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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管治疗次数对牙髓牙体病患者的疗效

温存娟

华北理工大学 天津市 300143

研究根管治疗次数对牙体牙髓病患者的治疗效果及临床医学价值。方法：对2018年1月至2020年1

月120例牙体牙髓病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治疗方法不同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60例。对照组患

者接受多次根管治疗，观察组患者仅接受一次根管治疗，比较两组治疗总有效率、炎症减少状况、咀嚼功能变化以及

并发症发生率。结果：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93.33%，高于对照组的83.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观察

组咬合力为（136.41±13.64）kg，咀嚼效率为93.33%，均高于对照组的（109.32±10.86）kg和81.67%，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 ）。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结论：牙髓病患者应用一次

性根管充填治疗技术，疼痛度较轻，疗效及安全性更高，复发率更低，远期疗效显著，临床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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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牙体牙髓病（ ）是口腔科常见疾

病，以龋病、牙髓炎等最为常见，其病因多与细菌感

染、化学及物理刺激等因素有关，可影响患者的牙齿咬

合及咀嚼功能，给患者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1]。当

前，一次性根管治疗已成为牙髓疾病的主要治疗方法。

本方案可通过牙科清洗、根管充填和冠封等途径达到治

疗周围性病变的目的。但研究表明，一次性应用单向根

管充填治疗虽然能达到理想的充填效果，但在改善口腔

购买功能方面却没有明显优势[2]。本研究以我院内源性疾

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一次性根管充填治疗内源性疾

病的临床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120例牙体牙髓病患者

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治疗方法不同将患者分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60例。对照组男性36例，女性24

例；年龄20～62岁。观察组男性32例，女性28例；年龄

22～65岁。所有患者或家属均知情并签署同意书。两组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

比性。纳入标准：经X射线检查确诊为牙体牙髓病患者

并接受根管治疗的患者[3]。排除标准：合并免疫系统疾病

者；疑难根管治疗，根尖周炎急性期等；重要脏器功能

存在障碍者。

*通讯作者：温存娟 年5月 女 汉族，现就职于

天津河北区东和门诊部 研究方向：口腔内科

方法

治疗前，对所有患者的牙齿进行x线片检查，明确评

估了受影响根管的数量和方向，以确保根内没有骨折、根

断裂等。观察组患者均采用单根管充填治疗。手术方法如

下:局部麻醉后，患者牙齿迅开髓，冠髓和牙根髓全部切

除。精确测量患牙的根管的长度。用过氧化氢和生理盐水

冲洗根管，注意其替代用途。擦干根管，用消毒纸从根管

中吸干冲洗液体和出渗物。根管内填充完成牙胶尖和根管

充填糊剂。对受影响牙齿进行了x线检查，充分了解患牙

根管充填情况，并指示患者在根管充填7天后及时来院进

行进一步检查。如果病人有明显的不适症状，有必要及时

进行症状治疗。如果没有其他症状的话，可以尽快利用全

瓷氧化锆或金属烤瓷冠修复术修复。对照组患者采用各种

根管填料进行治疗，手术方法如下:局部麻醉后，患者牙齿

迅速开髓，牙冠冠髓和牙根根髓有效及时切除。用过氧化

氢和生理盐水彻底冲洗根管。擦干根管并用消毒纸吸干根

管中冲洗和渗出的液体。暂封窝洞用氧化锌跳过。

天后，病人来院重新检查，准确测量根管长度，方便了根

管的快速预备。在髓室封上CP棉球。七天后，告知病人

必须及时来院重新检查。如果病人的牙齿疼痛严重，或者

检查者在重新检查时，根管内出现炎性渗出物，则必须重

新做根管预备，7天后病人必须再次来院接受后续治疗。

确保病人的牙齿没有明显不适感，用牙胶尖和填充糊剂填

充根管。用x光片进一步检查病人的牙齿，仔细观察根管

的填充情况。嘱患者在根管充填7天后及时去医院重新检

查。如果病人的不舒适症状严重，及时采取症状治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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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患者没有感到不适，则应利用全瓷氧化锆和金属烤瓷冠

修复术修复。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咀嚼效率及并发症发生

率。治疗效果分为显效、有效和无效，治疗总有效率＝

（显效＋有效）/总例数×100％[4]。咀嚼功能恢复情况

（咬合痛感）通过艾动咬合力测定仪获得咬合力数值。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对研究对象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计量数据采用( ±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表示，使

用χ2对数据进行校检；P 0.05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93 .3 3%，高于对照组的

83.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见表1。

表1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60
22

（36.67）

28

（46.67）

10

（16.67）
50（83.33）

观察组 60
38

（63.33）

18

（30.00）
4（6.67） 56（93.33）a

两组患者咀嚼功能评估比较

观察组咬合力和咀嚼效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 ），见表2。

表2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咀嚼功能评估比较 [x±s，n

（%）]

组别 例数 咬合力（kg） 咀嚼效率

对照组 60 109.32±10.86 49（81.67）

观察组 60 136.41±13.64 56（93.33）

t/χ2值 3.986 15.829

P值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对照组炎症、牙龈疼痛、咬合不适发生率分别为

10.00%（6/60）、13.33%（8/60）、6.67%（1/60），

并发症发生率为25.00%（15/60）；观察组炎症、牙龈

疼痛、咬合不适发生率分别为3.33%（2/60）、6.67%

（4/60）、1.67%（1/60），并发症发生率为11.67%

（7/60）。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

3 讨论

牙体牙髓病是口腔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可发生于

任何年龄段，不仅会影响患者口腔及牙齿的美观，还会

影响牙齿咀嚼功能，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目前，根管

治疗是牙体牙髓病最常用、最有效的方法，主要采用专

门的器械与手段进行消毒、预备、填充，从而达到控制

感染、预防再感染、促进牙体牙髓病愈合的目的[5]。多

次法、一次性根管法均是根管治疗常用的手术手段，前

者通常需要多次进行封药、拔髓、消毒及根管填充等操

作，后者可一次性完成患者整个消毒、拔髓及根管填充

过程，相比于多次法，对患者损伤更小[6]。近年来，随人

们口腔健康意识逐渐提升，一次性根管治疗已成为当前

临床应用较为广泛的治疗方法，通过对患者开展开髓、

拔髓、根管预备、冲洗、清理、封管、填充等操作，除

能有效控制患者病情持续进展外，还能避免发生二次重

复感染，减轻对根尖周组织的刺激[7]。以往对牙髓病的

治疗，常伴随多种残髓炎等并发症，这类并发症的产生

原因通常包括以下3点：①未彻底清除坏死牙髓，经牙体

填充后，会导致患者患牙出现明显疼痛与肿胀情况；②

患者接受牙体填充时，未确保填充物严密性，或使用氢

氧化钙糊剂、过氧化锌糊剂填充根管时，未进行良好的

侧方加压，因填充稀松出现相关风险；③术中未严格执

行无菌操作，或术后未给予抗感染治疗，增加了患者的

术后感染风险。由于一次性根管治疗严格控制了根管长

度，整个治疗过程，将冲洗液、器械及切割组织妥善控

制在了根尖狭窄区域内，不仅减少了对患者的根尖周围

组织刺激，还缓解了患者的术后痛感，同时，也进一步

减少了患者的术后并发症，保证了患者的治疗安全性。

目前大多数牙髓疾病都是通过根管充填治疗的。该方法

主要用于去除坏死冠髓和感染的根髓，进一步完成根管

的制备，进行窝洞的密封，有效抑制疾病的可持续发

展，有助于改善口腔健康。但是，其他因素的影响下，

很容易造成多根管充填患者牙齿劈裂，影响临床疗效和

预后。过去，多次根管治疗被用作牙齿根尖炎症疾病的

主要手段。虽然能缓解临床症状，但效果不好，治疗后

患者易受根尖肿胀、疼痛等一系列副作用的影响，延缓

病情恢复，复发率高。单次根管充填治疗具有周期短、

效率高的特点，能够同时完成消毒、吸干、预备和充

填，有效地避免了多种处理带来的疼痛，最大限度地减

少了材料脱落。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牙髓病患者治疗中实施一次性根管充

填治疗技术可显著提升临床疗效，减轻患者疼痛度，降

低不良反应发生率及复发率，提升远期疗效，值得临床



国际全科医学·

11

借鉴并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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