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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畸拔除下颌第一磨牙对第三磨牙位置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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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比较不同拔牙模式正畸治疗后第三磨牙位置的改变，探讨拔除下颌第一磨牙对发育中

的第三磨牙萌出的影响。方法 选择 39例青少年患者，并分为 3组：下颌第一磨牙拔除组、第一前磨牙拔除

组及不拔牙组，所有患者正畸治疗前后均拍摄全颌曲面断层片，比较研究第三磨牙萌出的各项评价指标的变

化。结果 下颌第三磨牙萌出间隙和萌出角度在正畸治疗前后的年平均变化量，第一磨牙拔除组 > 第一前

磨牙拔除组 > 不拔牙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下颌第三磨牙萌出间隙的年平均变化量，3组分

别为（2.38 ± 1.62）mm、（1.61 ± 0.90）mm 和（1.08 ± 1.49）mm；萌出角度的年平均变化量，3 组分别为 1.89° ±
1.93°，1.37° ± 1.16°，和 0.83° ± 1.74°。结论 拔除下颌第一磨牙矫治可使第三磨牙的萌出间隙明显增加并使

其萌出角度有所改善，对第三磨牙的萌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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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first molar on the eruption of the third molar by comparing
the changes of the third molar position after orthodontic treatment in different tooth extraction modes. Methods 39
cases of adolescent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the first molar extraction, first premolar extrac⁃
tion and non⁃extraction.The pretreatment, posttreatment panoramic radiographs were measured to analyze the change of
the third molar position among these groups.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in the average an⁃
nual variation of the third molar eruption space and angle. The changes in first molar extraction group were larger than
that in premolar extraction group and non⁃extraction group. The average annual variation of the third molar eruption
space, three groups were (2.38 ± 1.62) mm, (1.61 ± 0.90) mm and (1.08 ± 1.49) mm; the average annual variation of
eruption angle, the three were 1.89° ± 1.93°, 1.37° ± 1.16° and 0.83° ± 1.74°.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conven⁃
tional treatment, mandibular first molar extraction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third molar eruption space and improve
its eruption angle,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eruption of the third molar.
【Key words】 Panoramic radiograph; First molar; Extraction treatment; Eruption space; Eruption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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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类的生活环境和食物结构不断发生变

化，人类的咀嚼器官逐步发生不平衡退化［1］，牙齿

的退化程度小于颌骨，所有的牙齿不能被逐渐缩

小的颌骨所容纳，继而牙量、骨量不调导致牙齿拥

挤畸形，使得较晚萌出的第三磨牙由于缺少足够

的萌出空间而不能正常萌出引起阻生。下颌第三

磨牙阻生是口腔领域里的常见问题［2］，也是正畸科

医师特别关注的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拔牙矫治

有利于第三磨牙的萌出，但其研究常局限于拔除

前磨牙，而对拔除第一磨牙的研究较少。但是在

临床中经常会碰到存在大面积龋坏或者牙周病的

第一磨牙，根据患牙优先拔除原则［1］，有问题的第

一磨牙常需拔除，也可以得到较好的矫治效

果［3⁃5］。本研究旨在通过改良的测量方法，对采用

不同拔牙模式矫治后青少年患者发育中的下颌第

三磨牙位置发生的变化进行比较，评价不同拔牙

模式对第三磨牙萌出间隙和角度的影响，为正畸

医生选择拔牙与否及拔牙部位提供参考。

1 资料和方法

1.1 试验对象及分组

本研究选取近 3年于天津市口腔医院正畸科

就诊的治疗结束患者 39例，其中男性 21例，女性

18例，年龄 13～16岁，平均年龄（14.26 ± 1.12）岁，

共有 78颗下颌第三磨牙作为研究对象。所选患者

的全颌曲面断层片均由天津市口腔医院放射科专

业医师使用同一台仪器拍摄。治疗前的曲面断层

片均在矫治前 1个月内拍摄；治疗结束后的曲面断

层片均在去除口内矫治器当天或者 1周内拍摄。

39例患者均采用直丝弓矫治技术完成矫治。

将研究对象分为 3 组：第一磨牙拔除组，共

9 例，下颌第三磨牙 18颗（第一磨牙拔除组中的第

一磨牙均为根管治疗效果欠佳或者存在大面积充

填物者）；第一前磨牙拔除组，共 15例，下颌第三磨

牙 30颗；不拔牙组，15例，下颌第三磨牙 30颗。

1.2 纳入标准

治疗前患者面部对称，发育良好，无明显偏

斜，无颞下颌关节紊乱；曲面断层片中可清晰看到

双侧尚未萌出的下颌第三磨牙牙胚，且无明显畸

形及倒置阻生，第三磨牙牙根发育小于 2/3；所有

拔牙的病例支抗采用轻中度支抗，其拔牙间隙均

关闭完全；治疗前后的曲面断层片均显影清晰，无

比例失调或变形；前鼻棘、鼻中隔、腭平面投影均

清晰可见。

1.3 全颌曲面断层片测量第三磨牙位置变化

笔者在 2周时间内对治疗前后的曲面断层片

用透明硫酸纸进行描图、定点，并进行数据的测

量。所有线距的测量用游标卡尺，所有角度的测

量用量角器，测量项目如下。

1.3.1 LM3⁃RP LM3⁃RP为下颌第三磨牙牙冠长

轴与腭平面相交所形成的锐角（图 1）。腭平面取

得方法为：用透明硫酸纸在曲断片上描记鼻中隔

和前鼻棘，并做一条将它们平分的直线，在腭部显

影处做一条垂直于这条直线的垂线，该垂线所组

成的平面即为腭平面（reference plane，RP），将这一

平面作为本研究的水平参考平面。

1.3.2 L⁃ES（Xi） L⁃ES（Xi）为下颌第三磨牙萌出

间隙）（mm）：下颌升支中心点 Xi和下颌第二磨牙

最远中点之间的距离（图 1）。

1.3.3 L⁃ES/LM3
1.4 统计学分析

用 SPSS 17.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3组之间各测

量值前后改变量的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者再进行两两比较。

2 结 果

3组患者年龄、性别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而 3组患者接受正畸治疗的时间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第一磨牙拔除组最

长，不拔牙组最短（表 1）。

相较于矫治前，3组在矫治后各项测量值均有

增大，但是拔牙组矫治前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不拔牙组矫治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表 2）。

为防止不同治疗时间对结果的影响，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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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测量标志点及测量项目

Figure 1 Measurement landmarks and items

L - ES/LM3 = 下颌第三磨牙萌出间隙
下颌第三磨牙牙冠近远中长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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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不拔牙组

第一前磨牙拔除组

第一磨牙拔除组

F值或 c2值

P值

P1值

P2值

P3值

就诊年龄

（岁）

14.12 ± 1.06
14.41 ± 1.15
14.37 ± 1.09

0.293
> 0.05
0.479
0.495
0.488

男

［n（%）］

8（53.3%）

8（53.3%）

5（55.6%）

0.026
> 0.05
1.000
1.000
1.000

女

［n（%）］

7（46.7%）

7（46.7%）

4（44.4%）

治疗时间

（月）

16.25 ± 2.57
21.49 ± 2.71
24.42 ± 3.09

28.61
< 0.01
< 0.001
< 0.001
0.004

注 P1值为不拔牙组与第一前磨牙拔除组比较；P2值为不拔牙组

与第一磨牙拔除组比较；P3值为第一前磨牙拔除组与第一磨牙拔

除组比较。

表 1 39例患者基本情况及治疗时间

Table 1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of patients

组别

不拔牙组

第一前磨牙拔除组

第一磨牙拔除组

LM3⁃RP（°）
治疗前

45.51 ± 2.15
45.92 ± 2.14
46.02 ± 1.77

治疗后

46.07 ± 2.22
49.65 ± 2.791）

49.69 ± 3.391）

L⁃ES（Xi）（mm）
治疗前

25.19 ± 2.16
26.65 ± 2.53
26.41 ± 3.13

治疗后

26.14 ± 2.29
29.86 ± 2.112）

31.19 ± 2.422）

L⁃ES//LM3
治疗前

1.95 ± 0.17
2.05 ± 0.19
2.02 ± 0.25

治疗后

2.07 ± 0.18
2.30 ± 0.162）

2.39 ± 0.212）

注 1）P < 0.05；2）P < 0.01。

表 2 3组间矫治前后萌出指标的测量结果及比较

Table 2 The comparison of measurement indexs among three groups x ± s

组别

不拔牙组

第一前磨牙拔除组

第一磨牙拔除组

F值

P值

P1值

P2值

P3值

LM3⁃RP（°）
0.83 ± 1.74
1.37 ± 1.16
1.89 ± 1.93

4.762
0.022
0.020
0.015
0.021

L⁃ES（Xi）（mm）
1.08 ± 1.49
1.61 ± 0.90
2.38 ± 1.62

15.325
0.001
0.008

< 0.001
0.002

L⁃ES//LM3
0.08 ± 0.11
0.12 ± 0.07
0.18 ± 0.11

7.096
< 0.001
0.004

< 0.001
0.001

表 3 3组间矫治前后萌出指标年平均变化量的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annual average change in the
indexs among three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orthodontic treatment x ± s

注 P1值为不拔牙组与第一前磨牙拔除组比较；P2值为不拔牙组

与第一磨牙拔除组比较；P3值为第一前磨牙拔除组与第一磨牙拔

除组比较。

采用年平均变化量来衡量和比较正畸前后各项指

标的变化（表3）。L⁃ES（Xi）和L⁃ES/LM3年平均变化量

在3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LM3⁃RP年

平均变化量在3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L⁃ES（Xi）、L⁃ES/LM3和LM3⁃RP均为第一磨

牙拔除组 > 第一前磨牙拔除组 > 不拔牙组。

3 讨 论

3.1 全颌曲面断层片评价第三磨牙位置变化的可

行性

全颌曲面断层片自 1950年应用于临床以来，

因其能反映颌骨、牙列、牙周、颞颌关节等综合信

息［6］，受到正畸临床重视，将其作为一种常规的检

查方法。Larheim等［7］研究显示当患者的头位姿势

正确，在曲面断层片中所测量的垂直向指标和角度

的结果有可重复性，后牙区以及下颌角的测量几乎

接近真实值。大量学者在曲面断层片上对牙齿、上

颌骨、下颌骨及相互之间的线距、角度进行定量分

析，其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可重复性。本研究

中所要测量的线距来源于下颌后牙及下颌角区，同

时用磨牙后间隙及其与牙冠宽度的比值代表萌出

指标，得到的结果具有较高的可比性和可靠性。本

研究中测量的角度是由第三磨牙牙胚长轴与腭平

面的交角，因为在曲面断层片中，前鼻棘、鼻中隔、

腭平面投影等都清晰可见，所以测得的结果具有较

高的可靠性和重复性。

3.2 研究对象的选择

本研究中选取的研究对象年龄为13～16岁，平

均（14.26 ± 1.12）岁，由于第三磨牙牙胚发育和萌出

前牙齿角度发生变化的重要时期就在这个年龄段，

故选取这个年龄段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

中第一磨牙拔除组的研究对象均为根管治疗欠佳

或者大面积充填治疗的病变牙，根据病变牙优先拔

除的原则，拔除病变的第一磨牙，保留健康的前磨

牙成为首选的方法。矫治后第二磨牙向近中移动

替代第一磨牙，进而第三磨牙近中移动替代第二

磨牙，不但去除了病变牙，而且保留了 2个前磨牙

和 2个磨牙的稳定牙列，保留了较好的咀嚼功能。

3.3 测量方法的选择

以往研究中，对第三磨牙位置变化的评价常

用的参考平面是 平面和（或）第二磨牙长轴。但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中包含有第一磨牙拔除组，而

第一磨牙拔除后进行正畸治疗常导致以上二者发

生改变，因此第三磨牙的位置在矫治前后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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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以 平面或第二磨牙长轴作为参考平面来反

映。有的研究以下颌平面［7］作为参考平面来测量

各指标，用各指标的变化来反映第三磨牙在矫治

前后的角度变化，但是本研究中的研究对象为青

少年，其下颌下缘的生长，导致以其作为参考平

面来反映第三磨牙在矫治前后的角度变化也不够

精确。国外部分研究得出，正畸治疗过程中腭平

面相对稳定，受正畸治疗的影响不大［8］。而且，腭

平面在曲面断层片上显影清晰，因此，本研究采

用腭平面作为参考平面，测量其与第三磨牙的牙

冠长轴的交角，来反映矫治前后第三磨牙角度的

变化。

3.4 本研究结果分析

表 2中显示各拔牙组在矫治前后各测量值均

有增大，矫治前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非拔牙组治疗前后各测量值亦增大，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拔牙组各测量值变化

较大的主要原因是拔牙间隙的关闭和磨牙后区的

生长发育，而不拔牙组只是由于磨牙后区的生长

发育导致各测量值发生轻微的变化，使得第三磨

牙萌出间隙和角度发生轻微的改善。

不同的拔牙方案，所需的正畸治疗时间也不

同，通常为第一磨牙拔除组最长，不拔牙组最短。

为了排除这一因素对结果的影响，在本研究中采

用年平均变化量（表 3）来衡量和比较矫治前后各

项指标的变化。

正畸拔牙矫治对第三磨牙位置影响的研究，得

出的结论各不相同。于志贤［9］和Baichoo［10］的研究

结果表明，拔牙组与非拔牙组相比，下颌第三磨牙

的角度变化无统计学意义；吴颖等［11］和刘新庆等［12］

研究显示，成人拔除第一磨牙矫治后第三磨牙萌出

间隙显著增加而萌出角度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

冯光耀等［13］和范琳琳等［14］的研究结果则显示，与非

拔牙组相比，拔牙组患者下颌第三磨牙角度变化量

更大，可能使下颌第三磨牙更加直立；何玉宏等［15］

的研究也得出正畸治疗中拔除第一磨牙可增大第

三磨牙的萌出间隙，萌出角度也增大使第三磨牙更

加直立，有利于第三磨牙的萌出；Türköz等［16］研究

了正畸患者治疗结束第三磨牙萌出情况后得出其

阻生率，非拔牙组为 81.8%，拔牙组为 63.6%。以上

不同的研究结果可能与所选取的研究对象不同有

关，后者以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第三磨牙的发育

状态与成人存在差异，从而角度的变化也存在差

异。本研究以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第一

磨牙拔除组，第三磨牙的萌出间隙增加的最多，萌

出角度改善最大，更有利于第三磨牙的萌出。

3.5 小结

正畸拔除下颌第一磨牙有利于第三磨牙萌出

间隙的增加和萌出角度的改善。所以主动拔除第

一磨牙是可以积极探索的新的正畸设计理念，对

于保持 28颗完整的牙列，保持有效的咀嚼功能均

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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