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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牙体牙髓病指牙齿本身发生疾病并由此引发与根尖

周组织相关的疾病，其中以龋病、牙髓炎与根尖周炎最

常见。经研究发现，儿童因发育尚未完全，在日常生活

中若不注重清洁牙齿，极易发生牙体牙髓病，再加上该

病治疗中伴随强烈的疼痛感，需采取有效、安全的麻醉

药物，以实现无痛的治疗过程。利多卡因与复方阿替卡

因均为目前临床上常用的麻醉药物，前者虽可发挥一定

的麻醉作用，但难以达到患儿对无痛的需求，而后者可

对局部血管进行收缩，并稳定局部血药浓度，保障治疗

顺利完成 [1]。本研究旨在分析复方阿替卡因应用于儿童

牙体牙髓无痛治疗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该次研究通过从该院收治的儿童牙体牙髓病患者中

进行抽样，方便选取 72 例患者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在

对样本患者进行分组的过程中，采用的方法为随机抽样

法，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的人数相同，均为 36 例。从对

照组患者的构成来看，包括男性患者 22 例，女性患者 14

例，年龄分布在 6~13 岁的区间当中，患者的平均年龄

为（9.12±2.73）岁。而在观察组当中，男性患者共有 21

例，女性患者共有 15 例，年龄分布在 6~12 岁的区间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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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患者的平均年龄为（8.97±2.13）岁。在参与该次研

究之前，患者家属对于该次研究的目的有了清楚的了解，

同时自愿的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研究方案已经获取该

院伦理学委员会的审核批准。而对于两组患者来说，观

察组与对照组患者在一般资料进行比较之后，并没有表

现出明显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1.2 观察指标及疗效判定标准

比较两组的麻醉效果、麻醉起效时间、不良反应发

生情况。疗效判定标准：优：麻醉后，患牙感觉全部消

失，同时没有任何疼痛感觉；良：麻醉后，患牙有一定

程度的轻度疼痛；差：麻醉后，患牙感觉以及疼痛相对

比较强烈，需要再一次进行治疗。

1.3 统计方法

在该次研究当中，两组患者在经过不同的麻醉方案

之后，需要将相关的数据信息竞争整理，录入到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中进行计算，采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处理，

计量资料（x±s）、计数资料 [n（%）] 使用 t 检验以及 χ2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患者无痛率比较

研究当中，观察组患者通过采用复方阿替卡因进行

麻醉之后，患者的无痛率达到了 83.33%，而对照组为

58.33%，两者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

表 1。

表1　两组患者无痛率对比

组别 例数 优 良 差 无痛率 [n（%）]

观察组 36 14 16 6 30（83.33）

对照组 36 7 14 15 21（58.33）

χ2 值 18.253

P 值 <0.05

2.2 两组患者评分人数统计结果对比

在该次研究当中，通过采用复方阿替卡因进行浸润

麻醉之后，观察组患者在评分人数统计结果方面要明显

优于对照组，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的评分人数统计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无痛
轻微

疼痛

中度

疼痛

重度

疼痛

剧烈

疼痛

观察组 36 21 6 5 2 2

对照组 36 30 3 2 1 0

χ2 值 10.34 9.66 8.31 3.14 4.34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3.讨论

牙体病指的是牙齿硬组织发生病症，牙髓病包括在

广义的牙体病当中，儿童是牙体牙髓病的主要人群，然

而在整个治疗期间由于患儿需要承受非常剧烈的疼痛，

配合度不甚理想，严重的还会产生牙科畏惧症，不愿意

进行治疗。为了能够使患儿的治疗依从性进一步提高，

选择一共安全、有效的麻醉方式是临床一定要采取的措

施，然而在麻醉药物这一方面的选择上一定要慎重，以

免麻醉没有效果，对手术顺利进行造成较大影响。根据

研究表明，利多卡因在临床当中属于一种常见的麻醉药

物，早在上个世纪就广泛应用在临床当中，整体麻醉效

果理想。然而随着临床医疗技术的日益发展，其新型的

麻醉制剂使这种药物的应用率明显降低。根据研究表明，

复发阿替卡因在临床当中属于一种常见的局部麻醉药物，

其大部分对神经传导给予有效阻断，进而实现局部麻醉

的作用。由于阿替卡因分子结构当中带有芳香环，可以

使其脂溶性明显提高，与其他局部麻醉药物相对比，其

组织渗透性以及扩散性会更加明显。因此，在临床当中

采取阿替卡因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2]。通常情况之下，在

这种药物中添加微量的肾上腺素，能够使局部血管得以

明显收缩，使药物发挥作用的时间明显延缓，使局部血

药浓度达到标准，使出血量明显减少。除了以上效果以

外，由于这种药物价格低廉，效果显著，目前在口腔科

当中得以广泛应用。鉴于患儿年龄相对较小，对疼痛的

承受力有一定的局限性，注射药物的时候采取的针头相

对较细，可以使注射期间的疼痛感得到明显缓解，使患

儿的耐受性明显提高，进而使患儿对牙科的恐惧感明显

减轻，与此同时，与传导阻滞麻醉相对比，这种方法能

够使神经损伤以及血肿等相关并发症明显减少，进而使

患儿的治疗依从性明显提高。而在将肾上腺素加入到阿

替卡因溶液当中之后，能够有效的促进患者局部血管收

缩功能的提升，从而实现药物作用时间的延长，实现患

者局部血药浓度的稳定，降低患者出现出血的几率 [3]。

特别是在临床当中，复方阿替卡因的价格比较合理，因

此在口腔质量当中应用更加的广泛。

在对牙体牙髓病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在进行麻

醉手术之前，必须要对患者的牙体牙髓进行消毒，同时

根据美国的电测牙髓技术来分析儿童的患牙牙髓，判断

患者的具体活力，然后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用药

情况。根据相关研究发现，在对牙体牙髓病患者进行麻

醉的过程中，通过采用复方阿替卡因进行麻醉，能够对

患者的血压以及心率进行稳定，弥补利多卡因所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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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能力不足问题，提升麻醉效果的维持时间，避免由

于反复注射使得患者的疼痛感增加。在复方阿替卡因当

中，包含着噻吩基，从而提升药物的渗透性，在将该药

物注入到患者牙体牙髓之后，能够在相关组织当中进行

有效的扩散，在 4min 之内就能够发挥出相应的麻醉效

果。同时在肾上腺素的作用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

麻醉的时间，在较小剂量的应用下，获得更好的麻醉效

果，同时促进患者安全性的提升。除此之外，在当前的

临床治疗当中，复方阿替卡因在进行无痛麻醉的时候，

需要采用粘膜下浸润麻醉的方式，从而在较短时间内提

升患者的治疗效果，同时针头相对较细，能够实现患者

疼痛感的降低，更好的提升患者的治疗效果。

4.结语

综上所述，从目前在对儿童牙体牙髓病患者进行治

疗的过程中，通过采用复方阿替卡因进行治疗，能够更

好的实现患者的无痛治疗，实现患者临床麻醉有效率的

提升，提升患者的治疗效果，实现患者生活质量的提升，

具有较高的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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