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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畸形舌侧尖或爪形尖是相对少见的牙齿发育畸形 ，其特点是从釉牙骨质

界或舌隆突处长出的额外的牙尖样的凸起 ，可发生在乳 、恒牙列的上领

或下领前牙。本文报道了 5例爪形尖的病例 ，其中 2例涉及到双侧;累及

上领的恒中切牙 、侧切牙和尖牙;受累的患牙出现了龋坏或咬合干扰等

l}台床问题。

畸形 舌 侧 尖 是
一
种 发 育 畸 形 ，其 特 点 是 出现

一
个 额 外

的 牙尖 。在 尖 牙 和 切 牙 中 ，畸形 舌 侧 尖
一
般 起 源 于舌

隆 突 的舌 面 ，形 成
一
结 节样 的 凸起 ;但 是 这 种 畸 形 也

可 以影 响 到 牙 齿 唇 侧 。Mi tchell第
一
次 描 述 了

一
个 女

病 人 上领 中切 牙舌 侧 面 的发 育 畸 形 :
“
喇 叭形 的 凸起 ，

从 基 底 延 伸 到 切 缘
”
。 由于 这 个 额 外 的 牙尖 形 似 鹰 爪 ，

因此 Mellor和 Ripa也 把 它 命 名 为爪 形 尖 。

爪形尖 由正常的牙釉质和牙本质 以及多少不等的牙髓

组 织组成 。Shay报道 牙髓组 织可 以延伸 到 凸起 的 中

央 ，
一旦 凸起折断 ，就导致牙髓暴露 。当爪形尖干扰咬

合时 ，必须通过对舌侧 的凸起进行调磨 ，此时也可能暴

露牙髓 一牙本质复合体 ，继而出现牙髓坏死 。

爪形尖好发 于恒 牙列 ，上领较 下领好发 。上领侧切牙

最 易受 累 (67 % )，其 次是 中切牙 (24% )和尖 牙 (9% )。

以前有关家族史的病例报告显示 ，某些时候爪形尖易

发生在父母有血缘关系的患者中。而且文献 中有资料

支持爪形尖具有遗传性的观点 :比如畸形可 同时累及

两兄妹 ，两对女性双胞胎或两家族成员同时受累，以及

在某些种族爪形尖的发病率很高 。受累的家族 以及爪

形尖与其它牙齿畸形 的相关性研究表明 ，遗传可能是

一个主要的致病 因素 。然而 ，散发病例可能是 由于牙

胚受外伤或局部刺激引起的。男女均会发病 ，通常是

单侧 ，但是有 1/5的病例双侧均受累。

由于爪形尖 的形状 、大小 、结构 、位置 以及起始位置 的

不 同 ，本文报告 的病例也各不
一样 。爪形尖 的尖端可

能高高耸立在牙冠上 ，也可能与舌侧表面很接近 。有

一些 牙尖非常尖呈钉状 ，而有
一些则呈乳头状 ，尖部 圆

钝而光滑 。在上领切牙 ，爪形尖也可能表现为 明显膨

大或 凸起 的舌隆 凸。有
一些人把它描述为角形 ，圆锥

形或棱锥形 。DaviS和 Brook认 为爪形尖可能代表 了
一

个从 正常舌 隆凸到膨 大 的舌隆突 ，到小 的额外尖 ，最

终发展 为爪形尖 的这一连续变化 的极端 。

本 文报道 5例爪形尖 ，其 中 2例为双侧 ，累及上领恒

中切牙 、侧切牙和尖牙 ，引起 了不 同程度 的龋齿或咬

合干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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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左) 病例 1，右 上领尖

牙 畸形舌 侧 尖 的矜

面观 ，发育沟深染

图 2(右 )病 例 1，根 尖 片

21 岁健康女性 ，患者例行常规 口腔检查 ，无特殊 内科

和牙科病 史 。 右则 上领 尖 牙鳄 侧 有
一
个 凸起 的小 牙

尖 (图 1)。额外尖呈 圆锥形 ，起 始于釉 牙骨质界 ，不足

切缘 的 l/2高 ，长 3.3mm(切酿 向)，宽 4.3mm(近远 中

向)，厚 2.6mm(唇舌 向 )。与牙齿 的愕侧 面有一 个小 的

釉质桥连接 。牙尖近 中和远 中的发育沟深染 ，菌斑堆

积 。临床上可 以探 及远 中发育沟龋损 。电活力测有反

应 。该 额外 尖 在 说 话 和 咀 嚼 时不 刺 激舌 也 不 影 响 咬

合 。放射线检查发现 ，额外尖有釉质 和牙本质 ，但是没

有髓 角 (图 2)。左侧尖牙未发现爪形尖 。

病例 2

正 常 ，没 有 领 面部 外 伤 史。 I类 磨 牙 关 系 ，双侧 上 领 侧

切 牙的愕 侧 均 有
一
个 额 外尖 (图 4)。左 上 领 侧 切 牙 的

额外 尖 长 2.7m;n(切 酿 向 )，宽 3.gnlr，1(近 远 中 向 )，厚

2.Zmm(唇 舌 向 )，呈 棱 锥 形 ，位 于 牙 冠 的 中央 。 牙尖 的

尖 端 附 在 牙冠 上 ，额 外 尖 起 于釉 牙骨 质 界 ，达 切 缘 的

1/3余 。爪形 尖 与愕 侧 面连 接 处 的发 育 沟 处 没有 龋 损

但 是 轻 度 着 色 、右 侧 上 领 侧 切 牙 畸 形 尖 长 2.6mnl(切

眼 向 )，宽 3.snlr、，(近 远 中 向 )，厚 2.0:nnl(唇 舌 向 )。爪

形 尖 呈 圆锥 形 ，位 于 牙冠 的远 中半 侧 ，尖 端 附 在 牙冠

上 。额 外 尖 起 于釉 牙骨 质 界 ，达 切 缘 的 l/3。近 中发 育

沟 有 着 色 但 无 龋 。 受 累 的 牙 齿 电 活 力 测 和 温 度 测 正

常 。 2个爪形 尖 均 不 影 响 咬 合 。双侧 上领 尖 牙均 有
一

个 叉形 的 舌隆 凸

28岁 男性 患 者 常 规 口腔 预 防检 查 ，发 现左 侧 上 领 侧 切

牙 和尖 牙 的愕 侧 面有 牙尖样 的 凸起 结 构 (图 3) ‘。侧 切

牙 的额 外 尖 呈 棱 锥 形 ，起 始 于釉 牙骨 质 界 ，达 切 缘 的

l/3‘:依 附在 愕 侧 面 向远 中延 伸 ，长 3.7mm(切 眼 向 )，

宽 3.gmm(近 远 中 向 )，厚 3.3mm(唇 舌 向 )。发 育 沟 深

染但 无龋 ，近 中邻 面有 明显 龋 坏 。

病 例 4

尖 牙 的额 外 尖 也 呈 棱 锥 形 ，起 始 于釉 牙 骨 质 界 ，达 切

缘 的 1/4。位 于愕 侧 面 ，向垂 直 于 牙 冠 的 近 远 中 面方 向

延 伸 。发育 沟 无 龋 。长 2.gmm(切 跟 向 )，宽 2.7mnl(近

远 中 向 )，厚 2.4mm(唇 舌 向 )。

爪形尖在说话和咀嚼时不刺激舌 ，但是 由于减少 了覆

聆 ，主要是左侧切 牙 ，有轻度咬合干扰 。在一次诊治

中 ，对左侧切 牙愕侧 的凸起进行 了调磨 。

10 岁 男孩 ，因患 严 重 龋 齿就 诊 检 查 发现 右 仁领 侧 切

牙 的舌 侧 有
一
牙 尖样 凸起 ，爪 形 尖 呈 棱 锥 形 ，起 于釉

牙 骨 质 界 ，达 切 缘 1/2 附 在 愕 侧 面 ，垂 直 于 牙冠 的近

远 中面 。 牙尖 的尖端 较 尖 ，与 牙长轴
一 致 ，形 成

一
个 Y

型 的 牙冠 外 形 ，长 4.5nlnl(切 眼 向 )，宽 4。omm(近 远 中

向 )，厚 3.smm(唇 舌 向 )。)发 育 沟无 龋 ，牙齿健 康 ，电活

力 测 正 常 。由于减 少 了覆 胎 ，爪形 尖 引 起 了咬 合 干扰 ，

牙 尖 以及 对 领 牙 的切 缘 有
一
个磨 耗 的小 平 面 。未 发 现

其 它 牙 齿 的 变 异 。 在 诊 治 中对 这 个 额 外 尖 进 行 了调

磨 。

病例 5

病例

19 岁 男性 ，正 畸后 常 规 口腔检 查 ，患 者 全 身健 康 ，发 育

20 岁女性 ，口腔预防检查。双侧上领 中切 牙愕侧 面有

一畸形结构 (图 6) 。双侧 中切 牙的舌隆突明 显凸起成

叉形 ，而 且有 明显 的牙尖样 的结构 ，起始于釉 牙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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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左) 病例 2，左上领侧

切牙和尖牙的畸形舌

侧尖

图4(右) 病例 3，上领侧切

牙的爪形尖 (镜中照

片)

图 5(左 ) 病 例 4，右上领侧

切 牙 的爪形尖 ，与 中

线
一致 (镜 中照 片 )

图6(右)病例 5，双中切 牙

的舌侧畸形结构

界 ，达切缘 的 l/2。 左侧上领 中切 牙爪形尖位 于牙冠

的中央 ，呈乳头状 。 釉质边缘起 于釉 牙骨质界 ，达切

缘 1/3。 右侧 中切 牙额外尖 的形状 与之相 同 ，也有一

个相似 的釉 质边缘 ，伸 向切缘 的近 中。

2个爪形尖均有 明显 的边缘峪 ，包绕 深陷的舌侧窝 ，成

铲形 。 2个牙的发育沟均 无龋但有着色 。根尖片 (图

7) 显示 ，受 累的冠部有一 V型的放射透影 区 ，
“
V
”
指 向

切缘 ，2个爪形尖 的轮廓成 明显 的 白线 ，交叉于受损 牙

齿 的颈部 ，指 向切缘 。牙髓延伸 到牙尖 的中部 。

不 清 。在 大 部 分 报 道 的病 例 中 ，爪 形 尖 只是
一
个 独 立

的 疾 病 而 不 是
一
个 综 合 征 ，然 而 ，这 个 畸 形 也 在 患 有

Sturge
一Weher综 合 征 ， Moh:综 合 征 ， ElliS一va。

Creveld综 合 征 和 Ruhinstein一Tayhi综 合 征 的 患 者 中

有 报 道 。 本 文 所 报 道 的 病 例 中 ，均 不 与 已知 的 系 统 发

育 异 常 综 合 征 相 联 系 。

侧切牙和尖 牙的舌侧面也有畸形 的结构 (图 8)，右侧

牙的舌隆凸有 明显的小 的 、尖而凸起 的牙尖结构 ，呈

棱锥形 ，位 于牙冠的中央。它 的尖部附着在冠上 ，起 于

釉 牙骨质 界 ，达切缘 的 1/3。发育沟无龋 。左侧切牙和

双侧尖牙 的舌隆凸成叉形 ，双侧 的侧切 牙和尖牙均有

明显 的边缘峙 ，呈铲形 。

牙齿发育过程是受多因素控制 ，主要是遗传和环境多

元因素影响的结果 。爪形尖通常与其它的一些牙齿变

异相联系 :叉形舌隆凸 ，牙内陷 ，过大的 C盯ahelh牙

尖 ，尤其是和上领铲形 中切牙有联 系。多基 因的遗传

特点是 以突出的包绕深陷舌侧窝的边缘峪为特征的。

病例 5中 ，这几种牙齿 的畸形均很明显 。

讨论

正如爪形尖的病例中所显示的，上领侧切牙最易出现

成铲形和牙内陷畸形 。侧切牙畸形的易感性部分是与

侧切牙的牙胚受邻近的中切牙和尖牙的压迫有关 ，它

们在发育上早于侧切牙 7个月。在分化阶段 ，牙胚周围

的局部外在压力增高 ，可能会引起牙板的外翻(爪形尖

所显示的)和铲形 ，或者是内翻，如牙内陷。

牙凸起是临床上一个明显 的发育畸形 ，有时候会引起

咬合干扰 ，凸起与牙齿之 间很难清洁 ，常发生龋坏 。

爪形 尖 形 成 于 牙齿 的形 态 分 化 阶段 ，但 是 其 病 因
一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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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ttab等根据 畸形尖形成 和伸展 的程度将 畸形分 为 3

类 :l( 爪形尖 ):凸起 于前 牙愕侧 面的额外尖 ，从釉 牙

骨质界至少延伸到切缘 的一半 :11 (半 爪形尖 ):l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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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左) 病 例 5，根尖 片显

示 V形的阻射影像

深人冠部

图 8(右)病 例 5，聆 面观

(镜 中照 片 )

或 多 于 !mnl的额外 尖 ，但 是 不 足釉 牙骨 质 界 至 切缘 的

一
半 ;m (微量 爪形 尖 ):膨 大 和 凸起 的舌 隆 凸或 者是

工
臼们 的变异 ‘_

齿 移位 ，说话或咀嚼中刺激舌 ，发育沟发生龋 齿，牙髓

坏死 ，根尖周病 ，对领 牙的磨耗 以及过大咬合力引起的

牙周疾患等。

根据 Halta b等 的分类 ，本 文所 描 述 的爪 形 尖 可 以归类

女11下 :

病例 1中左侧尖牙的锥形尖 ，病例 2中左上领侧切牙

和左上领尖牙的额外棱锥形尖 ，病例 3中的爪形尖和

病例 5中的 2个中切牙和右侧切牙舌侧面的爪形尖可

归为第二类
“
半爪形尖

”
。

爪形牙的早诊断 旱治疗在预防咬合干扰 ，保持美观 ，预

防发育沟发生龋 齿和牙周疾病 ，或在 说话和咀嚼过程

中减 少舌 的刺激 是十分 重要 的〔 在病例 2和病例 3

中，对爪形尖的 舌侧凸起进行调磨 ，来避免牙齿发育成

熟 前受 累

病 例 4中的爪形尖呈棱锥形 ，从釉 牙骨质界延伸到切

缘 的
一
半可归 为第

一
类或者是

“
爪形尖

”
，病例 5中左

侧切 牙和 2个尖 牙的舌侧结构 ，代表 了膨 大和凸起 的

舌 隆凸以及它们 的变异可 以化分 为第 三类
“
微量爪形

尖
”
。

大的爪形尖可以引起临床问题 ，包括咬合干扰 ，受 累牙

爪形 尖 的治疗需 要认 真 的临床检 查决定 。 x线辅助

检查在评价额外尖 内是否有髓 角时是很有必要的。但

是用 X线 图像 来描述 爪 形尖 内 牙髓 的轮廓这 本身是

非常 困难 的 ，因为牙尖是凸起 到 牙冠 卜的。然而在病例

5中，爪形尖 中的 牙髓在 X线 片上看的很清楚 。Gu，1()-

g、 等 曾报道 了
一例 双侧 上领乳 中切 牙患有爪形尖 的

病例 ，组织学显示畸形尖 内有 牙髓组织 因此 ，为了避

免 牙髓暴露 ，在 去除牙尖之前应该进行 X线检查 ，以

避 免 牙髓暴露;露髓之后要做根管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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