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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综合修复技术治疗牙隐裂的应用研究 

陈 军，李金双，熊主平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中医院  湖北宜昌 

【摘要】目的 分析牙隐裂患者采取口腔综合修复技术治疗的效果。方法 40 例牙隐裂患者选自本院在

2021 年 2 月-2022 年 2 月期间。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参考组及实验组，每组各 20 例。其中参考组行常规

充填术治疗，实验组采取口腔综合修复技术治疗。对两组治疗有效率、1 年复发率及生活质量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治疗有效率比较，实验组显高（P＜0.05）。1 年复发率比较，实验组显低（P＜0.05）。不良反应发

生率中，实验组显低（P＜0.05）。生活质量比较，实验组显高（P＜0.05）。结论 牙隐裂患者采取口腔综

合修复技术治疗可提升患者的治疗有效，减少 1 年内复发率，有助于促进患者生活质量提升。此种治疗方

法值得推广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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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omprehensive oral restoration technology in the treatment of cracked te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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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prehensive oral restoration techniques for patients 
with cracked teeth. Methods 40 patients with cracked teeth were selected from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1 to 
February 2022. Divide into a reference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2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referenc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filling surgery treatment,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comprehensive oral repair technology treatment.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treatment 
efficacy, 1-year recurrence rate, and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reatment effectiveness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0.05). The one-year recurrence rat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0.05). Compar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quality of lif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oral restoration technology can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iveness of 
patients with cracked teeth, reduce the recurrence rate within one year, and help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quality of life. This treatment method is worth promot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Comprehensive oral restoration technology; Cleft teeth; Treatment effectiveness; 1-year 
recurrence rate; Quality of Life 
 

牙隐裂是牙科比较多见的一种疾病，其是由于

牙表面的牙釉质不足，而不能有效地起到保护作用，

进而造成牙的局部开裂、变脆。牙隐裂是牙齿矿化

疾病的一种，其初期症状不凸显，极易出现漏诊、

误诊的情况，如不及时给予治疗或者治疗不当会导

致疾病的发展，使裂纹加深至牙本质，造成痛苦，

从而影响患者正常的生活及工作。为此，40 例牙隐

裂患者选自本院在 2021 年 2 月-2022 年 2 月期间。

分析牙隐裂患者采取口腔综合修复技术治疗的效

果。结果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40 例牙隐裂患者选自本院在 2021 年 2 月-2022

年 2 月期间。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参考组及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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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每组各 20 例。其中参考组行常规充填术治疗，

实验组采取口腔综合修复技术治疗。上述患者均符

合牙隐裂诊断标准，其基础资料完整，经向其表明

本次研究意义后，可主动加入到本次研究中，排除

存在其他牙科疾病者，精神疾病者，以及因其他因

素无法配合本次研究者。其中参考组男、女例数分

别为 11 例、9 例，年龄 24-56 岁，均值范围（46.54
±3.23）岁。实验组男、女例数分别为 12 例、8 例，

年龄 23-55 岁，均值范围（46.54±3.68）岁。两组

资料比较差异小（P＞0.05）。 
1.2 方法 
（1）参考组 
本组采取常规充填术进行治疗，协助患者调整为

仰卧位，对隐裂牙齿的位置予以明确，按照患者情况

对窝洞进行制备，磨除裂纹，采取瓷牙予以填充。 
（2）实验组 
本组采取口腔综合修复技术治疗。协助患者调

整为仰卧位，按照患者的实际情况调整灯光及椅位，

给予患者采取口腔检查，明确牙隐裂位置及数量，

以便对治疗方法进行确定。牙隐裂纹较浅的患者者，

于裂缝位置采取被动，光固化复合树脂予以填充；

牙隐裂纹较深的患者，采取永久性修复；如果患者

有强烈的疼痛感，需采取全冠修复，若存在尖周炎，

则对患者采取牙髓治疗，或者行根管治疗，严重情

况下可拔除患牙，采取种牙手术治疗。 
1.3 疗效标准 

（1）治疗有效率 
对两组治疗有效率进行评价，其中患者患牙表

面裂纹消失，其疼痛、冷热刺激等症状消失为显效，

患者患牙表面裂纹降低，其疼痛、冷热刺激等症状

改善明显为有效，患者上述情况均无任何改善为无

效。计算方法：（显效+有效）/总例数×100%。 
（2）1 年复发率 
对两组治疗后 1 年牙隐裂复发情况予以观察。 
（3）不良反应发生率 
对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予以观察，其中可见

牙龈红肿、感染、破损。计算方法：不良反应例数/
总例数×100%。 

（4）生活质量 
对两组治疗后的生活质量予以评价，采取 SF-36

量表（生理职能、躯体疼痛、精神健康、社会功能及

总体健康）进行评价，分数越高，则生活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到的数据均采用 SPSS 23.0 软件进行处

理。（ x ±s）用于表示计量资料，用 t 检验；（%）

用于表示计数资料，用（χ2）检验。当所计算出的 P
＜0.05 时则提示进行对比的对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有效率对比分析 
表 1 显示，实验组治疗有效率为 100.00%，参

考组治疗有效率为 60.00%，治疗有效率比较，实验

组显高（P＜0.05）。 
表 1 两组治疗有效率对比分析[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有效率（%） 

实验组 20 16（80.00%） 4（20.00%） 0（0.00%） 100.00%（20/20） 

参考组 20 11（55.00%） 1（5.00%） 8（40.00%） 60.00%（12/20） 

χ2 - 2.849 2.057 10.000 10.000 

P - 0.091 0.151 0.002 0.002 

 
2.2 两组 1 年复发率对比分析 
实验组 1 年复发率为 5.00%（1/20）；参考组 1

年复发率为 35.00%（7/20）。χ2 检验值：1 年复发

率（χ2=5.625，P=0.018）。1 年复发率比较，实验

组显低（P＜0.05）。 
2.3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分析 
实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0.00%（2/20）：牙

龈红肿例数为 1 例，占比为 5.00%，感染例数为 1

例、占比为 5.00%，破损例数为 0 例，占比为 0.00%。

参考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40.00%（8/20）：牙龈红

肿例数为 3 例，占比为 15.00%，感染例数为 3 例、

占比为 15.00%，破损例数为 2 例，占比为 10.00%。

χ2 检验值：不良反应发生率（χ2=4.800，P=0.028）。

不良反应发生率中，实验组显低（P＜0.05）。 
2.4 两组生活质量比较分析 
实验组生活质量：生理职能（83.43±2.3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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躯体疼痛（81.24±1.24）分、精神健康（86.54±2.75）
分、社会功能（85.43±3.23）分、总体健康（89.87
±2.35）分。参考组生活质量：生理职能（73.21±
2.44）分、躯体疼痛（75.43±1.54）分、精神健康

（72.35±2.65）分、社会功能（74.32±3.68）分、

总体健康（77.65±2.79）分。t 检验值：生理职能

（ t=13.574，P=0.001）、躯体疼痛（ t=13.142，
P=0.001）、精神健康（t=16.616，P=0.001）、社会

功能（t=10.147，P=0.001）、总体健康（t=14.981，
P=0.001）。生活质量比较，实验组显高（P＜0.05）。 

3 讨论 
牙隐裂作为一种多见的口腔疾病，会对患者的

生活与工作造成影响。牙隐裂指牙齿上的微小裂纹，

牙隐裂的表现形式多样，临床上诊断难度较大，初

期由于牙隐裂较小，一般与窝沟或发育沟同时存在，

难以检出，故诊断时误诊率、漏诊率较高。牙隐裂

患者存在刺激性食物及温度高度敏感，这就对其咀

嚼，生活等方面都带来不利影响，为此需要积极地

进行治疗。如果诊断后仅做脱敏治疗，而未做冠状

修复则会使患牙在颌力的作用下随时间的推移而产

生变化，使裂缝不断加深，严重情况下破坏牙本质

并诱发牙髓炎。 
在牙隐裂治疗中采取常规充填术治疗，即按照

患牙与窝洞的部位及所能承受咬合力大小来选择适

当的充填材料，但易反复发作，长期疗效不佳，对

改善病人生活质量效果较差。口腔综合修复技术是

从常规修复手术中改进获得，能够彻底清除严重弱

化或损伤的牙体组织，按照患者的病情做好牙齿准

备。采用精细制作的方法，能很好的恢复患牙与邻

牙之间的关系，维持边缘密合状态，有助于牙周组

织的健康恢复，确保牙列有序性与完整性，有利于

患者咀嚼功能的恢复。此外，采用口腔综合修复技

术对牙体强度没有不利影响，能够防止牙折和其他

状况产生。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治疗有效率

为 100.00%，参考组治疗有效率为 60.00%，治疗有

效率比较，实验组显高（P＜0.05）。提示口腔综合

修复技术治疗可提升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实验组 1
年复发率为 5.00%，参考组 1 年复发率为 35.00%，1
年复发率比较，实验组显低（P＜0.05）。提示口腔

综合修复技术治疗可降低 1 年内的复发率。实验组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0.00%，参考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为 40.00%，不良反应发生率中，实验组显低（P＜
0.05）。提示口腔综合修复技术治疗安全性高，能

够减少不良反应的产生。生活质量比较，实验组显

高（P＜0.05）。表明口腔综合修复技术治疗可促进

患者的生活质量提升。由此可见口腔综合修复技术

治疗效果相比较常规充填术治疗效果更好。笔者分

析认为，口腔综合修复是一种比较先进、安全和综

合的修复技术，此手术步骤精细，患牙不容易出现

断裂，能够对牙周组织起到保护作用，可避免了牙

周红肿，不会对患者咀嚼功能造成影响，确保了患

者正常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牙隐裂患者采取口腔综合修复技术

治疗可提升患者的治疗有效，减少 1 年内复发率，

有助于促进患者生活质量提升。此种治疗方法值得

推广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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