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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调节器和固定矫治技术矫治替牙期反合的疗效及对头影测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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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颌面外科!西安
D!%%%%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替牙期反合患者应用功能调节器和固定矫治技术矫治的疗效及其对头影测量结果的

影响%方法
!

选择
"%!D

年
!

月至
"%!C

年
&

月镇安县医院收治的替牙期反合患者
C&

例进行研究!根据治疗方

式的不同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对照组"

(b$!

$给予固定矫治技术进行矫治!观察组"

(b$"

$给予功能调节器进

行矫治%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的磨牙关系&前牙覆盖的改善状况及头影测量结果%结果
!

观察组前牙覆盖升

高"

'#&&B%#"&

$

..

&磨牙关系升高"

&#'%B%#D%

$

..

!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A

$#治疗后!观察组的上下齿槽座角"

+V*

$&上齿槽座角"

WV+

$&上中切牙角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A

$#观察组的下齿槽座角"

WV*

$&面角"

V?></

$&下中切牙角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A

$%结论
!

在替牙期反合治疗过程中!功能调节器和固定矫治技术具有较好的矫治效果!前者

能够更好地改善上下颌骨关系%

关键词"替牙期#

!

牙齿反合#

!

头影测量#

!

功能调节器#

!

固定矫治技术

中图法分类号"

EDC&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D">F$AA

"

"%!F

$

!">!D$&>%&

!!

替牙期反合形成后难以自行消失#必须进行矫

治#该病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重#因此及早进行矫

治是至关重要的'

!

(

+临床上的矫治主要包括功能性

调节器)牵引#以及固定矫治技术等#均存在各自的优

缺点'

"

(

+因此#本研究为了进一步对比分析替牙期反

合患者应用功能调节器和固定矫治技术矫治的疗效

及其对头影测量结果的影响#特选取
"%!D

年
!

月至

"%!C

年
&

月在镇安县医院$以下简称,本院-&进行治

疗的
C&

例替牙期反合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相关资

料#并对其治疗效果进行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D

年
!

月至
"%!C

年
&

月收治的替牙期反合患者
C&

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

治疗方式的不同分为对照组)观察组+纳入标准'

&

(

!

$

!

&研究目的)治疗方法均被患者家属了解#签署了知

情同意书%$

"

&无牙齿松动#牙周状况良好%$

&

&

h

线检

查显示骨质)牙根正常+排除标准'

$

(

!$

!

&存在相关治

疗禁忌证%$

"

&不能够积极配合本研究+观察组共
$"

例#其中男
"$

例#女
!C

例%年龄
$

"

C

岁#平均

$

'#A!B!#!&

&岁+对照组共
$!

例#其中男
""

例#女

!F

例%年龄
$

"

C

岁#平均$

'#&!B!#%A

&岁+两组患者

性别构成)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A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后实施+

$#/

!

方法
!

对照组给予固定矫治技术进行矫治#即

在第一磨牙处#粘上标准方丝弓带环%在前牙处#粘上

标准方丝弓托槽%在上颌处#应用镍钛丝排齐牙齿%排

齐后#上颌换为不锈钢圆丝#弯制平直丝弓%于侧切牙

远中#弯制垂直开大曲#弓丝末端加阻止曲#弓丝前段

离开前牙#反合解除后#弓丝末端回弯
F%p

#弓丝后段

弯制后倾弯
&%p

#舌倾弯
"%p

+观察组给予功能调节器

进行矫治#即患者戴常规方法制作的功能调节器#试

戴
!

个星期#每日持续戴
!

"

&M

+嘱患者多说话#若

有压痛)磨痛等情况#对功能调节器进行调节+随着

逐渐适应#适当延长功能调节器的佩戴时间+佩戴
!

个月后#除吃饭)刷牙等情况外#每日尽可能持续佩戴

!"M

以上#并在矫治期间#每月复查
!

次+患者的磨

牙关系达到规定要求#且前牙覆盖关系恢复正常后#

患者可取下功能调节器+

$#'

!

观察指标'

A

(

!

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的磨牙关

系)前牙覆盖的改善状况以及头影测量结果+头影测

量结果!上下齿槽座角$

+V*

&#上下颌相对于颅部的

前后位置关系%上齿槽座角$

WV+

&#上颌相对于颅部

的前后位置关系%上颌的长度$

+VW>?4.

&%面角$

V?>

</

&#反映下颌的突缩程度%下齿槽座角$

WV*

&#下颌

相对于颅部的前后位置关系+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WW"%#%

统计学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LBE

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A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比较两组患者磨牙关系)前牙覆盖的改善情

况
!

观察组前牙覆盖升高$

'#&&B%#"&

&

..

)磨牙关

系升高$

&#'%B%#D%

&

..

#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间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磨牙关系&前牙覆盖的改善

!!!

状况比较#

..

%

LBE

$

组别
(

前牙覆盖升高 磨牙关系升高

对照组
$! $#!!B%#"% !#$&B%#$%

观察组
$"

'#&&B%#"&

"

&#'%B%#D%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A

*

&$D!

*

检验医学与临床
"%!F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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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3"%!F

!

U98#!'

!

V9#!"



/#/

!

对比两组患者的头影测量结果
!

对照组)观察

组治疗后的头影测量结果较治疗前均有显著改变%治

疗后#观察组的
+V*

)

WV+

)上中切牙角显著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观察组的
WV*

)

V?></

)下中切牙角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A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头影测量结果比较#

LBE

$

组别
(

+V*

$

p

&

治疗前 治疗后

WV*

$

p

&

治疗前 治疗后

WV+

$

p

&

治疗前 治疗后

V?></

$

p

&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 !#A'B%#!F "#%FB%#A% DC#'"B"#A% DD#C%B"#'& DC#%!B"#'% C%#%'B"#D" C!#'%B&#!' C%#"&B"#!&

观察组
$" !#A%B%#"% &#"DB%#'%

"

DC#F!B"#D" DA#%'B"#F!

"

DD#F&B&#!" C"#A&B&#A!

"

C!#D&B&#%D DC#%"B"#%'

"

组别
(

上中切牙角$

p

&

治疗前 治疗后

下中切牙角$

p

&

治疗前 治疗后

+VW>?4.

$

..

&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 F'#A"B$#&! !%$#A"B&#C" F$#!FB$#D! F!#C"B"#&' &D#"'B"#D" &C#F&B!#'F

观察组
$" F'#"$B$#'% !%D#&!B&#D&

"

F$#"'B$#'& CF#A&B"#C'

"

&D#!FB"#C% $!#"&B!#F%

!!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

!

#

%#%A

'

!

讨
!!

论

!!

替牙期反合是临床上较常见的牙齿畸形#患者常

表现为下颌后退)前牙反覆盖以及轻中度软组织凹面

型等#若患者早期没有及时进行矫正治疗#极易导致

患者颌骨异常生长)发育#甚至导致其发展成骨性畸

形#进而严重影响患者的咀嚼功能#同时对其容貌特

征也有很大的影响#影响其美观'

'>D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观察组治疗后的头影

测量结果较治疗前均有显著性改变%观察组前牙覆盖

升高$

'#&&B%#"&

&

..

)磨牙关系升高$

&#'%B%#D%

&

..

#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A

&%治疗后#观察组的
+V*

)

WV+

)上中切牙

角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观

察组的
WV*

)

V?></

)下中切牙角显著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对于替牙期反合患者

来说#应用固定矫治技术#即于第一磨牙#粘标准方丝

弓带环#并于前牙#粘标准方丝弓托槽#可形成特殊的

局部固定矫治器#显著简化矫治技术#更加有利于替

牙期反合患者的早期固定矫治'

C>F

(

%牙齿排齐后#上颌

换为不锈钢圆丝#弯制平直丝弓#于侧切牙远中#弯制

垂直开大曲#弓丝末端加阻止曲#弓丝前段离开前牙#

可尽快解除反合%而弓丝末端回弯#可使牙弓与上颌

牙成为一整体#避免前牙过分唇倾'

!%

(

+在替牙期#患

者的牙周组织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较为活跃#若固定矫

治技术所施的力量过大#极易导致牙髓坏死)牙根吸

收等不良情况的发生'

!!

(

+固定矫治技术以轻力为则#

通过应用直径较小的圆丝进行矫治#其力量相对较

轻#可在短时间内#改变组织细胞#有利于替牙期患者

牙根的正常发育#达到良好的矫治效果#但对患者上

下颌骨关系的影响不大'

!">!&

(

+功能调节器主要作用

于替牙期反合患者口腔的前庭区#利用唇挡)颊屏#可

遮盖患者的唇颊肌#更好地保护替牙期患者正在发育

的牙列#避免其受到周围肌肉功能的影响#使牙弓)颌

骨得到较好的发育#同时还可以牵拉前庭沟处的骨

膜#进而对其部位的牙槽骨生长有一定的刺激'

!$

(

+在

功能调节器通治疗过程中#其能够适当刺激髁状突软

骨的改建#较好的调整替牙期反合患者的骨形态及其

位置#保证上颌骨能够正常的发育#促进患者上下颌

咬合关系恢复正常#同时功能调节器还通过利用前腭

丝#对上前牙唇向的移位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进而

促使下颌维持在后退状态#有效改善患者的头影测量

结果'

!A

(

+相对于固定矫治技术#功能调节器治疗能够

更好地使前颌骨得到正常发育#改善患者的咀嚼功

能#但其制作相对复杂#再加上异物感明显#患儿有明

显的不适感#影响其正常生活#极易降低患者依从性#

影响疗效+而固定矫治技术能够将不适感降到最低#

不会对患者咀嚼)发音等造成影响#有利于患者接受

治疗#因此#临床上需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选择更有

利的治疗方式'

!$>!A

(

+

综上所述#对于替牙期反合患者来说#在替牙期

反合治疗过程中#功能调节器和固定矫治技术均具有

较好的矫治的效果#前者能够更好地改善上下颌骨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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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分类系统在子宫异常出血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汪遥刚!范秀华&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医院妇产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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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育龄期非妊娠期子宫异常出血"

+ *̂

$原因分类系统"

?+T(>,̀ 1;V

病因分类系统$

在
+ *̂

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C

年
!

月到该院就诊
+ *̂

患者
&%%

例!所有患者

均进行宫腔镜检查并按照
?+T(>,̀ 1;V

病因分类系统进行病因分类%统计
?+T(>,̀ 1;V

病因分类系统下

不同类型病因占比#按照
+ *̂

患者不同临床表现统计
?+T(>,̀ 1;V

病因分类系统分类情况%结果
!

+ *̂

患者子宫结构异常中子宫内膜息肉占比最高"

&A#'Da

$!非结构异常中排卵障碍占比最高"

$$#%%a

$#月经频

发&月经过多患者分类均为
+ *̂>?

#经期延长'经期不规律患者中子宫内膜增生分类为
+ *̂>̀

!且占比最高!为

D"#!Fa

#月经稀少分类均为
+ *̂>̀

#月经稀发患者中增殖期子宫内膜分类为
+ *̂>̀

!且占比最高!为

CC#CFa

#经间期出血患者中宫内节育器分类为
+ *̂>;

!且占比最高!为
$C#$Ca

%结论
!

通过宫腔镜检测并按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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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分类系统分类可有效对
+ *̂

患者病因进行分类分析%

关键词"宫腔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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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分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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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异常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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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异常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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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妇科常见的多发病#有调

查显示美国在
"

年内有超过
"%%%

万女性由于月经紊

乱就诊#其提示患者宫腔已出现病变'

!>"

(

+宫腔内常

见病变包括子宫肌瘤)子宫内膜息肉)子宫内膜病变

等#其中子宫内膜病变受到甾体类激素影响较大'

&>$

(

+

随着近年生活水平提高#糖尿病)高血压等发病率上

升#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也随之上升#从而导致子宫

内膜病变发生率增加+

+ *̂

病因较多#但既往缺乏

统一分类方式#因此国际妇产科联盟$

<;X̀

&在
"%!!

年发布育龄期非妊娠女性
+ *̂

的病因分类系统

$

?+T(>,̀ 1;V

病因分类系统&#用于指导研究及临

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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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腔镜是临床上常用于检测宫腔病变的

方式#可直视宫腔#清晰显示宫腔内病变形态)大小)

血供情况等#检出率较高+基于此#本研究通过采用

宫腔镜检测
+ *̂

患者#并以
?+T(>,̀ 1;V

病因分

类系统进行分类#旨在探究宫腔镜与
?+T(>,̀ 1;V

病因分类系统在
+ *̂

患者中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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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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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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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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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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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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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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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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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标准!$

!

&根据诊断标准确诊

为
+ *̂

患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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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及其家属对本研究知情同

意+排除标准!$

!

&阴道)宫颈疾病导致出血%$

"

&精神

疾病患者%$

&

&由于三苯氧胺)激素代替治疗等导致出

血%$

$

&生殖道急性炎症%$

A

&合并恶性肿瘤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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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肾功能严重障碍者%$

D

&高血压患者%$

C

&血栓性疾

病患者%$

F

&妊娠)产褥期相关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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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功能障

碍者+本研究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及患者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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