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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比较在离体牙处于不同根管湿润度条件时!

K+@@;!4

根管充填糊剂充填后的根尖封闭能力&方法
!

选择离体

单根管牙齿
&)

颗!随机分为
&

组"每组各
')

颗$!分别在根管壁干燥%正常%湿润条件下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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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剂及大锥度牙胶尖热牙胶

回填法充填根管!

h

线片检查牙根管充填后状态!确保根管充填连续致密%无根管内吸收状况后!每组各选取
R

颗牙齿进行亚甲基

蓝染料染色!再进行牙体组织纵剖!测量并比较不同组根尖微渗漏水平&各研究组剩余的牙齿标本横切后!用扫描电镜观察截面

糊剂和根管壁的粘合状态&结果
!

湿润组和正常水分组根尖微渗漏长度均小于干燥组"

!

$

)()0

$!湿润组根尖微渗漏长度小于

正常水分组"

!

$

)()0

$&扫描电镜观察可见各实验组的根管封闭剂和根管壁牙本质之间均有缝隙!湿润组缝隙最小!干燥组缝隙

最大&结论
!

根管湿润条件下!

K+@@;!4

糊剂能更好地封闭根管&

关键词#根管湿润度#

!

糊剂#

!

负压吸引器#

!

根尖微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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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管治疗术是目前治疗牙髓病和根尖周病最有效的方法#

随着其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选用材料的更新#治疗成功率不

断提高+完好的三维根管充填是根管治疗术成功的关键步骤#

而根管充填材料与管壁间的微间隙造成的微渗漏是导致根管

治疗失败的常见原因'

'D%

)

+材料和根管壁越密合#根尖微渗漏

越小+影响根管充填材料封闭性能的因素很多#除根管壁清洁

程度*根管预备情况外#根管湿润度和材料自身的理化性能也

很重要+既往研究着重于比较不同类型糊剂的根尖封闭性能#

对于根管壁湿润度对充填后微渗漏的影响鲜有研究+残存于

根管壁的液体可能抑制*延长或加速根管糊剂的固化过程#从

而引发充填后微渗漏'

&

)

+本研究分析了
K+@@;!4

糊剂在不同

根管湿润条件下充填后的根尖微渗漏情况#旨在探索其最适根

管湿润度+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和仪器
!

手用标准
5

锉*负压吸引器*垂直加压器

$德国
T/8

公司&#机用
4<@A#

N

9<

钛镍根管锉$美国登士柏公

司&#

0(%0X

次氯酸钠冲洗液*

&X

过氧化氢冲洗液*无水乙醇

$德州安捷高科消毒制品有限公司&#乙二胺四乙酸凝胶$美国

4\-4/U6A

公司&#

K+@@;!4

根管封闭剂$加拿大创新生物陶

瓷有限公司&#思博安热牙胶充填器*高速手机$美国
Z+S5Z

公司&#车针$日本
S76Y

公司&#口腔根管冲洗器$河南豫北口

腔材料有限公司&#

40

超声荡洗器$法国赛特力公司&*吸潮指

尖$天津加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玻璃离子水门汀$上海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齿科材料厂&#牙科
h

线片机$芬兰
4-76SU57

公司&#亚甲基蓝染色剂*万能材料试验机*扫描电镜*显微镜*

游标卡尺$华北理工大学实验中心提供&+

$(/

!

方法

$(/($

!

离体牙的准备和根管预备
!

选用临床新鲜拔除的*直

的单根管牙齿
&)

颗+纳入标准!根尖孔发育完整#无根面龋#

显微镜下观察牙根无裂纹#根管弯曲度小于
%)l

#无根管内钙

化#无根管内外吸收#未经任何牙髓治疗+超声清理牙齿表面

牙石和软组织#反复冲洗干净后浸泡在生理盐水中+所有牙齿

常规开髓*拔髓后用
')

号
5

锉探查根管#并用
'0

号
5

锉到达

工作长度+采用
4<@A#

N

9<

机#用旋转镍钛锉加乙二胺四乙酸

凝胶预备根管+

!M

开敞根管冠
%

"

&

#再逐号预备至
C&

+每次

更换器械均用
%"-

次氯酸钠冲洗液和过氧化氢冲洗液交替

荡洗根管#预备完成后用次氯酸钠冲洗液及
'0

号超声根管锉

荡洗根管
'"K=

+

$(/(/

!

根管充填
!

将
&)

颗牙齿随机分成
&

组#每组
')

颗+

干燥组!根管荡洗后用纸尖蘸干根管#直至最后一次纸尖完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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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用
E0

"

的乙醇脱去根管内多余水分+正常水分组!根管

荡洗后用纸尖蘸干根管#直到最后一次纸尖完全干燥+湿润

组!根管荡洗后用负压吸引器吸引
0:

#纸尖蘸干
':

+各研究

组均用
K+@@;!4

糊剂加牙胶尖#热牙胶法进行根管充填+

$(/('

!

根管微渗漏检测
!

对所有根管充填后的离体牙进行
h

线拍片#如图
'

所示#证实根管充填完全后#每组随机选取
R

颗

牙齿#在距离根尖
%""

以上的牙根外表面均匀涂布
%

层透明

指甲油#制作一模型用以固定离体牙牙冠#使所有离体牙根尖

位于同一水平线上#如图
%

所示+静置
%FH

后#将
&

组标本浸

入
%X

甲基蓝溶液#连同容器一同放入
&3W

恒温箱内+

3$

后

取出标本#反复用流水冲洗*干燥#用砂片在干燥状态下将牙根

纵向剖开#纵剖线必须通过根管口中心+在根管显微镜下#用

游标卡尺测量染色剂自根尖孔渗入根管的长度$精确至
)()'

""

&+测量工作由同一工作人员完成#每个标本测量
&

次#计

算平均值+

图
'

!!

离体牙根管充填后
h

线片

图
%

!!

亚甲蓝染色模型

$(/(1

!

扫描电镜检测
!

取出每组剩余的
%

颗牙齿#用砂片于

根尖
'

"

&

处横向取薄片#薄片厚度为
'""

#每颗牙齿切
&

片#

打磨后喷金+采用扫描电镜#在
02T

*

%)))

倍条件下观察横

切面根管充填材料与管腔内牙本质壁的结合状况#拍照记录+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以
8b5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B

检验+

!

$

)()0

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微渗漏测量结果
!

各组根尖充填均有不同程度的微渗

漏+干燥组*正常水分组*湿润组根尖微渗漏长度分别为

'(0Eb)(&F

*

'()Rb)(%0

*

)(R%b)('*""

#正常水分组*湿润

组微渗漏长度小于干燥组$

!

$

)()0

&#湿润组微渗漏长度小于

正常水分组$

!

$

)()0

&+亚甲基蓝渗透实验结果见图
&

+

/(/

!

扫描电镜检测结果
!

%)))

倍扫描电镜观察显示#

&

个实

验组的根管封闭剂与牙本质壁之间均存在大小不一的缝隙+

干燥组可见糊剂与根管壁之间裂隙明显#气泡较多#糊剂和根

管壁明显不贴合$见图
F7

&%正常水分组显示糊剂与根管壁之

间可见间隙#根管壁附近的糊剂有少许气泡$见图
F.

&%湿润组

显示糊剂与根管壁结合较为紧密#缝隙细微#质地均匀#牙本质

小管呈打开状态#可清晰看见部分根管糊剂进入牙本质小管

$见图
F5

&+

!!

注!

7

为干燥组#

.

为正常水分组#

5

为湿润组+

图
&

!!

亚甲基蓝渗透实验观察结果

!!

注!

7

为干燥组#

.

为正常水分组#

5

为湿润组+

图
F

!!

离体牙横断面扫描电镜观察结果

'

!

讨
!!

论

进行完善的根管治疗后#还需评定根管治疗术的疗效+完

好的三维充填是根管治疗术成功的关键步骤#根管充填材料与

根管壁之间的微渗漏是造成根管治疗失败的常见原因+造成

微渗漏的原因很多#包括根管预备及充填方法*玷污层处理及

根管充填材料等#其中影响疗效的主要因素是充填材料及根管

充填情况'

F

)

+理想的根管充填材料应具备持续的抗菌作用*能

与根管壁密合*充填后不收缩*能促进根尖周病变愈合*对机体

无害等特点'

0

)

+临床常用根管糊剂包括氧化锌丁香油类*树脂

类和氢氧化钙类等+

K+@@;!4

糊剂为生物陶瓷类#主要成分是

硅酸钙*氧化锆*磷酸钙和氢氧化钙等#化学成分与生物玻璃相

似#主要用于根管封闭和侧穿修补#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

生物降解性#不易引起毒性反应*炎症及异物反应%流动性非常

好#能良好封闭侧支根管#并且受固化时间影响小%能够诱导羟

基磷灰石的形成#使其与牙本质和牙胶结合严密#且凝固后可

产生
)(%X

的膨胀'

*

)

+由于
K+@@;!4

糊剂能够很好地提高根

尖的封闭性能#故本研究选用
K+@@;!4

糊剂作为根管充填

材料+

虽然根管充填糊剂的应用使根管治疗的根尖封闭效果得

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根管治疗仍存在一定的失败率+根管治

疗成功的关键在于对解剖性根尖
%""

范围内的根管的严密

充填'

3

)

+常用的根管充填方法有侧方加压充填法和垂直加压

充填法+传统的冷侧压法不易将根管的弯曲裂隙充填严密+

热牙胶垂直加压充填法利用了加热牙胶的流动性#以垂直方向

的压力将牙胶压入不规则的间隙及交通支内#获得了良好的三

维充填效果#减少了由于充填不严密造成的治疗失败+

A#:D

$9"K<

等'

R

)研究发现#单尖充填法具有良好的根尖封闭性#与

侧方加压充填法的区别在于根尖
%""

处所需的糊剂量较多+

肖喜梅等'

*

)用
K+@@;!4

糊剂进行侧方加压法和单尖法充填#

发现二者的根尖微渗漏无差异+因而#本研究采用的根管充填

方法为
K+@@;!4

单尖法与热牙胶垂直加压$下转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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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L

浓度与色原变化成正比+

众所周知#

A<K=$9<

法易受还原性药物$维生素
5

*还原性

谷胱甘肽*羟苯磺酸钙等&的干扰#使结果假性偏低#此类问题

已多有报道'

3

)

%而内源性氨是紫外酶法的潜在干扰源'

R

)

+从实

际情况分析#还原性药物的干扰更为常见#因此#本研究认为实

验室应优先选择采用紫外检测的循环酶法+

从本文的结果可以看出#循环酶法的检测精密度优于化学

发光法#这与文献报道一致'

ED')

)

+线性范围验证为
0()

#

0)()

$

"@?

"

-

#最大稀释倍数为
%)

倍#高于试剂盒声明的
')

倍%得

益于其紫外速率法的检测原理#该试剂盒具有较好的抗干扰能

力+与我科现有的化学发光法比较#具有良好相关性#其相关

系数
A

均大于
)(E30

#在医学决定水平处的系统偏倚临床可以

接受+有相关文献用循环酶法与荧光偏振免疫法相比较结果

无明显差别'

R

)

#杨云帆'

''

)用另一种国产的循环酶法试剂与传

统的高效液湘色谱法$

,4-5

&进行了比对相关性良好#说明国

产试剂盒结果可靠#可满足临床测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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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结合#从而保证根管充填后根尖封闭的效果+

根管壁适度的湿润有助于维持牙本质表面胶原纤维网的

原始结构#利于根管充填糊剂和根管壁的结合+联合采用根管

内负压吸引器与传统纸尖法#通过负压吸引技术能够增强冲洗

效果#形成根管湿润状态+在湿润状态下#

K+@@;!4

糊剂和蓬

松的牙本质胶原纤维网形成紧密的嵌合关系#从而降低了微渗

漏+亚甲基蓝渗透实验及扫描电镜观察结果显示#根管壁适度

的湿润度明显改变了
K+@@;!4

糊剂的根尖封闭性能#但糊剂

与牙本质间仍存在细微的间隙#与肖喜梅等'

*

)的研究结果一

致+

[@::9G

等'

E

)认为#

K+@@;!4

糊剂固化膨胀率极低#且与牙

本质间产生的化学性粘结使糊剂与牙本质间产生完全无缝隙

的结合+本研究中#湿润组的糊剂与牙本质间虽然存在细微的

间隙#但可发现部分糊剂进入牙本质小管内#与
[@::9G

等'

E

)的

观点相近+

综上所述#在预备处理方法*根管充填材料及方法等可控

因素相一致的前提下#根管充填前保持根管壁适度的湿润度#

可达到更好的根管充填后的根尖封闭效果+此外#本研究中根

管充填后的纵剖图进一步证实所选用的离体牙不存在根管内

吸收及牙根隐裂等实验干扰因素+因此#在根管充填前营造根

管湿润状态有利于保证
K+@@;!4

糊剂的根尖封闭的效果+本

研究有一定的不足#例如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为离体实验#

因此临床疗效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参考文献

'

'

) 刘晓斌#侯本祥#卫书盛#等
(BP;;#C?@O

根管充填系统根

尖封闭的微渗漏研究'

a

)

(

现代口腔医学杂志#

%))R

#

%%

$

F

&!

&0*D&0R(

'

%

)

S@??@7

#

.@;;KB

#

4<K=KJK

N

KB@?$@=K6

#

9;#?(UIIKJ#J

L

@I

;O@6KAK:

L

:;9":#=$H#=$IK?9:I@<<9"@GK=

11

P;;#D

N

9<D

JH#I@<"<@@;J#=#?:

'

a

)

(Y=;U=$@$a

#

%)'%

#

F0

$

'

&!

'D*(

'

&

) 韩菲
(&

种糊剂根充效果观察'

a

)

(

口腔医学#

%)''

#

&'

$

F

&!

%F'D%F%(

'

F

) 徐培成#钱文昊
(

齿科病例精选'

S

)

(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

出版社#

%)'%

!

%&FD%&3(

'

0

) 樊明文#周学东
(

牙体牙髓牙周病学'

S

)

(

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

%)'%

!

&)*D&)R(

'

*

) 肖喜梅#张春阳#苏凡#等
(

根管充填糊剂根尖封闭性的体

外研究'

a

)

(

口腔材料器械杂志#

%)'F

#

%&

$

%

&!

30D3E(

'

3

)

!#K$,S

#

.P2#<8i(AH99II9J;@I$KII9<9=;:9#?9<

N

?#J9D

"9=;;9JH=K

Q

P9:@=:9#?K=

1

#>K?K;

L

!

#=K=GK;<@:;P$

L

'

a

)

(a

5@=:9<G9/9=;

#

%)'%

#

'0

$

&

&!

%03D%*)(

'

R

)

A#:$9"K<A

#

g9:K?

L

P<;5

#

59

L

H#=?K[A

#

9;#?(UG#?P#;K@=@I

#

N

KJ#?IK??K=

1

#I;9<<@@;J#=#?IK??K=

1

>

L

%$KII9<9=;;9JHD

=K

Q

P9:

'

a

)

(a5#=/9=;7::@J

$

A@<

&#

%))E

#

30

$

&

&!

%)'D%)R(

'

E

)

[@::9G/

#

!;9I#=@GT(59<#"KJ:D>#:9$:9#?9<:#:=9O#?D

;9<=#;KG9:;@ JP<<9=;?

L

P:9$ 9=$@$@=;KJ::9#?9<:

'

a

)

(

+@@;:

#

%))E

#

'

$

'

&!

F'DFR(

$收稿日期!

%)'*D)FD)*

!!

修回日期!

%)'*D)*D%F

&

(

0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R

月第
'&

卷第
'*

期
!

-#>S9$5?K=

!

7P

1

P:;%)'*

!

T@?('&

!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