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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畸患者第三磨牙牙胚缺失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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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讨正畸患者第三磨牙牙胚缺失情况 ,分析第三磨牙牙胚缺失与错　畸形间的关系。方法 　通过

全景曲面断层片判定第三磨牙牙胚的缺失情况 ,通过测量 ANB 角确定患者的矢状骨型 ,对第三磨牙牙胚的缺失与

性别、部位及骨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男性第三磨牙牙胚缺失人数比例 (3710 %) 高于女性 (2416 %) ;

第三磨牙牙胚缺失与左右侧无关 ;骨型 Ⅲ类错　病例第三磨牙牙胚缺失率高于其他两类 ,其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 ,

其中差别主要在于上颌 ;骨型 Ⅰ、Ⅱ类错　病例第三磨牙牙胚缺失率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男性比女性第

三磨牙牙胚缺失几率大 ;矢状骨型与第三磨牙牙胚缺失有关 , Ⅲ类骨型病例上颌第三磨牙牙胚缺失率要高于 Ⅰ、Ⅱ

类骨型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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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absence of the third molar germs in orthodontic patients and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rd molar germs and malocclusion. Methods 　 The subjects comprised 234 patients (male 92 , female 142) from the

orthodontic clinic whose ages were 14-18 . The assessments of the third molar germs were made from panoramic radiographs , and

the assessments of ANB angle were made from lateral cephalograms. All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statisticχ2 test. Results 　The

percentage of male who missed one or more third molar gems (37. 0 %)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 (24. 6 %) .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bsent frequencies of third molar germs on left and right sides in either maxilla or mandible. The

absent percentage of third molar germs in skeletal Ⅲsubjects was higher than those in both skeletal class Ⅰand Ⅱsubjects. The

absent difference of third molar germs was in upper arches ( P < 0. 05) , but not in lower arches ( P > 0. 05) . There was no signif2
icant difference in absent percentage of third molar germs between skeletal class Ⅰand Ⅱ subjects. Conclusion 　Male patients

have higher absent frequencies of third molar germs than female ones. Skeletal class Ⅲpatients have higher absence of third molar

germs in upper jaws than skeletal class Ⅰand Ⅱ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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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磨牙 (third molar) 与牙弓拥挤之间的关系一

直为广大正畸学者与临床医师所关注1 ～3 ,自从 Mer2
rifield

4 提出牙弓的拥挤尤其是后牙段的拥挤应作全

牙弓间隙分析以来 ,人们开始愈来愈重视第三磨牙牙

胚的情况。第三磨牙牙胚的先天缺失在临床上比较

常见 , 而有关正畸患者第三磨牙牙胚的缺失情况以

往却未见有报道。本研究对 234 例正畸患者第三磨

牙牙胚缺失情况进行探讨 ,并对第三磨牙牙胚与错　

畸形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1 　材料和方法

1. 1 　临床资料

选取 1999～2002 年在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口腔正畸科作治疗的 234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患者

男性 92 例 ,女性 142 例 ,年龄 14～18 岁。患者中无唇

腭裂、前颌骨外伤、颌骨手术及已拔除第三磨牙或牙

胚者。

1. 2 　研究方法

每位患者治疗初始均拍摄全景曲面断层片及头

颅定位侧位片。(1)通过全景曲面断层片来判断患者

第三磨牙或牙胚的存在、缺失情况。(2) 通过头颅定

位侧位片测量 ANB 角 ,确定患者矢状骨型。ANB

角 ≤ 为 Ⅲ类骨型 角 ≤ °为 Ⅰ类骨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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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B 角 > 5°为 Ⅱ类骨型。(3) 对患者第三磨牙或牙胚

的存在、缺失按照性别、部位及骨型进行分类统计。

1. 3 　统计学分析

对第三磨牙牙胚缺失与患者性别、部位及骨型间

的关系进行χ2 检验。

2 　结果

2. 1 　第三磨牙或牙胚的存在、缺失与性别的关系

234 例患者第三磨牙或牙胚的存在、缺失与性别

的关系见表 1。表 1 结果经统计学分析表明 ,男性第

三磨牙牙胚缺失人数比例高于女性 ,二者的差别具有

统计学意义 (χ2
= 41051 , P < 0105) 。

表 1 　234 例患者第三磨牙或牙胚的存在、缺失与性别的

关系

Tab 1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istence or absence of

third molar germs and sex

性别 第三磨牙或
牙胚全齐 ( %)

第三磨牙
牙胚缺失 ( %) 合计 ( %)

男 58 (63. 0) 34 (37. 0) 92(100. 0)

女 107(75. 4) 35 (24. 6) 142(100. 0)

合计 165(70. 5) 69 (29. 5) 234(100. 0)

2. 2 　第三磨牙缺失部位

234 例患者中 ,上颌左侧第三磨牙牙胚缺失 42

颗 ,右侧第三磨牙牙胚缺失 38 颗 ,二者的差别无统计

学意义 (χ2
= 01241 , P > 0105) ;下颌左侧第三磨牙牙

胚缺失 31 颗 ,右侧第三磨牙牙胚缺失 28 颗 ,二者的

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χ2
= 01175 , P > 0105) ;上颌与下

颌第三磨牙牙胚的缺失数目分别为 80 和 59 颗 ,二者

的差别也无统计学意义 (χ2
= 31726 , P > 0105) ,但检

验值非常接近临界值 (临界值χ2
0105 (1) = 31841) 。上颌

双侧第三磨牙牙胚同时缺失的患者为 10 例 ,下颌双

侧第三磨牙牙胚同时缺失的患者为 3 例 ,上下颌 4 颗

第三磨牙牙胚同时缺失的患者为 11 例。

2. 3 　第三磨牙牙胚的缺失与骨型的关系

第三磨牙牙胚的缺失与骨型的关系见表 2。表 2

结果经统计学分析表明 , Ⅲ类患者第三磨牙牙胚总缺

失率高于 Ⅰ类患者 , 二者的差别具有统计学意

义 (χ2
= 41731 , P < 0105) 。其中 , Ⅲ类患者上颌第三

磨牙牙胚缺失率要高于 Ⅰ类患者 ,二者差别具有统计

学意义 (χ2
= 51432 , P < 0105) ;而下颌第三磨牙牙胚

缺失率二者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χ2 = 01426 ,

P > 0105) 。Ⅲ类患者第三磨牙牙胚总缺失率高于 Ⅱ

类患者 ,二者的差别具有高度统计学意义 (χ2
=

81604 , P < 0101) 。其中上颌第三磨牙牙胚缺失率二

者的差别具有 高 度 统 计 学 意 义 (χ2 = 71039 ,

P < 0101) ;而下颌第三磨牙牙胚缺失率二者的差别

无统计学意义 (χ2
= 21173 , P > 0105) 。Ⅰ类与 Ⅱ类患

者第三磨牙牙胚的缺失率 ,不论是总缺失率 ,还是上

颌或下颌缺失率 ,其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 (分别为

χ2 = 21362 , χ2 = 11151 , χ2 = 11222 , P > 0105) 。
表 2 　第三磨牙牙胚的缺失与骨型的关系

Tab 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bsence of third molar

germs and sagittal skeletal class

骨型 上颌第三磨牙
牙胚缺失数 ( %)

下颌第三磨牙
牙胚缺失数 ( %) 合计 ( %)

Ⅰ类 41(15. 4) 34(12. 8) 75(14. 1)

Ⅱ类 9 (10. 7) 7 (8. 3) 16(9. 5)

Ⅲ类 30(25. 4) 18(15. 3) 48(20. 3)

合计 80(17. 1) 59(12. 6) 139(14. 9)

3 　讨论

第三磨牙牙囊在 3～4 岁形成 ,7～10 岁开始钙

化。Gravely
5 报道 ,第三磨牙发生的上界为 13 岁。

王光耀等 6 报道 ,14 岁时第三磨牙钙化基本达到了

稳定的情况 ,这就意味着 14 岁以后 ,第三磨牙的存失

与否基本就可以确定 ;而第三磨牙的萌出多在 18 岁

以后 ,所以 18 岁以前拔除第三磨牙的情况相对少见。

因此作者将样本年龄选择为 14～18 岁。刘楚峰等 7

在作后牙段分析时 ,统计的是 12～14 岁的第三磨牙

牙胚 ,其考虑的出发点是此年龄段是正畸就诊最多的

年龄段 ,但对判断第三磨牙牙胚的有无可能会有一定

的影响。

ANB 角最能代表面型上下颌矢状关系。本研究

所选择的 ANB 角标准是根据国内很多学者对国人恒

牙初期的研究所制定的 8
,尽管这一数据与欧美等白

种人的数据有差别 ,但就国人而言 ,绝大多数国内学

者还是比较公认这一标准的。

从本文第三磨牙牙胚缺失的人数比例 (2915 %)

来看 ,男性 (3710 %) 明显高于女性 (2416 %) ,这提示

第三磨牙牙胚的发生可能与性遗传因素有关。病例

中第三磨牙牙胚缺失的人数比例也高于欧美的报道 ,

与日本的报道接近 9
,这可能与同是蒙古人种有关。

Stewart 等 10 曾报道过 ,第三磨牙缺失的人种依缺失

由多到少的排列顺序为 :蒙古人种、欧裔美国人、黑

人。

无论上颌还是下颌 ,左右侧第三磨牙牙胚的缺失

均无明显差异 ,这说明牙胚发生具有对称性的特点。

从统计中还可以看出 ,上颌第三磨牙牙胚缺失数有多

于下颌的趋势 ,这与 Rajasuo 等 11 所报道的美国白种

人的结论却正好相反。另外 ,上颌双侧第三磨牙牙胚

的同时缺失 (10 例) 明显多于下颌 (3 例) 。上下颌 4

颗第三磨牙牙胚同时缺失的人数 (11 例) 仅占缺失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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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 (69 例)的 1519 %。

从统计结果还可以进一步得出 , Ⅲ类骨型患者第

三磨牙牙胚缺失率高于 Ⅰ类和 Ⅱ类 ,第三磨牙牙胚缺

失的差别不在下颌 ,而是在上颌。Ⅲ类骨型患者上颌

第三磨牙牙胚的缺失率比 Ⅰ类高出 10 % ,比 Ⅱ类更

高出近 15 %。目前 ,作者还难以解释 Ⅲ类骨型患者

上颌第三磨牙缺失率较高是 Ⅲ类骨型的因还是果。

也许第三磨牙牙胚形成的多基因遗传因素与控制上

颌骨矢状径大小发育的遗传因素有关。

Ⅲ类骨型上颌第三磨牙牙胚高缺失率会带来一

系列临床问题。它使上颌矢状向的发育更加不足 ,这

会给临床的矫治设计和具体治疗增加更大的难度。

所以 ,正畸医师对骨型 Ⅲ类患者更多地要考虑补偿性

地拔除下颌第二磨牙或第三磨牙牙胚 (牙齿) ,或是更

多采取正颌外科的手段来解决骨型 Ⅲ类患者的矢状

关系不调。同时骨型 Ⅲ类患者青春期高复发率可能

也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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