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不该拔除智齿？
▲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人民医院  王文勇

窝沟封闭后也有必要刷牙
▲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人民医院  王文勇

常有人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

要命。”一提到智齿，人们常常就会想到

这句话。想必有人对它咬牙切齿，恨不得

一颗都不长，尤其是到医院拔牙的时候更

是一把辛酸泪。但也有人对智齿抱有积极

的态度，因为它又被叫作“智慧齿”，认

为长有这种牙齿的人比较智慧，希望自己

也有。那么，智齿该不该拔除呢？

智齿的概念

智齿是人口腔内侧第三磨牙。一些智

齿会有位置不正的情况。智齿在生长过程

中可能会出现发炎与疼痛等症状，如果治

疗不及时，有可能会对邻近牙齿造成损伤。

长智齿原本就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并

不能让人变得更聪明。它与人的智慧也并

无关系，它仅仅是在人智力发育旺盛阶段

长出，因此得名。

其实，并不是人人都会长智齿，数量

也不一样。有的人会长全 4 颗智齿，但是

也有的仅长了 1 颗。人的牙齿数量通常为

28 ～ 32 颗。你可以沿着中间的门牙向边缘

数，第 8 颗就是智齿了。

智齿的生长

长出的智齿有时会因为空间不足，从

而发生无法咀嚼食物或脸肿等表现。在长

智齿前，其他牙齿均发育成熟。这时就会

使智齿缺乏足够的生长空间，继而导致脸

肿与疼痛。一些人的智齿在刚刚萌芽期间

会发生横向生长，这就是典型的位置不正

表现，极易引起牙周炎症。此外，由于智

齿在生长期间，牙齿之间会有一定的缝隙，

若不注意饮食，就会使食物残渣进入此处，

导致一系列炎症。

拔除智齿的时机

关于智齿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无

用牙，也有人说它是阻生牙。有医学专家

建议，大部分人的智齿应当尽早拔出，因

为智齿是最后萌发的牙，长出来后就会影

响牙床，使牙床没有更多的空间留给其他

正常牙齿，智齿就会长得歪歪扭扭，会不

好看，又无法进行矫正，对相邻牙齿与周

围牙龈软组织会造成不利影响，如伴发炎

症与红肿，引起冠周炎与口腔颌面部感染，

更有甚者还会威胁到神经痛与关节痛。

智齿该不该拔除？其实，拔除智齿并

非绝对，有的需要拔除，而有的则无需拔

除。如果你的智齿让牙周组织出现发炎、

牙齿疼痛和龋坏的情况，就需要拔除智齿；

如果你打算矫正不好看的牙齿或某个磨牙

长得不好，也需要拔除智齿；如果你的智

齿已经发育成熟或完全长出，具有很好的

咬合效果，位置正，无任何不适症状，经

过医生检查没有问题，就无需拔除智齿。

有的智齿无需拔除

有两种情况的智齿无需拔除：

第一，智齿全面被颌骨所覆盖，而且

和邻牙没有相连，不会对神经造成压迫导

致神经痛，就可暂时保留此类智齿。

第二，部分智齿长得好，而且正常萌

生于邻牙颌平面，没有咬合方面的问题，

也没有被牙龈所覆盖，同时无龋坏等问题，

不影响日常生活，也无需拔除智齿。

无需拔除的情况

一旦智齿全面被颌骨所覆盖，而且和

邻牙没有相连，不会对神经造成压迫导致

神经痛，就可暂时保留此类智齿。

部分智齿长得好，而且正常萌生于邻

牙颌平面，没有咬合方面的问题，也没有

被牙龈所覆盖，同时无龋坏等问题，不影

响日常生活，也无需拔除智齿。

该拔却不拔的智齿危害

黏膜溃烂 由于阻生与错位智齿的牙冠

边缘的长时间反复咬伤，从而造成黏膜出

现糜烂与溃疡等病理伤害。长此以往，创

伤、修复、再创伤，就会对口腔黏膜上皮

角化造成影响，引发损伤，也容易引起口

腔黏膜癌变疾病。

降低咀嚼能力 15~18 岁是智齿出现

高发阶段，其生长发育的促进机制往往

是导致牙齿拥挤与排列不齐的关键因素，

容易影响第二磨牙。所以第二磨牙出现

位置不正与扭转的居多。这一结果会减

小上下牙齿咬颌的接触面积，进一步降

低咀嚼能力。

智齿冠周炎 当智齿阻生时，其会呈

不同方向状态，如倒置、前倾、横向、垂

直等。一旦长出来一部分，牙冠周围往往

被牙龈组织盖住，致使牙龈和牙冠间构成

牙龈袋。因这个牙龈袋容易成为细菌繁殖

及食物残渣的居所，在此袋部位遭到创伤

后，就会引起智齿冠周炎。

龋齿 智齿的阻生易于让食物残渣嵌

入第二磨牙和智齿间，且不易被清除，这

就会导致龋齿。研究发现，下颌第二磨牙

牙颈部平均龋患率约 16.6%。各年龄的人

龋患率存在明显的差异。处在 50 岁年龄

阶段的人有 30% 的龋患率，而处在 20 岁

年龄阶段的人具有 3.9% 的龋患率。由此

看来，拔除智齿不失为预防第二磨牙龋坏

的有效手段。

牙齿脱落 倘若你在刷牙时牙刷难以

刷到智齿处，还会引起蛀牙，形成龋齿以

后更易加重牙齿疼痛，甚至还会威胁到邻

牙的存在，龋坏入侵牙根及牙髓组织，还

会致使牙齿脱落与松动等现象，这也是建

议拔除智齿的一大原因。

颞下颌紊乱症 下颌智齿的阻生还可

影响上颌第二磨牙的咬合，从而诱发下颌

病理性后缩，进一步发展成为颞下颌紊乱

症。患者有如下表现：耳鸣、颞下颌关节

疼痛、舌痛、咀嚼肌疼痛等。大多数患者

在将智齿拔除之后，就会使颞下颌紊乱恢

复正常。

拔除智齿的误区

高血糖、高血压患者及妊娠期和月经

期的女性建议不要拔除智齿。高血糖患者

的牙周病率比常人要高，且此类患者免疫

力较低，极易合并感染，所以最好不要拔

智齿。高血压期间拔智齿会刺激血压使之

升高，还会流血不止，最好也不要拔智齿。

女性在妊娠期拔智齿会有一定难度，会增

加流产与早产的风险。女性在月经期牙槽

可出现代偿性出血，因此避免在月经期拔

除智齿。

刷牙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清洁牙齿、

护理口腔健康的必要方式，还能够预防牙周

炎、龋齿等众多口腔疾病。刷牙的执行难度

较为简单，有效性也相当明显。具体操作过

程是通过牙刷、牙膏等牙齿清洁工具，以正

确的方式就水刷洗牙齿及牙周组织，从而清

除牙菌斑、软垢及食物残渣。那么，窝沟封

闭之后是否还需要认真刷牙？

窝沟封闭的原因

窝沟封闭是一种预防性医疗卫生处置

措施，是应用特种材料填充牙齿表面较深

的沟，被用于预防儿童长蛀牙的情况。操

作方法是在不损伤牙齿完整性的前提下，

将用于窝沟封闭的材料涂抹至牙齿咬合面

较深的窝、沟、点、隙中。这些材料则能

够在硬化之后，形成一层覆盖在窝沟上的

保护膜。这样就阻断了一些细菌及代谢产

品直接停留在牙齿表面，也就能够预防这

些细菌、代谢物对牙齿造成的损伤，从而

达成预防龋齿的目的。经窝沟封闭处理后

的牙齿咬合面将变得较为光滑整洁，不仅

能够预防龋齿，美观度也较为理想。

通常情况下，窝沟封闭面向的是牙齿有

较深沟槽的儿童。由于儿童处于龋齿的易感

年龄，因此有一定的必要进行这方面处理。

中老年人则没有必要，因为中老年人已经度

过龋齿的易感时期。另一方面，部分中老年

人已经患有龋齿，而患有龋齿的患者是不能

行窝沟封闭的。

窝沟封闭的禁忌证

尽管窝沟封闭具有这样的作用，但也

有其对应的禁忌证。例如，患者已经出现

龋齿或已经充填的牙齿就不可行窝沟封闭；

牙齿尚未完全萌出、部分咬合面被牙龈包

裹也不可行窝沟封闭；不配合、无法正常

完成操作的儿童不能行窝沟封闭，可能会

有造成意外伤害的风险。

此外，牙齿咬合面没有较深的窝沟点

隙、口腔自净能力较为理想的儿童也不必

行窝沟封闭。

窝沟封闭后也有必要刷牙

窝沟封闭是一种针对龋齿的预防性措

施，因此一些家庭会认为儿童在行窝沟封

闭之后，就能够有效预防龋齿。因此，也

就放松了对儿童口腔卫生的关注。

事实上，这种情况也要认真刷牙。临

床上，有儿童在 6 岁时已经做了窝沟封闭，

至 9 岁时也出现了龋齿的情况，这就导致

家长非常不理解。咨询过口腔科医生后，

口腔科医生告知他们窝沟封闭仅能够对窝

沟龋齿发挥理想的防范作用，但龋齿并不

仅仅以窝沟为发生部位，在平滑牙齿咬合

面及相邻牙面上也有发生可能。还有一种

可能是窝沟封闭并不一定会严格扣在窝沟

表面，有发生脱落的可能性。

导致窝沟封闭材料发生脱落的原因有

很多，如封闭前对牙齿表面清洁不彻底、

或唾液污染封闭剂粘合材料，导致粘合材

料无法使之牢固附着于牙齿表面等。另一

方面，如果儿童在牙齿尚未完全萌出的情

况下，行窝沟封闭也会影响封闭的效果；

或是儿童在行窝沟封闭的过程中不够配

合，同样会增加窝沟封闭材料脱落的概率。

此外，封闭剂若出现磨损或消耗，也可出

现窝沟龋齿的情况，因此，行窝沟封闭之

后应以 3 ～ 6 个月为周期定期进行检查。

总之，行窝沟封闭之后并不能百分百预防

龋齿。

窝沟封闭后的刷牙方法

为了有效防范儿童龋齿，即使是在窝

沟封闭之后也需要规劝儿童认真刷牙，提

醒儿童注意口腔健康。如果龋齿发生位置

位于窝沟封闭区域周围，还会影响窝沟封

闭的使用寿命。此时，需要教育儿童采取

正确的刷牙方式，并为儿童准备合适的刷

牙用具。例如，牙刷刷毛柔软度需保证合

适，牙膏的成分组分也需照顾到儿童口腔

的状况。

正确的刷牙方式包括巴氏刷牙法与圆

弧刷牙法两种。其中，圆弧刷牙法比较适

合儿童。由于餐后 30 ～ 60 min 内牙菌斑

就能在牙齿表面形成稳定附着，而牙菌斑

是牙结石、牙垢这些不洁物质停留在牙齿

表面的前提，因此在餐后 15 ～ 30 min 内

刷牙效果最佳，能够有效清除牙菌斑，避

免牙结石与牙垢的产生。

家长还需注意观察儿童牙齿外表面是

否有龋齿变黑的情况，若出现这种情况需

要及时处理。同时，儿童在恒牙逐渐长齐

之后，可以按照一定的频率洗牙，来清除

刷牙无法清除的牙石，这个频率应为1～ 2

年一次。除了行窝沟封闭之外，还可采取

氟化物防龋齿的方法，在儿童牙齿表面涂

氟以增强牙齿表面结构，使儿童牙齿表面

形成抵抗力强的氟保护层，提升牙齿的耐

受力，一般以半年一次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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