉病变 :颊侧和近 中根分叉

处存在着贯通性的水平附着丧失

图 Zb 颊侧 、近 中和远 中根分 叉处存 在 着

两两贯通 的水平 附着丧 失

病变的范围和程度 又与垂直和水平 附着

丧失有关。

表 1 实 验 组
+
各 种 根 柱 型 (RTr )

*
的垂 直 附 着丧 失 的均 值 (标 准 差 )(mn:)

牙/位 置 A型根柱

均 值 范 围

B型根 柱 C型 根 柱

均值 范围 均值 范围

但是 ，有根分叉病 变 的磨 牙根柱 A、B、C

分型是否对不 同磨 牙的预后产生影 响 尚

未得到充分 的证实。作者最近进行 了局部

解剖学研究 ，观察 了有根分叉病变磨牙 中

不 同类 型根柱 的发生率及其 与磨 牙类 型

和根分叉位置的关 系。

上 领 第
一
磨 牙

颊 侧 (n=45)

近 中 (n=45)

远 中 (n=45)

上 领 二 磨 牙

颊 侧 (n=58)

近 中 (n二58)

远 中 (n二58)

下 领 第
一
磨 牙

颊 侧 (n二13)

舌 侧 (n二13)

下 领 第 二 磨 牙

颊 侧 (n=53)

舌 侧 (n二53)

8.8(1.4)

8.7(1.4)

5.8
一 11.2

7.0一 10.1

11.7(1.5) 9.7一 13.

82 (1.3) 5.1一10名

7刀 (1.4) 5.8一11.3

9.9(2.0) 7.0一14.2

87(1.6)

7.8(1.7)

10刀 (2.1)

62 一 10 9

5.5一 11.1

7.2一13.8

8.9(2.7) 6.2一12.9 9.0(1.5)

8 3(2.5) 5乃 一9.8 8.5(1.7)

10刀 (1.1) 8乡 一11.1 8.8(2.0)

6.6一 13.0

5 7一 11.3

5.0一 14.1

9.0(2.1)

8.5(17)

9.6(2.1)

5.2一 13.2

5.3
一 11.9

5.2一 13.0

材料与方法
8.3(1.9)

8.9(2.5)

5.9
一 12.2

5.3一 12.6

9.1(2.6)

8.5(1.2)

7.5一 12.0

7 1一 10一3

10.0
甘

l以 。
十十

l0
恻

1()一()
r，

研究样本为 曾被诊断为无希望保 留 、并对

牙周治疗无效 而拔 除 的磨 牙 ，患 牙来 自

169名患者。这些患者是 台湾高雄 医科大

学 医院牙周科 1982年至 2001 年之 间通

过 临床探诊 和影像 学检查诊 断 为有 111度

根分叉病变的患者 .包括男性和女性 .年

10.4(1.2) 8.3一11.6 9.2(1.1) 6.6一10.4 9.3(1.7) 5.0一12 9

8.7(1.8) 7.1一11.2 9.4(1.3) 5 9一 11.6 8.9(1.4 ) 5.4一11.4

* 见方 法 和 材 料

+n二174拔 除 的 111度 根 分 叉 病 变 的上 须 和下 领 磨 牙

只有 一 颗 牙

龄 在 24~84岁之 间 (平 均 47，8士7.1岁 )，每 位 患 者 均 知

J
晴同意 。在 441 颗 有 111度 根 分 叉 病 变 的磨 牙 中 ，174颗

磨 牙 (103颗 上 领 磨 牙 ，71 颗 下 领 磨 牙 )在 治 疗 前 、中 、

后 被 拔 除 ，纳 入 实 验 组 ;剩 余 的 267 颗 磨 牙 (121 颗 上

领 磨 牙 ，146颗 下 领 磨 牙 )纳 入 对 照 组 。利 用 Hou 等 人

的根 柱 高 度 与 根 长 之 比 的方 法 ，将 根 柱 分 为 A、B、C3

型 ，分 别 代 表 根 柱 占根 长 1/3、1/2、2/3( 图 1)。

上领磨牙颊侧 、近 中和远 中根分叉处 以及下领磨 牙颊

侧和舌侧根分叉处 的垂直附着丧失 (表 1)。本研究 中

排除 了那些通过重复的临床探诊和影像学检查仍 不能

确定是否存在根分叉病变以及不能进行准确 的根分叉

病变分度和根柱分型的患 牙。

根柱长度

l店床和影像学检查

使 用 Michigan O 和 Nahers牙 周 探 针 测 量 牙 周 袋 探 诊

深 度 、垂 直 附 着 丧 失 、临床 附 着 水 平 和 水 平 附着 丧 失 ，

对磨 牙根 分 叉病 变进 行分 度 (图 2)。磨 牙拔 除后 ，测 量

实验组磨 牙的测量包括上领磨 牙 3个 牙根 (近 中颊根 、

远 中颊根和愕根 )的根长 以及颊侧 、近 中和远 中根分叉

处的根柱高度 ;下领磨 牙近 中根和远 中根 的根长 以及

颊侧 和舌侧根分叉处 的根柱高度 。计算这些数据 的平

均值和标准差 (SD)。在相对应 的 X线片上对上领磨牙

中国 口腔 医学继续 教 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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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验组 和对 照组 111度根 分叉病变磨 牙分布及 发生率 的差异
*

牙位 实验组 对照组 x
Z
值

上 领

第
一
磨 牙 (n=132 )

第 二 磨 牙 (n=92)

共 计 (n二224)

下 领

第
一
磨 牙 (n=112)

第 二 磨 牙 (n=105)

共 计 (n=217)

l叮 ，18.845

45(34.1% )

58(630% )

103(46.0% )

87(65.9% )

34(37.0% )

121(54乃% )

l盯 ，29.696

图 3A、B和 C型根 柱 (由左 至右 )与 111度根分 义病

变 (Fl ，红 色 )之 问 的关 系 。 拔 除磨 牙 (实验

组 )的 A、B和 C型根 柱 的 平均 值 提 供 了川 以

诊 断 贯通 性 根 分 又病 变 的 2个 重 要指 标 :水

平 和 垂 直附 着 丧 失 ，如 骨 内剩 余 的垂 直 向附

着水 平 和磨 牙周 围剩 余 的水 平 和 垂 直骨 最

11.6% )

55.2% )

36.5% )

99(884% 、

47(科 .8% )

146(63.5% )

* 上 、下 颁 磨 牙使 用 卜方检 验 ; P(0一00 1

实 验 组 =预 后 差 拔 除 的 111度 根 分 又病 变 肺 牙 :对 照 组 =保 留 的 班度 根 分 叉病 变 磨 牙

的颊侧 、近 中和远 中根分 叉处 和下领 磨 牙的颊侧 和舌

侧根分 叉处进行 其他 的测量 ，以保证磨 牙根分叉病变

的分度 和根柱 的分 型 (图 3)。为 了测量 根柱 的垂 直距

离并建立磨 牙根分 叉处 准确 的根柱分 型 ，本研 究 中纳

人 的磨 牙牙根完 整 ，无融合根 、龋 和修 复体 。

在 上 领 第 二 磨 牙 中 (58 颗 磨 牙 的 174 处 根 分 叉 )，拔 除

牙 (实 验 组 )的 C、B、A 型 根 柱 的 百 分 率 分 别 为 引 .3% 、

17.4%和 44% ，而 保 留 牙 (对 照 组 )的 C、B、A 型 根 柱 的

百 分 率 分 别 为 4.1% 、19.6%和 13.0%。统 计 学 分 析 显示

实 验 组 C 型 根 柱 的
一
百分 率 (41 3%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4.4% ，)(x
Z=42.774，P<0.001)。

统计学分析

使 用 SAS/JMP软 件 计 算 根 柱 长 、根 长 和探 诊 附 着 水 平

的平 均 值 和标 准 差 。使 用 卡 方 检 验 分 析 _L、下领 磨 牙

的根柱 分 型 与磨 牙类 型 、根 分 叉位 置 和根 分 叉 病 变 之

间 的关 系 。尸<0.050认 为有 统 计 学 显 著性 。

结果

在 下 领 第
一
磨 牙 中 ，拔 除 和 保 留 的有 111度 根 分 叉 病 变

的 牙 中 ，只有 0.9%是 C型 根 柱 。大 部 分 拔 除 的 和保 留

的磨 牙 是 A 型 根 柱 (实 验 组 8.9% ，对 照 组 56 .3% )。 下

领 第 一 磨 牙 实 验 组 和 对 照 组 最 常 见 的 根 柱 类 型 是 A

型 。C型 是 实 验 组 和 对 照 组 中最 为 少 见 的类 型 。下 领 第

一
磨 牙 实 验 组 和 对 照 组 的 根 柱 分 型 无 统 计 学 差 异 (x

Z=

0.711，P>0.050)。

不 同根柱类型 的百分率

上 、下 领 第 二 磨 牙 的 拔 除 率 显 著 高 于 第
一
磨 牙 (上 领 第

二 磨 牙 、第
一
磨 牙 分 别 为 63 .0% 和 34 .1% ，下 领 第 二 磨

牙 、第
一
磨 牙 分 别 为 55 .2% 和 11 .6% )( 上 领 x

Z=18 .84 5，

下 领 x
Z=29.696;P <0.001)。

在 下 领 第 二 磨 牙 中 ，拔 除 的 58颗 牙 齿 (实 验 组 )中

32.4%为 C型 根 柱 ，而 保 留 的 47颗 牙 齿 (对 照 组 )中 只

有 2颗 (1.9%)为 C型 根 柱 。实 验 组 C型 根 柱 的发 生 率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x
，=94.735，P<0.001)。

不同根分叉部位的各种根柱类型的百分率

在 上 领 第
一
磨 牙 中 ，拔 除 磨 牙 的 (45 颗 磨 牙 ，实 验 组 )

A、B、C 型 根 柱 分 别 占 3.3% 、18.9%和 9.9% 。对 照 组 (剩

余 的 87 颗 磨 牙 )A、B、C 型 根 柱 的 百 分 率 分 别 为

31 .1% 、29.6% 和 5.3% 。统 计 学 分 析 显 示 拔 除 牙 的 C 型

根 柱 的 百 分 率 (9.9% ，实 验 组 )显 著 高 于 保 留 牙 (5.3% ，

对 照 组 )(x
Z=20.181，P <0.001)。

实 验 组 上 领 第 二 磨 牙 的 颊 侧 、近 中 和 远 中 根 分 叉 处 主

要 是 C 型 根 柱 。 上 领 第 二 磨 牙 颊 侧 (x
Z=12.657，P<

0.005)、近 中 (x
，=17.625，p<0.001)和 远 中 (x

，=7.138，p

<0.050) 根 分 叉 处 C 型 根 柱 的 百 分 率 显 著 高 于 第
一
磨

牙 。

中国 口腔 医学继续 教 育杂志

下领磨 牙 中存 在着类似 的趋势 。下领第 二磨 牙颊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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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Z=22.293，p <0001)和 舌 侧 (x

Z=17.198，p <0.001)根

分 叉 处 C 型 根 柱 的 ff分 率 显 著 高 于 第
一
磨 牙 。 土 、下

领 中 ，拔 除 的 第 二 磨 牙 C 型 根 柱 (长 根 柱 )的 百 分 率 高

于 第
一
磨 牙

而无法反映整个人 口中的真正 发病率

讨论

本研究中的样本取 自台湾教学 医院临床牙周科就诊的

中国成年 人 ，牙齿来 自需 要进行 牙周治疗 的牙周炎患

者，因此本结 果不能反映一般人 口的情况

本研 究第
一 次描述 了根柱长度和患有重度根 分叉病 变

患 牙预后之 间的关 系 本研究关于 m度根分叉病 变磨

牙的根柱分型和长度 的数据 可以辅助磨 牙根分 叉病 变

的诊 断 、预后判断和治疗 囚此 ，更 好的理 解根柱 分型 、

根分叉病 变 的程度 、磨 牙类 型 和骨结 构 ，对于重度 根分

叉病 变磨 牙的治疗 十
一
分重要

据 作 者 所 知 ，这 是 首 次报 道 根 柱 长度 与有 nI度 根 分 叉

病 变磨 牙 预后 关 系 的研 究 ，尤 其是 第 二 磨 牙 的预后 ，并

且 是通 过 临 床 和 影 像 学 的循 证 研 究 。本 研 究 结 果 表 明 ，

在 上、下 领 中 ，实 验 组 (无 法 保 留 的 磨 牙 )第 二磨 牙 C

型 根柱 的 百分率 高 于 对 照 组 (保 留 的 111度根 分 叉病 变

磨 牙 )。此 外 ，上 、下领 第
一
磨 牙 111度 根 分 叉病 变 的发 生

率 高于第 二 磨 牙 ;而 m度 根 分 叉病 变 的第 二 磨 牙 的拔

除 率 高 于第 一
磨 牙。这 2个结 果 与作 者 以 前 的报 告

一

致 ，支持 下 述 假 说 ，即 C塑 根 柱 使 上 、下领 第 二 磨 牙 的

丧 失 率 (_L领 41 .3% ，下 领 37 .0% )高 于 第
一
磨 牙 (上 领

9.9%，下 领 0.9%) 这 一结 果 提 示 ，大 多数 第 二 磨 牙 发

生 持 续 性 牙周破 坏 的危 险性 更 高 ，这 是 因 为 当其 发 生

重 度根 分 叉病 变 时 ，标 准 的 刮 治 和 根 而平 整 器 械 难 以

进 人深 的根 分 叉 区 (长 根 柱 )。、

本 研 究 回顾 性 的 比较 了 169名 牙 周 炎 成 年 患 者 中 ，实

验 组 和 对 照 组 第
一 和 第 二 磨 牙 中重 度 根 分 又病 变 的 发

生 率 和 差 异 、结 果 表 明患 有 重 度 根 分 叉病 变 的上 、下 领

第
一
磨 才保 留 率 (上 、下 领 分 别 为 65 .9% 和 88 .4% )显

著 高 于 第 二 磨 牙 (l_、下 领 分 别 为 37 .0% 和 44.8% ，表

2)‘与 之 相 对 ，第 二 磨 牙 的 丧 失率 高 于 第
一
磨 牙 ，这 些

发现 进 一 步 证 实 ，进 展 性 牙周 疾 病 累及 的第
一
磨 牙 可

以在 早期 发 生 根 分 叉病 变 。 本研 究 还 表 明 ，第
一
磨 牙

的釉 牙骨 质 界 与 根 分 叉 较 为接 近 ，因此 根 分 叉病 变 首

先发 生 于 第
一
磨 牙 ，}(lj在 长 根 柱 的 第 二 磨 牙 ，形 成 根 分

叉病 变需 要 破 坏 更 长距 离 的 牙 周组 织 ，因此 第 二 磨 牙

的根 分 叉往 往最 后 受 累。

实 验 组 (拔 除 的 无法 保 留 的磨 牙 )中有 111度 根 分 叉病 变

和 C型 根 柱 的 第 二 磨 牙 百分 率 显著 高 于 对 照 组 (保 留

的 磨 牙 )〕而有 111度 根 分 叉病 变 和 C型 根 柱 的 下 领 第

一
磨 牙 的 比率 在 实 验 组 和 对 照 组 之 间 没 有 统 计 学 差

异 、这 可 能 与 本 研 究 中有 C型 根 柱 和 m度 根 分 又病 变

的 下 领 第
一
磨 牙数 量 较 少 (实 验 组 C型 根 柱 1颗 ，对

照 组 1颗 )有 关 卜这 一结 果 与以 前 的发 现 一 致 ，即第
一

磨 牙长根 柱 的 发 z上率 少 于第 二 磨 牙 ，尤 其是 在下 领 -

值得注意的是 ，对这些预 后差而拔 除 的磨 牙进 行 临床

观察时 ，发现 大部 分 牙根存 在着 多种 解glJ学 特 点，如

(l)根椎 窄而小 ;(2)不适 宜 的冠根 比 ;(3)牙根 短 ;(4)

牙根 分叉角度小 ;(5) 深 的发 育沟 这些 不利因素 ，尤其

是第二磨 牙的 长根柱 ，很可能使患 牙不能承担重 的咬

合 力和扭 力 ，并形成
一些死腔 而导致 菌斑 的滞 留

作 者 以前 的研 究认 为 ，磨 牙融 合 根 (n度 和 111度 ，长 根

柱:)
’
丁在健 康 和患 病 位 点 的局 限性 牙周 炎症 有 关 ，即 与

菌 斑 指 数 、牙眼 指 数 、探 诊深 度 和 临 床 附 着 水 平 有 关

本研 究 意 外 的发 现 ，上领 第 二 磨 牙近 中 、远 中和颊 侧 根

分 叉处 C型根 柱 的 百分 率 高 于第 一磨 牙 下 领 磨 牙 中

也 存 在 着 类 似 的趋 势 。这
一 发现 与作 者 以前 报 告 的结

果 一致 ，即第 二 磨 牙较 第
一
磨 牙 在 上领 近 中根 分 叉 处 、

下 领 舌 侧 根 分 叉 处 C 型 根 柱 的 百分 率 最 高 ‘刃 与之 相

似 ，第
一 与第 二 磨 牙之 间 在 _L领 颊 侧 、近 中 和远 中 ，下

领颊 侧 和 舌侧 根 分 叉处 各 种 根 柱 分 型 所 占 比例 不 同

这些 危险 因素再加 }治疗 时 无法进 人感 染 的死 腔 ，使

得患有 111度根 分叉病 变的 、具有 C型和 B型根柱 的磨

牙的预后更差 。除此之 外 ，磨 牙根 分叉病 变尤其是 m

度根分 叉病 变 的发生率 比较高 ，可能部 分原因是 由于

样本取 自就诊 于大学 医院 中进 行 牙周治疗 的患 者 ，因

l8

有 人报 告 ，根 分 叉开 仁!距 离 可 能 与 111度 根 分 叉病 变磨

牙的 冉生 性 治疗 有 关 治疗 的结 果 不 满 意 关 于 m度

根 分 叉病 变 多根 牙的 牙 周 再 生 治疗 效 果 和根 柱 长度之

间 的 关 系 ，目前 知之 甚 少 、基 于 本研 究 结 果 推 断 ，长根

柱 (C型 根 柱 )患 牙 的 预 后 要 比短 根 柱 患 牙 的 预 后 差 。

这 一推论 与其 他 学 者 的结 果一 致 ，即 在 牙周 支持 治疗

中国「J胜庆学继续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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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第 二 磨 牙 的预 后 最 差 。〕因此 ，对有 根 分 叉病 变 的磨

牙进 行 根 柱 分 型 ，其 临 床 意 义在 于 ，提 示 长根 柱 可 能 会

使 磨 牙根 分 叉处 已有 的 骨 缺 损 进 展 更 加迅 速 。

已有大量研究报告 了融合根磨 牙的疾病预后 。本研究

证实 了这些结论 ，并详细描述 了与重度磨牙根分叉病

变磨牙预后有关 的根柱 分型的解剖学特征。当发生 111

度根 分叉病 变时 ，长根柱 型 (C型根柱 )磨 牙 比短根柱

型(A型 )磨 牙的预后更差

本研究结果 表明 ，长根柱 型的磨 牙发生重度根分 叉病

变时 ，较 短根柱磨 牙预后不佳 的危险性更高 。因此 ，可

能 的结 论 是 C型根 柱 的 牙齿 发 生 111度 根 分 叉病 变 时

预后较差 ，这是 因为 当疾病达到这
一水平时 ，大量的附

着 已遭 到破坏 。需要进
一 步的临床研究来评价对不 同

程度根分叉病变 和不同根柱 长度 的磨牙进 行半切术和

再生性治疗 的治疗 效果 「

2006年 FDI 大会将在深圳 国际会展中心召开

世 界才科联 盟 (FDI )是世界上历史最 久 、参加成 员国最 多的世 界 牙科组织 ，中华 口腔 医学 会于 1994 年正式成 为 世

界 牙科联 盟 的成 员 。FI)l 每年举 行一次年会 ，举办时间 、地点 由各 国牙科学会提 出 申请 ，竞争确定 ，其 程序如 同
“
申

奥
”
，因而把 每年

一 次的世界牙科 大会称作
“
牙科 奥林 匹克

”
。在 中国政府批准后 于 2002年我 们 申请在 中国举办

2006 年 FDI 大会 ，后经 FDI 常任理事讨论通过 )经过 多次 考察研究 ，最后选定会址 在深圳市 的国际会展 中心 ，会

议 由中华 口腔 医学 会和卫生部 国际交 流 中心共 同承办 、此次会议 得 到 了卫生部 和深圳市 的大 力支持 。

FDI大会参加 人数达 万人之 多 ，1996年在美 国的
一 次达到 5万 人 〕2006年深圳 的 FDI 大会将 成为我 国历史上规

模最 大 的一次 牙科 国际大会 。

我 国 口腔 医学改革开放 以来不断 的快速 发展 ，全 国 口腔执 、l上医师已近 6万人 ，这次会议将给我们带来新 的机遇 ，加

强 国际交流 ，促进我 国 [1腔 医学 的进 步 ，展示我 国 日腔 医师的风采

. 会议时 间 :2006 年 9月 22 日一25 日

. 会 议地点 :深圳 国际会展 中心 (会展 中心直通地 铁站 )

. 会 议 内容 :

(
一
)大会学术报告 (主要会场 中文 同声 翻译 )

由国际 、国内著名 专家对 口腔各科 临床的最 新进 展和新技 术作 专题报告 ，分 4个 主会场 同时进 行 ，你可 以根据感 兴

趣 的题 目选 听报 告 内容〔_

内容包括 :

(l)美容齿科 ;(2) 烤瓷修 复 ;(3)种植修 复 ;(4) 牙外伤处理 ;(5) 疑难 牙髓病治疗 ;(6) 牙周病进展 ;(7) 牙周软组织 的

成型外科 ;(8) 牙齿美 白;(9)口腔临床 的感 染控制 ;(10) 口面部疼 ;(11)口腔肿瘤 ;(12) 阻生齿拔除 中的危 险因素 ;

(13)运 动 与 牙科 ;(14)中国针灸 与传统 医学 (外 国代表特 别要求 );(15) 牙科 诊所 的管理 和经营等等 。

在报告 中有二 个非专业特邀报告 :(l)中国航 天报告 ;(2) 成功之路 (美 国四季旅业集 团董事 长 )。非专业报告近年

来在各 专业 会 议 上常有 出现 ，主要人另一视角来学 习成功经验

(二 )新技 术 、设 备 、材料 的小会 交流
一些 国际 品牌 厂家推 出新 的技 术 ，设备材料与到 会代表 交流示教 、操作互 动 。

(三 )型 国际 口腔 医疗器材展

FDI年会 的一个特点 是 同时举办一 个大型的国际 口腔 医疗 器材展 览 ，由世 界各 国的著名 口腔 医疗 器械材料公 司推

出新 的设备 、材料 代表 当前 的最 高水平 。这
一展 览是一直受到参加 会 议代表 的欢迎 和关注 的 ，2006年 FDI 展 会 ，

不少 国际公 司看好 中国市场 ，将踊跃参展 ，
一些 国内厂商也抓住有 国外代表来 参加会 的时机 ，把 中国的优 秀产品带

到展会创 造 出 口机会 。

(四 )精 彩 的开幕式

FDI的开幕式 是每年 会 议 的一 个精 彩亮 点 ，随着宣布参会 国家与地 区同时 ，展示 国旗 与会旗 ，同时 与会代表站立欢

呼 ，全场互 动 。我们还将结合 中国的特点安排精彩文艺节 目，中国政 府领导人将 出席并致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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