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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沟封闭术配合多乐氟治疗小儿龋齿的远期临床探讨 

季春雷 

江阴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江阴 

【摘要】目的 观察在对小儿龋齿患儿进行治疗的过程中按照窝沟封闭术联合多乐氟进行治疗的效果。

方法 按照对比治疗观察的方式展开探究，纳入 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4 月进行治疗的小儿龋齿患儿 80 例

为对象，盲选均分为对照组（40 例，进行窝沟封闭术治疗）和观察组（40 例，窝沟封闭术配合多乐氟进行

治疗）。分析患儿远期恢复情况。结果 对比两组患儿龋齿发生情况以及封闭剂脱落情况，观察组均明显优

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对小儿龋齿患儿进行治疗的过程中按照窝沟封闭术配合多乐氟进行治疗，可以

有效降低患儿远期龋齿发生率并改善患儿封闭剂脱落的情况，整体治疗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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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term clinical study of pit and fissure sealing operation combined with dolorf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s dental caries 

Chunlei Ji 

Jiangyi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Jiangyin, Jiangsu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pit and fissure sealing combined with dolofloxacin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dental caries.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way of comparative treatment and observation, 
80 children with dental caries who were treated from February 2020 to April 2021 were enrolled as the su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40 cases, treated with pit and fissure sealant)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40 cases, treated with pit and fissure sealant and dolofluor). To analyze the long-term recovery 
of children. Results Compared the caries occurrence and sealing agent shedding of the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dental 
caries, the pit and fissure sealing operation combined with dolefluor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long-term incidence 
of dental caries in children and improve the loss of sealant in children. The overall treatment effect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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龋齿属于幼儿牙齿类疾病中最为常见且发生率

较高的类型，病症的诱发因素较多，多与患儿的不

良饮食习惯存在有联系。若未及时得到治疗，在病

症持续影响下，会增加患儿出现牙髓炎、牙周炎的

几率，进一步影响到患儿健康[1-2]。在临床治疗的过

程中，为促使患儿龋齿可以得到有效治疗，更需要

选择最佳的治疗方式进行治疗[3]。按照窝沟封闭术

配合多乐氟对该部分患儿进行治疗逐步在临床得到

运用。本次研究就侧重对该治疗方案的具体效果加

以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按照对比治疗观察的方式展开探究，纳入 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4 月进行治疗的小儿龋齿患儿 80
例为对象，盲选均分为对照组（40 例，进行窝沟封

闭术治疗）和观察组（40 例，窝沟封闭术配合多乐

氟进行治疗）。在患儿组成方面，对照组男性患儿

22 例，女性患儿 18 例，年龄分布在 6—11 岁间，

均值为（8.34±1.28）。观察组男性患儿 23 例，女

性患儿 17 例，年龄分布在 5—12 岁间，均值为（8.
03±1.31）。对比两组基本数据，P>0.05。 

1.2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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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儿均进行窝沟封闭术治疗，以常规光固

化机开展对应操作，封闭剂选择光凝窝沟封闭剂。

在进行治疗前，需对患儿口腔进行彻底清洗，尤其

需要做好患牙表面以及窝沟的清理工作，并以水枪

对患牙表面残留清洁剂进行清理，以气枪进行风干

处理。选用磷酸对患牙进行酸饰，以加压水进行冲

洗，并将患儿口腔唾液以吸唾器进行彻底清理，并

以压缩空气对患儿牙表面进行干燥处理。随后需将

封闭剂涂抹到窝沟的位置，并在距离牙尖 1mm 的位

置处进行照射，持续进行 20 秒照射，确保封闭剂固

化。治疗医师需再次对封闭效果进行核查，并分析

是否存在有遗漏的情况，若存在有遗漏位置则需要

再次进行封闭固化。治疗完成后需对患儿的咬合情

况进行观察，避免出现咬合异常的情况。观察组患

儿则需要在窝沟封闭术治疗的基础上以多乐氟进行

治疗。在完成窝沟封闭术后，需使用多乐氟在患儿

患牙处进行涂抹，并告知患儿家属在治疗后 1h 内保

持禁食的状态。两组患儿在治疗完成后均需要做好

常规口腔清洁工作，并告知患儿以及家属在恢复期

间需要注意的细节问题，准确做好口腔卫生工作等。 
1.3 观察指标 
在本次研究中需对两组患儿窝沟龋齿发生率、

邻面龋以及龋均值进行统计，同时需要分析两组封

闭剂涂层保留情况，需在治疗后 1 年进行随访调查。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的各方面数据都借助 SPSS20.0 进

行处理，按照百分数对计数数据进行表示，卡方检

测，t 检测计量数据，按照均值±标准差表示，P<0.
05 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窝沟龋齿发生率、邻面龋以及龋均值

统计 
结合对两组窝沟龋齿发生率、邻面龋以及龋均

值进行统计，观察组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详见下表 1。 

2.2 两组封闭剂保留情况分析 
结合对两组患儿封闭剂保留情况进行分析，观

察组保留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详见下表 2。 
3 讨论 
在儿科常见口腔疾病中，龋齿属于最为常见的

病症类型，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儿童口腔健康。 

表 1 两组窝沟龋齿发生率、邻面龋以及龋均值统计[n,(%)] 

组别 例数 窝沟龋齿 邻面龋 龋均值 

观察组 40 3（7.50） 2（5.00） 0.72±0.11 

对照组 40 6（15.00） 5（12.50） 0.94±0.14 

χ2 - 6.728 5.728 12.082 

P - 0.012 0.008 0.001 

表 2 两组封闭剂保留情况统计[n,(%)] 

组别 例数 完全保留 部分保留 完全脱落 

观察组 40 20（50.00） 17（42.50） 3（7.50） 

对照组 40 20（50.00） 14（35.00） 6（15.00） 

χ2 - 0.000 6.755 6.755 

P - 1.000 0.001 0.001 

结合临床统计可以发现，儿童在生长发育的过

程中，多数幼儿存在有喜好零食的习惯，不合理饮

食会增加龋齿的发生率。结合有关报道可以发现，5
~12 岁儿童龋齿的发生率居高，以窝沟龋为主[4-5]。

在病症持续影响下，会对患儿口腔健康造成更为严

重的影响，会促使其出现根尖周炎以及牙髓炎的几

率增加，部分较为严重的患儿更可能出现内膜炎或

者风湿等症状，进一步影响到患儿健康。在临床治

疗的过程中，为促使该部分患儿可以得到有效的恢

复，更需要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对该部分患儿进行

治疗。 
按照窝沟封闭术对该部分患儿进行治疗为当前

临床治疗该症最为主要的方式，属于无创治疗方案，

适用性较广，且患儿、家长的接受度较高。将封闭

材料直接涂抹在患儿患牙窝沟的位置，可以形成一

种保护屏障，同时对窝、隙、沟等部位进行封闭处

理，可以避免外界物质进入到损伤部位，达到保护

患牙的目的[6-7]。此外，更可以对封闭剂下方的致病

菌进行有效的隔断，切断其营养供给通道，达到对

细菌生长环境进行破坏的目的，达到帮助患儿进行

恢复的目的。但结合实际可以发现，多数患儿在恢

复的过程中，自控力相对较差，很容易存在有饮用

碳酸饮料或者食用其他零食的习惯，促使封闭剂被

腐蚀，更会导致封闭剂异常脱落促使龋齿出现复发

等情况，影响到治疗的综合效果[8-9]。配合使用多乐

氟对该部分患儿进行治疗逐步在临床得到运用。多

乐氟属于护齿剂，属于较为新型的防龋材料，直接

涂抹在患牙表面，可以促使氟化钙小球在牙釉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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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附着，达到对牙釉质进行保护的作用，可以抑

制细菌滋生，并对牙菌斑的繁殖和形成进行有效的

抑制，更可以提升牙釉质抗酸的效果，并针对封闭

剂进行有效的保护，避免出现封闭剂脱落的情况，

达到预防龋齿的效果。早在杨春霞等[10]研究中已经

指出，在对小儿龋齿患儿进行治疗的过程中按照窝

沟封闭术配合多乐氟进行治疗，可以进一步提升临

床对龋齿患儿的治疗效果，降低龋齿的发生率，更

可以达到对封闭剂进行保护的作用，避免患儿在远

期恢复的过程中出现封闭剂脱落的情况，实现对龋

齿的有效预防，保障患儿口腔健康。而在本次对比

治疗中，观察组患儿按照窝沟封闭术配合多乐氟共

同进行治疗，龋齿复发率以及封闭剂脱落情况均存

在有明显优势，充分证实了该治疗方案的有效性，

有助于患儿恢复。 
综合本次研究，在对小儿龋齿患儿进行治疗的

过程中可以按照窝沟封闭术配合多乐氟的方式进行

治疗，充分提升临床对小儿龋齿的治疗效果，保障

患儿口腔健康。且需要注意的是，为进一步提升小

儿龋齿的治疗效果，更需要做好对应的口腔卫生宣

贯工作，引导家长认识到保障患儿口腔健康的重要

性，对患儿日常饮食等进行科学规划，降低龋齿对

患儿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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