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 ! 年

第 ∀ 期

# 月

人 类 学 学 报

∃ %& ∃ ∃ ∋ & ( )
即

∗ + 《拍, %∃ − . /0 ∃

1 ∗/
2

3 // ,

4 5 6 ,

∋ ∗
2

∀

 ! !

同 口 牙齿的 磨耗级比 较

魏 博 源
7广西医学院解剖教研室8

关键词 牙齿磨耗

内 容 提 要

本文比较和分析了同口同侧牙齿的相应的磨耗级
,

提供了除臼齿以外的牙齿磨耗年龄变

化依据
。

同时还对上下对应牙
、

两侧对称牙的磨耗级作了比较和分析
。

一
、

前
、 9

曰

牙齿磨耗不但是推断个体年龄的依据
,

同时还是判断个体的食性爱好
,

咀嚼习惯
,

牙

的钙化程度
,

某些与钙磷代谢有关的疾病等的佐证
。

近二十多年来
,

吴汝康等 7  : # 8
、

4 ; < = > 6 7  #  8
、

? 0 /≅ 0> 7  : 8
、

4 ∗ /Α 5 <
7  8

、

莫世泰等 7  ! Β 8
、

魏博源等 7  ! Χ 8

作 了有关研究
。

昊汝康等 7  : , 8将臼齿分为六级磨耗
,

并定 出各磨耗级的年龄变化范

围
,

这个以牙齿判断年龄的方法简单实用
,

已在国内有关领域 中得到广泛应用
。

可是该研

究仅限于 4
,

和 4
Δ ,

未对别的牙齿作研究
。

正中胎位的个体
,

牙齿磨耗会均匀产生
,

当 4 Ε

出现不同的磨耗程度时
,

其它牙齿也会产生相应的磨耗
,

各牙齿的磨耗有相应的关系
。

因

此
,

根据其它牙齿的磨耗程度可以推断 4 Ε 的磨耗程度
,

进而估计年龄
。

本研究除了上 述

目的外
,

还将对 同个体的左右对称牙齿
、

上下对应牙齿的磨耗程度作比较和分析
,

以便较

深人
、

全面地了解同口牙齿出现的磨耗情况
。

二
、

材 料和 方 法

7一 8 研 究 材 料

依据正常的胎位关系和牙齿排列
,

以广西医学院解剖教研室近年来 在 广 西地 区 收

集 Φ 个男性成年颅骨上的牙齿作为研究对象
。

牙齿共 ΧΧ 颗 74 Β 除外 8
,

多数无年龄

记载
。

其中 Φ 个颅骨缺少上领牙齿
, # 个颅骨缺少下颇牙齿

。

7二 8 磨耗程度的判断

2

日齿

磨耗程度依据吴汝康等 7  : # 8 报告提出的定级标准来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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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门齿和犬齿

参照吴汝康等 7  : , 8对臼齿的定级标准和前齿磨耗的实际情况
,

分为六级
Γ

2

切蜻或切端微有磨耗 Η

2

切蜻或切端磨平
,

但牙本质未暴露 Η

川
2

牙本质呈点状
、

连续或断续的线状暴露 Η

Ε1
2

切齿牙本质全部暴露
,

犬齿牙本质暴露扩大 Η

1
2

牙本质全部暴露
,

齿冠明显变低
。

Ι’/
2

齿冠全部磨耗
,

髓腔暴露
。

Β
2

前日齿

上领前臼齿分级标准与臼齿的相同
,

下领前臼齿的分级标准与犬齿的相同
。

三
、

观察结果和讨论

7一 8 与 4 / 磨耗级相应的牙齿磨耗统计与分析

2

上领牙

以 4
且

各磨耗级为参照
,

同侧各牙齿产生的相应磨耗级例数统计结果列于表
。

表 / 结果主要反映当 4
,

出现不同磨耗级时
,

上领同侧牙齿相应出现的磨耗级
。

研究

结果表明
,

当 4
‘

为 Α 级磨耗时
,

和 ϑΦ 出现 Α 级和 级磨耗
,

其余各齿磨耗均以 Α 级

为主
,

这说明此阶段磨耗明显发生于牙冠为楔形
,

切暗或切端锐利的牙齿 7
、

% 。8 上 Η 此

外
,

的萌 出时间与 4
,

相近是 磨耗明显的又一原因
。 ∀

虽为楔形牙
,

但不是切割食物

的主要功能牙
,

而且其萌出时间比 平均迟一年
,

故磨耗不如 Κ 明显
。

当 4
‘

进人 . 级

磨耗时
,

除 和 %Φ 出现以 . 级为主的磨耗外
, Ε, 、

Κ4
, 、

4
,

磨耗仍以 级为主
, Κ4

Ε

则

以 Α 和 Α / 级磨耗为主
,

这一阶段的磨耗情况仍可以上一阶段的情况来解释
,

切缘尖锐

的牙齿磨耗仍然比其它牙齿明显
。

此阶段还出现了这种磨耗情况
。

在磨耗级别上
,

Λ

Ε, , Κ4
,

Λ Κ4
Δ ,

4
,

Λ 4
Δ ∗

Δ2 下领牙

表 ∀ 中
,

当 4
Γ

为 ( 级磨耗时
, ΕΓ

和 Ε,

磨耗以 川 级为主
,

其它牙齿磨耗均 以 ( 级 为

主
。

下门齿的迅速磨耗与其磨耗面小
、

切缘锐
、

萌出时间早有关
。 当 4

Γ

为 级磨耗 时
,

Ε
Γ 、 ΕΓ 和 % 。

的磨耗以 . 睡为主
,

Κ4
Γ 、 Κ4

Γ 、

4
,

以 Α 级为主
,

其原 因似与前三者咬合接

触面小
,

后三者萌 出时间迟有关
。

4
,

为 ? 级时
, ΕΓ

、

ΕΓ

和 %Φ 以 ? 级为主
,

前文已述
,

上领

的 4
立

为 Ε1 级磨耗时
,

上门齿仅为 级
,

为何下门齿在此阶段会出现 ? 级磨耗呢 Μ 作

者认为下门齿在全 口 牙中体积最小
,

牙冠最薄
,

更由于它与上门齿的咬合特点7见后8
,

使

之咬合面积始终不会增加太多
,

故磨耗依然较快 Η 此阶段 Κ4
Γ

和 4
Γ

以 级磨耗为主
,

Κ4
Γ

则以 ( 级为主
。

此阶段也表明了牙齿的磨耗程度是 Κ4
Ε

Λ Κ眺
,

4
Γ

Λ 4
Δ。 3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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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耗例数嫌少
,

未作百分率统计
。

综上所述
,

作者认为同口牙齿的磨耗程度不尽相同
,

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

第一
,

牙齿

的胎面形态
Γ
楔形牙冠

、

咬合面积小
、

牙尖或切晴锐利者磨耗比立方形牙冠
、

咬合面积大
,

牙尖圆钝者迅速
。 Ε‘、 ϑΦ

、 、

ΕΓ
、

%。 的 级
、

级磨耗出现较早 与此有关
。

第二
,

参

与咀嚼的期限 Γ 萌出早的牙齿参与咀嚼时间较长
,

磨耗当比萌出迟的牙齿严重
。 、

4 Ε

萌出时间比 Κ4 Δ 、 Κ4 Δ 和 4 Δ 平均早 #一 : 年
,

前二者磨耗比后三者重
。

第三
,

功能
Γ
不

同形态的牙齿具有不同的功能
,

同类牙齿虽然功能相同
,

但各牙齿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

同
,

在同类牙齿中
,

体积大者为主要功能牙
,

磨耗较重
。

本文牙齿都属成人恒牙
, Ε 级磨耗例数少

,

未能进行观察
,

但可以推测
,

由于 4 / 萌

出最早
,

4 Ε为 Ε 级磨耗时
,

除了
、

儿 可能会出现部分 ( 级磨耗外
,

其它牙齿都是 Ε 级

磨耗
。

在过去的观察 7魏博源等
,

 ! Χ 8和本文观察研究中
,

3Ε 级磨耗极少出现
,

这可能

是由于牙冠全部磨耗的牙齿多伴有牙疾
,

常于个体生前或埋土后松动脱落掉
。

7二8 上下对应牙
、

左右对称牙磨耗的比较

2

上下对应牙齿磨耗的比较

将同侧上下领对应牙齿按相等级磨耗和不等级磨耗进行例数统计
,

结果列于表 Β 。

表 Β 上下领对应牙齿磨耗级的比较

卜一进竺墅,盖一一一Π
2

一一
一兰望 竺二二里一一

—,
Ω

Ω 2

Ν
Ω Ω

, 上齿 重于下齿 Π 上齿轻于 卜齿

Π 例 数 Π 仁Ψ Ν Π

—
Π

—下⋯下⋯下一⋯一⋯
一

鄂⋯
一一

号一
Ω %

Π
‘,

Σ
了−

·

。

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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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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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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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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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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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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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Δ

Π
Χ ,

Π
 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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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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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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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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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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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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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 ’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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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谬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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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Π

“
Θ

‘Φ
·

吕

一般来说
,

上下领对应牙齿功能相同
、

咬合接触时间均等
、

磨耗程度应大致相等
,

表 Β

中磨耗级相等的对应牙有较高的百分率正表明了这一点
。

但是在表 Β 中
,

我 们还注意到

当对应牙磨耗 级不等时
,

下门齿的磨耗级总是大于上门齿
,

而下前臼齿的磨耗级总是小于

上前臼齿
。

作者认为这并不是偶然现象
。

正中胎位的个体在咀嚼过程中
,

首先是下门齿

的切缘 与上门齿的切缘相对
,

然后是下 门齿的切缘沿着上门齿舌面往上滑行
,

即沿切道滑

行 7王毓英
,   Η 陈安玉等

,   8
,

故上门齿的磨耗接触部位是从倾向于舌侧的切缘开

始到舌面
,

而下门齿的磨耗部位仅仅是倾向于唇面的切缘
。

十分明显
,

下门齿的磨耗面积

小于上门齿的
,

故当二者磨耗级不等时
,

往往是下门齿磨耗重于上门齿
。

至于前臼齿
,

上

颇者具有较锐利的颊尖和舌尖
,

下颇者有一较圆钝的颊尖和一较小的舌尖
。

咀嚼时下牙

的舌尖不与上牙接触
,

颊尖与上牙的颊尖相对后
,

便沿着上牙颊尖的舌侧斜面往上滑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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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其颊尖与上牙的中央窝接触
,

或者其中央窝边缘与上牙的舌尖接触为止
,

这样下牙的

磨耗部位常在圆钝的颊尖及其颊侧斜面上
,

而上牙的双尖都较尖锐
,

故两者磨耗级不一致

时
,

上者常重于下者
。

根据统计
,

上下对应牙齿磨耗相差都不超过 级
。

∀2 左右对称牙齿磨耗级的比较

将两侧对称牙齿按等级和不等级磨耗进行例数统计
,

结果列于表 Χ 。

表 Χ 左右对称牙齿磨耗级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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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Χ 可看出
,

左右对称牙齿磨耗级相等的百分率都出现较高
,

在不等磨耗级的对称

牙齿中
,

哪一侧磨耗较重
,

似无规律可循
。

作者认为单侧咀嚼习惯是影响两侧牙齿磨耗不

等的主要因素
,

根据表 Χ 的百分率统计
,

估计有 Φ 一∀Φ 外的人有单侧咀嚼习惯
。

据观察统计
,

不等磨耗级最大不超过 级
。

四
、

小 结

2

以 4 Ε 为参照牙
,

其同侧牙齿的磨耗情况如下
Γ

7/8 当 4 Ε 为 ( 级磨耗时
,

上牙的 和 %Φ 以 级和 级磨耗为主
,

其余各齿 以

级为主 Η下牙的
、

ΕΓ 以 . 级为主
,

其余各齿均以 级为主
。

7∀ 8 当 4 Ε 为 级磨耗时
,

上牙的 Ε,

和 % Ρ 以 级磨耗为主
, Κ4

‘

以 级和 级

为主
, ∀ 、 Κ4

Δ 、

4
Δ

以 级为主 Η下牙的 Ε, 、

ΕΓ 和 %。以 级为主
, Κ4

、、 Κ4
Γ

和 4
Γ

以

Α 级为主
。

7Β 8 当 4 / 为 Ε1 级磨耗时
,

上牙均以 级磨耗为主 Η 下牙的 ΕΓ
、

ΕΓ 和 %。以 ? 级

为主
, Κ4 Ε 和 4

Γ

以 级为主
, Κ从 以 级为主

。

∀
2

上下对应牙的磨耗级多半相等
。

在磨耗级不等的对应牙中
,

下门齿磨耗往往比上

门齿严重
,

上前臼齿的磨耗往往比下前臼齿严重
。

Β
2

左右对称牙的磨耗级大多数均等
。

7/夕! : 年 ≅月 Β 日收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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