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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群尖牙窝区解剖结构和种植技术关系的
P[P6

研究

张?铮;

!孙国霞;

!魏
!

巍;

!谢英遂,

#

"

;4

上海建工医院口腔科
!

,&&&-(

)

,4

上海市同仁医院影像介入科
!

,&&(('

#

!!

摘
!

要"目的
!

利用锥形束计算机断层成像"

P[P6

#对成年人群尖牙窝区解剖结构进行测量分析!为不同

骨面类型的前磨牙区种植提供一定指导$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上海建工医院%上海市同

仁医院口腔科拍摄上颌骨
P[P6

的前磨牙缺失成人患者
;&'

例!根据上下颌的相对位置关系!从矢状方向将侧

貌分为
"

%

(

%

#

类面型
(

类!模拟植入直径分别为
(4(""

和
<4;""

的种植体!分析不同骨面型尖牙窝%种植

体的位置关系$结果
!"

%

(

%

#

类面型第一前磨牙区骨倒凹测量深度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

"

类%

(

类%

#

类面型第二前磨牙区骨倒凹测量深度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不同性别%牙齿是否缺失

尖牙窝区骨倒凹测量深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第一前磨牙区与第二前磨牙区可用骨高度%拟植入种

植体长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不同性别前磨牙区可用骨高度%拟植入种植体长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4&5

#)牙齿未缺失患者可用骨高度%拟植入种植体长度明显大于牙齿缺失患者"

!

$

&4&5

#)男性患者第一

前磨牙%第二前磨牙
3

%

[

%

P

点到牙槽嵴顶的垂直距离明显大于女性"

!

$

&4&5

#)牙齿未缺失患者第一前磨牙%

第二前磨牙
3

%

[

%

P

点到牙槽嵴顶的垂直距离明显大于牙齿缺失患者"

!

$

&4&5

#$结论
!

对于成年患者尖牙窝

区实施牙齿种植术!尤其是
#

类面型患者!术前需利用
P[P6

对于尖牙窝及种植体的位置进行分析!以避免唇

侧穿孔的发生$

关键词"尖牙窝区)

!

解剖)

!

锥形束计算机断层成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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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影像学的飞速发展#临床影像的检查手

段已经不仅仅局限为传统的
f

线片诊断#目前的手段

还包括超声成像'计算机断层成像$

P6

%'磁共振成像

$

.)X

%'锥体束计算机断层成像$

P[P6

%'正电子发射

体层成像$

OZ6

%'数字血管造型术$

R!3

%等多种成像

技术(种植手术前对于手术方式和手术的精准研究

是种植成功的关键)

;

*

(而传统的
f

线片为二维成像#

存在影像放大'解剖结构重叠'扭曲失真等缺点#导致

临床医生无法准确把握种植体的植入位置'方向与深

度进而影响了种植的成功率)

,

*

(

P[P6

是目前最先

进'应用最广泛的口腔临床影像学检查技术#具有空

间分辨率高'辐射剂量低'图像处理方便'经济消耗少

等优势#能够精确地进行三维影像重建#准确显示牙

齿三维形态及微细结构#为种植体的精确植入提供了

一定支持)

(9<

*

(本研究旨在利用
P[P6

对成年人群尖

牙窝区解剖结构进行测量分析#为不同骨面类型的前

磨牙区种植提供一定指导(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研究对象为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上海建工医院'上海市同仁医院口腔科拍摄上

颌骨
P[P6

的前磨牙缺失成人患者
;&'

例#其中男
55

例#女
5;

例#平均年龄$

<<4,S;;4'

%岁(根据上下颌

的相对位置关系#从矢状方向将侧貌分为
"

类面型

$直面型%'

(

类面型$凸面型%'

#

类面型$凹面型%

(

类)

5

*

(其中
"

类面型
((

例#

(

类面型
(5

例#

#

类面

型
(-

例(纳入标准!$

;

%年龄
%

;-

岁&$

,

%前磨牙缺失

时间
$

,

年&$

(

%知情同意(排除标准!$

;

%伴有明显牙

周疾病'外伤及曾进行正畸治疗的患者&$

,

%上颌前牙

区存在骨性缺损或有埋伏牙的患者&$

(

%存在明显牙

列不齐的患者(

$4/

!

方法
!

患者取坐位#采用厂商推荐的投照方法#

保持头部静止拍摄
P[P6

#拍摄时要求眶耳平面与地

平面平行'头和舌保持静止'牙尖交错咬合'无吞咽和

呼吸动作(拍摄采用德国
!A>01#

公司生产的
Y)9

6*YO*Y!f7(R

锥形束
P6

扫描机#

('&o

旋转扫

描#扫描参数为
%;LW

'

-"3

#素体尺寸
;&&

%

"

#曝光

时间
;<4;/

(所有图像原始数据采用
!XRZfX!

软件

进行三维重建#测量尖牙窝区骨倒凹及模拟植入种植

体(尖牙窝区骨倒凹深度测量方法!从矢状方向将图

像定位于前磨牙牙长轴区#辨别骨倒凹最深点
3

'冠

方最突点
[

#并标记出二者之间的中间位置
P

#测量这

(

个位置到牙槽嵴顶的垂直距离#对经过唇侧骨板最

突的两点绘制辅助线#骨倒凹深度即为测
3

点至辅助

线的垂直距离&可用牙槽骨高度为上颌窦底壁到牙槽

嵴顶的垂直距离
*

(模拟植入种植体测量!模拟植入

种植体的直径分别为
(4(""

和
<4;""

#测量颊侧

穿孔时的种植体的长度
+

(所有测量均由同一位有

资深测量经验的人员每隔两周测量
;

次#共测量
(

次#取平均值(

;&'

例患者中第一前磨牙缺失
;;%

颗#

第二前磨牙缺失
:(

颗(

"

类面型
((

例#

;(,

个牙位&

(

类面型
(5

例#

;<&

个牙位&

#

类面型
(-

例#

;5,

个

牙位(

$4'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4&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BS<

表示#两组组间比较采用

4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2b9

M

检验#以
!

$

&4&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4$

!

不同面型患者尖牙窝区骨倒凹测量深度比较
!

"

'

(

'

#

类面型第一前磨牙区骨倒凹测量深度之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

"

'

(

'

#

类面型第二

前磨牙区骨倒凹测量深度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4&5

%(

"

类面型第一前磨牙区与第二前磨牙区

骨倒凹测量深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

(

'

#

类面型的第一前磨牙区与第二前磨牙区骨倒凹测量

深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4&;

%(见表
;

(

表
;

!!

不同面型患者尖牙窝区骨倒凹测量深度

!!!

比较#

BS<

%

""

$

项目
"

类面型
(

类面型
#

类面型

第一前磨牙
<4<S&4: (4:S&4%

"

54(S;4&

"/

第二前磨牙
(4;S&4- ,4%S&4%

"

<4&S&4:

"/

4 :4%<5 :4<;& :45&(

! &4&&& &4&&& &4&&&

!!

注!与
"

类面型相比#

"

!

$

&4&5

&与
(

类面型相比#

/

!

$

&4&5

/4/

!

尖牙窝区骨倒凹测量深度与性别的关系
!

不同

性别尖牙窝区骨倒凹测量深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4&5

%(见表
,

(

表
,

!!

尖牙窝区骨倒凹测量深度与性别的关系#

BS<

%

""

$

项目
'

深度
4 !

第一前磨牙 男
;;& <45S&4- &4-,5 &4,&(

女
;&, <4'S&4:

第二前磨牙 男
;;& (4(S&4- &4,<; &4-;'

女
;&, (4(S&4:

/4'

!

尖牙窝区骨倒凹测量深度与牙齿是否缺失的关

系
!

牙齿缺失与未缺失的尖牙窝区骨倒凹测量深度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见表
(

(

/41

!

可用骨高度及拟植入种植体长度与性别的关

系
!

第一前磨牙区与第二前磨牙区可用骨高度'拟植

入种植体长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不同性

别前磨牙区可用骨高度'拟植入种植体长度差异无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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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

!

'

&4&5

%(见表
<

(

表
(

!!

尖牙窝区骨倒凹测量深度与牙齿是否缺失的

!!!

关系#

BS<

%

""

$

项目
'

深度
4 !

第一前磨牙 缺失
;;% <4<S;4& ;4;&( &4;&<

未缺失
:5 <4'S&4-

第二前磨牙 缺失
:( (45S&4- &4,<; &4&%(

未缺失
;;: (4,S&4:

表
<

!!

可用骨高度及拟植入种植体长度与性别的

!!!

关系#

BS<

%

""

$

项目
'

可用骨高度
拟种植长度

$直径
(4(""

%

拟种植长度

$直径
<4;""

%

第一前磨牙 男
;;& ;;4'S,45 :4:S;4: -45S;4%

女
;&, ;;4<S,4( :4'S;4- -4(S;4'

第二前磨牙 男
;;& :45S,4(

"

%4:S;4-

"

'45S;4<

"

女
;&, :4,S,4&

"

%4-S;4'

"

'4(S;4<

"

!!

注!与同性别第一前磨牙比较#

"

!

$

&4&5

/42

!

可用骨高度及拟植入种植体长度与牙齿是否缺

失的关系
!

牙齿未缺失患者可用骨高度'拟植入种植

体长度明显大于牙齿缺失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4&5

%(见表
5

(

表
5

!!

可用骨高度及拟植入种植体长度与牙齿是否

!!!

缺失的关系#

BS<

%

""

$

项目
'

可用骨高度
拟种植长度

$直径
(4(""

%

拟种植长度

$直径
<4;""

%

第一前磨牙 缺失
;;% ;&4-S,4, :4;S;4' %4-S;4%

未缺失
:5 ;,4<S,45

"

;&4'S;4%

"

-4-S;4-

"

第二前磨牙 缺失
:( -4-S;4: %4(S;45 54:S;4(

未缺失
;;: :4-S,4;

"

-4(S;4'

"

'4-S;4<

"

!!

注!与同组牙齿缺失患者相比#

"

!

$

&4&5

/4)

!

不同性别患者
3

'

[

'

P

点到牙槽嵴顶的垂直距

离
!

男性患者第一前磨牙'第二前磨牙
3

'

[

'

P

点到

牙槽嵴顶的垂直距离明显大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4&5

%(见表
'

(

/4.

!

牙齿是否缺失患者
3

'

[

'

P

点到牙槽嵴顶的垂

直距离
!

牙齿未缺失患者第一前磨牙'第二前磨牙

3

'

[

'

P

点到牙槽嵴顶的垂直距离明显大于牙齿缺失

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见表
%

(

表
'

!!

不同性别患者
3

&

[

&

P

点到牙槽嵴顶的垂直距离#

BS<

%

""

$

项目
' 3

点到牙槽嵴顶的垂直距离
[

点到牙槽嵴顶的垂直距离
P

点到牙槽嵴顶的垂直距离

第一前磨牙 男
;;& ;-4<S(4( ;;4(S,4' <4&S;4,

女
;&, ;'4;S(4,

"

:4:S,4<

"

(4(S;4&

"

第二前磨牙 男
;;& ;54&S(4( -45S,4, (4;S&4:

女
;&, ;(4,S(4;

"

%4;S,4;

"

,45S&4-

"

!!

注!与同组男性患者相比#

"

!

$

&4&5

表
%

!!

牙齿是否缺失患者
3

&

[

&

P

点到牙槽嵴顶的垂直距离#

BS<

%

""

$

项目
' 3

点到牙槽嵴顶的垂直距离
[

点到牙槽嵴顶的垂直距离
P

点到牙槽嵴顶的垂直距离

第一前磨牙 缺失
;;% ;'4&S(4( :4'S,4( (4;S;4&

未缺失
:5 ;:4(S(4<

"

;,4;S,45

"

<4(S;4,

"

第二前磨牙 缺失
:( ;(4;S(4& '4%S;4: ,4<S&4%

未缺失
;;: ;54&S(4(

"

-4-S,4(

"

(4,S;4&

"

!!

注!与同组牙齿缺失患者相比#

"

!

$

&4&5

'

!

讨
!!

论

!!

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口腔种植技术得以迅速

发展#口腔种植修复已逐渐代替传统修复技术成为牙

列缺失的首选治疗方案)

'

*

(牙槽骨具有固定与支持

牙齿的作用(在牙槽骨内以良好的方向植入牙齿种

植体是口腔种植技术成功的基础与前提)

%

*

(但是尖

牙窝天然骨凹陷'上颌骨质疏松'前牙唇侧骨板凹陷

等多种颌骨结构特征因素导致种植可用的骨高度与

宽度不足#对于种植体植入位置的选择存在着一定影

响#使种植体的稳定性受到影响)

-

*

(手术之前对患者

进行详细术前检查#手术过程中进行细致的手术#以

恰当的三维方向植入种植体是种植技术成功的前

提)

:

*

(近年来
P[P6

在口腔颌面部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它能够精确地进行三维影像重建#术前经过详细

测量分析#对缺牙区域三维形态及周围微细的解剖结

构进行分析#根据个体需求选择合适的种植体#有助

于种植体的精确植入)

;&

*

(

尖牙窝区位于眶下孔下方#向窦腔凹陷#位于前

磨牙根尖的上方#为上颌窦手术的入口)

;;

*

(在临床上

实施上颌前磨牙区牙齿种植时容易忽略骨凹的存在#

导致唇侧骨皮质穿孔)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

'

(

'

#

类面型前磨牙区骨倒凹测量深度之间差异明显#其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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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面型前磨牙区骨倒凹测量深度最大#因而在行牙

齿种植术时应提高警惕避免唇侧骨穿孔(该结果可

能与
#

类面型的患者上颌骨的发育不足有一定关系(

此外#本研究结果显示
(

类面型前磨牙区骨倒凹测量

深度较小#与文献)

;(

*报道结果基本一致(

限制上颌第一前磨牙种植的主要因素是尖牙窝

区骨倒凹和可用骨高度)

;<

*

(因而在实施前磨牙种植

术时#行
P[P6

对尖牙窝区骨倒凹的解剖结构进行分

析是非常有必要的(本研究中不同性别'牙齿是否缺

失对尖牙窝区骨倒凹测量深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4&5

%#该结果可能是由于成年患者上颌骨已经

较为稳定有一定关系(此外#第一前磨牙区与第二前

磨牙区可用骨高度'拟植入种植体长度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4&5

%&第二前磨牙的可用骨高度比第一前

磨牙更低#这是因为上颌窦底至第二前磨牙距离更

短(不同性别前磨牙区可用骨高度'拟植入种植体长

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牙齿未缺失患者可

用骨高度'拟植入种植体长度明显大于牙齿缺失患者

$

!

'

&4&5

%#该结果是由于牙齿缺失后#上颌骨被吸

收#因而影响了种植可用高度(

本研究中男性患者第一前磨牙'第二前磨牙的

3

'

[

'

P

点到牙槽嵴顶的垂直距离明显大于女性#与文

献)

;5

*报道结果一致(该结果可能与男性比女性的

颌骨高度更高有一定关系(而牙齿未缺失患者第一

前磨牙'第二前磨牙的
3

'

[

'

P

点到牙槽嵴顶的垂直

距离明显大于牙齿缺失患者#这与牙齿缺失后#牙槽

嵴顶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吸收有关(

综上所述#对于成年患者尖牙窝区实施牙齿种植

术#尤其是
#

类面型患者#术前需利用
P[P6

对于尖

牙窝及种植体的位置进行分析#以避免唇侧穿孔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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