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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托槽隐形矫治技术与传统固定矫治技术对患者牙周健
康影响的对比研究

刘�杰*

北京众美口腔门诊部��北京��102600

摘�要：目的：无托槽隐形矫治技术与传统固定矫治技术对患者牙周健康影响的对比研究。方法：选取����年��

月a����年�月我院收治的正畸治疗患者��例，按照随机抽取病例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例，对照组患者采用传统

固定矫治技术进行矫正，研究组患者采用无托槽隐形矫治器进行矫正，两组患者均持续治疗�个月，对比两组患者治

疗后矫正效果、治疗前后牙周指标的变化及治疗期间并发症发生率。结果：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牙齿排列、颊舌向倾斜

度、咬合关系总得分与对照组的总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两组患者6�,、�,、3/,分值较

治疗前均降低，且研究组较对照组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治疗期间研究组患者牙龈萎缩、牙根吸收

等并发症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与传统固定矫治技术相比，无托

槽隐形矫治技术具有更高的安全性、舒适性与美观性，且有利于维护患者口腔卫生与牙周健康，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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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现代审美观念的影响，接受口腔正畸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患者迫切希望通过口腔正畸治疗进一步提高面部

美观程度>��。传统唇侧固定矫治器由于精准、高效的优势已得到广大正畸患者与医生的认可。但传统固定矫治器由于

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患者口腔卫生的维护与自洁，进而引起不同程度的牙体与牙周疾病。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越

来越多的患者开始在矫治过程中追求更加美观与舒适的治疗体验，而无托槽隐形矫治器技术在满足患者对美观舒适与

便捷的矫治要求方面明显优于传统固定矫治器>��。但作为全包绕式且需每天佩戴��K以上的矫治器，隐形矫治器也会压

迫患者牙龈，且一定程度上影响患者的口腔清洁与牙周健康。本研究旨在探究无托槽隐形矫治技术与传统固定矫治技

术对患者牙周健康影响，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年��月～����年�月我院接受正畸治疗患者��例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例。其中对照组患者年龄

��a��岁，平均（����������）岁；男��例，女��例。研究组患者年龄��a��岁，平均（����������）岁；男��例，女

��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等临床基础性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进而两组患者可进行对比。本研究已

通过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定并批准通过。诊断标准：参照《临床疾病诊断及疗效判定标准》>��中有关伴有牙周炎错

合畸形的诊断标准。纳入标准：符合上述诊断标准者；未合并其他严重器官疾病者；患者及其家属对本研究均知情同

意。排除标准：自理能力较差，不能定期维护口腔者；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存在精神异常者。

������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固定矫治技术进行矫正。观察组采用无托槽隐形矫治器进行矫正，具体内容如下：取硅橡胶印

模，拍摄口腔�线侧位片和全景片、口内外数码照片，待矫治器制作完成后指导患者试佩戴，每日佩戴��K以上，注意

口腔卫生维护，定期复诊。待最后一付隐形矫治器佩戴完毕达到治疗目标后，继续佩戴�a�个月，磨除附件，压膜保

持器保持。

�����观察指标

*通讯作者：刘杰，����年�月，汉族，天津市，北京众美口腔门诊部，主治医师，研究方向：隐形牙齿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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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矫正效果：应用��2标准测量尺测量患者牙齿排列、颊舌向倾斜度、咬合关系等，并计算最后总得分数。每

项分值范围均为�a�分，总分值为��分，分值越高说明矫正效果越好。②牙周指标：包括龈沟出血指数（6�,）、牙龈

指数（�,）、菌斑指数（3/,），6�,�a�分，�,�a�分，3/,�a�分，�个指标均为分值越低代表矫正效果越好。③并发

症：对比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并发症发生率，包括牙龈萎缩、牙根吸收等。

�����统计学方法

采用6366����对研究对象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数据采用（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表示，使用χ�

对数据进行校验；��������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结果

�����两组患者矫正效果对比

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牙齿排列、颊舌向倾斜度、咬合关系总得分与对照组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见表�。

表1��两组患者矫正效果对比（���，分）

组别 例数 牙齿排列 颊舌向倾斜度 咬合关系 总得分

研究组 �� ��������� ��������� ��������� ����������

对照组 �� ��������� ��������� ��������� ����������

�值 �����

�值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牙周指标对比

治疗后两组患者6�,、�,、3/,较治疗前均降低，且研究组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表2��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牙周指标对比（���，分）

组别 例数
6�, �, 3/,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值 ����� ����� ����� ������ ����� ������

�值 ������ ������ ������ ������ ������ ������

�����两组患者并发症率对比

治疗期间研究组患者牙龈萎缩、牙根吸收等并发症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

表3��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例（%）］

组别 例数 牙龈萎缩 牙根吸收 并发症合计

研究组 �� �（����） �（����） �（����）

对照组 �� �（�����） �（�����） ��（�����）

χ�值 �����

�值 ������

3��讨论

正畸治疗旨在通过矫治器产生作用力使畸形的颌骨、错位的牙齿及牙周支持组织发生变化，从而利于牙颌面正常

生长发育。同时，需帮助患者保护口腔健康，减少对患者口腔软硬组织损伤，维持牙体组织结构完整>��。近年来，随

着人们文化素养水平的提高及对牙齿美观的追求，实施正畸治疗的患者日益增多，固定矫治器虽可帮助患者达到矫正

畸形的目的，但在矫治过程中难以满足患者美观需求。无托槽隐形矫治技术是一种新型的矫正技术，具有舒适、痛

感轻、美观度高等特点。由于隐形矫治器每天需长时间佩戴，且佩戴过程中需完全覆盖牙齿，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患

者口腔清洁。正畸治疗虽可帮助患者达到矫正目的，但会间接或直接损害牙周健康，菌斑形成、滞留是导致患者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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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周疾病的高危因素。固定矫治器技术的疗效显著，但存在以下不足：粘接方式较为特殊，戴上后紧贴牙面，不利于

患者日常清洁口腔，随着时间延长，菌斑会不断堆积，影响患者口腔健康。基于计算机制作技术及软件设计的无托槽

隐形矫治技术，能产生热压膜，在矫治器形态改变后，通过回弹产生的力度纠正错牙合畸形>��。无托槽隐形矫治器不

受患者口内烤瓷牙影响，且对患者日常饮食无特殊要求，清洁口腔时摘下，全面清洁完成后再佩戴，能有效预防牙龈

炎症、龋病、牙周疾病的发生。且对于持续性的牙周与牙体疾病的治疗无托槽和弓丝的干扰，利于维持口腔与牙周的

健康，固定矫治器不能随意摘下，需长期粘接在牙面上，影响患者口腔清洁，且弓丝、托槽还有可能磨损牙周黏膜组

织，增加口腔出血风险，加重患者疼痛不适感。隐形矫治能使患者获得更好的舒适体验，避免不良反应发生，具有较

高的安全性>��。此外，无托槽隐形矫治技术在治疗中基本无传统矫治过程中的紧急情况出现，口腔溃疡和金属的过敏

反应较少；采用间歇性的轻力移动牙齿，减少牙根吸收风险，更换矫治器引起的疼痛较轻；几乎无金属成分，运动中

无风险，具有一定的保还护作用，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较小，且不影响社交。此外，由于是通过电脑进行虚拟治疗，可

有多套可视方案备选，便于患者与医生选择，且结果更具可预测性。无托槽隐形矫治器更有利于患者后期牙周健康状

态的维持，由于无托槽隐形矫治器佩戴后直接对牙冠进行完整覆盖，有效避免因局部受力过度而导致的出血等发生，

且还可自行摘戴，利于清洁。另外，无托槽隐形矫治相对于应用传统固定矫治器患者，其牙周炎复发倾向更大，因此

需要采取长期及更稳定的保持。

4��结束语

综上所述，与传统固定矫治技术相比，无托槽隐形矫治技术具有更高的安全性、舒适性与美观性，且有利于维护

患者口腔卫生与牙周健康，效果显著。

参考文献：

>��杨丽�王海岚�无托槽隐形矫治技术与传统固定矫治技术对患者牙周健康影响的比照观察>-��全科口腔医学电子杂

志������������������

>��黄晓君�方杨�李润意�缪孝金�梁穗琼�无托槽隐形矫治与固定矫治术对辅助正畸患者牙周健康的影响>-��西部医学��

����������������������

>��马锐�高洁�卢存存�葛振林�无托槽隐形矫治器与固定矫治器对牙周状况影响的PHWD分析>-��上海口腔医学�������

���������������

>��帅小欣�对比分析无托槽隐形矫治、传统固定矫治对口腔正畸患者牙周健康的影响>-��智慧健康��������������������

>��林正深�熊国平�黄荣彩�黄晓静�牙周病的无托槽隐形矫治技术研究进展>-��临床口腔医学杂志���������������������

>��孙谋远�黄清波�王孔槐�楼俊佑�蔡莹�周昱�无托槽隐形矫治技术与传统固定矫治技术对正畸患者牙周健康的影响

>-��口腔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