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 Taipei Dental Association Magazine 71∣20卷∣18期∣

學 術 交 流 園 地

牙齒動不了，是在哈囉？

牙齒動不了，是在哈囉？
漫談矯正治療的 total solution （一）

1982年 Proffit及 Ackerman在《Current Orthodontic Concepts and Techniques》這本經
典的矯正教科書中，針對牙齒的移動，提出了“envelope of discrepancy”的概念。他們以
圖形的方式說明，不同的治療方式造成牙齒不同移動量的差異性。如（圖 1）所示，第一
層內圈（藍色）代表的是只靠矯正，牙齒可以移動的最大範圍。第二層（綠色）則是矯

正加上引導生長，牙齒的移動量。最外層（紅色）範圍最大，代表的是正顎手術能在最

大程度上移動牙齒。有趣的是，新版的《Orthodontics: Current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再次提到“envelope of discrepancy”時，在第二層及最外層之間多加了一層（圖 2）。這
個新的第三層（深綠色）指的是矯正加上骨釘，增加了只靠矯正及生長引導，牙齒可以

移動的範圍。然而，第三層的範圍邊緣不規則，代表骨釘作為新興的矯正工具，目前的

研究數據只能提供預估值。

其實早在 1945年，Gainsforth及Higley就已經在狗的下巴植入維塔立合金（Vitallium）
骨釘，以探討骨釘作為完全錨定的可能性（圖 3）。第一篇以骨釘完成矯正治療的臨床案
例文獻，是由 Creekmore於 1983年發表在 JCO雜誌上（圖 4）。Creekmore在這個案例
中成功以維塔立合金（Vitallium）骨釘治療深咬（圖 5），可惜的是當時這個案例並沒有

引起太大的迴響。直到 1997年，Kanomi發表了以迷你植體壓入下顎門牙的術式，骨釘於矯
正治療的應用才漸漸受到重視。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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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Chel Park等學者認為，骨釘作為矯正治療的工具之一，具備了容易且簡
單的錨定設置，提升治療效率以及擴大矯正治療範圍等優點。在台灣矯正前輩們的

引進及推廣下，筆者有幸得以在 2003年開始使用骨釘，發現骨釘在上下門牙的壓入
（intrusion）（圖 6，圖 7）；大臼齒的壓入（圖 8）；騰出空間以利植牙（圖 9）；
整顎的遠心移動（Full arch distalization）（圖 10）；甚至搭配隱形牙套（圖 11）的使
用上，都能大大提升治療效益。

骨釘的熱潮方興未艾，二十一世紀

初期，自鎖式矯正器的風潮又起。自鎖

式矯正器的雛形，早在 1935年由 Dr. 
Stolzenbergt推出，並稱之為 Russell lock 
edgewise attachment（圖 12）。然而，第
一個現代被動自鎖式矯正器（passive self-
ligating bracket） 是 1972 年 Ormco 公 司
所 生 產 的 Edgelock bracket（ 圖 13）。
1980到 90年代，陸續有Mobilock bracket
（1980），Speed bracket（1980），Activa 
bracket（1986），Time bracket（1996）等
自鎖式矯正器的推出。1996年，Dwight 
Damon推出 Damon SL（圖 14）以後，又
陸續·推出了 Damon 2（2000），Damon 
3（2004） 及 Damon MX（2005）。 除

了不斷改良其自鎖式矯正器，Damon將
其設計的矯正器稱之為低力量 /低摩擦
系統（low-force/low-friction），並把矯正
治療過程分成四個時期（light round wire 
phase，high-tech edgewise phase，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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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筆者於台大實習時，剛從美國回來的姚宗珍醫師在一次會議中向在場的醫
師介紹了一種新型的矯正工具：不需戴矯正器，只要將齒模送到美國，經過電腦運算後，

就能製作出一系列透明牙套讓病人輕鬆配戴，完成矯正治療；這就是後來風靡一時的隱

形牙套。Sandra Tsai在其著作《Clear Aligner Technique》一書中曾指出，隱形牙套不是一
個產品，而是一種新的矯正治療技術。許多人以為隱形牙套只能做小範圍的牙齒移動，

是一種“妥協性”的矯正裝置，她不贊成這種觀念。她以為現今的隱形牙套，已經是全

面性的矯正裝置，可以治療許多不同類型的咬合不正，包括小臼齒或下顎門牙拔牙的矯

正治療。然而，由於先天上受限於隱形牙套材質較軟的緣故，在處理拔牙案例時，稍有

不慎容易造成“弓型效應”（bowing effect），使得後牙錨定喪失，前牙往顎側傾倒，咬
合變深，後牙開咬等副作用（圖 17）。為了避免以上副作用的發生，筆者在處理較為複
雜的拔牙案例時，往往搭配使用部分的固定矯正裝置（圖 18）；甚至在預期隱形牙套無
法有效地往前牽引下顎大臼齒時（mandibular molar protraction），在治療初期就為病人的
下顎裝戴固定式矯正裝置（圖 19）。

mechanics phase，finishing phase）；宣稱在不同時期搭配不同的矯正線可以縮短矯正
療程，減緩病人的不適且能在不拔牙的情況下，通過其良好的擴弓效果解決牙齒擁擠

的問題。

針對自鎖式矯正器所宣稱的縮短療程，增加患者的舒適度，減少約診次數，容易

做好口腔清潔等好處，目前的文獻探討還沒有一個定論。然而在業者大力行銷及宣傳

下，已經有越來越多醫師使用自鎖式矯正器。筆者在使用自鎖式矯正器的經驗中，發

現自鎖式矯正器搭配正確的治療計劃，良好的矯正力學設計，的確可以縮短矯正的療

程（圖 15，16）。

圖 15

圖 16 圖 19

圖 17 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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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1月 19日，隱形牙套大廠隱適美在美國推出了下顎前引器（mandibular 
advancement）。這是針對成長中的青少年，為二級異常咬合（Class II malocclusion）所
苦的患者而設計的。隱適美的首席營銷官 Raphael Pascaud曾表示，每年約有 900萬的青
少年案例，而二級異常咬合就佔了 45%，是最大的商機。隱適美對青少年異常咬合的
重視，似乎也呼應了近幾年家長們詢問度很高的功能性矯正器 MRC的流行。MRC是
Myofunctional Research Corporation的縮寫。這家於 1989年成立的公司，是專門研究肌功
能異常的機構。該機構的創辦人 Dr. Chris Farrell認為，肌功能異常，特別是不正確的呼吸
及吞嚥習慣，是造成異常咬合及顳顎關節障礙的主因。該機構為此研發了多種口內裝置

（myobrace，myosa，myoTALEA，T4K，TMJ），以便能在早期介入改善肌功能異常，達
到治療異常咬合及顳顎關節障礙的目的。這種早期介入的矯正治療，又稱為阻斷性矯正

治療，顧名思義是希望通過早期治療，來防止成長中的患者，其矯正問題的進一步惡化。

圖 20及圖 21是筆者用功能性矯正裝置，早期介入治療二級異常咬合的案例。

圖 22 圖 23

圖 24

圖 21圖 20

有次和一位矯正前輩聊天時，他感嘆現在的年輕矯正醫師很辛苦。除了固定式矯正

裝置，還要會打骨釘，會做隱形牙套，會使用功能性矯正器等等；假日還要不斷進修，

在工作與生活間疲於奔命。美國矯正大師 R.G. ”Wick” Alexander 曾提出他在矯正治療中
的二十條法則，稱之為“The 20 principles of the Alexander discipline”。其中的第三法則，
他引用了著名的美國格言“Keep it simple, stupid”（KISS原則），以闡明他在矯正的生物
力學設計上，力求簡單直接。遵循這種簡單原則，如果有一站式的矯正服務，其服務範

圍涵蓋了以上所述的功能性矯正裝置（圖 22），自鎖式矯正器（圖 23）及隱形牙套（圖
24）等等，矯正醫師在眾多的矯正產品中或許就不會有選擇障礙，也可以藉此簡化日常
的工作療程，提昇生活品質。這種一站式服務，矯正 total solution的概念，將於下一篇進
一步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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