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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牙体牙髓疾病临床诊治过程中需要临床医生 掌握牙髓室的解剖特征。开髓时 , 开髓孔的位置、

大小、形状 , 甚至深度都与髓室解剖特征有直接关

系[1- 2], 牙体修复治疗中 , 髓室壁厚度及髓室与牙体

外表的关系十分重要 [3]。目前有关髓室解剖特征的

研究主要局限在磨牙 [2, 4- 8]或前磨牙 [4, 9- 10]。前牙具有

不同于后牙的解剖学特征 , 其牙体形态变化多样 ,

恒前牙髓室解剖影像学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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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 讨中 国人 恒前 牙髓 室影 像解 剖学特 征及 其与 牙体 外表 特征 的关 系。方法 采 用游 标卡尺 测量

137个离体恒前牙冠长、冠宽、冠厚等牙体解剖指标 , 然后采用平行投照技术拍摄唇舌向和近远中向X线片 , 并采

用Photoshop 8.0软件测量髓室最大唇舌径、最大近远中径、髓室高及舌面髓壁距等影像解剖指标 , 计算髓室最大

唇舌径与冠厚之比、髓室最大近远中径与冠宽之比、髓室高与冠长之比和髓室顶 厚 , 得 出以 上指 标的变 异系 数。

结果 ①上下颌尖牙的髓室近远中径与冠宽之比与其余牙位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而上下颌尖牙间则

无统计学差异 , 上下颌中切牙、侧切牙间此比值的均值也无统计学差异( P>0.05) 。②髓室指标的变异远大于牙体

外表指 标的 变异 程度 。③舌 面髓 壁距 的变 异系 数最 小。④除下 颌尖牙 外 , 髓 室 的 最 大 近 远 中 径 变 异 最 大 。结论

恒前牙的舌面髓壁距可以作为临床开髓洞深的参考指标 ; 而开髓的时候 , 不要轻易向近远中向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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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ographic Anatomy of Pulp Chamber of Chinese Permanent Anter ior Teeth JIA Liu- he1, HUANG 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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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measure and analyze the anato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ulp

chamber of Chinese permanent anterior teeth radiographically. Methods There were 137 human permanent anterior

teeth to be used. The crown length, crown width and crown thickness were measured by vernier caliper. Labial -

lingual and mesial - distal radiographs were obtained by parallel technique and Photoshop 8.0 was adopted for

measuring the largest labial- lingual length, the largest mesial- distal length, the pulp chamber height and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lingual surface of the crown and the corresponding wall of the pulp chamber; the ratios of the largest

labial - lingual length to the crown thickness, the largest mesial - distal length to the crown width and the pulp

chamber height to the crown length were calculated. Finally the coefficients of variance were caculated. Results ①

The ratios of the largest mesial - distal length to the crown width of maxillary and mandibular canines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other anterior teeth. Ther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those

ratios either between maxillary and mandibular canines or among incisors. ②Indexes of the pulp chamber had higher

variance than those of the external morphology. ③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lingual surface of the crown and the

corresponding wall of the pulp chamber had the smallest coefficient of variance. ④The largest mesial- distal length of

the pulp chamber had the largest coefficient of variance, except for the mandibular canines. Conclusion This study

provided anatomical basis for clinical work;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lingual surface of the crown and the

corresponding wall of the pulp chamber could be used as a depth reference for the endodontic access, and the

access should not be extended excessively in mesial- distal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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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面髓壁距

釉质牙骨质界

髓室形态与后牙相比不甚规则 , 因此磨牙和前磨牙

的解剖特点并不适用于前牙。有关前牙髓室解剖的

报道较少 , 因此对中国人前牙髓室解剖特征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结合本课题组对中国人恒前

牙牙体硬组织解剖学特征的研究 [11], 本研究对中国

人恒前牙髓室解剖学特征进行测量 , 并对其与牙体

外表解剖的关系作进一步分析。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的选择

选择137个因牙周疾病拔除的、无明显龋坏和

磨耗的离体恒前牙作为研究对象 , 其中上颌中切牙

25个 , 上颌侧切牙22个 , 上颌尖牙30个 , 下颌中切

牙19个, 下颌侧切牙20个, 下颌尖牙21个。

1.2 髓室和根管分界标准的确定

前牙髓室和根管没有明显的分界 , 本研究以唇

舌面釉质牙骨质界最低点平面作为髓室和根管的分

界标准。双根管下颌切牙的根管口可能并不处于此

平面 , 为了便于比较 , 同时利于增加临床上从牙体

外表推断的意义, 统一采用此标准。

1.3 牙体和髓室解剖学指标的测量

按 照 本 课 题 组 测 量 牙 体 硬 组 织 解 剖 数 据 的 方

法 [11], 利用精确度为0.02 mm的游标卡尺测量冠长、

冠宽、冠厚。①冠长: 牙尖到唇面釉质牙骨质界最

低点间平行于牙长轴的距离 ; ②冠宽: 牙齿近远中

接触点间垂直于牙长轴的距离 ; ③冠厚: 牙齿唇舌

面最突点间垂直于牙长轴的距离。

采用离体牙平行投照装置 [12], 对每个牙齿分别

从唇舌向和近远中向摄片。利用Photoshop 8.0软件

测量髓室指标。①舌面髓壁距: 釉质牙骨质界平面

与髓室顶点连线的中点处舌面髓壁的厚度 , 如图1

所示; ②髓室最大唇舌径: 髓室内唇舌侧壁间垂直

于牙长轴的最大距离 ; ③髓室最大近远中径 : 髓室

内近远中侧壁间垂直于牙长轴的最大距离 ; ④髓室

高 : 髓 室 顶 点 沿 牙 长 轴 到 釉 质 牙 骨 质 界 平 面 的 距

离。其中 , 舌面髓壁距、髓室最大唇舌径、髓室高

在近远中方向投照的X线片上测量 , 髓室最大近远

中径在唇舌向投照的X线片上测量。

通过以上测量指标计算髓室最大唇舌径与冠厚

之比、髓室最大近远中径与冠宽之比、髓室高与冠

长之比和髓室顶厚( 冠长减髓室高) , 得出其均值、

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标准差/均值) 。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方差分析, 检验水准为

双侧α=0.05。

图 1 舌面髓壁距的测量

Fig 1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lingual surface of the crown

and the corresponding wall of the pulp chamber

2 结果

2.1 恒前牙髓室解剖学特征及与其牙体解剖特征的

关系

上下颌中切牙、侧切牙和尖牙髓室与牙体解剖

数据的结果见表1—3。由表1—3可见 , 上颌恒切牙

髓室最大近远中径明显大于最大唇舌径 ( P<0.05) ,

上 下 颌 恒 尖 牙 最 大 近 远 中 径 明 显 小 于 最 大 唇 舌 径

( P<0.05) ; 从髓室和牙体测量指标的比值来看 , 髓

室高与冠长比值最大 , 上切牙髓室最大唇舌径与冠

厚比值小于其近远中径与冠宽比值( P<0.05) , 而上

下颌尖牙、下颌切牙则与上切牙相反。另外 , 上下

颌尖牙的髓室近远中径与冠宽之比的均值与其余牙

位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而上下颌尖牙

之间则无统计学差异 , 上下颌中切牙、侧切牙间此

比值的均值也无统计学差异( P>0.05) 。

表 1 上下颌中切牙髓室与牙体解剖数据表

Tab 1 Data of the pulp chamber and external

morphology of maxillary central incisors

and mandibular central incisors

项目
上颌中切牙 下颌中切牙

x±s 变异系数 x±s 变异系数

舌面髓壁距( mm) 2.48±0.36 0.14 1.98±0.19 0.10

髓室最大唇舌径( mm) 1.14±0.39 0.34 1.16±0.35 0.30

髓室最大近远中径( mm) 1.59±0.63 0.40 0.97±0.40 0.41

髓室高( mm) 4.97±1.51 0.31 4.35±0.87 0.20

冠长( mm) 10.85±1.37 0.13 8.67±1.11 0.13

冠宽( mm) 8.51±0.48 0.06 5.60±0.36 0.06

冠厚( mm) 7.10±0.39 0.06 5.92±0.28 0.05

髓室最大唇舌径比冠厚 0.16±0.05 0.33 0.20±0.06 0.29

髓室最大近远中径比冠宽 0.19±0.07 0.39 0.18±0.06 0.35

髓室高比冠长 0.46±0.12 0.27 0.50±0.08 0.15

髓室顶厚( mm) 5.89±1.39 0.24 4.31±0.89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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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恒前牙牙体、髓室解剖的变异情况

由表1—3可见 , 恒前牙髓室指标的变异程度一

般 均 大 于 牙 体 指 标 的 变 异 程 度 , 仅 下 颌 中 切 牙 冠

长、下颌侧切牙冠长和冠宽的变异系数大于其相应

的舌面髓壁距的变异系数。髓室解剖学指标中 , 所

有牙的舌面髓壁距变异最小 , 因此该指标可作为开

髓洞深的参考指标 ; 变异次小的为髓顶厚或髓室高

与冠长之比 , 提示开髓位置的切龈向进针点比较固

定 ; 除 下 颌 尖 牙 外 , 髓 室 的 最 大 近 远 中 径 变 异 最

大, 临床开髓时不要轻易向近远中向扩展。

3 讨论

本研究采用影像学方法对恒前牙牙体和髓室影

像 解 剖 进 行 研 究 , 与 实 际 解 剖 数 据 间 可 能 存 在 误

差。Scotti等[13- 14]比较了采用放射影像学和解剖学方

法研究冠部髓腔与牙表面间厚度的差异 , 表明其相

对误差仅为4.46%, 因此放射影像学研究仍不失为

一种比较准确的方法。

本实验首次系统地研究了我国成人前牙的髓腔

解剖及其与牙体外表的关系 , 并计算变异系数。变

异系数排除了不同指标间绝对值大小以及单位的影

响 , 可以较标准差更好地反映出各项指标间变异程

度 的 差 异 。 指 标 的 变 异 程 度 相 对 于 绝 对 值 大 小 来

说 , 对于临床操作的影响更大。表1—3显示 , 髓室

各解剖指标的变异系数一般大于牙体指标。这一方

面 由 于 年 龄 等 原 因 继 发 性 牙 本 质 不 断 在 髓 室 内 沉

积 , 引起髓室形态不断变化; 另一方面由于牙体指

标的均值较大 , 使得前者更具变异性。因此 , 临床

上对于髓腔进行的相关操作 , 应比有关牙体的操作

更加谨慎。

Deutsch[2]报道恒磨牙髓室顶厚度是一较为恒定

的数值 , 为6.3 mm; Philippas[15]也证实 , 6岁以后继

发性牙本质在磨牙髓室顶沉积的速率是髓室各壁最

低的。本研究结果显示 , 前牙舌面髓壁距的变异系

数在髓室各指标中最小 , 且舌面髓壁距的改变往往

不是因对应髓室壁厚度的增加 , 而是因继发性牙本

质使髓室高度下降 , 导致测量舌面髓壁距的髓室定

点位置改变而造成的。所以笔者认为在我国成人前

牙中 , 舌面髓壁距具有相对较好的恒定性。因此临

床上开髓时 , 应注意把握此深度 , 在手感不是很明

显的情况下指导髓室位置 , 避免过度深入造成唇侧

髓壁侧穿。

不同牙齿有不同的解剖外形 , 牙齿间髓室解剖

指 标 的 差 异 是 否 是 由 于 牙 体 外 表 解 剖 差 异 所 引 起

的? 本研究计算髓室与牙体各项指标比值的变异系

数 , 结果表明 , 各项比值的变异系数与其对应髓室

指标相比 , 并没有明显的下降 , 说明髓室指标的变

异主要是由于牙齿本身继发性牙本质的沉积引起 ,

而与其外表指标的变异关系不大。

与磨牙的有关研究不同 [2, 4- 5, 16], 本研究没有固

定近远中径和唇舌径测量的位置 , 而是测量其在整

个髓室立体结构中的最大值 , 这样具有更重要的临

床意义。因为临床开髓时 , 髓腔的最大径较之某个

具体位置的大小更重要。本研究结果表明 , 除下颌

尖 牙 外 , 其 余 牙 位 皆 为 最 大 近 远 中 径 变 异 系 数 最

大 , 因此 , 在临床操作的时候 , 应该更注意牙齿近

项目
上颌侧切牙 下颌侧切牙

x±s 变异系数 x±s 变异系数

舌面髓壁距( mm) 2.16±0.38 0.18 1.97±0.18 0.09

髓室最大唇舌径( mm) 1.19±0.43 0.36 1.25±0.38 0.31

髓室最大近远中径( mm) 1.38±0.57 0.42 1.16±0.45 0.39

髓室高( mm) 4.28±1.51 0.35 4.64±0.74 0.16

冠长( mm) 9.44±0.90 0.10 8.62±1.10 0.13

冠宽( mm) 6.80±0.57 0.09 6.02±0.67 0.11

冠厚( mm) 6.39±0.60 0.09 6.09±0.42 0.07

髓室最大唇舌径比冠厚 0.18±0.07 0.40 0.20±0.06 0.30

髓室最大近远中径比冠宽 0.20±0.08 0.38 0.19±0.07 0.38

髓室高比冠长 0.45±0.14 0.32 0.54±0.09 0.16

髓室顶厚( mm) 5.16±1.42 0.27 1.89±0.30 0.16

表 2 上下颌侧切牙髓室与牙体解剖数据表

Tab 2 Data of the pulp chamber and external

morphology of maxillary lateral incisors

and mandibular lateral incisors

表 3 上下颌尖牙髓室与牙体解剖数据表

Tab 3 Data of the pulp chamber and external

morphology of maxillary canines and

mandibular canines

项目
上颌尖牙 下颌尖牙

x±s 变异系数 x±s 变异系数

舌面髓壁距( mm) 2.63±0.45 0.17 2.50±0.29 0.12

髓室最大唇舌径( mm) 1.60±0.65 0.41 1.75±0.54 0.31

髓室最大近远中径( mm) 0.90±0.38 0.42 0.82±0.25 0.30

髓室高( mm) 3.90±1.15 0.29 4.42±1.28 0.29

冠长( mm) 9.82±1.05 0.11 9.61±1.04 0.11

冠宽( mm) 7.61±0.66 0.09 6.67±0.66 0.10

冠厚( mm) 7.97±0.61 0.08 7.40±0.61 0.08

髓室最大唇舌径比冠厚 0.20±0.08 0.38 0.23±0.07 0.29

髓室最大近远中径比冠宽 0.12±0.05 0.41 0.12±0.04 0.29

髓室高比冠长 0.40±0.13 0.32 0.46±0.12 0.26

髓室顶厚( mm) 5.91±1.41 0.24 5.19±1.37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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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中径对于治疗的影响。

在研究中笔者发现 , 髓腔形态的变异对最大唇

舌 径 位 置 的 影 响 明 显 大 于 其 对 最 大 近 远 中 径 的 影

响。整个髓腔系统中 , 唇舌径从髓顶到根尖是先扩

大后缩小 , 扩大和缩小的转折点是整个髓腔的最宽

径 , 当其位于唇舌向釉质牙骨质交界平面之上时即

为本研究所测量的最大唇舌径。但是 , 此位置的变

化相当大 , 特别是在尖牙 , 当髓腔比较宽大时 , 多

位于釉质牙骨质界平面以下。最大近远中径则均位

于髓室内 , 受髓腔形态变异的影响程度相对要小 ,

临床操作时应当加以注意。

切牙髓室近远中径一般是在髓顶处最宽 , 但在

少数牙齿中 , 由于继发性牙本质在髓角处的沉积 ,

髓室近远中径从髓顶向下有一定的增宽 , 然后再缩

窄。因此在开髓时 , 仅仅揭去髓顶有时并不能完全

暴露髓腔 , 此时应根据情况适当地去除一些髓壁 ,

才能更好地便于临床根管治疗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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