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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根管与多次性根管用于牙体牙髓病中对炎症反应及

疼痛缓解的作用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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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比针对牙体牙髓疾病患者采用一次形根管治疗以及多次根管治疗产生的临床效果。方法：选择 2022 年 6 月~2023 年 10 月

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90 例患者纳入此次实验中，按照随机数表法将每 45 例纳入参照组和观察组中，给予参照组患者多次根管治疗，对

观察组采用一次根管治疗，对比两组患者疼痛以及炎性因子指标、咀嚼功能指标。结果：观察组患者的疼痛度较参照组低，炎性因子指标

数据优于参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的咀嚼功能指标数据优于参照组。结论：针对牙体牙髓疾病患者采用一次形根管治疗比多次根

管治疗产生的临床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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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数据调查显示，大约有 60%~90%的患者发

生了龋齿疾病之后，若是没有及时治疗，都会发展形成

牙体牙髓疾病，使得牙齿周围组织发生严重的病变，产

生剧烈的疼痛，影响了患者的咀嚼功能。临床中通常会

采用根管治疗的方式，将开髓、消毒、填充等步骤分为

2~3 次完成，治疗效果较为明显，但是这种方式需要患

者反复多次到院治疗，期间产生的风险程度较高，随着

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针对根管治疗的技术不断完善，

一次性根管治疗的技术广泛的应用在了临床中，并取得

了显著的成效[1]。基于此，本院采用临床实验的方式对比

针对牙体牙髓疾病患者采用一次形根管治疗以及多次根

管治疗产生的临床效果，并将详细内容做出了如下阐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2 年 6 月~2023 年 10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

疗的 90 例患者纳入此次实验中，按照随机数表法将每 45

例纳入参照组和观察组中，其中，观察组患者中包括 25

例男性，20 例女性，年龄在 25~50 岁之间，平均年龄（35.27

±8.51）岁；参照组患者中包括 23 例男性，22 例女性，

年龄在 24~51 岁之间，平均年龄（35.88±8.16）岁。对

比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未见显著差异，p>0.05。 

纳入标准：所有被纳入此次实验的均通过影像学诊

断为牙体牙髓疾病；患者符合根管治疗的指征；患者了

解实验的全部内容，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患者存在凝血功能障碍；患者存在免疫

系统疾病；患者处于妊娠期、哺乳期。 

1.2 方法 

实验期间，针对参照组患者采用多次根管治疗措施，

主要内容如下： 

针对患者实施局部麻醉处理，之后打开髓腔，将已

经坏死的牙髓组织进行彻底清除，利用 10 号根管锉将根

管进行细致的疏通，并利用生理盐水完成冲洗的操作，

将根管使用消毒棉球蘸干之后利用氧化糊剂完成根管封

闭，7 天之内要求患者进行 2 次复查，当患者能够达到根

管条件之后利用牙胶尖将根管实施填充，并利用垂直加

压法压牢牙胶。 

针对观察组的患者采用一次性根管治疗的方式，打

开髓腔、冲洗以及疏通的方法同参照组，利用消毒棉球

将患者的根管蘸干之后，无需等待复查，直接使用牙胶

尖实施根管填充，并利用垂直加压法压牢。 

1.3 观察指标 

（1）采用 VAS 视觉疼痛模拟针对两组患者的疼痛

程度实施分数的评估，满分为 10 分，分数越低越好；分

别抽取两组患者清晨处于空腹状态下的 3ml 静脉血，利

用 ELISA 的检测法针对两组中的 TNF-ɑ、IL-6（μg/L）

进行检测，之后利用放射免疫法针对患者的 Hs-CRP 进

行检测。 

（2）针对患者的咀嚼功能指标进行过评估，其中牙

龈指数的分数在 0~3 分之间，分数越低证明炎症反应越

轻；出血指数的分数在 0~4 分，分数越低证明炎症程度

越轻；利用咬合力测定仪检测患者的牙齿咬合力，数值

越高越好；采用称重法针对患者的咀嚼能力进行分数的

评估，数值越高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用 SPSS26.0 统计本次实验的数据，其中计量资料用

（ sx ± ）表示，通过 t 值验证，若两组数据之间存在统

计学差异，则 p 值<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疼痛以及炎性因子指标对比 

观察组患者的疼痛度较参照组更轻，炎性因子指标

优于参照组，p<0.05，见表 1。 

表 1.两组患者疼痛以及炎性因子指标对比（ sx ± ，分） 

疼痛度评分（分） TNF-ɑ（μg/L） Hs-CRP（mg/L） IL-6（μg/L）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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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 45 6.31±1.04 1.28±0.06 6.29±1.33 3.22±0.15 5.28±1.31 1.05±0.11 1.37±0.22 1.12±0.05 

参照组 45 6.25±1.22 4.17±0.36 6.31±1.25 4.17±1.07 5.71±1.08 2.34±0.25 1.35±0.23 1.47±0.22 

T 值  0.2510 53.1192 0.0735 5.8982 1.6989 31.6830 0.4215 10.4067 

P 值  0.8023 0.0000 0.9416 0.0000 0.0929 0.0000 0.6744 0.0000 

2.2 两组患者咀嚼功能指标对比 

观察 组患 者的 咀嚼 功能 数 据指 标优 于参 照组，

p<0.05，见表 2。 

表 2.两组患者咀嚼功能指标对比（ sx ± ） 

出血指数（分） 牙龈指数（分） 牙齿咬合力（Ibs） 咀嚼效率（%）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5 2.68±0.17 0.48±0.05 2.71±0.22 0.51±0.03 
95.42±

12.38 

142.51±

10.34 

48.15±

5.12 

92.38±

6.22 

参照组 45 2.67±0.16 1.07±0.22 2.72±0.24 0.88±0.11 
95.61±

12.25 

118.42±

10.17 

48.26±

5.33 

75.17±

6.17 

T 值  0.2873 17.5428 0.1969 21.7688 0.0731 11.1423 0.0998 13.1773 

P 值  0.7745 0.0000 0.8443 0.0000 0.9418 0.0000 0.9207 0.0000 

3 讨论 

牙体牙髓病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口腔疾病，在发病之

后会导致患者的牙齿外观产生明显的改变，并且伴有强

烈的疼痛感，在患者的牙髓当中能够发现比较严重的炎

症病灶，若是处于急性发作期，患者会产生放射性、阵

发性的疼痛，夜间更加明显，严重的影响了患者的生活

质量，若是没有及时进行治疗[2]，会损伤其他的牙齿结构，

最终导致牙周炎、牙根尖炎的疾病，对牙齿的咬合功能、

咀嚼功能等都会产生影响。临床中，针对这一疾病的主

要治疗方式是采用根管治疗的方案，能够针对患者的牙

齿病灶部位进行彻底的清除，并利用化学药物进行干预，

有效的去除了牙齿内部感染的情况，之后实施根管填充
[3]，降低了病毒、细菌再次入侵的几率。但是常规的多次

根管需要患者多次往返医院，并且治疗期间会存在一定

的风险，效果并不十分理想，近年来，一次性根管治疗

的应用有效的解决了这一弊端，并且受到了广大患者的

一致认可。 

在本次实验中，观察组患者的疼痛度较参照组更轻，

炎性因子指标优于参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的咀嚼

功能数据指标优于参照组，p<0.05，这也证明了一次性

根管治疗的效果。在治疗期间，能够针对根管进行严格

的准备，并将冲洗、切割等工作局限于患者的根尖狭窄

位置中，降低针对牙齿周围组织产生的刺激，让患者在

手术之后的炎症程度更轻[4]。同时，一次性根管治疗更加

遵循无菌化操作的规范，医生在治疗期间进行合理的操

作，治疗的动作尽量轻柔，使用侧方加压的方式进行加

压，避免产生填充的缝隙，进一步的提升了治疗的效果。

炎症反应能够反映出患者牙体牙髓疾病治疗的效果。患

者在未接受治疗之前，受炎症感染病灶部位的刺激，使

得炎症反应比较明显，完成治疗之后[5]，患者的炎症反应

得到了显著的缓解，这也进一步的提高了患者的咀嚼能

力，效果显著。 

综上所述，针对牙体牙髓疾病患者采用一次形根管

治疗能够降低患者的疼痛程度，并且消除炎症反应，进

一步的改善患者的咀嚼功能，比多次根管治疗产生的临

床效果更好，值得在临床中大力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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