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

临床医学研究: 2021年3卷12期
ISSN: 2705-0939(Print); 2705-0475 (Online)

引言：1

口腔修复指的是采用人工制作的修复体对口腔内及

颌面软组织的缺损进行修补和治疗，其在治疗的过程中

遵循口腔生理和生物力学的原则。由多种原因导致的牙

体外形结构破坏、牙列间隙和缺损等常使用口腔修复来

治疗。其中，牙列间隙在临床上较为常见，会对患者的

面部美观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同时会导致发音不清、

食物镶嵌等问题，严重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找

寻一种优质高效的口腔修复方法对患者的牙齿问题进行

治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就我院口腔科

患者为例，评价正畸治疗效果，选取 2019 年 3 月 -2020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病例。

一、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

2019 年 3 月 -2020 年 1 月收治口腔疾病患者 138 例，

根据不同治疗方法分为两组，各 69 例。对照组男 39 例，

女 30 例；年龄 20 ～ 50 岁，平均（30.50±3.50）岁；口

腔疾病类型：牙周炎 25 例，牙体大面积缺损 20 例，牙列

缺损 15 例，牙间隙过宽 9 例。观察组男 37 例，女 32 例；

年龄 22 ～ 52 岁，平均（31.20±4.20）岁；口腔疾病类

型：牙周炎 23 例，牙体大面积缺损 22 例，牙列缺损 16

例，牙间隙过宽 8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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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等障碍；④血液疾病。

2. 方法

对照组 -- 常规口腔修复治疗。结合患者 X 线片等检

查结果制定口腔修复计划、局部安装义齿。

观察组 -- 正畸治疗。结合患者口腔状况制定正畸治

疗方案，正畸前拆除不良修复体，治疗牙体、牙周等基

础疾病，检查牙槽骨，以直丝弓固定矫治行正畸治疗。

前牙牙列稀疏者，排齐牙列并纠正中线位置，关闭散在

间隙，间隙局限于后牙区域，以便于烤瓷桥修复治疗的

有效进行。双侧侧切牙先天缺失者，在调整中线的基础

上间确保隙集中于双侧侧切牙位置，以固定瓷桥修复。

侧切牙过小性牙列间隙者，在调整中线、双侧同名牙间

隙等的基础上固定烤瓷冠修复。正畸治疗后，结合患者

遗留牙列间隙等情况设计修复方案、固定粘接 [1-2]。

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并发症发生率、咬合能力

及美观程度满意。自制问卷调查对两组患者后咬合能力

及美观程度满意度进行评分，总分 100 分，评分越高、

咬合能力及美观程度满意度越高。并发症包括牙周炎、

牙龋炎、咀嚼功能障碍、发音功能障碍。

4. 疗效判定标准

①显效：治疗后，患者口腔症状基本消失，牙齿

美观程度高、牙周状况好。②有效：治疗后，患者口腔

症状明显好转，牙齿美观度尚可。③无效：上述效果未

达到，患者口腔症状、牙齿等情况未改善。总有效率 =

（显效 + 有效）/ 总例数 ×100%。

5. 统计学处理

数据应用 SPSS 19.0 软件处理；计数资料以 [n（%）]

表示，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 t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显

口腔修复中使用正畸治疗69例的临床应用效果分析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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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高于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分别为 95.66％、78.26％。

经统计学计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69 30 36 3 66（95.66）

对照组 69 15 39 15 54（78.26）

χ2 9.2000

p 0.0024

2.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观察组并发症发

生率低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 4.34％、20.28％。

经统计学计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n 牙周炎 牙龋炎
咀嚼功

能障碍

发音功

能障碍

发生率

（%）

观察组 69 1 1 1 0 3（4.34）

对照组 69 3 4 5 2 14（20.28）

χ2 8.1176

p 0.0043

3. 两组患者咬合能力及美观程度满意度评分比较：

观察组咬合能力及美观程度满意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咬合能力及美观程度满意度评分比较

（x±s，分）

组别 n 咬合能力 美观程度

观察组 69 95.50±4.50 95.20±4.50

对照组 69 88.80±4.30 88.50±4.50

t 8.9417 8.7452

p 0.0000 0.0000

三、讨论

近年来，我国的国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质变，

在这之中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好的带动作用。同时，人们

的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有了附带性

的改变，且这种改变的趋势脱离原生态的趋势较强，导

致的后果就是各种疾病的发病率也呈现着增加的趋势。

口腔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正畸的含义就是对牙齿进行矫

正，将错颌畸形予以解除，其是现代口腔医学的重要分

支之一，与口腔修复学和口腔美学有很密切的关联 [3]。

是现代口腔医学重要分支，与口腔修复学和美学存在密

切关联。临床上对牙列间隙等疾病进行治疗时，常规的

方法是先将口腔疾病进行治疗，然后直接予以修复，但

是在这样的治疗下，牙列的形态难以达到理想中的美观

效果，最重要的是理想的口腔功能的恢复也有很大的困

难。若术后不进行良好的预后，部分患者会出现骨吸收

能力降低、神经反应迟钝、牙周组织损害等问题，远期

疗效差，整体的治疗效果不尽人意。近年来在医疗不断

进步的背景下，口腔正畸学与修复学在临床应用方面有

逐渐结合的趋势，且两种方法在临床的实践中也取得了

较佳的效果 [4]。正畸技术在口腔修复中应用，主要是在

修复性的治疗前，详细地分析牙齿与颌的解剖关系，根

据具体的情况调整患者的上下颌位置及牙轴倾斜度等，

同时对牙列间隙重新分配，使得口腔修复前患者原有牙

列更符合生理的状态及美学的要求，以促使致力可以保

持平衡，在减少或避免人工修复体对倾斜基的切削等方

面具有显著的作用，目的是降低牙周组织损害、牙釉质

脱等并发症的发生率，争取将患者受到的损害降到最低。

在口腔修复前期，给予患者矫正器的佩戴等，为后期修

复的进行打下良好的基础，方便修复措施顺利进行，同

时可降低磨牙量，从而使得治疗后舒适度及修复效果得

到提高，促使患者获得最大的美学体验，从而使得患者

的生活质量的提升，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 [5]。

口腔科牙列间隙情况较为常见，直接影响患者牙齿

以及面部美观、咀嚼、发音功能。基于牙列间隙病因的

复杂性，常规修复改善患者咬合功能等方面效果较差，

且不良反应明显。正畸治疗目的是平衡牙齿状态通过矫

正装置调节面部骨骼、牙齿等可改善口腔环境，纠正牙

列缺失以及牙颌畸形等问题，且治疗后并发症情况较低，

对比常规修复治疗效果更佳。

本文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95.66％）高

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4.34％）低于对照组，咬合能

力（95.50±4.50分）及美观程度满意度（95.20±4.50分）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

研究表明，试验组治疗后总有效率为93.3%，明显高于对

照组的7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不

良反应发生率为6.7%，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3.3%，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说明，予以口腔修复患者正

畸治疗效果显著、安全性高，促进患者生活恢复。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口腔修复治疗中正畸治疗效果显著，且

安全性高，有口腔科推广治疗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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