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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长拉钩前牵引器与方丝弓矫治器
联合矫治安氏Ⅲ类骨性错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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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ed Protraction Headgear and Edgewise Ap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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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改良长拉钩前牵引器与方丝弓矫治器联合矫治安氏Ⅲ类骨性错 的疗效及对颅面生长的影响 ,

对 23例用此法矫治的患者进行研究 , 结果发现平均治疗 8 个月后 , 前牙反 解除 , 面型协调 , 颅面软硬组织

头影测量研究发现:上颌骨向前向下移动 , 下颌骨向后向下旋转 , 前下面高增加 , 面凸角增大。研究表明 ,

在生长发育期的安氏Ⅲ类骨性错 的患者 , 通过每侧 400 g ～ 500 g的前牵引矫形力的矫治 , 可刺激上颌骨生

长 , 同时抑制下颌骨生长 , 改善面型 , 免去外科手术之苦 , 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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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　R 783.5

Abstract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e effects and sof t and hard t issue profile change in the treatment

of skeletal class Ⅲ malocclusion w ith modified pro traction headgear and edgew ise appliance , 23 pa-

tients were treated.After eight-month-t reatment , the anterio r crossbite w as corrected and the facial

balance w as improved:maxilla moved forw ard and downward , the mandible turned backw ard and

downw ard , low er facial height increased , soft tissue convexity increased from X-ray cephalometry

for soft and hard tissue profile.It w as suggested that the patients wi th skeletal class Ⅲ malocclusion

in the adolescent g row th were t reated by the pro traction orthopedic f rom headgear(400 to 500 g per

side), the maxilla w as stimulated developing forward and the mandible g row th w as inhibi ted , so fa-

cial profile can be improved without orthognathic surgical approach and the ef fecting of treatment

w as obtained sat isfactor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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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氏Ⅲ类骨性错 是临床上常见而矫治难度较大

的错 畸形 , 其临床特征是前牙反 , 上颌骨发育不

足 , 下颌骨发育过度 , 侧貌面中份凹陷。对成人患者

一般采用正畸配合外科手术治疗 , 而对于处在生长发

育时期的患者 , 国外以往常用德莱尔面具前方牵引器

进行安氏Ⅲ类骨性错 的矫治[ 1 , 2] , 国内也有学者将

其应用于临床[ 3] , 而最近国外有学者采用改良长拉钩

前 牵 引 器 (Modified Protraction Headgear 简 称

MPH)[ 4 ,5] , 对骨性前牙反 的矫治进行了探讨 , 并

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 4] , 目前国内尚未见有采用

MPH与方丝弓矫治器联合矫治安氏Ⅲ类骨性错 的

研究报道。本研究目的在于探讨 MPH 与方丝弓矫治

器联合矫治早期前牙反 患者的疗效 , 并对其矫治

前 、后颅面软硬组织的变化进行分析和评价。

1　材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23 例安氏 Ⅲ类骨性反 患者 , 男 14 例 , 女 9

例 , 平均年龄 11.2岁 (10.3 ～ 13.2 岁), 混合牙列

12例 (男 8例 , 女 4例), 恒牙列早期 11 例 (男 6

例 , 女 5例)。根据安氏 Ⅲ类骨性错 生长特征
[ 6]
,

要求患者在生长发育快速期 , 且为水平生长型 , 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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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呈近中关系 , 反覆盖>2.5 mm 下颌不能完全退

至对刃 , 正中 位及息止 位时面中份明显凹陷 ,

ANB角为负值 , 并未做过正畸治疗 。

1.2　方法与步骤

1.2.1　改良长拉钩的制作:常规制作头帽和自凝塑

料颏托 , 用直径为 1.8 mm 的不锈钢丝在口裂的高

度分别弯制两个牵引钩 , 然后沿着颏部至颌骨下缘

至耳后弯一小拉钩 , 再用自凝塑料将它们糊塑固定

在颏托上待用。

1.2.2　方丝弓矫治器的制作:常规步骤制作上下颌

方丝弓矫治器 , 同时在上颌两侧第 1 磨牙带环腭侧

焊 Nance 腭弓 , 进行第 1步排牙 。

1.2.3　前牵引矫治:牙排齐后 , 上下颌用直径

0.020英寸澳丝弯标准弓形 , 上颌弓丝在两侧侧切

牙与尖牙之间弯一反向 “靴形” 前牵引钩 , 弓丝末

端回弯 。用直径 3/8英寸的中力椽皮圈在口内弓丝

的牵引钩和口外长拉钩间作牵引 , 每侧牵引力400 g

～ 500 g[ 7] , 牵引方向根据患者的腭平面 , 一般与

平面平行
[ 8]
, 戴用时间每天 12 h ～ 14 h , 同时口内

用直径 3/8英寸轻力橡皮圈作颌间 Ⅲ类牵引 。

1.2.4　头影测量分析:对每位患者治疗前 、 后均拍

摄标准定位 X线头颅侧位片各 1张 , 并进行软硬组

织测量 , 17项测量结果的统计学处理采用配对 t 检

验。测量项目见图 1。

2　结果

2.1　临床矫治效果

　　全部 23例患者反 解除 , 其中 21例形成良好

咬 关系 , 面型协调 , 牙列整齐 , 前牙覆 覆盖正

常 , 后牙中性关系 , 2 例由于患者 Bolton 指数不协

调 , 咬 不稳定 , 治疗结束后仍用头帽颏托矫治器

保持。疗程最短 6 个月 , 最长 14个月 , 平均 8 个

月。

2.2　头影测量分析结果

　　头影测量结果见表 1。

3　讨论

　　安氏Ⅲ类骨性前牙反 , 在生长发育期间随着

下颌发育的持续向前生长 , 所有 Ⅲ类骨性反 都随

生长发育而逐渐加重
[ 6]
, 有人主张对这类错 畸形不

做早期矫治 , 等到生长完成后由正畸与外科联合治

疗[ 8] 。作者利用 MPH 对 23例安氏 Ⅲ类骨性反 患

者 , 在生长发育快速期 , 利用其尚存的骨生长潜力 ,

及矫治器产生的矫形力 , 使异常的上下颌骨生长关系

受抑制 , 建立协调的骨面形态 , 取得较好疗效。

图 1　头影测量项目

F ig.1　Cephalometric item

1.上齿槽座角 SNA Maxillary posit ion;2.上颌骨长度 ANS-Ptm

Maxi llary length;3.下齿槽座角 SNB Mandibular position;4.上下

齿槽座角 ANB Sagittal jaw relat ion;5.颌凸角 NA-PA Angle of con-

vexity;6.腭平面角 SN-PP Palatal plane angle;7. 平面角 FH-

OP Occlusion plane angle;8.上中切牙角⊥-SN Maxillary inci sal an-

gle;9.上下中切牙角⊥-  Interincisal angle;10.下中切牙角  

-MP Mandibilar incisal angle;11.下颌骨长度 Ar-Gn Mandibular

length;12.前下面高ANS-M e Low er facial heigh t;13.面凸角 N s

-Sn -P′g Soft t issue convexity;14.鼻唇角 NLA Nasolabial angle;

15.上唇与 EP 平面距 UL-EP Upper lip and E plane distance;16.

下唇与 EP 平面距 LL-EP Low er lip and E plane distance;17.下颌

平面角 FH-M P Mandibular plane angle.

　　MPH由颏托 、头帽 、 长拉钩组成
[ 9]
, 头帽 、 颏

托为支抗 , 长拉钩口裂段为前牵引钩 , 与口内上颌

弓丝的反向牵引钩通过牵引橡皮圈牵挂 , 耳后段的

小拉钩则是通过橡皮圈与头帽上的钮扣牵挂 , 以固

定颏托 。据患者的情况上颌每侧用 400 g ～ 500 g 的

前牵引矫形力 , 同时上颌 Nance 腭弓的应用 , 弓丝

末端的回弯 , 使上颌牙槽及牙形成一整体 , 当前牵

引的力以及口内 Ⅲ类牵引产生的水平分力 , 使牙受

力传导致上颌硬腭前部的前腭托上 , 给上颌产生足

够的向前的矫形力[ 4] , 刺激上颌骨及上颌牙列向前

向下生长 , 而不是单纯的上颌牙齿的正畸移动 , 同

时在颏托上产生的颏部软组织能够承受的反作用力

抑制下颌骨及下颌牙列向前生长 , 使上下颌骨位置

协调 , 从而改善 Ⅲ类骨面型。

　　从表 1结果可见 , MPH 与方丝弓矫治器联合矫

治前牙反 对颅面软硬组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SNA 、 ANS-Ptm 、 ANB 、 NA-AP 、 ANS-Me 及

Ns-Sn-Pg′、 UL-EP 明显增大;SNB 、 SN-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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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3例患者矫治前后软硬组织头影测量变化

Table 1　Change of sof t and hard tissue of cephalometric in 23 patients 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treatment

矫治前 Before treatment 矫治后 After treatment

 x Standard
deviation
SD

 x Standard
devia tion
SD

t P

硬组织 Hard tissue

　上齿槽座角 SNAMaxillary positio n (°) 80.9 3.7 82.3 3.4 1.3 P <0.001

　上颌骨长度 ANS-P tm Max illary leng th (mm) 45.6 2.1 47.9 2.9 1.6 P <0.01

　下齿槽座角 SNB Mandibular position (°) 81.1 2.7 79.4 2.5 1.1 P <0.01

　上下齿槽座角 ANB Sag ittal jaw relation (°) -0.2 2.3 2.8 2.1 1.2 P <0.001

　颌凸角 NA-PA Angle of convexity (°) -2.3 3.2 7.5 1.8 3.4 P <0.001

　腭平面角 SN-PP Palatal plane angle (°) 9.4 3.3 8.4 3.2 1.8 P <0.05

　 平面角 FH-OP Occlusion plane ang le (°) 22.6 3.9 20.6 3.4 3.0 P <0.01

　下颌平面角 FH-MP Mandibular plane angle (°) 30.7 2.4 32.1 2.0 1.4 P <0.01

　上中切牙角⊥-SN Maxillary incisal ang le (°) 104.8 8.4 108.2 9.0 7.8 NS

　上下中切牙角⊥-
⊥
Interincisal angle (°) 129.4 10.5 129.0 9.5 10.6 NS

　下中切牙角
⊥
-MP Mandibilar incisal angle (°) 90.7 9.0 88.6 5.4 5.6 P <0.01

　下颌骨长度 Ar-Gn Mandibular leng th (mm) 104.0 5.2 105.2 5.3 0.9 NS

　前下面高 ANS-Me Low er facial height (mm) 59.9 3.1 63.0 3.5 1.9 P <0.05

软组织 Soft tissue

　面凸角 Ns-Sn-P g′Soft tissue convexity (°) -3.2 7.5 2.9 4.4 2.7 P <0.05

　鼻唇角 NLA Nasolabial angle (°) 98.0 5.0 96.0 3.5 1.0 NS

　上唇与 EP 平面距 UL-EP Upper lip and E plane 　
distance (mm) -1.9 1.4 0.7 1.9 1.7 P <0.01

　下唇与 EP平面距 LL-EP Low er lip and E plane 　
distance (mm)

2.3 1.5 0.9 2.1 2.0 P <0.001

NS:无显著性差异 not significant.

FH-oP 、  -MP 、 NLA 及 LL-EP 明显减小 , 而

⊥-SN 、 ⊥-  、 Ar-Gn 无明显改变 , 这一结果

表明与矫治器作用的机理相符 , 即在生长发育期内

进行正畸治疗 , 矫治器产生的力对齿槽的生长发育

有利 , 反 的矫正解除了对上颌生长发育的抑制 ,

随着上颌骨的向前生长 , 上唇位置明显前移 , 而由

于颏部的反作用力抑制下颌骨生长 , 使之向下后旋 ,

故而面下份高度增加 , 面型角增大 , 改善原有的凹

面型侧貌 , 达到矫形目的 。

　　德莱尔面具作为前牵引装置是最简单最安

全[ 3] , 但对于 Ⅲ类骨性反 , 尤其是下颌骨发育过

度的病例 , 用改良长拉钩前牵引器矫治 , 对下颌的

矫形作用效果更好 , 除了对有明显遗传因素 , 发育

障碍如唇腭裂 , 严重上颌发育不足者 , 矫治效果不

佳外 , 临床上尽可能早期矫治 , 大多数轻中度 Ⅲ类

骨性错 的患者 , 在生长发育高峰期矫治 , 能取得

治疗的成功或明显的临床改善 , 可免去正颌外科手

术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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