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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技术在口腔颌面部疾病诊疗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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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对口腔颌面部的美观度要求越来越高。内镜技术凭借其

微创、视野清晰、操作精准等优势，在口腔颌面部疾病诊疗中逐渐得到广泛应用，成为口腔颌面外科实践

研究的重要方向。在医疗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内镜设备及配套器械不断更新，相关技术快速发展，其

在口腔颌面部疾病诊疗中的应用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本文聚焦于内镜技术在口腔颌面部疾病诊疗领域

的应用研究进展，旨在梳理其在口腔颌面部疾病诊疗中的应用现状、优势及未来发展方向，以期为临床实

践及后续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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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conditions, people have increasing demands for 

the aesthetic appearance of the oral and maxillofacial region. Endoscopic technology has gradually gained widespread application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diseases due to its advantages of minimal invasion, clear vision, and precise 

operation, becoming an important direction in the research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n medical standards, endoscopic equipment and supporting instrument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updated, and related 

technologie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leading to a new stage in the application of endoscopic technology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diseas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endoscopic technology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diseases, aiming to summarize its current application status, advantag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linical practice and follow-up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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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技术（endoscopic technology）包含摄

影、照明、图像捕捉、计算等多项功能，是多种

手术实施必备的辅助技术。目前内镜技术已从最

初只能单一诊断的硬性内镜发展成柔性电子内

镜，成为耳鼻喉科、胸外科等多个科室疾病诊疗

的主要手段，部分常规手术及某些疾病甚至以其

作为标准的治疗方式[1]。凭借操作简便、视野清

晰、微创、美观等多种优势，内镜技术广泛用于

消化、呼吸、生殖等多个系统疾病的诊疗。随着

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增，内镜技术在口腔颌面部领

域及相关疾病诊疗中的应用越来越多，如常见的

牙体牙髓疾病、牙周疾病、颞下颌关节疾病等，

可提供清晰直视的视野，为手术成功提供重要

支持[2]。本文主要针对内镜技术及其在牙体牙髓

病、牙周疾病、种植外科、颞下颌关节外科和口

腔颌面外科中的应用予以综述，梳理其在口腔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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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疾病诊疗中的应用现状、优势及未来发展方

向，以期为临床实践及后续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1  内镜技术概述

内镜技术是借助内镜及相关设备，通过人

体自然腔道或微小创口进入体内，对疾病进行诊

断和治疗的一种微创技术。按照使用部位可分为

消化内镜、呼吸内镜、泌尿内镜、妇科内镜、口

腔内镜等；按结构可分为硬性内镜和柔性内镜；

按功能可分为诊断性内镜和治疗性内镜。内镜技

术的发展历程可追溯至19世纪，当时主要用于人

体腔道的简单观察。自20世纪80年代国外医学专

家率先提出微创外科理念后，内镜技术作为其中

的代表，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逐渐进入成熟阶

段，并成为眼、耳鼻喉、妇科及普外科等多个领

域的重要辅助手段，并以独特的优势得到许多人

的认可[3]。现如今，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更新，

内镜技术的应用范围也从普外、妇科、耳鼻喉

等领域逐渐向口腔颌面部扩展。通过长时间的

实践应用发现，内镜辅助外科手术具备多项优

势：①手术视野清晰，能够让医师直观地查看病

灶及其周围组织；②无需做较大的手术切口，能

够保证术后的美观度；③内镜辅助下的手术操作

精准度和安全性较高，可充分体现微创理念。

由于口腔颌面部的生理结构比较特殊，且具备一

定的复杂性，一旦治疗不当，很容易影响面部美

观，而利用内镜技术的优势，不仅能保证疾病治

疗的安全有效性，还能最大限度的维护患者治疗

后的面部美观度。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技

术的不断发展，内镜技术有望实现更精准的诊

断、更智能的辅助操作以及更高效的远程医疗应

用，对临床诊疗产生深远影响。

2  内镜技术在口腔颌面部疾病诊疗中的应用

2.1  内镜技术在牙体牙髓病及牙周疾病中的应用  

随着内镜技术的不断发展，其所用材质的稳定性

和柔软度也在不断提升，为顺利进入牙齿髓腔提

供了有力支持。内镜技术在牙体牙髓病的诊疗

中，主要发挥着诊断和辅助治疗的功能。其高放

大倍数和清晰视野能够快速精准地发现病变根管

口，为根管治疗提供有力依据，有效缩短治疗时

间。此外，内镜技术还能及时发现牙本质裂等细

微病变，进一步提升诊断准确性，并通过准确定

位，缩短治疗时间，为后续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

更全面的信息支持。虽然有报道显示[4]，内镜的

放大倍数是导致牙体牙髓病误诊的主要原因，但

依然不可否认其在此类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优势。

针对牙周疾病的诊疗，利用内镜技术能够让牙医

准确的对病灶进行定位，并做出妥善处理，以免

延误最佳治疗时间。此外，以内镜辅助治疗牙周

疾病，还能避免传统方法对牙龈的伤害，减少

出血、感染等不良事件。一项针对牙周疾病患

者实施牙周内镜辅助治疗的研究表明[5]，试验组

在探诊深度的改善方面优势显著，且残余牙结

石的占比较常规组更低。但也有学者通过研究

指出[6]，利用内镜治疗牙周疾病，并进行4个月

随访后，其在探诊深度、出血等方面远期疗效仍

存在较大局限性。可见，内镜技术在牙周疾病治

疗中的有效性尚未达成一致，未来需要进一步深

入探索研究。

2.2  内镜在种植外科中的应用  上颌窦是位于上颌

骨内的空腔，无论是手术前的规划还是手术过程

中的操作，都需要充分考虑上颌窦的解剖特点，

以确保手术的安全性和成功率。在进行口腔手术

或种植时，需要考虑上颌窦的位置以避免损伤。

利用内镜技术将上颌窦内发生移位的种植体成功

取出，开创了内镜在口腔种植领域应用的先河。

种植手术治疗的难度因其在解剖方面存在的不确

定性而大幅增加，导致一些经验不丰富的医师没

有信心完成。内镜技术在种植外科中的应用，主

要包括术前评估和手术操作两个方面。术前，通

过内镜经鼻腔进入上颌窦，能够探查上颌窦黏膜

是否存在肿胀、充血、炎症反应等异常改变，从

而对手术的风险性做出准确评估。有学者研究发

现[7]，利用内镜技术完成种植体的种植后，2年内

种植体周围未发生任何病变，说明内镜技术在种植

外科中的应用有效性和安全性较高。国内学者[8]在

上颌窦底提升术的实施过程中，利用内镜技术可

在完成最佳提升高度的同时将种植体植入，且未

发生任何异常反应。由此可见，在种植外科手术

的实施中，利用内镜技术可为手术顺利完成提供

有力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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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内镜在颞下颌关节外科中的应用  颞下颌关节

是颌面部的独立器官之一，相关疾病涉及较多关

节的病变，其结构的复杂性给微创手术带来了较

大难度。内镜技术能够为颞下颌关节病变提供清

晰的视野，帮助医生准确评估关节内部情况[9]。

一项针对内镜技术在颞下颌关节病变手术应用结

果显示，手术操作顺利，术后的疼痛缓解和功能

恢复均较为理想[10]，说明内镜技术可减少手术创

伤，缩短恢复时间，改善术后疼痛和功能恢复。

目前颞下颌关节紊乱疾病的治疗中，内镜技术与

透明质酸钠联合使用的效果较常规治疗更佳，并

成为治疗此类疾病的首选疗法。针对颞下颌关节

炎合并关节盘移位的患者，如果患者的年龄较

轻，且关节囊及关节盘等组织的病变程度较轻，

可利用内镜技术展开诊疗，同时可完成关节炎症

及移位治疗[11]。采用融入内镜技术的外科手术治

疗髁突基部骨折患者，医生能够更清晰地观察到

骨折部位，在短时间内实现解剖复位，确保骨折

固定后的稳定性，且不会给面部造成瘢痕[12]。随

着内镜技术的推广使用，其在颞下颌关节疾病诊

疗中的应用越来越多，虽然获得了显著成效，但

在深部病变的临床中，操作者依然会受到空间限

制或因手术入路设计的争议而影响诊疗，未来的

实践还需不断深入探索。

2.4  内镜在口腔颌面外科中的应用  口腔颌面外

科手术中不仅要面对复杂的解剖结构，还要考

虑患者的生理及心理需求。传统手术导致的大面

积剥离或翻瓣，可能影响面颈部功能，同时损害

患者面部美观度[13]。故临床医师需要在遵循微创

理念的前提下，选择先进的辅助技术和设备，

为获得良好的疗效及预后奠定基础。门诊口腔

颌面外科手术中应用内镜技术，可提供清晰的

视野和精准的操作支持，帮助医生顺利完成手

术。以阻塞性唾液腺炎、干燥综合征等为代表

的唾液腺非肿瘤性疾病时较为常见的颌面部疾

病 [ 1 4 ]。 一 项 针 对 此 类 患 者 应 用 内 镜 辅 助 技 术

的研究结果显示 [15]，症状得到明显改善的患者

占比达到90%以上。另一项针对颌面部肿瘤及

相关疾病的研究结果表明[16]，借助内镜技术不仅

能够确保病理组织的彻底清除，还能利用其具备

的清晰视野，避免术中对面部神经和血管造成伤

害。此外，在颌面部肿瘤及相关疾病的治疗中应

该用内镜技术能确保病理组织的彻底清除，通过

其提供的清晰视野，可避免术中对面部神经和血

管造成伤害，将术后瘢痕最小化，降低对外貌的

负面影响。一项针对内镜技术在腮腺良性肿瘤切

除治疗的研究结果显示[17]，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指

标明显优于常规组，且切口长度更短，恢复时间

更快。在颌面部创伤疾病治疗中，通过应用内镜

技术结合3D打印技术，可通过隐蔽切口完成颧弓

骨折复位及内固定，降低面部神经损伤风险及出

血和肿胀可能性。此外，内镜技术还可应用于正

颌外科手术，如下颌升支矢状截骨术和垂直截骨

术，可减少下牙槽神经损伤风险。尽管内镜技术

简化了部分手术难度，但严格把握适应证和手术

可行性分析仍至关重要[18]。操作者需具备扎实的

解剖理论基础，经过大量规范培训，提高内镜使

用熟练度，最终建立标准化技术规范。此外，相

比于传统方法，内镜技术在信息收集和病例资料

收集与存储方面有着良好优势，可为后续的病例

讨论和临床教学创造有利条件[19，20]。

3  总结与展望

内镜技术在口腔颌面部疾病的诊疗中，能够

通过良好的照明功能为医师提供足够的光源和清

晰的视野，还能通过获取同步视频，为疾病的诊

断、手术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依据，具有

微创性、精准性、多功能性等特点，可减少治疗

后并发症发生几率，提高治疗效果，改善术后美

观度。虽然机器人辅助外科手术展现的独特优势

已得到众多医患的认可，但其在普及过程中的难

度依然较大。而内镜在发展过程中，能充分满足

微创手术相关要求，有望成为口腔颌面部疾病诊

疗的首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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