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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恒牙列骨性
!

类错牙合患者单纯正畸掩饰性治疗前后牙合平面'下颌平面的变化及其

相关关系& 方法!回顾性分析 "' 例恒牙列骨性
!

类错牙合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 >?@角平均" (*A** B

"A1)#C$D?,EF角平均"*1A21 B)A%$#C& 拔下颌左右第二或第三恒磨牙$配合下颌颊棚区微种植体支抗或多

曲方丝弓技术矫治$比较矫治前后G线头影测量指标变化情况$分析矫治前后牙颌颅面变化与牙合平面'下颌

平面变化的相关关系& 结果!矫治后 >?@角平均增大""A1$ B"A2'#C%HFF,IJ平均减小"'A%* B'A$'#C$

IJ,HF平均减小了"'A'# B'A"*#C$矫治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K&A&##%HF>,HFF'IJ,EF'D?,EF矫

治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A&##&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前面高'前下面高变化与下颌平面变化之间

存在正相关关系"!K&A&##& 结论!恒牙列骨性
!

类错牙合患者经过合理的支抗设计$可以得到良好的矫治$

患者正侧貌也可一定程度改善$牙合平面及下颌平面也可以得到较好控制&

!!"关键词#!骨性
!

类错牙合%!牙合平面%!下颌平面%!正畸掩饰性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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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性
!

类错牙合是口腔正畸临床常见错牙合畸形$

严重的骨性
!

类错牙合会对患者口颌系统功能及正侧

貌形态造成不良影响$甚至影响患者的心理健康$故

患者矫治愿望迫切& 由于伴有颌骨矢状及垂直向严

重不调$此类错牙合矫治难度大$应该首选正畸,正颌

联合治疗& 但是$不少患者因考虑正颌手术风险'并

发症及相对高额的治疗费用而自愿选择采取单纯正

畸掩饰性矫治& 本研究拟通过 "' 例单纯正畸掩饰

性治疗的恒牙列
!

类骨面型患者矫治前后 G线头

影测量数据$了解其牙颌颅面软硬组织结构变化及

与牙合平面'下颌平面变化间的相关关系$为正畸临床

提供参考&

?6对象与方法

?@?6研究对象6选取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正畸科接受单纯正畸掩饰性治疗的
!

类骨面型患者

"'例$年龄 "1 c'%"''A2& B)A12#岁$平均疗程"'"A2) B

*A"%#个月& 纳入标准!""#上下颌牙列完整"第三

磨牙除外#$前牙对刃'反牙合或开牙合$双侧磨牙完全近

中关系%"'#

!

类骨面型! (#A#C

!

>?@角
!

("C$

'%C

!

下颌平面角"D?,EF#

!

))C%"*#矫治后前牙

反牙合解除$前后牙咬牙合关系良好$正'侧貌得到改善$

牙根'牙周组织及颞下颌关节未出现异常$口腔不良

习惯得到矫治& 排除标准!""#口腔及颌面部外伤

史'手术史%"'#正畸或正颌手术史%"*#药物'金属

过敏史及全身性系统性疾病史%")#严重的龋病及

多生牙%"##明显的颞下颌关节病&

?@A6方法

"A'A"!矫治方法!应用直丝弓矫治技术"&A&''英寸

系统标准网底直丝弓托槽$杭州新亚齿科材料有限

公司#拔下颌左右第三恒磨牙或左右第二恒磨牙&

"&例配合下颌颊棚区微种植体支抗"Ed>#患者$于牙

列排齐牙弓整平后$弓丝换至 &A&"%英寸e&A&'#英寸

不锈钢方丝时$在下颌颊棚区植入 Ed>$种植钉为

"A# --e"& --不锈钢接骨螺钉"台湾亚太医疗器

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在种植钉与下颌弓丝前牙

区牵引钩之间加橡皮链牵引$牵引力 '&& c'#& VO侧$

牵引整个下牙列远中移动$直至前牙反牙合解除$尖'

磨牙中性关系& 对伴前牙开牙合的高角患者$上颌颧

牙槽嵴部位还需种植Ed>$用以压低上颌磨牙& 对不

同意种植钉植入治疗的 '例患者$采用下颌多曲方丝

弓"E+>̂ #技术矫治(")

$用 &A&"2 英寸e&A&'' 英寸

不锈钢方丝弯制 E+>̂ $在下颌 E+>̂ 的第一个

+f,型曲与上颌磨牙颊管牵引钩之间用 *O% 牵引橡

皮圈做
!

类颌间牵引"') 9 连续牵引$橡皮圈每天

一换$每次一根#& 所有患者矫治'保持期间均需配

合肌功能训练"包括+舌肌上抬,'+咀嚼肌加强,'

+口角上抬,等#&

"A'A'!评价指标!评价指标见图 "$评价指标说明

见表 "&

图 "!评价指标示意图

表 "!评价指标说明

"AD?>!代表上颌相对于颅部的矢状向位置关系

'AD?@!代表下颌相对于颅部的矢状向位置关系

*A>?@!代表上下颌基骨间以鼻根点为参照的前后向位置关系

)AD?,EF!EF平面相对于 D?平面的倾斜度

#AIJ,EF!EF平面相对于IJ平面的倾斜度

2AHF>,IJ!前牙合平面与IJ平面的前下交角$代表前牙合平面的倾
斜度

1AHFF,IJ!后牙合平面与IJ平面的前下交角$代表后牙合平面的倾
斜度

%AHF>,HFF!前牙合平面与后牙合平面的前交角$代表上颌牙合平面的
曲度

$AIJ,HF!功能牙合平面与IJ的前下交角

"&A?,ET!从鼻根点至颏下点的实际距离

""A>?D,ET!前鼻嵴点到颏下点的垂直距离

?@B6统计学方法6应用 DFDD"1A&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B标准差"

"

GBC#表示$矫

治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7检验$符合正态分布数据的

相关性分析采用 FT.ZQ7< 相关性分析$否则采用

DXT.Z-.<秩相关分析& !K&A&#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6结果

A@?6"' 例骨性
!

类错牙合患者矫治前后颌骨矢状向

及前面高部分测量结果比较!矫治后 D?>'>?@增

大$D?@减小$矫治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K

&A&##& 治疗后?,ET'>?D,ET虽有增大$但与矫治

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A&##& 见表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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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例骨性
!

类错牙合患者矫治前后颌骨矢状向及

! !前面高部分测量结果比较!

"

GBC"

测量项目 矫治前 矫治后 矫治前后变化 7 !

D?>"C# 1$A)2 B*A*) %&A)2 B*A#' "A&& B&A%* )A"$# &A&&"

D?@"C# %'A1$ B*A#* %"A$' B*A2% (&A%% B"A*# ('A')) &A&)2

>?@"C# (*A** B"A1) ("A#) B"A*2 "A1$ B"A2' *A%)& &A&&*

?,ET"--# ""$A)' B1A'& "'&A&& B1A"$ &A#% B"A') "A2'$ &A"*"

>?D,ET"--# 21A#& B#A*$ 2%A&) B#A'2 &A#) B&A$' 'A&)$ &A&2#

A@A6"' 例骨性
!

类错牙合患者矫治前后牙合平面及下

颌平面变化情况比较!矫治后 HFF,IJ平均减小了

"'A%* B'A$'#C$IJ,HF平均减小了"'A'# B'A"*#C$矫

治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K&A&##& HF>,IJ'

HF>,HFF'IJ,EF'D?,EF矫治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L&A&##& 见表 *&

表 *!"' 例骨性
!

类错牙合患者矫治前后牙合平面及

! !下颌平面变化情况比较!

"

GBC"

测量项目 矫治前 矫治后 矫治前后变化 7 !

HF>,IJ"C# "&A'" B*A*1 1A$' B*A)# ('A'$ B)A)' ("A1$# &A"&&

HFF,IJ"C# "#A"1 B*A2" "'A** B*A## ('A%* B'A$' (*A*2) &A&&2

HF>,HFF"C# 2A$2 B#A%* 2A"* B*A)) (&A%* B2A*$ (&A)#' &A22&

IJ,HF"C# "&A)2 B*A)* %A'" B'A1) ('A'# B'A"* (*A22# &A&&)

IJ,EF"C# '$A1# B*A%' '$A$' B)A1) &A"1 B"A2) &A*#' &A1*'

D?,EF"C# *1A21 B)A%$ *1A%% B#A)' &A'" B"A*1 &A#'2 &A2"&

A@B6"' 例骨性
!

类错牙合矫治前后下颌平面与牙合平

面及面高的相关性分析结果!相关性分析结果显

示$矫治前后前面高'前下面高分别与IJ,EF'D?,EF

呈正相关"!K&A&##& 见表 )&

表 )!"' 例骨性
!

类错牙合矫治前后下颌平面与牙合平面及

! !面高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测量项目
矫治前 矫治后

< ! < !

HF>,IJOIJ,EF &A)1% &A""2 &A*"" &A*'#

HF>,IJOD?,EF &A'$' &A*#1 &A")& &A22*

HFF,IJOIJ,EF &A&12 &A%"# &A")' &A2#$

HFF,IJOD?,EF &A&&$ &A$1$ (&A&** &A$"$

HF>,HFFOIJ,EF (&A)2& &A"*' &A')* &A))2

HF>,HFFOD?,EF (&A)#% &A"*) (&A&'* &A$))

IJ,HFOIJ,EF &A'%& &A*1% &A*'& &A*""

IJ,HFOD?,EF &A'*# &A)2* &A""% &A1"#

>?D,ETOIJ,EF &A%'# &A&&" &A%&& &A&&'

>?D,ETOD?,EF &A2'# &A&*& &A1&% &A&"&

?,ETOIJ,EF &A%$1 &A&&& &A%%1 &A&&&

?,ETOD?,EF &A1)& &A&&2 &A1$2 &A&&'

A@C6典型病例6患者$女$"$ 岁$于 '&"#,"" 在广西

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诊断+地包天,$要求单纯正畸

矫治+地包天,$改善面部美观& 临床检查!凹面型$

面下 "O* 过长$下颌体长$上颌发育不足$下颌前突$

前'后牙反牙合$前牙几近开牙合& 诊断!安氏
!

类前后

牙反牙合$高角
!

类骨面型$上颌后缩$下颌前突& 矫

治方法!拔下颌左右第二磨牙及上颌左右第三磨牙$

直丝弓技术配合上颌颧牙槽嵴及下颌颊棚区 Ed>$

压低上颌磨牙$牵引下牙弓整体远中移动$解除前牙

反牙合$建立正常覆牙合覆盖$达到尖磨牙中性关系$矫

治'保持期间配合+舌肌上抬,肌功能训练& 矫治时

间 "$ 个月$保持 $ 个月后复查疗效稳定& 矫治前后

矢状向有所改善">?@角增大 'C#%下颌平面基本得

到控制$牙合平面较矫治前平坦& 见图 ' c#&

!

"

正面面像%

#

侧面面像%

$

正面牙合像%

%

右侧侧面牙合像%

&

左

侧侧面牙合像

图 '!矫治前面牙合像

!

"

正面面像%

#

侧面面像%

$

正面牙合像%

%

右侧侧面牙合像%

&

左

侧侧面牙合像

图 *!矫治后面牙合像

!

"

矫治前 G线头影侧位%

#

矫治后 G线头影侧位片%

$

矫治前

曲面体层片%

%

矫治中曲面体层片%

&

矫治后曲面体层片

图 )!矫治前中后G线片所见

!

"

正面面像%

#

侧面面像%

$

正面牙合像%

%

右侧侧面牙合像%

&

左

侧侧面牙合像

图 #!保持 $ 个月后面牙合像

B6讨论

B@?6本研究患者的选择是基于骨性
!

类错牙合矫治

具有+迫切性'复杂性'反复性'疗效稳定性难以预

测,的特点(')

$目的是为尽可能排除生长发育对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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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的影响& 重度骨性
!

类错牙合除存在上下颌骨

矢状向不调外$还常伴上下颌骨垂直向不调问题$如

!

类高角骨面型患者$由于其牙合平面'下颌平面倾斜

度大$矫治中不仅支抗容易丢失$影响矫治因素多$难

度大$疗效维持也相对困难& 本研究纳入病例均自愿

选择单纯正畸掩饰性治疗$且矢状向'垂直向不调经

初步临床研究可纳入单纯正畸掩饰性治疗范畴(*)

&

B@A6本组病例矫治后患者正侧貌均得到了一定程

度改善$>?@角平均增大了 "A1$C%HFF,IJ'IJ,HF

平均分别减小了 'A%*C和 'A'#C$矫治前后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K&A&##%矫治后 D?,EF'IJ,EF虽有增

加$但矫治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A&##$表明

下颌平面得到了较好的控制%相关性分析表明前下

面高与下颌平面角间呈正相关关系$提示临床矫治

!

类高角骨面型患者需注意控制后牙高度'防止下

颌平面顺时针旋转以及由此产生的面型改善问题和

疗效稳定性问题&

B@B6既往研究表明牙合平面不仅与错牙合机制有关()$#)

$

在咬牙合功能'咬牙合关系建立'矫治疗效稳定及面型美

观等诸多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2 c%)

& 下颌平面角

是反映垂直面型及下颌骨旋转方向的重要指标($)

&

既往研究表明下颌平面角与后牙高度'牙合平面倾斜

度及面高之间存在相关性()$"&$"")

$尤其对高角骨面

型病例$因其下颌平面高陡$常伴开牙合或开牙合倾向$

矫治中更应避免使用可能导致磨牙伸长$牙合平面'下

颌平面倾斜的治疗方法&

B@C6本组病例矫治后能达到功能牙合平面'后牙合平面

倾斜度减小'下颌磨牙直立$上下磨牙无明显伸长的

矫治结果$与配合使用了 Ed>及 E+>̂ 有关& 下

颌颊棚区种植支抗因牵引力方向接近下前牙抗力中

心$有竖直'远中倾斜下磨牙'整体远移下牙列和牙合

平面逆时针旋转的作用$同时也能较有效控制下颌

磨牙垂直高度(*)

%而 E+>̂ 配合
!

类颌间牵引$有

近中移动上牙列'远中移动下牙列及在牙弓中获得

间隙$逆时针旋转牙合平面等利于骨性
!

类错牙合矫治

的作用("' c"))

$但对
!

类高角骨面型病例$常规
!

类

颌间牵引有导致上磨牙伸长的可能$应配合上后牙

种植支抗做
!

类颌间牵引& 另外$还应注意异常肌

力对此类错牙合矫治及疗效稳定性的影响$本组病例

均常规配合+舌肌上抬,'+咀嚼肌加强,肌功能训

练("#)

$应该也对下颌平面稳定'后牙垂直高度控制

及疗效稳定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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