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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治疗急性牙髓炎的长期疗效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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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比较在急性牙髓炎患者中采用一次性根充法与分次根充法治疗的长期效果$方法
!

选取

$#""

年
4

月至
$#"$

年
4

月该院口腔科收治的急性牙髓炎患者
/#

例!按照随机数字分表法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每

组各
.#

例!分别给予一次性根充法与分次根充法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
"

周后的疼痛情况及治疗
$

年后的临床

疗效$结果
!

观察组治疗
"

周后的疼痛评定优良率为
"#-##3

!略高于对照组患者的
/-##3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N

%

#-#!

#'观察组治疗
$

年后的成功率为
4.-##3

!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的
(/-##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

#$结论
!

采用一次性根充法治疗急性牙髓炎患者!比分次根充法的长期疗效更显著!操作简便!值得进一步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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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牙髓炎$

7&

%是临床上常见的牙科疾病之一#具有发

病急)疼痛感强等特点#对患者的生活及健康均有较严重的影

响*

"

+

,目前治疗该类患者常用的有效方法为一次性根充法与

分次根充法#均有确切的疗效#对恢复患者咀嚼功能)控制患牙

症状均有显著的效果#但关于两种治疗法的长期疗效研究仍存

在较大争议*

$

+

,本研究通过对本院口腔科收治的
7&

患者进

行分组治疗#旨在比较一次性根充法与分次根充法等两种治疗

方法的长期疗效#为该类患者提供更好的临床治疗方法,现将

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4

月至
$#"$

年
4

月本院口腔科

收治的
7&

患者
/#

例#按照随机数字分表法分成观察组与对

照组#每组各
.#

例#两组患者共
"##

颗患牙,其中#观察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_.-#"

%岁(对照

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4

岁#平均$

'$-/4_.-!"

%岁,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患牙数目等一般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N

%

#-#!

%,

$-/

!

方法
!

两组患者治疗前均给予牙片拍摄#了解根管长度)

形态及根尖周病变情况,观察组患者给予一次性根充法治疗!

局部麻醉后#摘除活髓#并使用
#-43

生理盐水)

'3

过氧化氢

交替冲洗#随后进行扩大)预备根管#并使用消毒纸尖吸干根管

至无渗出液#最后采用甲醛甲酚液纸尖行根管消毒#并使用

R+<=

F

:̀

根充糊剂充填根管)密封,对照组患者给予分次根充

法治疗!进行常规开髓)拔髓后#封
5&

棉球(

(D

后复诊#并测

量患者的根管长度)根管预备#封
5&

棉球(

(D

后#若患牙符合

根充标准#使用
R+<=

F

:̀

根充糊剂充填根管)密封,两组患者

根管充填后#均进行牙片拍摄#充填窝洞材料采用光固化复合

树脂,

$-'

!

指标观察与疗效评定
!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
"

周后的疼痛

情况及治疗
$

年后的临床疗效,治疗
"

周后的疼痛评定采用

参照视觉模拟评分法$

R7K

%标准!无疼痛
#

分#轻度疼痛
"

"

'

分#中度疼痛
.

"

(

分#重度疼痛
/

"

"#

分*

'

+

,以
R7K

评分
.

"

"#

分为发生疼痛#记录发生疼痛患者的例数,治疗
$

年后的

临床疗效评定按照樊明文和周学东*

.

+主编的.牙体牙髓病学/

为标准#成功!咬合功能恢复#牙龈红肿)溢脓等临床症状消失#

U

线片检查结果显示根管充填严密合适)硬板完整)牙周膜间

隙正常(失败!患者无法正常咬合或出现轻度不适#牙龈红肿)

溢脓等临床症状未消失#

U

线片检查结果显示根尖异常,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K&KK"4-#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_L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D

检验(计数

-

4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4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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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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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h#-#!

为

检验水准#

N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治疗
"

周后的疼痛情况对比
!

观察组治疗
"

周

后的疼痛发生率为
"#-##3

#略高于对照组患者的
/-##3

#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N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
"

周后的疼痛情况对比

组别
患牙

$

1

%

无疼痛

$

1

%

轻度疼

痛$

1

%

中度疼

痛$

1

%

重度疼

痛$

1

%

疼痛发生

率$

3

%

观察组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6 #-#.# #-"0' #-"(( #-'.. #-"$$

N 6 #-/." #-0/0 #-0(. #-!!/ #-($(

!!

注!

6

表示无数据,

/-/

!

两组患者治疗
$

年后的临床疗效比较
!

观察组治疗
$

年

后的成功率为
4.-##3

#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的
(/-##3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N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
$

年后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患牙$

1

% 成功$

1

% 失败$

1

% 成功率$

3

%

观察组
!# .( ' 4.-##

对照组
!# '4 "" (/-##

%

$

6 .-#(# .-#(# 6

N 6 #-#.. #-#.. 6

!!

注!

6

表示无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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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7&

是由于牙髓组织受感染)刺激等因素而引起的炎性充

血)水肿#进而导致牙髓腔内压升高#压迫痛觉神经纤维#最终

给患者带来强烈的疼痛感#患者在临床上常表现为间歇性疼

痛)夜间疼痛)温度刺激痛等#且疼痛位置定位模糊,大多数学

者认为
7&

的发病机制与牙髓组织受感染)刺激等导致的免疫

反应有关,由于牙髓腔存在复杂的解剖结构#因此该类患者往

往不容易#且治疗难度大#临床上主要采用牙髓治疗法#该方法

需要完全去除牙髓组织病灶#且应严密填充根管#以达到消除

死腔的目的,

采用传统根管治疗法的
7&

患者需要进行多次的复诊#疗

程长达
"

个多月#由于患者牙冠部存在裂隙#口腔唾液极易进

入牙髓腔#进而明显增加了根管再感染的风险,此外#虽然患

者在进行根管填充治疗前使用了带环保护#但随着疗程的延

长#根管再感染的风险亦越大,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越

来越多的
7&

患者希望能够减少治疗时间,一次性根管则避

免了传统分次根充治疗法疗程长等弊端#赢得了越来越多的

7&

患者的青睐#同时也得到了广大临床医师的关注,

据相关资料表明#

"#-##3

的
7&

患者在进行根充治疗期

间#均出现疼痛)肿胀等急症,有研究发现#采用一次性根充治

疗法的
7&

患者疼痛发生率比分次根充治疗法更高*

!

+

,本研

究中亦证实了这一点#采用一次性根充治疗法的观察组治疗
"

周后的疼痛评定优良率为
"#-##3

#高于对照组患者的

/-##3

,有研究指出#

7&

患者在进行一次性根充治疗后发生

疼痛症状#可能是由于该类患者的细菌毒力较强)牙髓组织受

感染严重#再加上一次性根充治疗法的症状缓解时间较短#故

疼痛程度更深#这提示在进行一次性根充治疗后#降低疼痛发

生率)缓解疼痛感等是十分必要的*

0

+

,大多数研究认为#造成

一次性根充治疗后出现疼痛)肿胀等急症的原因主要包括!预

备根管时#根管内部的感染物质刺激了根尖周围组织(根管预

备不充分#导致根管内存在残留细菌*

(8/

+

,该原因提示#只要严

格控制以上
$

种事件#则可有效预防疼痛急症的发生,本研究

中的两组患者治疗
"

周后的疼痛发生率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N

%

#-#!

%#因此#只要一次性根管充填手术操作规范)根管

充填材料选择恰当#并严格实行无菌性操作#则仍可以有效降

低治疗后的疼痛发生率,

一次性根充治疗效果质量与操作医师的技术水平)根管充

填材料是否选择合适及手术操作过程是否规范化等因素有

关*

4

+

,手术操作者需认真防止机械)药物等对根尖周围组织的

刺激#本研究中所采用的根充糊剂是
R+<=

F

:̀

#其具有较强的杀

菌力与收敛性#不仅不致敏#而且可保证牙齿不变色#且不会对

根尖周围组织产生刺激#联合牙胶尖使用后#可有效发挥封闭

根管的功能,本研究观察组治疗
$

年后的成功率为
4.-##3

#

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的
(/-##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

%#这在张丽辉等*

"#

+报道中得到了证实#说明一次性根充

治疗法比分次根充治疗法的长期治疗效果更显著,

综上所述#采用一次性根充治疗法治疗
7&

患者#比分次

根充治疗法的长期疗效更显著#操作简便#缩短了疗程#值得进

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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