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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龈切除术联合根向复位瓣术治疗慢性牙周炎并根分叉病变

（Ⅲ度）的疗效观察

寇丽娟

（吴起县人民医院口腔科，陕西		延安		717600）

【摘  要】目的 分析牙龈切除术整合根向复位瓣术对慢性牙周炎（CP）并根分叉病变（Ⅲ度）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2019年1月-2021年1月我院76例CP并根分叉病变（Ⅲ度）患者，随机分为A组和B组，各38例。A组

予以牙龈切除术整合根向复位瓣术治疗，B组以常规手术治疗，比较两组总有效率、牙周指标及并发症发

生情况。结果 A组总有效率高于B组（P＜0.05）；A组角化龈宽度（WKG）、垂直探诊深度（VPD）、临床附

着水平（CAL）、牙龈出血指数（SBI）及菌斑指数（PLI）均优于B组（P＜0.05）；A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B

组（P＜0.05）。结论 牙龈切除术整合根向复位瓣术可以改善患者的牙周指标，减少术后并发症，疗效较

为理想，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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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Gingivectomy Combined with Apically Reposition Flap Surgery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Periodontitis Complicated with Ⅲ Degree Furcation Involvement
KOU	Li-juan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 Wuqi County People's Hospital,Yanan 717600, Shaanxi, China )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gingivectomy combined with apically reposition flap surgery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periodontitis (CP) complicated with Ⅲ degree furcation involvement. Methods  A total of 76 patients with 

CP and furcation involvement (Ⅲ degree)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1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 A and group B, with 38 cases in each group. Group A was treated with gingivectomy combined with apically reposition 

flap surgery, and group B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surgery.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periodontal index and complica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group A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group B (P<0.05); the keratinized 

gingival width (WKG), vertical probing depth (VPD), clinical attachment level (CAL), gingival bleeding index (SBI) and plaque 

index (PLI) in group A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group B (P<0.05);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group A was lower than that in 

group B (P<0.05). Conclusion  Gingival combined with apically reposition flap surgery can improve periodontal index and reduc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The curative effect is ideal and worthy of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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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分叉病变（Ⅲ度）的病位在磨牙根分叉处，

致病因素为慢性牙周炎(chronic	 periodontitis，

CP)。患者的病灶区域牙槽骨显著吸收，常规探针

难以有效穿过分叉区，可能导致牙周感染等情况。

且磨牙根分叉部位的解剖学特征相对特殊，无法进

行牙周彻底性刮治等对症治疗，需要寻求新型疗

法[1]。现阶段，龈下刮治术是CP并根分叉病变（Ⅲ

度）的常规术式，可以清除牙菌斑与牙结石，但是

清除率较低，手术效果一般。根向复位瓣术是CP并

根分叉病变（Ⅲ度）的新型治疗方法，但其效果

目前仍存在争议[2]。	基于此，本研究选取76例CP

并根分叉病变（Ⅲ度）患者，探讨牙龈切除术整

合根向复位瓣术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9年1月-2021年1月吴起

县人民医院收治的CP并根分叉病变（Ⅲ度）患

者76例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

为A、B两组，各38例。A组男22例，女16例；

年龄30~67岁，平均年龄（48.24±1.06）岁。

B组男21例，女17例；年龄31~68岁，平均年龄

（48.11±1.09）岁。两组年龄、性别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

患者均知情同意且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两组均行基础性的牙周治疗，如龈上与

龈下洁治术，将难以保留的牙齿拔除，根管治疗

等。B组施行常规手术，即龈下刮治整合根面平

整术。在超声引导下，使用手工刮治器开展龈下

刮治术，而后平整根面，恢复牙齿正常形态。A组

施行牙龈切除术整合根向复位瓣术，消毒铺巾后

对患牙进行神经阻滞以及局部浸润性麻醉处理，

在超声引导下，对患牙的牙周袋情况进行全面探

查，评价牙周袋的形状与深度，合理选择手术入

路，在患牙颊侧的牙周袋底部做一切口，长度

3	 cm，可在患牙和邻近牙颊侧行手术入路，穿刺

以后，从龈缘开始，朝牙颊侧移行沟做一纵行切

口，对根面行刮治与平整处理，0.9%氯化钠注射

液冲洗局部，将少量盐酸米诺环素软膏（Sunstar	

INC，国药准字H20100244，规格：0.5	 g/支）注

射至根分叉区域，对颊侧龈瓣进行修整处理，将

其推移到患牙根部位，进行根向复位治疗，而后

缝合龈瓣。术后抗感染，并于7	d后拆线。

1.3	观察指标	①牙周指标：比较两组角化龈宽

度（WKG）、垂直探诊深度（VPD）、临床附着

水平（CAL）、牙龈出血指数（SBI）、菌斑指数

（PLI）；②并发症：观察两组牙龈出血、牙周感

染、牙龈肿痛与牙齿松动等发生情况。

1.4	疗效评价标准	显著见效：自觉症状消退，咀

嚼功能佳，未见牙齿松动；初步见效：自觉症状有

好转，咀嚼功能一般，轻微牙齿松动；未见效果：

自觉症状与牙齿松动无变化，咀嚼功能差[3]。总有

效率=（显著见效+初步见效）/总例数×100%。

1.5	统计学分析	数据处理采用SPSS	 23.0统计学

软件，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行

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组间比较行

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	A组总有效率高于B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牙周指标比较	A组WKG、VPD、SBI与PLI

水平低于B组，A组CAL水平高于B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2。

2.3	两组并发症比较	A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B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1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 [n（%）]

组别	 				n	 								显著见效	 	 	初步见效	 	 	未见效果	 							总有效率

A组	 				38									20（52.63）		 								17（44.74）			 									1（2.63）			 						37（97.37）*

B组	 				38	 							17（44.74）	 	 14（36.84）	 	 	7（18.42）	 						31（81.58）

注：*与B组比较，χ2=5.029，P=0.025

表2  两组牙周指标比较（x-±s）

组别	n	 						WKG（mm）									VPD（mm）	 				CAL（mm）	 										SBI	 														PLI

	 		术前	 				术后					术前						术后						术前						术后						术前						术后						术前						术后

A组		38	3.94±0.89	3.50±0.25	7.29±0.66	2.98±0.51	6.44±0.81	6.49±0.11	4.22±0.61	2.33±0.15	1.77±0.35	0.98±0.07

B组		38	3.91±0.86	3.64±0.26	7.30±0.64	5.02±0.5		6.46±0.75	6.31±0.10	4.26±0.57	3.68±0.19	1.79±0.39	1.53±0.09

 t	 	0.149	 			2.393					0.067					16.125					0.112				7.464					0.295					34.378				0.235	 			29.736

 P	 	0.882	 			0.019					0.947					0.000						0.911				0.000					0.769					0.000					0.81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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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2019年1月-2021年1月我院76例CP并根分叉病变（Ⅲ度）患者，随机分为A组和B组，各38例。A组

予以牙龈切除术整合根向复位瓣术治疗，B组以常规手术治疗，比较两组总有效率、牙周指标及并发症发

生情况。结果 A组总有效率高于B组（P＜0.05）；A组角化龈宽度（WKG）、垂直探诊深度（VPD）、临床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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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gingivectomy combined with apically reposition flap surgery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periodontitis (CP) complicated with Ⅲ degree furcation involvement. Methods  A total of 76 patients with 

CP and furcation involvement (Ⅲ degree)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1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 A and group B, with 38 cases in each group. Group A was treated with gingivectomy combined with apically reposition 

flap surgery, and group B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surgery.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periodontal index and complica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group A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group B (P<0.05); the keratinized 

gingival width (WKG), vertical probing depth (VPD), clinical attachment level (CAL), gingival bleeding index (SBI) and plaque 

index (PLI) in group A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group B (P<0.05);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group A was lower than that in 

group B (P<0.05). Conclusion  Gingival combined with apically reposition flap surgery can improve periodontal index and reduc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The curative effect is ideal and worthy of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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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分叉病变（Ⅲ度）的病位在磨牙根分叉处，

致病因素为慢性牙周炎(chronic	 periodontitis，

CP)。患者的病灶区域牙槽骨显著吸收，常规探针

难以有效穿过分叉区，可能导致牙周感染等情况。

且磨牙根分叉部位的解剖学特征相对特殊，无法进

行牙周彻底性刮治等对症治疗，需要寻求新型疗

法[1]。现阶段，龈下刮治术是CP并根分叉病变（Ⅲ

度）的常规术式，可以清除牙菌斑与牙结石，但是

清除率较低，手术效果一般。根向复位瓣术是CP并

根分叉病变（Ⅲ度）的新型治疗方法，但其效果

目前仍存在争议[2]。	基于此，本研究选取76例CP

并根分叉病变（Ⅲ度）患者，探讨牙龈切除术整

合根向复位瓣术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9年1月-2021年1月吴起

县人民医院收治的CP并根分叉病变（Ⅲ度）患

者76例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

为A、B两组，各38例。A组男22例，女16例；

年龄30~67岁，平均年龄（48.24±1.06）岁。

B组男21例，女17例；年龄31~68岁，平均年龄

（48.11±1.09）岁。两组年龄、性别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

患者均知情同意且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两组均行基础性的牙周治疗，如龈上与

龈下洁治术，将难以保留的牙齿拔除，根管治疗

等。B组施行常规手术，即龈下刮治整合根面平

整术。在超声引导下，使用手工刮治器开展龈下

刮治术，而后平整根面，恢复牙齿正常形态。A组

施行牙龈切除术整合根向复位瓣术，消毒铺巾后

对患牙进行神经阻滞以及局部浸润性麻醉处理，

在超声引导下，对患牙的牙周袋情况进行全面探

查，评价牙周袋的形状与深度，合理选择手术入

路，在患牙颊侧的牙周袋底部做一切口，长度

3	 cm，可在患牙和邻近牙颊侧行手术入路，穿刺

以后，从龈缘开始，朝牙颊侧移行沟做一纵行切

口，对根面行刮治与平整处理，0.9%氯化钠注射

液冲洗局部，将少量盐酸米诺环素软膏（Sunstar	

INC，国药准字H20100244，规格：0.5	 g/支）注

射至根分叉区域，对颊侧龈瓣进行修整处理，将

其推移到患牙根部位，进行根向复位治疗，而后

缝合龈瓣。术后抗感染，并于7	d后拆线。

1.3	观察指标	①牙周指标：比较两组角化龈宽

度（WKG）、垂直探诊深度（VPD）、临床附着

水平（CAL）、牙龈出血指数（SBI）、菌斑指数

（PLI）；②并发症：观察两组牙龈出血、牙周感

染、牙龈肿痛与牙齿松动等发生情况。

1.4	疗效评价标准	显著见效：自觉症状消退，咀

嚼功能佳，未见牙齿松动；初步见效：自觉症状有

好转，咀嚼功能一般，轻微牙齿松动；未见效果：

自觉症状与牙齿松动无变化，咀嚼功能差[3]。总有

效率=（显著见效+初步见效）/总例数×100%。

1.5	统计学分析	数据处理采用SPSS	 23.0统计学

软件，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行

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组间比较行

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	A组总有效率高于B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牙周指标比较	A组WKG、VPD、SBI与PLI

水平低于B组，A组CAL水平高于B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2。

2.3	两组并发症比较	A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B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1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 [n（%）]

组别	 				n	 								显著见效	 	 	初步见效	 	 	未见效果	 							总有效率

A组	 				38									20（52.63）		 								17（44.74）			 									1（2.63）			 						37（97.37）*

B组	 				38	 							17（44.74）	 	 14（36.84）	 	 	7（18.42）	 						31（81.58）

注：*与B组比较，χ2=5.029，P=0.025

表2  两组牙周指标比较（x-±s）

组别	n	 						WKG（mm）									VPD（mm）	 				CAL（mm）	 										SBI	 														PLI

	 		术前	 				术后					术前						术后						术前						术后						术前						术后						术前						术后

A组		38	3.94±0.89	3.50±0.25	7.29±0.66	2.98±0.51	6.44±0.81	6.49±0.11	4.22±0.61	2.33±0.15	1.77±0.35	0.98±0.07

B组		38	3.91±0.86	3.64±0.26	7.30±0.64	5.02±0.5		6.46±0.75	6.31±0.10	4.26±0.57	3.68±0.19	1.79±0.39	1.53±0.09

 t	 	0.149	 			2.393					0.067					16.125					0.112				7.464					0.295					34.378				0.235	 			29.736

 P	 	0.882	 			0.019					0.947					0.000						0.911				0.000					0.769					0.000					0.815	 			0.000

寇丽娟			牙龈切除术联合根向复位瓣术治疗慢性牙周炎并根分叉病变（Ⅲ度）的疗效观察



. 92 . . 93 .医学美学美容 2022年1月第31卷第1期  Journal of Medical Aesthetics and Cosmetology    January 2022 Vol.31 No.1

表3  两组并发症比较[n（%）]

组别										n									牙龈出血	 牙周感染	 牙龈肿痛	 			牙齿松动	 							总发生率

A组	 						38	 1（2.63）	 			0	 								1（2.63）	 			1（2.63）	 							3（7.89）*

B组	 						38	 3（7.89）	 1（2.63）	 3（7.89）	 			3（7.89）	 						10（26.32）

注：*与B组比较，χ2=4.547，P=0.033

3  讨论

CP的主要发病人群是成年人，儿童或者青少年

较少见，其病情进展较慢，多伴有根分叉病变[4]。

由于根分叉区域的解剖结构相对复杂，需要结合

病变程度和CP病情合理选择治疗方案[5]。以往研

究发现，根分叉入口多小于0.75	 mm，而刮治器

刃部的实际宽度超过0.75	 mm，难以充分进入根

分叉区域。加之根分叉病变的诊疗需要考虑根柱

长度、根面形态以及具体的牙根数量等因素，其

治疗效果有限[6，7]。根分叉病变（Ⅲ度）多伴有

贯通性骨质损伤，但骨质表面覆盖一层牙龈组织，

易产生盲袋，患者难以通过自洁方法清除食物残渣

等物质，因此牙周感染率高，会加重牙齿松动等症

状。临床多通过牙菌斑清除和炎症缓解等方法治疗

CP并根分叉病变（Ⅲ度），能够控制菌斑形成，阻

断疾病进展，但远期疗效一般[8，9]。龈下刮治以

及根面平整术是该合并症的常用术式，可以清除

炎症，改善牙颌创伤，恢复牙齿功能。但以上术

式对于牙槽骨吸收和牙齿松动的改善效果一般，

需要寻求更为安全且可靠的手术方式。

本研究选取的牙龈切除术整合根向复位瓣

术，可以尽量保留患者的健康牙体，具有广泛的

手术适应症，患者的依从性较高，能够保存根分

叉病变（Ⅲ度）患牙[10,11]。本研究显示，A组总

有效率高于B组（P＜0.05），主要在于根向复位

瓣术可以增加附着，对于牙周袋的消除作用极为

高效且安全，能够尽量保留附着龈，且联合牙龈

切除术可以降低龈瓣根向复位的操作难度[12]。另

外，A组的各项牙周指标均优于B组（P＜0.05），

说明牙龈切除术联合根向复位瓣术可以更好的恢

复牙周功能。分析原因：牙龈切除术整合根向复

位瓣术无需在术中对牙体组织进行磨除操作，且

术后对牙根敏感性不产生负面影响，对牙周影响

较小，可以保持正常的牙齿功能[13，14]。本研究显

示，A组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B组（P＜0.05），说

明联合术式不会增加继发龋齿等并发症，术中可

彻底清洁根分叉区域，术后予以抗感染干预，可

有效降低龋齿和感染等风险。

综上所述，牙龈切除术联合根向复位瓣术可

作为CP并根分叉病变（Ⅲ度）的常用术式，其可

行性较高，可以改善患者的牙周指标，减少术后

并发症，疗效较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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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肌皮瓣法联合眶隔固定术在眼袋整形中的应用效果

朱丽姣1，焦杰君1，吴		波2

（1.宜兴市人民医院，江苏		宜兴		214200：

2.台安吴波医疗美容诊所，辽宁		台安		300041）

【摘  要】目的 探讨改良肌皮瓣法联合眶隔固定术在眼袋整形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2019年3月-2020

年11月我院收治的30例眼袋整形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对照组和观察组，各15

例。对照组予以传统肌皮瓣法治疗，观察组予以改良肌皮瓣法联合眶隔内固定术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

效、皮肤外观恢复正常时间、并发症发生情况、满意度以及眼部指标评分。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86.67%，高于对照组的53.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皮肤外观恢复正常时间短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为6.67%，低于对照组的40.00%，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观察组切口瘢痕、睑外翻、下睑皮肤皱纹、眼袋复发、下睑凹陷、鼻泪沟满意度评分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眼袋程度、下睑皮肤皱纹均低于对照组，睑泪沟评分

皮肤光泽度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与传统肌皮瓣法相比，改良肌皮瓣法

联合眶隔内固定术在眼袋整形术中的效果更理想，可最大程度恢复和保留下睑解剖学组织，维持术后远期

效果理想，可促进术后患者皮肤外观恢复，眼部指标评分改善，且并发症低，患者接受度高。

【关键词】眼袋整形；眶隔固定术；肌皮瓣法；并发症；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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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of Modified Myocutaneous Flap Combined with Orbital Septum 
Fixation in Pouch Plastic Surgery
ZHU	Li-jiao1,JIAO	Jie-jun1,WU	Bo2

(1.Yixing People's Hospital, Yixing 214200, Jiangsu, China;

2.Tai'an Wubo Medical Beauty Clinic, Tai'an 300041, Liaoning,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modified myocutaneous flap combined with orbital septum fixation 

in pouch plastic surgery. Methods  A total of 30 cases of patients who underwent pouch plastic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9 to November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1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raditional myocutaneous fla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modified myocutaneous flap combined with orbital septum internal fixati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skin appearance recovery time, complications , satisfaction, and eye index score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86.67%, which was higher than 53.33%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recovery time of skin appearanc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6.67%, which 

was lower than 40.00%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satisfaction scores of 

incision scar, eyelid ectropion, lower eyelid skin wrinkles, bag recurrence, lower eyelid depression and nasolacrimal sulcu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The 

eye bag degree, lower eyelid skin wrinkl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blepharolacr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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