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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锥形束 CT在外伤前牙正畸治疗前辅助诊断中的应用。方法 选取需要固定矫正的

前牙外伤史正畸病例 48例，利用 CBCT 对外伤前牙进行牙周膜检查，以排除牙根⁃牙槽骨粘连。结果 检

查发现牙根 ⁃牙槽骨粘连病例 3 例，其余 45 例正畸治疗成功移动上前牙。结论 需要固定矫正的前牙外

伤史正畸患者，推荐使用 CBCT检查牙周膜，排除外伤前牙的牙根⁃牙槽骨粘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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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pplication of cone beam CT in the diagnosis of traumatic anterior teeth before orthodontic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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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cone beam CT in the diagnosis of traumatic anterior
teeth before orthodontic treatmen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risk of orthodontic treatment failure due to adhesion. Methods
48 fixed orthodontic treatment cases with the history of anterior teeth trama were selected. The anterior teeth were ex⁃
amined by CBCT to exclude root and alveolar bone adhesions. Results 3 cases of root⁃alveolar bone adhesion were
found, and the upper anterioa teeth of the remaining 45 cases were successfully moved by orthodontic treatment.
Conclusion CBCT examination is recommended to check the periodontal ligament in patients of fixed orthodontic
treatment with the history of anterior teeth trauma in order to exclude the root⁃alveolar bone adhesion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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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畸治疗患者中，很多有前牙尤其是上前牙

外伤史［1］。外伤牙容易发生牙根⁃牙槽骨粘连，大

大增加正畸治疗的难度，可能需要配合外科手术

甚至拔除粘连牙。而常规的曲面断层X线片和根

尖X线片都无法确诊牙根⁃牙槽骨粘连。如果有一

种检查方法能在治疗前确诊牙根⁃牙槽骨粘连，既

有利于制定治疗方案，又可以令医患沟通更加顺

利，降低医疗纠纷风险。具有高分辨率的锥形束

CT（cone beam CT，CBCT）在口腔临床的使用，让牙

根⁃牙槽骨粘连的确诊成为可能。利用 CBCT在外

伤前牙正畸治疗前诊断牙根⁃牙槽骨有否粘连，在

国内外尚没有专门的研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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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矫正前曲面断层片；b：矫正前CBCT；c：矫治后曲面断层片。

图 1 典型病例 1图片

Figure 1 Typical case 1

1 材料和方法

1.1 病例选择

2015年 7月—2017年 3月于阳江市人民医院

口腔科就诊的正畸患者中，选择有前牙外伤史，需

要固定矫治器移动前牙者 48例。其中男性 21例，

女性 27例，年龄 11～25岁，平均年龄 16.4岁。

纳入标准：①患者无固定正畸禁忌证，能完全

配合 CBCT检查，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②前牙有

外伤史；③牙体变色，牙体缺损，牙髓活力不正常，

牙冠有嵌入、伸长或者唇舌向移位，根尖片显示牙

根有吸收或者牙周膜不清晰；有以上一种或者多

种情况者。

排除标准：①患者患有某些全身性疾病无法

配合检查及正畸治疗，如精神疾病；②患牙患有重

度牙周炎或者牙根严重吸收等，无法进行正畸

治疗。

1.2 CBCT图像拍摄

采用阳江市人民医院使用的 CBCT 机扫描

（KODA，美国），单次 360°旋转扫描，扫描参数设定

为电压 120 kV，电流 5 mA，切片间距 0.076 mm。

所有患者站立位，头部在同一体位固定，该体位

使牙列咬合平面与地面平行，面部中线与地面垂

直且与仪器的指示中线重叠。所有拍摄工作均由

同一名有 22 年工作经验的放射科医师在相同的

扫描参数和相同的患者体位下完成，扫描数据以

DICOM3.0 格式输出并保存。

1.3 图像分析

使用软件 CS 3D Imaging图像分析软件打开以

DICOM3.0 格式保存的患者扫描图像，对其进行三

维重建。本实验研究矫正前的前牙牙周膜情况。

以上颌中切牙为例，具体定点步骤为：①第一步：

矢状面确定中切牙所在的位置，在横断面和冠状

面中，选择上颌中切牙；②第二步：分别在矢状面、

横断面和冠状面，滚动扫视整个上颌中切牙图像，

发现并记录有牙周膜消失的层面。

由两位口腔颌面放射医师分别对全部的CBCT
检查结果进行盲法判读，记录并统计结果，对于判

读结果有差异的病例，同时再次读片，讨论确定结

果，作为最终CBCT判读结果。

2 结 果

在 48例患者中，发现有牙根⁃牙槽骨粘连的前

牙 3例，经解释病情，患者选择放弃正畸治疗；其余

45例外伤前牙未见牙周膜异常，予固定正畸治疗，

外伤牙均能移动，没有失败病例。

3 典型病例

典型病例1，患者，女性，12岁，因“龅牙”要求矫

正，前牙外伤史 2年，11切端缺损，牙体无变色，牙

齿无松动，CBCT 检查牙周膜未见异常。予拔除

4颗前磨牙固定矫治。矫正后效果满意（图1）。

典型病例 2，患者，男性，17 岁，因“龅牙”要

求矫正，前牙外伤史 5年，曾行根管治疗；检查见

21 切端缺损，牙体变色，无松动；根尖片示 21根尖

1/3区牙周膜不清晰，CBCT检查 21根尖 1/3区腭侧

牙周膜消失。向患者及其家属解释病情，患者选

择放弃正畸治疗（图 2）。

4 讨 论

在口腔门诊工作中，牙外伤较为常见，12％～

33％儿童存在牙外伤，10.8％正畸治疗的患儿有牙

外伤史［2］。外伤牙的牙周膜受到损伤，部分牙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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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曲面断层片；b：根尖片；c：锥形束CT。
图 2 典型病例 2

Figure 2 Typical case 2

愈合过程中发生牙骨质和牙槽骨的粘连［1］。发生

牙根⁃牙槽骨粘连的牙齿，无法进行常规的正畸移

动，正畸治疗非常棘手，粘连牙的漏诊会导致正畸

治疗方案的中途修改，甚至使治疗无法顺利实行

而失败，后期面临拔牙间隙的种植修复等问题，医

疗纠纷风险较高。因此，正畸治疗前，粘连牙的确

诊非常重要，但是确诊难度较高［2⁃4］。关于粘连牙

的诊断，国内外学者尚没有较有效的方法。

传统的全景片分辨率低，无法清晰显示牙周

膜；根尖片分辨率较曲面断层片稍高，但为二维影

像，无法在三维空间检查牙周膜的完整性［5⁃6］。传

统CT的分辨率不高，无法检查牙周膜。

随着 CBCT在口腔临床的推广使用，为此提供

了一个较佳的检查手段。CBCT的空间分辨率在

0.076～0.4 mm，高于传统 CT（最小 0.5 mm）；CBCT
在牙齿硬组织、牙周膜和牙槽骨的细节显示中优

势非常明显［7⁃8］，能精确检查牙周膜的完整性，对粘

连牙能进行正确的诊断。正畸医生通过 CBCT检

查牙周膜的完整性，能在正畸治疗前明确治疗方

案，使治疗少走弯路。

在本研究里，发现有牙根⁃牙槽骨粘连的 3例

3颗上前牙，粘连均发生在根尖1/3区，其外伤病史均

在2年以上，牙冠较同名牙的牙冠稍短；估计外伤牙

为嵌入性，根尖区牙周膜受到破坏后发生骨粘连。

CBCT检查费用相对较低，辐射剂量仅为传统

CT的 1/30～1/40［9⁃11］，在外伤前牙进行正畸治疗前，

使用 CBCT进行牙周膜检查，排除牙根⁃牙槽骨粘

连，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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