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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测量了 名 一 岁男女儿童的下领牙弓 的宽度和 弦长 儿童前牙 弓在 一 岁

时增长最快
,

为此时恒尖牙萌出所致 岁以后各年龄组均数差异检验没有显著性意义 在整

个替牙期
,

儿童前牙弓宽度约增加 们 ,

弦长增加 们。 。 ,

儿童后牙弓的宽度和弦长约增加

左右 男孩前牙弓宽度比女孩大 比 左右 后牙弓的宽度和弦长在各年龄组均为男大于

女
,

约 左右 可以把小学年龄阶段儿童的牙列分为乳牙弓
、

第 恒磨牙弓和第 恒磨牙

弓 种 在小学 儿童中的比例分别为
、 、

关键词 儿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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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育

氟离子透人法 以下简称氟透 是一种对牙齿局部用氟防龋的方法
,

现广泛在学校 中

应用
,

收到不同程度的防龋效果 何伦 中等
,

张伏初
, 。

该法使用时需要一

种聚乙烯塑料托盘托载含有氟化钠溶液的棉条供儿童咬合
。

我们在应用过程中发现这种塑

料托盘往往不能很好地与儿童咬合牙列相适应 在托盘不够长时
,

需要重点保护的磨牙 咬

不到托盘上 在托盘不够宽时
,

儿童咬在托盘隆起的边缘上
。

在这两种情况下
,

儿童牙胎

面不与氟化钠溶液接触
,

得不到氟透作用的保护

由于氟透防龋方法 目前已在较大面积儿童人群中使用
,

仅南京一地
,

每年进行氟透的

儿童至少在 几万 人次以上 作为一种大面积人群防龋措施
,

方法上必须完善
,

否则会

造成人
、

财
、

物力的大量浪费
,

也使防龋效果下降
。

因此
,

塑料托盘的制作规格必需根据

不同年龄儿童牙 弓的形态

多年来
,

儿童牙弓的形态测量研究多由口 腔医学进行
。

口腔医学为本学科正畸修复的

需要
,

研究对象都选择正常聆的儿童 栗震亚等
,

罗颂椒等
, 。

但正常胎儿

童在人群中所占的比例很小 以下
,

因此
,

如用正常黯牙弓的测量数据制作塑料托

盘显然代表性小

小学年龄阶段的儿童处于替牙期 一 岁
,

其牙弓形态随生长发育而发生变化

厂家制作用于此年龄阶段儿童牙弓的塑料托盘应根据包括正常殆在内的所有胎关系的儿童

牙 弓长宽数据
。

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数据很少
。

为此
,

本研究对南京市儿童进行了下牙 弓测

量
,

以期对儿童牙弓的生长发育做初步探讨
,

并为厂家提供托盘规格的参考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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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和方法

研究对象

南京市 所小学的 名 一 岁儿童
,

其中男 名
,

女 名
,

各年龄性别

组的样本数见表
,

年龄分组方法为年龄范围法
。

研究方法

对所有样本进行下牙弓测量
。

牙弓测量标志点

萌出过程 中的恒牙需达 级以上萌生 即牙冠标志点均萌出
‘

方作为测量牙
,

此时的

牙冠高度在咬合时可能够得上接触托盘上的棉条
。

下领乳尖牙 了随 或恒尖牙 乖 的牙尖顶点

下领第 乳磨牙 师 而 或第 双尖牙 不 的近中颊尖
。

下领第 乳磨牙 斤飞不 近中颊尖

下领第 恒磨牙 廊 颊沟末端点状凹陷

下领第 恒磨牙 不 颊沟最外侧点
。

下领乳中切牙 行行 或恒中切牙 币 近 中切角
。

测量指标

前牙弓宽度
、

即可恤或不 间距
。

如果儿童的了恤
,

不缺失
,

则测可困或不 间距

舍去上述牙全失 的样本
。

后牙 弓宽度
、

即芬芬
,

雨 或不 间距 对乳牙 弓测不不间距 对恒牙弓测不 间距

如不未达 级以上萌出则测雨 间距 如不未达 级以上萌出则测 阿间距
。

前
、

后牙弓的弦长
、

上述前
、

后牙弓宽度的左侧标志点到 订至或不 的近 中切角的

距离 见图

倾沟最外侧点

颊沟未端川陷

赓荞‘
一

近中、尖

乡飞二夕尹产

近
, ,

颊尖

牙尖顶点

—
近

, ,

切角

图 牙弓测量标志点示意图

 测量方法

嘱儿童张 口
,

在 自然光线下
,

用分规量取各测量指标
,

再从不锈钢尺上读数 不锈钢

尺最小刻度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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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后牙 弓宽度和弦长的男女性别差异显著性检验

对每个年龄组各指标做男女性别差异 的显 著性检验
。

舍去样本数量小于 例的年龄

组
。

结果见表
、

 牙弓分类

全体样本中有乳牙 列者 名 第 恒磨牙 级 以上 萌出者 名

第 恒磨牙 级以上萌出者 名  
。

讨 论

本研究测定 的样本都处于替牙期
,

儿童 口腔中牙列发育情况复杂
。

如果用测量样本数

量较多的乳尖牙和恒尖牙段 的牙弓宽度和 弦长表示前牙弓的发育
,

用第 恒磨牙段的宽度

和弦长表示后牙 弓的发育
,

用测量数据作图可明显看出 男女儿童的前牙弓随年龄增长而

增大
,

增长最快的年龄段是 一 岁
,

因为此时恒尖牙萌出使前牙 弓宽度增加
。

岁以后

各年龄组的牙弓宽度和弦长均数差异经检验没有显著性意义
。

从 岁到 岁
,

男孩的宽

度平均增加
,

弦长增加约
。

后牙 弓的宽度和弦长增加 幅度小
,

约 左

右
,

岁以后各年龄组 的宽度均数差异检验也没有显著性意义
,

这个增 长量可能是第

恒磨牙 级萌出到完全萌出过程 中的位置变动所致 皮听主编
, 。

下领前牙 弓的宽度和弦长都是男大于女
,

岁 以前部分年龄组男女差 异有显著性意

义
,

岁 以后各年龄组男女差异都有显著性意义
,

实际差值均未超过
。

第 乳磨 牙

和第 双尖牙段的测量样本数量 少
,

代表性差
,

但也表现出男大于女的趋势
,

在 岁组

出现显著性差异
。

除 了样本数量较少 的年龄组
,

下领后牙弓也表现 出男孩显著大于女孩
,

第 恒磨牙段的宽度男比女大 以上
,

弦长相差不到 们以
。

第 恒磨 牙段的宽度和

弦长都是男大于女约 左 右
。

由于聚乙烯塑料有一定弹性
,

如果用本文数据制做托盘

可以忽略性别间的差异
。

童牙 列的长度主要取决于第
、

恒磨牙 的萌出
。

根据是否有第
、

恒磨牙的萌出

可以把小学年龄阶段儿童的牙 弓分为乳牙 弓 小
、

第 恒磨牙 弓 中
、

第 恒磨牙弓

大
。

据此 种牙 弓的测量 数据制 做小
、

中
、

大 种规格的 塑料托 盘
,

参考
、

、

的构成 比准备各种规格托盘的数量
,

即可使全校学生都用到符合自己牙弓大

小的托盘
,

保证氟透工作的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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