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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 究的 目的是 明确生物学宽度在牙冠延长术后能否及如何重建 的问

题。 以 3只成年猴为实验对象 ，对其上下领的右侧或左侧中、侧切牙实施

牙冠延长术 ，以未手术的对侧牙为对照。术后 12 周 ，切除组织块进行组织

学分析。 组织测量结果显示 ，生物学宽度在牙冠延长术后得以重建 ;结合

上皮多迁移至根面平整区的根方 ;骨晴顶上方结缔组织纤维束的距离由牙

槽晴顶发生骨吸收而产生。

牙冠延长术是 以手术方法去除牙周软 、硬组织 以增加

临床牙冠的长度 。实施该手术有利于去净腐质 ，在不

侵犯生物学宽度的前提下制作修复体 ，有利于修复体

固位 、美观和制取印模 ，并可治疗 牙根敏感 。

生物学 宽 度
一
词 是 1962 年 由 Cohen根 据 Gargi。1。等

人的研 究 提 出 的 。他 们 对 正 常 人尸 体 解 剖标 本 测 量 了

酿牙结 合 部 各 组 成 部 分 的宽 度 (共 30 个领 骨 ，287 颗

牙，325个 牙 面 )，其 结 果 的平 均 值 如 下 :齿尺沟 深 度 为

0.69mm，上 皮 附 着 长 度 为 0.97 mm，骨 峙 顶 上 方 的结

缔组织 宽 度 为 1.O7mm。 尽 管 这 3种 结 构 均 有 较 大 的

数值范 围 ，但 蜻 上 结 缔 组 织 的测 量 值却 最 为恒 定 。这

些平均测 量 值 形 成 了生 物 学 宽 度 的基 础 。

将引起炎症反应 ，导致骨吸收和结缔组织附着丧失与

上皮附着的迁移。也就是说 ，当生物学宽度受侵时 ，机

体会以骨吸收的过程试图将其重建 ，而这种进程经常

会导致慢性 炎症 和牙周炎 。支持此假设 的临床实例

是 ，修复体边缘位于眼下者 ，其牙敞炎症和骨丧失 比边

缘位于冠方者更严重 。

关 于 术 中 骨 峪 顶 冠 方 应 暴 露 的 牙 体 组 织 长 度 要 求 不

一
，Ing ber等 和 Fugazzotto 提 出 为 形 成 生 物 学 宽 度 及 修

复 体 固位 ，应 暴 露 3mm;Assif等 建 议 为 4mm;wagen
-

berg 等 则 认 为 5到 5.25 mm 为 宜 。这 种 固定 的数 值 忽

视 了 牙 与 牙 之 间 和 人 与 人 之 间存 在 的 固有 差 异 。

在有 关 生 物 学 宽 度 的 具 体 内 容 方 面 ，存 在 着
一 些 争

论。Assif等 将 其 定 义 为 :附 着 于 根 面 的 上 皮 与 结 缔 组

织的宽度 之 和 ;并 参 考 G盯giulo 等 人 的研 究 ，认 为这 段

距离平 均 2.04mm。 Nevin、和 Skurow则 认 为 它 包 括 峙

顶纤维 、结 合 上 皮 与 酿 沟 的 总 和 ，其 最 小 值 为 3mm

牙冠延长术似乎可以改变生物学宽度的大小 ，比如骨

手术和根 向复位瓣术后 ，从眼缘到结合上皮根方末端

的距离会减小 。

有些 学 者 提 出 ，如 果 修 复 体 边 缘 侵 犯 了 生 物 学 宽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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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多 学 者 观 察 到 ，骨 切 除 术 后 会 发 生 骨 峙 顶 吸 收 。

Le vine和 Stahl报 告 轻 度 骨 峙 顶 吸 收 给 越 隔 纤 维 的 埋

人 提 供 了 空 间 。 Aeschli mann等 证 实 这 种 吸 收 平 均 为

0.22mm。Wilderman等 发 现 ，术 后 初 期 骨 吸 收 1Zmm，

随 后 有 0.4mm 的 修 复 ， 使 总 丧 失 的 骨 量 平 均 为

0.smm Caton 和 Nyman 也 报 告 了 骨 手 术 导 致 的 牙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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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 蜻 顶 高度 的 明显 降低 ，与 前者相
一
致 。

有人报告在 翻开牙眼后 ，做牙体预备至骨晴顶水平 ，会

导致发生 lmm的骨吸收 ，以给新形成的越隔纤维提供

空间 在未做 牙体预备的对照组则不发生这种吸收。

该作者认 为 ，此现象证实 了给生物学宽度 留出一定空

间的重要性 。

及手用器械 去除 试验 牙的邻 面 、唇 和舌 /愕侧 牙槽骨，

并用 牙周探 针测量 ，使釉牙骨质界 (CEJ )到骨峙顶的

距 离为 4一6，nm时为止 。进 行彻底 的根 面平整 ，以除净

暴露根 面 的 牙周膜和牙骨质 (图 3)。将 酿瓣根 向复位，

用 4个 0号 丝线 缝 合 ，邻 面 的骨 晴 顶 暴露 在 外 (图

4)。术后 l周拆线 。术后 12 周静脉 注射致死 剂量的戊

巴 比妥钠 (6om;/ml)处死 动物 。

时至今 日，尚无人描述在灵长 目动物进行牙冠延长术

后 ，齿民一牙结合部愈合后的大小如何 。本研究 的 目的

在于明确冠延长术后 ，生物学宽度能否重建。

处 死 后 ，立 即用 10% 中性 福 尔 马林 液 灌 注 。然 后将领

骨 分 切 ，用 常 规 实 验 室 方 法 处 理 ，每 间 隔 144卜m作

6协m厚 的 近 、远 中 向 的连 续 切 片 ，HE染 色 。

材料和方法

选用 3只年轻的成年雄性恒河猴 (混血恒河猴 )，体重

7至 10 公斤 ，均有 完整 的恒 牙列;喂养标 准 的猴 饲

料 ，叮任意饮 水 ，并添加新鲜水果 「术后 ，为 了防止术

区创伤 ，用水果汁与捣烂 的水果将饲料软化。这种饮

食持续到 试验结束。

组织学测量分析 由一位 对本研究 内容不 了解 的检查者

完成 ，使用奥林帕斯 一VHZ显微镜 ，由装有 OPtima6.l

图像分析软件 的 166 兆 计算机支持 。通过测量根管径

来确定最接近牙齿 中央的切 片 ，选 出该切 片与其前后

各一张连续 切片共 同做组织学测量分析 。沿牙根表面

做线性测量 ，将骨峙顶视为主要 的参照点 )测量距离

包括 :骨晴顶至眼缘顶部 ，骨峪顶至结合上皮根方 ，眼

缘 至结合上皮根方 ，根面平整 区的根端 至骨峪顶 。

在 所 有 实 验 步 骤 中 ，按 IOmg/kg体 重 喂 服 盐 酸 氯 胺 酮

以 使 动 物 保 持 镇 静 。 手 术 时 采 用 经 喉 插 管 ，异 氟 烷 全

麻 术 中静 脉 滴 注 乳 酸 盐 林 格 氏 液 以 维 持 液 量 。。术 后

止 痛 可 口服 对 乙 酞 氨 基 酚 ，按 lomg/kg体 重 ，每 8小

时
一
次 必 要 时 可 使 用 叔 丁 啡 (Buprenex，Reckitt&

colman。每 日 0.01一0.o4mg/kg，皮 下 )。 为 了 预 防 感

染 ，术 中 和 术 后 每 隔 14 天 直 至 试验 结 束 时 ，应 按 43

000Iu/kg体 重 的 剂 量 深 部 肌 注 300oooltJ/ml的 L-

A 型 长 效 西 林 。

方法误差

为了避免 出现偏差 ，采用 盲法即该检查者对本研究的

设计方案及所有切片均不知情 。对每项指标均重复测

量 ，并 以重复测量结果 的相关系数来检验该方法的误

差 。所有指标 的相关 系数平均在 0.95 以上 ，对 于本研

究 目的而言是可 以接受 的。

结果

术前 2周开始进行 口腔卫生措施 ，此期间采用 2%葡

萄糖酸氯己定 (洗必泰)刷牙 ，以及每周 3次使用牙

线 术后每周 3次使用蘸有洗必泰的棉棒清洗眼缘 。

实验 牙的邻面使用牙间隙刷蘸洗必泰清洁。对于这种

猴类使用此法控制菌斑 ，对消除牙眼炎的临床症状是

有效的。该方案持续至试验结束。

临床观察

实验期间 ，动物 的身体状况 良好 。术前洁治与菌斑控

制 明显减少 了牙眼红肿及 出血 〕

随机选择进行 牙冠延长的区段 ，其对侧牙作 为非手术

对照 (图 1)。所有手术均采用无菌技术 。

全麻下 ，在唇侧与舌 /愕侧从侧切牙 的远 中至相应中

切 牙的近 中面做沟内切 口与跟缘下切 口，两端做垂直

松弛切 口，翻开粘骨膜瓣 ，露 出牙槽骨 (图 2) 用手机

术后 1周拆线后 ，齿民缘 仍维持根方 复位 。术 区牙眼红

肿 ，有局 限的出血 。此 时创 口的愈合程度 已允许进行

轻 柔 的机 械性 的菌斑 清除 。 术后 2周 仅 有局部红肿，

跟缘位 于根 方 。4周 时完全愈合 。一直 到动物被处死

时 ，牙眼均 保持薄刃状 、淡粉色 (图 5) 。

下 领 手 术 位 点 的 愈 合 比相 应 上 领 牙 延 迟
一
周 。 从 第 5

中国11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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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a(左)术前唇侧 牙酿健康

图 lb(右)术前愕侧牙跟健康

、
气 、

图2a(左)唇侧 翻开全厚瓣 ，可见牙冠延

长前 的牙槽骨外形

图2h(右)愕侧翻瓣后见到的牙冠延长前

的骨外形

图3a(左) 唇侧骨切除与根面平整后

图3h(右) 鳄侧骨切除与根面平整后

图4a(左)唇侧将跟瓣根 向复位并缝合 ，

骨山脊顶暴露

图4h(右)愕侧缝合后 ，齿民瓣根向复位

图5a(左 )处 死时唇侧 观 ，齿民缘 仍位 于根

方 ，外 观健康

图5h(右)处死时愕侧观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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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翻(左 )上颁 对照位点 有 炎症 细胞 浸润 。

骨峪 顶上方结缔组 织 (CT) 垂 直于

根 面 ，呈功能性排 列 ，位 于骨峭顶

(OC)与结合上皮 (JE)之间 (原倍

数 x4o;近远 中向切 片 ，HE染色 )

图 6I，(右)I-领实验位点的结合上皮 (JE)延

伸至根面平整区(RP) 的根端 。骨

峪顶 (OC )的吸收为上方结缔组

织 (CI
’
)的功能性排列提供 了空

间 酿缘可见角化(K) (原倍数

x80; 近远 中向切 片 ，HE染色 )

图 7a(左)上领对照位点 的结合 上皮根端 (JE)

与骨 峭顶 (()c) (原 倍数 x100;近

远 中向切 片 ，HE染色 )

图 71，(右 )高倍 下 的上领 对照 位点 ，骨 峪顶

上 方结缔组 织 (C，r) 呈功 能性排列

和埋 人 (原倍 数 x20山 近远 中向

切片 ，HE染色 )

周 以后 ，牙跟外观没有 明显 变化 _齿反缘均维持根 向复

位 局部 牙石一旦形成 即被刮除 。

实验组位点的跟缘顶部 比对照侧宽而平 。大部分实验

组标本可见到角化(图 6b)。

组织学观察

实验组 与对照组均有 炎症 细胞浸润 ，但 对照组较重 (图

6) 所有对
一
照组位点 的结合上皮根端均位于 CEJ 或在

牙骨质_r二，而实验组均位 于牙骨质上 。骨峪顶上方 的

结缔组织 和牙周韧带纤维垂 直理人 牙骨质 (图 7，8)。

实验组 的根面平整区的根端清晰可见 (图 9)。下领 的 2

处实验位点 (原文如此 ，译者注 )有 明显 的组织再生，

该处未做彻底的根面平整 (图 10)。

表 1显示骨晴顶上方软组织 的长度 ，包括眼沟 、结合上

皮和峪顶上方结缔组织附着 的长度 。在上领 ，牙冠延

中国 门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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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高倍下的上领实验位点 ，骨峪顶 上

方结缔组织 (CT) 呈功能性排列和

插人。注意与图 7b 的对照组切片

的表现相似 (原倍数 x20氏近远

中向切片 ，HE染色 )

图 9 实验位点 ，延伸 至根 面平 整 区 (RP)

根端 的结 合 上皮 (JE)的根端 。骨峪

顶 (OC)的吸 收 为上方 的结缔组 织

(CT)提供空 间 (原倍数 x10) 近

远 中向切 片 ，HE染 色 )

图 10 上 领 实验 位 点显 示 ，若 不 彻 底地 根

面 平 整 ，会 出现组 织再 生 与 新 的牙

骨 质 (C)形 成 RP二根 面 平 整 区

的根 端 ，OC=骨 峪 顶 ，JE 二结 合 上

皮 根端 (原倍 数 x40;近远 中向 切

片 ，HE染 色 )

长术 使 该 长 度 的均 值 减 小 (对 照 组 2.25 mm，实 验 组

1.56mm)，而 在 下 领 牙术 后 却 有 增 加 。这 种 现 象 在 1号

和 3号 猴 均 可 见 到 ，而 2号 猴 则 与上 领 趋 势 相 似 。

0.77mm，似 乎 两 者 近似 ，但 仔 细 观 察 发 现 下 领 的测量

数 值 范 围为 2.smm。这 种 差 异 是 由于某 些 部 位 根 面平

整 不彻 底 及 随之 发 生 的再 生 。例 如 ，有
一
位 点 的组 织

再 生 使 骨 晴 顶 位 于根 面平 整 区的冠 方 (表 4)。

表 2是 跟 沟 与 结 合 上 皮 的 总 宽 度 。上 领 对 照 组 平 均 为

1.23mm，小 于 下 领 对 照 组 的 1.53mm。上 领 手 术 位 点

愈 合 后 ，上 皮 宽 度 似 有 减 小 (平 均 0.94 mm)，而 下 领 却

有 所 增 加 (1.75mm)。

讨论

在所有标本 中 ，在结合上皮 与骨峪顶之 间均有峭顶 上

方 的结缔组 织 。上 、下领对照组位点该 宽度 的均值相

近 ，分别为 1.02 mm 和 0.%mm;而实验位点却有所减

小 (表 3)，分别 为 0.63 mm与 0.86mm，上领 减少得更

明显 。 第 1、3号猴 的下领 位点有 明显 的骨再生 ，使得

骨峙顶位 于根 面平整 区的冠方 (表 4)。这种再 生与根

面平 整不彻底 有关 。2号猴 的下 中切 牙与 3号猴 的下

侧切牙经过 了彻底 的根 面平 整 ，其 宽度 变化则与上领

一致 。

本研究 的 目的是 为 明确生物学 宽度在 牙冠 延长术后

的变化 。结果发现在骨手术后 ，其愈合可引起结合上

皮延伸至根面平整区的根端 。术后骨峪顶 的吸收则为

其冠方 的结缔组织提供足够 的空间，使其产生功能性

排列 ，与牙骨质表面垂直 。与对照侧相 比，这段结缔组

织总长度减小 。以上结果表明 ，牙冠延长术后，生物学

宽度在根方重建并且长度 变短 。这与 Caton 和 Nyman

的报告相
一
致 。他们 的研究显示 ，骨手术后骨峙顶上

方 的组织总长度 (包括跟沟 、结合上皮和骨峙顶上方

的结缔组织 )向根方迁移 ;同时 ，从酿缘至结合上皮根

端 的这段距离变短。此外 ，骨手术还可引起结缔组织

附着 的明显减少和牙间骨峙顶高度降低 。

骨峙顶 上方结 缔组 织 的宽度 似乎 与骨峙 顶 吸收 的量

相关 (表 4) 。上 领 位 点 平 均 吸 收 0.50mm，下领 为 本研究表明，骨峙顶发生吸收的意义在于为其上方的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oakleyetal灵 长类 动物 牙 冠延 长术后 生物 学 宽度 的形 成

表 1 骨峪顶上方 的软组织 :骨晴顶 与跟缘 间 的距 离 (。lm) 表 2 齿良沟与结合上皮 :齿反缘与结合上皮根方之间的距离 (mm)

下领

牙齿

上领 下领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牙齿

上领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猴 1

中 切 牙 l，81 2.26 2.52 2.01

侧 切 牙 1.81 2.69 2.45 2.10

平 均 值 1.81 2.47 2.49 2.06

猴 2

中 切 牙 1.45 2.55 3.17 3 24

侧 切 牙 1.31 2.58 3.16 3.24

平 均 值 1.38 2.57 3.17 3.24

猴 3

中 切 牙 1.41 1，72 2.22 2.20

侧 切 牙 1.62 1 73 2.16 2，21

平 均 值 1.51 1.72 2.19 2.20

平均 值 士SD 1.56士0.21 2.25士0.43 2.62士0.45 2.50士0.58

范 围 1.81一1.31 2.69一1.72 3.17一2.16 3.24一2.01

猴 1

中 切 牙 1.21 0.67 1.67 1.35

侧 切 牙 l，04 1.97 1.52 1.35

平 均 值 1.13 1.32 1.60 1.35

猴 2

中 切 牙 0.97 1.35 2.04 1.39

侧 切 牙 0.59 1.64 1.94 2.26

平 均 值 0.78 1.49 1.99 1.83

猴 3

中 切 牙 0.54 0.93 1.38 1.38

侧 切 牙 1.27 0.84 1.95 1.49

平 均 值 0.91 0.89 1.66 1.43

平均 值 士SD 0.94士0.31 1.23士0.51 1.75士0.27 1.53*0.36

范 围 1.27一O，54 1.97一0.67 2.04一1.38 2.26一l，35

SD =标 准 差 SD=标 准 差

纤维附着提供一定 的空间。Carnevale等人用狗做实验

得到 了相似 的结果 。他们 的研究 目的是为 了弄清对不

同的修复体边缘 的组织反应如何 ，并将这些冠缘预备

至骨峪顶 的位置 。运用 口内 自身对照 ，将骨面暴露 ，然

后预备各种修复体边缘至骨晴顶水平 。结果发现晴顶

发生约 lmm的骨吸收 ，而被越 隔纤维所取代;还见到

结合上皮移 向根面平整 区的根方 。这种骨吸收 即可说

明保持生物学宽度所需 的空间十分重要 。

果 。另外有学者发现 ，若翻开牙眼而未做根 面平整 ，则

不会 引起结缔组织附着 的丧失。

在进行数据分析时，重要的是要让检查者对研究 目的

和分析的材料完全不知情。因为手术会使实验组与对

照组的结果显然不同，必须采用盲法以消除可能存在

的偏见。

通常 的研究 中使用 的固定参照点为 CEJ 和根 面平整

区的根端 。而这些点在本实验组和对照组均不存在 。

手 术 使 牙 冠 延 长 ，以致 于 在 组 织 学 切 片 上 见 不 到

CEJ。而对照组未手术 ，也就不存在根面区。受 以上限

制 ，则将骨峙顶做为测量其冠方组织宽度的参照点。

由于术中将根面平整至骨峙顶位置 ，所 以测量根面平

整 区的根端至骨峪顶 的距离 即可 了解术后骨 吸收的

程度。

骨 手 术 后 骨 峙 顶 发 生 吸 收 ，这 在 以前 就 有 过 报 道 。

Donnenfeld 等 报 告 ，骨 的磨 除 与 翻瓣 刮 治相 比 ，前 者会

使 牙槽 骨 和结 缔 组 织 附着 丧 失 得 更 多 。Perm el 等 在二

次 手 术 (re一entry)中测 量 骨 高 度 时发 现 ，骨 手 术 后 峭

顶 平 均 吸 收 0.63 mm。Wilderm an 等 发 现 术 后 平 均 骨 吸

收 1.Zmm，
一
年 半 后 ，牙槽 峪 顶 逐 渐 修 复 0.4mm，因而

平 均 丧 失 0.smm。他 们 的研 究 中 ，仅 刮 净 少量 的牙根

表 面 ，并 且 将 瓣 复位 于 骨 晴 顶 的冠 方 ，这 也 许 是 发 生骨

修 复 的原 因 。本研 究 进 行 了彻 底 的根 面平 整 ，且将 眼

瓣 边 缘 固定 于骨 峪 顶 处 ，使 邻 面 暴 露 ，这 样 做 可 能 阻止

了骨 峪 顶 的冠 向修 复 。还 有
一
种 可 能 的原 因是 ，3个月

的愈 合 期 还 不 足 以让 骨 峙 顶 得 到 充 分 修 复 。

我 们 还 观 察 了 邻 面 的 部 位 。 根 据 Wilderman 等 和

MoghaddaS与 stahl的研 究 ，骨 吸 收 的量 与 骨 的厚 度有

关 ，骨 质 薄 的部 位 吸 收最 多 。 因此 ，牙 冠 延 长 术 在唇 、

舌 侧 可 能形 成 比邻 面更 宽 的生 物 学 宽 度 。

本研究表明骨切除术中应彻底地根面平整。未彻底平

整过的牙根面有明显的组织再生 ，其邻牙也有相似结

多年来 ，许多学 者根据 G盯giulo等人 的测量结果 ，而提

出了牙冠延长术 中必须去 除 的骨量 。该研究显示在被

动 萌 出 期 间 ，结 缔 组 织 附 着 保 持 恒 定 ，平 均 为

1.07mm。为 了给结缔组织 附着 、上皮 附着 、酿沟 和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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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骨 峭 顶 上 的 结 缔 组 织 :骨 峭 顶 与 结 合 上 皮 根 端 间 的 距 离 (mm)

上 领 下 领

牙 齿 实 验 组 对 照 组 实 验 组 对 照 组

猴 1

中 切 牙 O，60 1.59 0.85 0.67

侧 切 牙 0.77 0.71 0.94 0.75

平 均 值 0.68 ].15 0.89 0.71

猴 2

中 切 牙 0.48 1.20 1.13 ].85

侧 切 牙 0.72 0.95 1.21 0.98

平 均 值 0.60 1.07 1 17 1.41

猴 3

中 切 牙 0.87 0.79 0.84 0.82

侧 切 牙 0.34 0.89 0.21 0.72

平 均 值 0.61 0.84 0.53 0.77

平 均 值一土SD 0.63土0.19 1.02士0.32 0.83士035 0.96士0.45

范 围 0.87一0.34 1.59一0.71 1.21一0.21 1‘凡5一O_67

表 4 骨 峪顶 吸收 :根 面平 整 区的根端 与骨峪 顶 间的距 离 (mm)

牙齿 上领距离 下领距离

猴 1

中 切 牙 0.47 0.13

侧 切 牙 0.69 1.48

平 均 值 0.58 0.81

猴 2

中 切 牙 0.41 1 27

侧 切 牙 0.75 1 22

平 均 值 0.58 1.24

猴 3

中 切 牙 0.37 1.19

侧 切 牙 0.31 一0 68

平 均 值 0.34 0.26

平 均 值 士SD 0.50士0.18 0 77士0.85

范 围 0.75一0.31 1 48一0.68

SD =标 准 差

SD 二标 准 差

的放置提供 足够 的空 间 ，建议暴露 3一smm 的牙体组

织 。Van Der Velden 在 临床研究 中发 现 ，若 不做根 面平

整而将牙 间暴露 ，则不会 引起 骨高度 降低 ，且峪顶上

方的结缔组织 重新形成 ，与术前 的宽度相 同。上述作

者据此 主张在 牙冠延 长术 中 ，使修 复体 的设计边缘 至

牙槽 晴 顶 的距 离应 为 smm。Fugazzott。的意 见 与此 不

同，他提 出为 3mm。以上这些研究多数均认 为 :峪顶上

方 的结缔 组 织 能在根 面平 整 区 的冠 方位 置重新形 成 ，

因此需要暴露更 多的牙体组织 。而在本研究 中 ，我们

发现事实并非 如此 。SmuCkle:和 Chaihi提 出根据术前

的测量值来估算术后所 重建 的峙上组织 ，这样做会 过

多地暴露峙顶上方 的牙体组织 。牙冠延长术 中进行彻

底的刮治 与根 面平整 ，能使术者精确地确定骨晴顶上

方结缔组织 的上界 ，如果不彻底 刮治 ，将会 引起组织

再生 ，以至于手术失败 。另一些研 究显示 ，只暴露牙根

面而不作根 面平整 ，不会形成真正 的组织 丧失 。

机辅助的组织形态测量分析技术提出质疑 ，认为由于

识别器对组织类型的分辨较差 ，在传统测量与计算机

辅助的组织形态测量分析间相关性较差 。而我们的观

点如下 :首先 ，生物学宽度本身就是一种线性距离 ，多

数关于术后愈合的研究均采用此测量 ;而生物学宽度

的原理是基于骨峙顶冠方的线性测量。如果不用线性

方式来描述我们的资料 ，则与其它研究缺乏可比性 。

其次 ，为了防止因识别器分辨率的缺陷而引起测量不

精确 ，所有的标记点在测量前均用安装在上面的显微

镜加 以确认 。

虽然本研究 的实验动物数与实验分析均有限。但我们

仍可得到以下结论 :生物学宽度在牙冠延长术后可以

重新形成 ，其长度减小 ;由于根面平整区根方的牙槽骨

吸收 ，使越隔纤维的功能性排列得以形成。

结论

根据本实验结果和 Carnevale等人 的发现 ，在暴露骨晴

顶并彻底地刮治与根 面平 整后 ，将会发生骨峙 吸收，

该吸收对 于维持 结合 上 皮 与骨 峙顶 之 间 的结缔 组 织

区是极为重要 的。

Leichter 等在最 近 的文章 中认 为 ，线性测量不 能正确代

表再生性 治疗后 真实 的组织反应 。他们进一 步对计算

综上所述 ，灵长类动物在牙冠延长术后

l。生物学宽度可 以重建 ;

2.结合上皮多 向根方迁移至根面平整 区的根端水平 ;

3.术后有牙槽岭 的吸收 ，在该 区有峙顶上方 的结缔组

织再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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