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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牙髓炎实施口腔根管治疗的效果观察

杨廷忠

山东省平阴县人民医院 山东 济南 250400

摘 要：目的：探讨将口腔根管疗法应用于 急性牙髓炎患者中 的施治效果。 方法：试验对象选择于 2020年 1月~2022
年 2月期间，在我院就医的急性牙髓炎患者 90例，以 随机数字表法均分为 对照组与 观察组，每组各 45例，在施治期
间分别提供多次根管疗法与 一 次性根管疗法，统计组间近期疗效、疼痛程度、疼痛持续时间及远期疗效差异性。 结果：
观察组施治后近期总疗效高于 对照组，P＜0.05；观察组施治后疼痛评分及疼痛持续时间低于 对照组，P＜0.05；观察组
咬合力、咀嚼效率、牙龈指数及出血指数优于 对照组，P＜0.05；观察组施治后远期总有效率高于 对照组，P＜0.05。 结
论：通过以 一 次性根管疗法施治，可有效提高患者近期治疗效果，降低疼痛持续时间及疼痛感的同时，还可改善患者
咀嚼功能，有利于 提升远期疗效及促进患者尽快恢复，适宜临 床推广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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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f the Effect of Oral Root Canal Therapy on Acute Pulpitis
Tingzhong Yang

People's Hospital of Pingyin County Shandong Jinan 2504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root canal therapy in acute pulpitis. Methods: Test object choice in from January 2020
to February 2022, 90 cases in our hospital for medical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pulpitis, with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each group 45 cases each, during the period of making respectively with
multiple root canal therapy and one-off root canal therapy, statistics between groups in the near future curative effect, the degree of
pain, pain duration and the forward curative effect. Results: The short-term total curative effect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pain score and dura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bite force, chewing efficiency, gingival index and bleeding index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long-term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One-time root canal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hort-term treatment effect of patients, reduce the duration of pain and pain sensation, but also
improve the masticatory function of patients, which is conducive to improve the long-term efficacy and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patients as soon as possible, which is suitable for clinical promotion and reference.
Keywords: Oral root canal therapy; Acute pulpitis; Short and long term efficacy; Degree of pain; Duration of pain

急性牙髓炎作 为 临 床口腔科常见疾病，主 要是由于 感
染上 细菌后导致牙髓组织出现急性炎症，临 床表现以 牙齿
存在剧烈疼痛感为 主 ，不 仅 会影响到患者正常进食，还会
对其生活与 睡眠质量造成影响，一 旦患病后未及时得到有
效救治，随着疾病进展易导致患者出现牙髓坏死情况，对
其口腔健康造成危害[1-2]。 既往在治疗上 临 床大多以 药物
施治为 主 ，通过应用镇痛药物后，可有效缓解患者疼痛感
的同时，还能帮助其正常进食与 咀嚼，然而常规药物疗法
所得疗效并不 理想，持续性疼痛难以 让患者接受的同时，
还易增加疾病复发风险，导致患者依从 性下 降，甚至出现
不 愿配合治疗等情况，故而寻找到一 种高效、安全治疗方
法则显得至关重要[3-4]。 为 有效提升临 床治疗效果，本研
究以 20 20 年 1 月~20 22年 2月在我院就医的90 例急性牙
髓炎患者作 为 本次试验所选对象，主 要目的是为 了 探讨以
一 次性根管疗法对其展开治疗干预的价 值，现分析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 .1 病例资料
本组入选对象为 90 例患有急性牙髓炎疾病的患者，

组间以 随机数字表法实施分组，回顾性分析本组对象基础
资料，对照组：年龄在 22岁至 62岁，均龄值为 42.78±
8.21 岁，男性 25例，女性 20 例，发病位置：20 例前牙、
15例磨牙、双尖牙 10 例；疾病类型：28例患者为 急性化
脓性牙髓炎、17例患者为 急性浆液性牙髓炎；观察组：
年龄在 20 ~65岁，均龄值为 43.12± 8.79岁，男性与 女性
患者占比 27例及 18例，发病位置：前牙、磨牙及双尖牙
各 18例、16例、11 例；疾病类型：急性化脓性牙髓炎及
急性浆液性牙髓炎患者各占比 24例及 21 例。 综合分析 2
组资料数据（P＞0 .0 5），可对比。 本组患者纳入要求：
（1）经临 床实验室检查后明确为 急性牙髓炎；（2）遵循
知情原则且 愿意配合研究；（3）临 床资料无缺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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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度不 低；（5）无言语、精神或认知障碍。 排除：（1）
存在精神疾患；（2）无法正常交 流或者沟通；（3）试验
中 途因其它因素退出；（4）依从 性较低。

1.2方法
2组患者在治疗前均接受 X 线检查，常规予 以 去龋、

开髓及拔髓等处理，扩大患牙处根管口，对髓腔进行彻底
清洗，确保根管中 无残留物质存在。对照组提供多次根管
治疗，以 氧化锌暂时封闭患者根管，叮嘱其定时复诊，待
根管填充条件 符合相关指标检验结果后，实施根管治疗；
观察组则提供一 次性根管疗法，经常规处理后，以 浓度为
2%的利多卡因实施局麻，准确测量出根管长度，待根管
完全干燥且 确保无渗出物后，以 5.25%的次氯酸钠溶液冲
洗根管，以 Vitapex糊剂及热塑牙胶对根管实施填充处理，
借助 X 检查填充情况，并适当调整患牙咬合度。

1.3指标观察及判定标准
（1）统计近期疗效，分为 无效（术后 7d内，患者无

法正常咀嚼食物，牙龈处仍 旧红肿，且 实验室检查结果显
示 X 线片存在根尖周炎病变，牙根组织四周存在病变阴
影）、有效（术后 7d内疼痛症状基本消失，可正常进食
且 症状得到改善）及显效（术后 7d内无疼痛感，症状消
失可正常进食，且 实验室 X 线片检查显示无根尖周炎病
变，但牙根组织四周存在病变阴影），总疗效为 有效率及
显效率总和；（2）统计疼痛程度及疼痛持续时间，评价
量表选取 VA S视觉模拟评分法，总分值为 10 分，分值越
高则显示疼痛程度越严 重；（3）统计咀嚼功能，指标包
括：咬合力、咀嚼效率、牙龈指数及出血指数；（4）统
计远期疗效，对 2组患者展开为 期 6个 月随访干预，以 电
话随访方式统计治疗成功及治疗失败情况，其中 术后 6
个 月内无自觉症状，根尖周无异常且 咀嚼功能已完全恢复，
判定为 治疗成功；术后 6 个 月内存在自觉症状，经 X 线
检查发现根尖周有低密度阴影，存在无法咀嚼情况。

1.4数据处理
本研究数据使用 SPSS22.0 软件 进行分析，所得计数

资料与 计量资料以 百分数%与 t值表示，以 卡方 x2 与（x
± s）进行检验，若检验显示P＜0 .0 5，表示存在统计学意
义 。

2 结果

2.1 近期疗效
表 1 可知，通过对 2组施治后近期总疗效进行比较，

观察组高于 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 .0 5。
表 1 对比施治后组间近期疗效(n ,% )

组别
例

数
无效 有效 显效 总有效

对照

组
45 9 22 14 36（80 .0 0 ）

观察

组
45 2 20 23 43（95.56）

x2值 - - - - 5.0 75

P值 - - - - 0 .0 24

2.2疼痛程度及疼痛持续时间
表 2可知，通过对施治后 2组疼痛评分及疼痛持续时

间，观察组各项指标低于 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 .0 5。
表 2 对比组间施治后疼痛程度及疼痛持续

时间(x± s)

组别 例数 疼痛评分/分 疼痛持续时间/d

对照组 45 4.21± 0 .89 4.0 7± 1 .0 5

观察组 45 3.21± 0 .63 2.67± 0 .89

t值 - 6.152 6.823

P值 - 0 .0 0 0 0 .0 0 0

2.3对比各项咀嚼功能指标
表 3可知，通过对施治后组间 2组咀嚼功能指标，观

察组各项指标优于 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 .0 5。
表 3 对比施治后组间各项咀嚼功能指标(x± s)

组别
例

数
咬合力/Ibs

咀嚼效率

/%
牙龈指数 出血指数

对照

组
45

123.70 ±

14.95

82.24±

5.17

0 .75±

0 .14

0 .75±

0 .15

观察

组
45

135.0 4±

17.74

90 .15±

8.24

0 .41±

0 .0 8

0 .40 ±

0 .12

t值 - 3.279 5.455 14.145 12.223

P值 -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4远期疗效
表 4可知，通过对施治后 2组治疗总成功率，观察组

高于 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 .0 5。
表 4 对比组间远期疗效(n ,% )

组别 例数 失败 成功 总成功率

对照组 45 12 33 73.33

观察组 45 4 41 91 .1 1

x2值 - - - 4.865

P值 - - - 0 .0 27

3 讨论

目前，对于 急性牙髓炎患者的治疗，大多以 根管疗法
施治，目的是最大程度上 保留患者患牙，并及时消除炎症
反应，降低患者疼痛感，经开髓处理后对髓腔中 炎症物质
进行引流，促使髓腔中 压力被缓解，进而减轻髓腔内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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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患者造成的疼痛感[5-6]。 在传统多次法根管法治疗中 ，
患者大多需接受 2~3次，甚至于 多次治疗，以 该治疗方
法实施治疗，可有效改善患者炎症，减轻其疼痛感，但治
疗周期比较长，易受不 可控因素的影响，再加上 多次治疗
易损伤患者牙根尖，增加其发生并发症风险，不 利于 患者
疾病恢复。而一 次性根管法通过采取测压法进行填充，对
于 根管长度的要求更为 严 格，能够有效提升填充密度的同
时，患者只需接受 1 次治疗；在完成根管准备相关工作 后，
立刻填充根管，可降低患者复诊、封药等操作 次数，减少
各项操作 对于 牙尖周组织做造成的刺激，降低并发症发生
风险，对提升疗效，降低患者疼痛感，增加其依从 性起着
积极作 用[7-8]。 本研究中 ，经比较多次根管疗法与 一 次性
根管疗法在急性牙髓炎患者治疗中 的施治效果差异性，结
果发现施治后观察组近期治疗总有效率达 95.56%，高于
对照组 80 .0 0 %，观察组疼痛评分为 3.21± 0 .63分、疼痛
持续时间为 2.67± 0 .89d，低于 对照组 4.21± 0 .89分、4.0 7
± 1 .0 5d，观察组咬合力为 135.0 4± 17.74Ibs、咀嚼效率为
90 .15± 8.24%、牙龈指数为 0 .41± 0 .0 8、出血指数为 0 .40
± 0 .12，优于 对照组 123.70 ± 14.95Ibs、82.24± 5.17%、0 .75
± 0 .14、0 .75± 0 .15，观察组远期治疗成功率达 91.1 1%，
高于 对照组 73.33%，证实以 一 次性根管疗法施治，具备
可靠性及有效性，既能够降低患者疼痛程度及疼痛持续时
间，同时还能改善其咀嚼功能，临 床应用意义 较高。

综上 所述，对于 急性牙髓炎患者的治疗，相较于 多次
根管疗法，以 一 次性根管疗法施治，所得施治疗效确切，
可有效控制患者病情，提升其咀嚼功能的同时，还能降低
患者疼痛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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