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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颌尖牙的萌出晚于上颌第一前磨牙和侧切

牙，常错位萌出于侧切牙唇侧近中，而造成二者易

位。日照市东港区人民医院1993—2007年利用系列

矫治法共成功矫治尖牙与侧切牙易位11例，现对此

矫治方法进行总结。

1 材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11例患者中，男5例，女6例；年龄12～27岁，

平均年龄17.5岁。上颌双侧尖牙与侧切牙均发生易

位者2例。11例患者中，唇向近中错位尖牙已萌出

者9例，软组织埋伏阻生需开窗助萌者2例。其中易

位尖牙之相应乳尖牙滞留者9例。病例纳入标准是

唇向近中错位的尖牙长轴完全位于同侧侧切牙长轴

之近中，排除标准是牙列拥挤需减数矫治者。
1.2 矫治方法

系列矫治法的步骤包括开拓间隙、易位侧切牙

人工反让道、易位尖牙远移并控根、舌侧弓丝近

中移动侧切牙、交互控根、舌侧固定保持器保持

等。
1.2.1 开拓间隙 为了使易位尖牙排入牙弓内，首

先要开拓间隙。常规采用上颌固定矫治器直丝弓或

方丝弓技术，在易位尖牙侧的第一前磨牙与中切牙

间放置镍钛推簧，扩大间隙。若伴上牙弓狭窄且拥

挤量较大时，配合上颌活动矫治器分裂簧或上颌快

速扩弓获取充足间隙。
1.2.2 易位侧切牙人工反让道 为使易位尖牙顺

上颌尖牙与侧切牙易位的系列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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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索上颌尖牙与侧切牙易位的矫治方法，以提高临床矫治效果。方法 对上颌尖牙与侧切牙易位

的11例患者，采用开拓间隙、易位侧切牙人工反让道、易位尖牙远移并控根、舌侧弓丝近中移动侧切牙、交互

控根、舌侧固定保持器保持的系列矫治法进行矫治。结果 11例患者经系列矫治后均达到了较理想的效果，牙弓

排列整齐，易位尖牙与侧切牙牙根平行。结论 采用系列矫治法矫治尖牙与侧切牙易位，可有效提高临床矫治效

果，缩短矫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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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reatment on teeth transposition of maxillary canine and lateral incisor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 Methods Eleven patients with transposition maxillary canine and
lateral incisor were treated with the method: Expand space, artificial reverse occlusion of transpositional lateral incisor
to give way, transpositional lateral canine distalization and controlling root, mesial movement of lateral incisor with
tongue arch, interactive controlling roots and retention with tongue fixed retaining appliance. Results Eleven patients
had satisfactory treatment effect, with tidy dentition and parallel teeth roots of transpositional canine and lateral
incisor. Conclusion Series orthodontic treatment on teeth transposition of maxillary canine and lateral incisor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 and shorten the treatment time.
[Key words] teeth transposition； fixed orthodontic； interactive controlling root； series orthodontic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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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远移，侧切牙腭向移位人工形成暂时性反。制

作适当厚度的上颌垫，垫就位后使侧切牙无
接触。用直径0.45 mm的澳丝或仿澳丝，在需腭向移

位的侧切牙托槽处弯制腭向水平曲，使侧切牙腭向

移位，并逐渐形成反，为易位尖牙远移让道。
1.2.3 易位尖牙远移并控根 当侧切牙腭向移位、
易位尖牙远中移位的通道形成时，即可牵引尖牙远

移。但有些患者因易位尖牙过于唇向，或乳尖牙早

失使同侧第一前磨牙近中部位牙槽骨吸收而形成明

显凹陷，此时若不使易位尖牙牙根腭向移位（正向

控根），则因受骨皮质支抗的阻碍而易位尖牙难以

顺利后移。采用弧形控根辅弓 [1]，可使易位尖牙牙

根同时向腭侧及远中2个方向移位，从而避开骨皮

质支抗的阻碍而顺利后移。
1.2.4 舌侧弓丝近中移动侧切牙 在尖牙远中腭向

移位的同时，利用舌侧弓丝使人工反的侧切牙向

近中移位。若侧切牙牙根与易位尖牙牙根出现交叉

重叠时，应用正轴簧对侧切牙牙根进行近中正轴，

逐渐使侧切牙与易位尖牙牙根平行。舌侧弓丝由直

径0.40~0.45 mm澳丝弯制，弓丝两末端插于第一磨

牙带环腭侧扁管内。
1.2.5 交互控根 当易位尖牙远中移位到达预定位

置且侧切牙近中移位到位时，利用直径0.35 mm的澳

丝弯制弧形控根辅弓，对易位尖牙进行正向控根及

侧切牙反向控根，2～3个月内可实现控根目标。
1.2.6 舌侧固定保持器保持 当矫治目标达到后，

在上颌前牙区制作固定舌侧保持器保持。保持器由

与上颌前牙区舌侧弓形相适应的、直径0.50 mm的一

段不锈钢丝和点焊固定在钢丝上的舌侧固位片组

成。固定保持器可在三维空间内与相应牙齿舌面达

到最佳吻合。

2 结果

11例患者经系列矫治后均达到了较理想的效

果，牙弓排列整齐，易位尖牙与侧切牙牙根平行。
矫治疗程17～29个月，平均22.5个月。

典型病例：患者李某，男，14岁，2006年4月7
日因牙列不齐要求矫治。查见：│3 牙冠紧抵│1 远

中唇向错位萌出，│3 牙根位于│2 牙根与│1 牙根之

间；│2 位于腭侧，│2 与│4 之间间隙约5.5 mm；

6│6
6│6 中性。诊断：安氏Ⅰ类错。矫治设计：1）

上颌固定矫治技术，开拓间隙并牵引│3 向远中移

位。2）上颌垫，利用弓丝腭向水平曲使│2 腭向

移位并形成人工反。3）│3 边控根边后移，越过骨

皮质支抗障碍。4）│2 近中正轴，│3 远中正轴，使

二者根平行。5）交互控根（│2反向控根，│3 正向控

根），平整左上牙弓（图1）。矫治25个月结束。

A：矫治前正面观；B：矫治前侧面观；C：│2 人工反后近中正轴；D：│2 与│3 弧形控根辅弓交互控根；E：矫治后正面观；F：矫治后

侧面观。
图 1 典型病例

Fig 1 Typical case

3 讨论

由于尖牙晚于其近中的侧切牙和远中的前磨牙

萌出，发生迟萌、异位萌出及埋伏阻生的情况很常

见。造成尖牙不正常萌出的原因主要有自身问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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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前者主要表现在尖牙萌出道异常和自身

发育异常，后者主要表现在萌出间隙不足和萌出阻

力异常。临床上尖牙异位萌出的范围很广泛，近中

可超过中线到达对侧，远中可阻生于磨牙区。矫治

尖牙与侧切牙易位的关键是：在侧切牙腭向让位后

的尖牙远移过程中，对二者进行适时恰当的正轴与

控根，有效地避开骨皮质支抗的阻碍以及侧切牙与

尖牙牙根交叉对矫治带来的不利影响。在易位尖牙

远移过程中，笔者采用弧形控根辅弓对易位尖牙进

行腭向及远中向控根，既很好地避开了皮骨质支抗

的阻碍，又加速了尖牙牙根的远中移位，缩短了矫

治中的牙根交叉重叠时期。同时尖牙与侧切牙交互

控根辅弓的应用，又明显地提高了控根效果，达到

了较好的矫治效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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