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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丝弓矫正技术对替牙期牙齿畸形患儿咀嚼

及吞咽功能、美观效果的影响

游佳欣
（广元市中心医院口腔科，四川  广元  628000）

[摘  要]目的  探讨直丝弓矫正技术对替牙期牙齿畸形患儿咀嚼及吞咽功能、美观效果的影响。方法  选

取2023年10月-2024年6月广元市中心医院口腔科收治的70例替牙期牙齿畸形患儿，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各35例。对照组采用不锈钢丝矫正技术，观察组采用直丝弓矫正技术，比较两组临床

疗效、咀嚼及吞咽功能、美观效果、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94.29%，高于

对照组的77.14%（P＜0.05）；观察组治疗咀嚼效率、吞咽功能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美观效果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2.86%，低于对照组的17.14%（P＜0.05）。结论  

直丝弓矫正技术用于小儿替牙期牙齿畸形的矫正，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患者咀嚼及吞咽功能恢

复良好，且能达到较好的美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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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traight-wire Orthodontic Technology on Masticatory and Swallowing Functions 
and Aesthetic Effect in Children with Dental Malocclusion During the Mixed Dentitio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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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traight-wire orthodontic technology on masticatory and swallowing functions 

and aesthetic effect in children with dental malocclusion during the mixed dentition period. Methods  A total of 70 children with 

dental malocclusion during the mixed dentition period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 Guangyuan Central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23 to June 2024 were selected,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by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35 children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stainless steel wire orthodontic 

technology,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straight-wire orthodontic technology. The clinical efficacy, masticatory and 

swallowing functions, aesthetic effect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4.29%, which was higher than 77.14%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masticatory efficiency and swallowing function after treat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aesthetic effect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2.86%, which was lower than 17.14%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straight-wire orthodontic technology in the correction of dental malocclusion in children during the 

mixed dentition period has good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The masticatory and swallowing functions of patients recover well, and 

good aesthetic effects can be achieved.

[Key words] Straight-wire orthodontic technology; Mixed dentition period in children; Correction of dental malocclusion; Masticatory 

and swallowing functions; Aesthetic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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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畸形（dental malocclusion）是一种常见

的口腔问题，影响着全球大量儿童和青少年的生

活质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约有70%的

儿童存在不同程度的牙齿排列不齐或咬合异常问

题[1]。在中国，替牙期儿童中牙齿畸形的发生率

也相当高，特别是在快速城市化和饮食习惯改变

的背景下，这一比例可能还在上升[2]。传统不锈

钢丝矫正技术虽然历史悠久且广泛应用，但在

实际操作中往往需要频繁调整弓丝，增加了患

者的复诊次数和不适感，对于一些复杂的牙齿

畸形病例，难以实现理想的治疗效果[3]。相比

之下，直丝弓矫治技术通过预设的托槽角度和

槽沟形态，减少了对传统方丝弓频繁调整的需

求，降低了复杂性和时间成本，同时提高了治

疗效果和美观性[4]。现有文献多集中在成人患者

或特定类型的牙齿畸形研究上，缺乏针对替牙期

儿童的大规模随机对照研究。基于此，本研究

结合我院收治的70例替牙期牙齿畸形患儿临床资

料，评估直丝弓矫正技术对替牙期儿童牙齿畸形

矫正的效果，比较其与传统不锈钢丝矫正技术之

间的差异，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3年10月-2024年6月广元市

中心医院口腔科收治的70例替牙期牙齿畸形患

儿，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5例。对照组男20例，女15例；年龄3~10岁，平

均年龄（5.50±1.09）岁；病程1~3年，平均病程

（1.48±0.41）年。观察组男21例，女14例；年龄

3~9岁，平均年龄（5.35±0.97）岁；病程1~2年，

平均病程（1.32±0.37）年。两组性别、年龄、病

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

性。所有患儿及家属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知

情同意书。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替牙期儿童，

3~12岁；②首次接受矫正治疗；③牙齿畸形；④全

身健康状况良好。排除标准：①对矫正器材料（如

金属、陶瓷等）有过敏反应；②不耐受治疗方

式；③患有精神疾病或血液疾病；④有严重的口

腔卫生问题；⑤存在发育异常或先天性疾病。

1.3  方法

1.3.1对照组  采用不锈钢丝矫正技术：取石膏模型

和全颌曲面断层片，分析牙齿畸形情况并设计矫

正方案。根据矫正方案黏结尖牙和第一磨牙的带

钩托槽，并完成切牙托槽的黏结。使用1 mm直径

不锈钢丝，结合预设方案调整牙齿位置。通过结

扎丝固定不锈钢丝于托槽上，确保弓丝曲面不被

阻碍且紧贴颊面管，预防口腔溃疡。采用1号橡皮

圈牵引尖牙，力度分别为60、50、30 g。当内倾

性深覆合与反合减轻后，更换为2 mm直径不锈钢

丝整平排齐牙齿，逐步调整橡皮圈号直至恢复正

常咬合。对于因多生牙或切牙拥挤导致的问题，

使用1 mm不锈钢丝排列牙齿，同时在切牙间运用

“8”字结扎法关闭间隙。牙齿基本整齐后更换为

2号不锈钢丝，并用橡皮圈牵引。

1.3.2观察组  采用直丝弓矫正技术：取石膏模型和

全颌曲面断层片，结合影像分析牙齿畸形情况。

设计矫正方案，并确认切牙黏结直丝弓托槽。使

用1 mm直径弹力弓丝，根据方案调整牙齿位置。

通过结扎丝固定弓丝于托槽上，确保弓丝曲面紧

贴颊面管，预防口腔溃疡。采用1号橡皮圈牵引对

侧切牙，牵拉力度分别为30、50、60 g。粘接第

一磨牙带钩托槽和尖牙后钩托槽，使用橡皮圈同

时牵拉两个托槽，调整牙列位置。当解除反合和

内倾性深覆合后，更换为2 mm直径弹力弓丝继续

矫正，逐步调整橡皮圈号直至恢复正常咬合。针

对多生牙或切牙拥挤问题，使用1 mm弹力弓丝排

列牙齿，并在切牙间运用“8”字结扎法关闭间

隙。牙齿基本整齐后更换为2号弓丝，并用橡皮圈

牵引。操作过程中注意调整切牙轴倾斜角度与咬

合关系，确保维持矫正效果。两组均随访6个月。

1.4  观察指标

1.4.1评估两组临床疗效  显效：面型和牙齿覆盖

正常，牙齿排列整齐，功能完好；有效：面型和

牙齿覆盖改善，牙齿排列较为整齐，功能良好；

无效：面型和牙齿覆盖不佳，排列不整齐，功能

差。总有效率=（显效+有效）/总例数×100%。

1.4.2评估两组咀嚼及吞咽功能  咀嚼功能：采用咀

嚼花生法评估，让患儿咀嚼4 g花生米20 s后漱口

并吐出残渣，加水至1000 ml进行比色，过滤残渣

干燥称重，咀嚼效率=（1-干燥后残渣重量/原始

花生米重量）×100%；吞咽功能：洼田吞咽能力

评定法，分1~6级，其中1级吞咽正常，6级吞咽困

难最大。

1.4.3评估两组美观效果  通过自拟调查表评估，

满分100分，主要考察后牙咬合状况、牙齿排列

整齐度、前牙覆盖与覆颌情况，得分越高美观效

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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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记录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并发症包括继

发龋齿、松动、黏膜溃疡。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1.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数资料以[n（%）]表示，行χ 2检验；

计量资料以（x-±s）表示，行t检验；P＜0.05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显效21例，有效

12例，无效2例；对照组显效16例，有效11例，

无效8例；观察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94.29%

（33/35），高于对照组的77.14%（27/35）

（χ2=4.200，P=0.040）

2.2  两组咀嚼及吞咽功能比较  观察组治疗后咀

嚼效率、吞咽功能优于对照组（P ＜0.05），见

表1。

2.3  两组美观效果比较  观察组美观效果评分高于

对照组（P＜0.05），见表2。

2.4  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术

后出现继发龋齿1例，并发症发生率为2.86%

（1/35）；对照组术后出现继发龋齿3例，松

动2例，黏膜溃疡1例，并发症发生率为17.14%

（6/35）；观察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χ2=3.968，P=0.046）。

3  讨论

替牙期是恒牙替换乳牙的阶段，此期间面

部、颌骨和牙齿快速生长发育[5]。环境因素和遗

传因素都可能导致牙齿畸形，若未及时有效治

疗，随着年龄增长，可能会诱发多种口腔疾病，

并增加矫治难度[6]。与传统不锈钢丝矫正技术相

比，直丝弓矫正技术在治疗混合牙列时具有操

作简单、疗效显著的优势[7]。对于覆合较浅的情

况，可以在弓丝末端弯制前倾弯，通过升高切牙

来克服传统钢丝矫正可能引起的黏膜溃疡等问

题，从而实现预期的治疗效果[8]。

本研究中，观察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高于

对照组（P ＜0.05）。分析原因为，直丝弓矫正

器的设计基于精确的力学原理，能够提供持续且

稳定的矫正力，这种恒定的力量有效地引导牙齿

移动到理想位置，从而缩短了整体治疗时间[9]。

直丝弓矫正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预设了理想的牙

齿位置和角度，因此减少了频繁调整的需求，不

仅提高了每次就诊的效率，还降低了患者因多次

复诊而可能产生的不适感，提升了患者的治疗体

验[10]。此外，这种设计也有助于减少牙齿移动过

程中的不确定性和误差，使得整个矫正过程更加

精准和可预测。本研究中，观察组治疗后咀嚼效

率、吞咽功能优于对照组（P ＜0.05）。这是因

为，直丝弓矫正技术不仅能有效纠正牙齿排列问

题，还能维持或改善患者的咬合关系，确保上下

表 1  两组咀嚼及吞咽功能比较（ ）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35

35

治疗前

57.31±3.65

58.21±4.47

0.923

0.360

治疗前

4.17±0.73

4.09±0.71

0.465

0.644

治疗后

90.45±2.06

82.53±3.24

12.204

0.000

治疗后

0.94±0.18

1.93±0.42

12.818

0.000

 组别                   n
                 咀嚼效率（%）                                     吞咽功能（级）

表 2  两组美观效果比较（ ，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牙齿排列整齐

90.59±2.41

81.54±3.82

11.854

0.000

后牙咬合状况良好

95.13±1.75

85.68±3.06

15.860

0.000

前牙覆盖与覆颌良好

92.97±2.08

82.92±3.40

14.917

0.000

n

3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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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之间的正确接触[11]，对于恢复和保持正常的

咀嚼功能至关重要，有助于提高对食物的咀嚼效

率，从而促进消化过程。此外，直丝弓矫正器精

巧的设计使得矫正器在口腔内的存在感较低，

尽量不影响舌头的自然运动和口腔内部的空间

布局[12]，这不仅使吞咽动作更加自然顺畅，也

避免了因矫正器的存在而可能引起的不适或功

能障碍。本研究中，观察组美观效果评分高于

对照组（P ＜0.05）。这是因为，直丝弓矫正器

通常采用陶瓷或透明材质制成，这些材料的颜色

接近牙齿的自然色泽，使得矫正器在视觉上更为

隐蔽[13]，这种设计特别适合对外观有较高要求的

儿童和青少年。由于直丝弓矫正技术具备高效性

和稳定性，可以在较短的时间达到有效的矫正效

果，能有效提升患者的治疗信心、配合度及满意

度。本研究中，观察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

照组（P ＜0.05）。这是因为，直丝弓矫正器采

用了低摩擦力设计，这一特点不仅优化了牙齿移

动的效率，还减少了对口腔黏膜和其他软组织的

刺激[14]，从而降低口腔溃疡等并发症的发生率。

此外，直丝弓矫正器的设计使得其更容易清洁，

这有助于减少食物残渣和菌斑在矫正装置上的积

聚。与传统矫正器相比，患者可以更轻松地进行日

常口腔护理，包括刷牙和使用牙线，从而有效预

防龋齿和牙周病的发生[15]。本研究选择的样本量仍

有限，且未包括所有类型的牙齿畸形，未来需要

更大规模、更多样化的研究来验证当前结论。本

研究主要关注短期疗效及安全性，对于长期效果

如牙齿稳定性和复发率等还需进一步跟踪调查。

综上所述，直丝弓矫正技术用于小儿替牙期

牙齿畸形的矫正，显示出较高的治疗有效率和较

低的并发症发生率，患者咀嚼及吞咽功能恢复良

好，且能达到较好的美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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