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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条件下Ｐｒｏｐｅｘ全自动根尖定位仪定位水平斜行

根折位置准确性的体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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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采用体外模型研究Ｐｒｏｐｅｘ全自动根尖定位仪在不同环境下定位水平斜行根折位置的准确性。

方法　选取３０颗离体前磨牙，采用金刚砂车针从牙根中下段颊侧面以６５°的角度斜向冠方破坏牙根，根管暴露即停

止切磨且保证根管断面距根尖８ｍｍ，建立水平斜行根折体外模型。然后用Ｐｒｏｐｅｘ根尖定位仪分别于０．９％生理

盐水、３％双氧水、１７％乙二胺四乙酸（ＥＤＴＡ）３种条件下测量根折位置。对测量结果采用χ
２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Ｐｒｏｐｅｘ全自动根尖定位仪在０．９％生理盐水、３％双氧水、１７％ ＥＤＴＡ条件下测得的准确率分别是８３．３３％，

８６．６７％，８０．００％，虽然３种液体环境下测得的准确率不同，但这种差异没有统计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Ｐｒｏｐｅｘ

全自动根尖定位仪能够比较准确定位水平斜行根折的位置，且不受液体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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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自动根尖定位仪已被广泛用于确定根管工作长度，定位

根管穿孔以及定位根折等临床工作中，大量的实验已经证明全

自动根尖定位仪测量的准确性［１４］。本研究通过体外模型，采

用Ｐｒｏｐｅｘ全自动根尖定位仪（Ｐｒｏｐｅｘ）在不同环境条件下进行

测量，旨在探讨Ｐｒｏｐｅｘ能否准确定位水平斜行根折位置及不

同冲洗液对Ｐｒｏｐｅｘ测量准确性的影响，并为临床工作提供参

考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３０颗新鲜拔出的正畸减数单根管前磨牙，根

尖发育完全，无吸收破坏，未做过牙髓治疗，牙体无陈旧充填

物，根管无钙化。

１．２　实验试剂及器材　１５＃Ｋ 锉（Ｄｅｎｓｐｌｙ），长度测量尺

（Ｄｅｎｓｐｌｙ），金刚砂车针，０．９％生理盐水、３％双氧水、１７％乙二

胺四乙酸（ＥＤＴＡ），２％ＮａＣＬＯ溶液，ＮａＨＰＯ４·Ｈ２Ｏ１．４３ｇ，

无糖琼脂２ｇ，ＫＨ２ＰＯ４０．１８ｇ，Ｐｒｏｐｅｘ（Ｄｅｎｓｐｌｙ）。

１．３　 口 腔 黏 膜 情 况 模 拟 　 将 ２ｇ 无 糖 琼 脂、１．４３ｇ

ＮａＨＰＯ４·Ｈ２Ｏ、０．１８ｇＫＨ２ＰＯ４ 与１００ｍＬ生理盐水溶液混

合，加热至８０℃使成为液态琼脂凝胶，注入小瓶内加盖密封，

放入冰箱２ｈ使其凝固
［５］。

１．４　牙体准备　清除牙体表面残留的软组织，将其浸泡于

２％的过氧化氢溶液中６０ｍｉｎ，然后用蒸馏水反复冲洗１５

ｍｉｎ，重复该过程２次。此时选用裂钻进行开髓，拔髓针拔髓，

根管内注入２％过氧化氢溶液，并选用１５＃Ｋ锉进行根管内污

物处理，再次用２％过氧化氢溶液和生理盐水反复冲洗，重复

该过程两次，以彻底去除根管内的污物，避免对测量的影响。

以上步骤完成后，对３０颗前磨牙样本进行顺序编号，以便后续

记录。由于牙尖的高度不同，测量点的变化，会对测量结果产

生影响，故选用金刚砂车针将３０颗牙的牙尖磨平形成平面，统

一测量标志点。

１．５　牙根完整时的测量

１．５．１　实际根管长度的测量　３０颗离体牙依次用１５＃Ｋ锉

插入根管直至在内窥镜下观察到 Ｋ锉尖端平齐根尖孔为止，

固定浮标，用长度测量尺测量长度，每个长度测量３次求平均

值，记为实际根管长度（Ｌ）。

１．５．２　电测根管长度　将３０颗离体牙依次置入模拟口腔黏

膜环境中，１５＃Ｋ锉插入根管中依次在０．９％生理盐水，３％双

氧水、１７％ＥＤＴＡ浸润根管下、连接Ｐｒｏｐｅｘ形成通路，当指示

到达 “０．０”刻度后记录并用游标卡尺测量长度，记为电测根管

长度Ｌ１，Ｌ２，Ｌ３。记录备用。

１．６　水平斜行根折时的测量

１．６．１　模型建立
［６］
　采用金刚砂车针从牙根中下段颊侧面以

６５°的角度斜向冠方破坏牙根，根管暴露即停止切磨且保证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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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断面距根尖８ｍｍ。

１．６．２　实际根折断面长度的测量　测量方法与１．５．１相似，

但３０颗离体牙依次用１５＃Ｋ锉插入根管直至在内窥镜下观察

到Ｋ锉尖端平齐根管内断面为止，记为实际根折断面长度

（Ｌｆ）。

１．６．３　电测根根折断面长度　测量方法与１．５．２相似，但

１５＃Ｋ锉插入根管中依次在根管干燥后，再０．９％生理盐水、

３％双氧水、１７％ＥＤＴＡ浸润根管下，连接Ｐｒｏｐｅｘ形成通路，记

为电测根管长度Ｌｆ１，Ｌｆ２，Ｌｆ３。记录备用。

１．７　统计学处理　将电测测量值与真实长度值的差值（以差

值±１．００ｍｍ为参考范围），计算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准确

率，采用χ
２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犘＜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　　果

为了排除Ｐｒｏｐｅｘ自身在不同环境条件下测量带来的差

异，本实验增加了Ｐｒｏｐｅｘ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确定工作长度准

确性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图１）。基于此基础

上，进行了Ｐｒｏｐｅｘ定位水平斜行根折位置的实验，结果显示在

根管湿润条件下其准确性达到８０％以上，且根管在不同液体

湿润的条件下测得准确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值在０．９０～

０．９５，表１）。

图１　牙根完整时Ｐｒｏｐｅｘ全自动根尖定位仪不同

条件下根管工作长度的测量准确性

表１　Ｐｒｏｐｅｘ全自动根尖定位仪在不同条件下

　　定位水平斜行根折位置的准确性

条件 准确数（狀） 不准确数（狀） 合计（狀） 准确率（％）

０．９％生理盐水 ２５ ５ ３０ ８３．３３

３％双氧水 ２６ ４ ３０ ８６．６７

１７％ＥＤＴＡ ２４ ６ ３０ ８０．００

３　讨　　论

牙体发生根折时，有可能出现位于根折线之上的冠方牙髓

活力尚失，而折断线下方的根尖部牙髓保持活力，所以一些学

者建议将根折线作为根折牙根管治疗的工作长度，只将折线上

方的牙髓进行治疗［７］。对于根折的牙齿，如何精确的确定其折

裂线位置，对牙髓治疗的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Ｐｒｏｐｅｘ作为

目前应用广泛的一种变频根尖定位仪，除用于确定根管工作长

度外，还被用于协助定位根管穿孔、牙根折断根管工作长度确

定等其他临床研究工作。

有研究指出，以±１ｍｍ作为根管实际长度和电测长度差

值的允许范围可以较好评判根测仪的性能［８］。因此本实验选

用了此标准来评判不同液体环境中根尖定位仪的性能变化差

异。对实验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Ｐｒｏｐｅｘ在不同液体

环境下均可以准确定位水平斜行根折的位置，这与以往的实验

研究结果相似［６］。经统计学分析，在不同冲洗液湿润根管的条

件下测量的准确率虽然不同，但是这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为了使实验环境更接近体内真实情况，作者将根尖部分磨

除，但不完全分离冠根。而向牙冠方向倾斜６５°磨除根尖，是为

了更加接近临床上根折线的角度，增加使用Ｘ线片检查确定

根折线的难度。虽然尽量使体外模型跟真实的情况接近，但是

所取牙体均为正畸拔除健康牙，与临床工作中实际的病变牙不

完全一致（根尖处以及根折部位可能存在慢性炎症或脓性渗出

物）。宋卫健［９］在其研究中指出，当根管内有残髓、有大量电解

质、渗出物及根尖区骨质吸收、破坏严重时，测定的结果将会不

准确。虽然新一代的Ｐｒｏｐｅｘ全自动根尖定位仪克服了阻抗法

原理根尖定位仪的一些不足，受外界环境较小，但是仍不能完

全准确的测得根管工作长度。因此，需要对不同环境条件下

Ｐｒｏｐｅｘ全自动根尖定位仪性能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本研究可

以看出，Ｐｒｏｐｅｘ全自动根尖定位仪在不同液体环境下均可以

较准确的定位根折线位置。

由于实验模型与体内实验环境有所差异，作者建议在实际

的临床工作中最好采用多种检测方法（多角度照相）来共同确

定，以明确诊断，提高患牙治疗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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