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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主要见于恒牙牙尖及切缘、邻面接触点和唇侧牙颈部。因牙颈部的磨损成楔形，故特称为楔状缺
损（wedge shaped defect）。发生于牙硬组织的龋，也可造成牙本质结构的破坏。由于牙髓一牙本质复
合体内存在牙本质的母体细胞，因此，可形成一系列的防御和（或）反应性变化。这类变化首先导致
修复性牙本质的形成，并可引起牙本质小管和牙本质基质的一系列改变。　　（一）修复性牙本质
（reparative dentin）　　修复性牙本质也称第三期牙本质（tertiary dentin）或反应性牙本质（reaction
dentin）。当釉质表面因磨损、酸蚀、龋等遭受破坏时，使其深部牙本质暴露，成牙本质细胞受到程
度不等的刺激，并部分发生变性。牙髓深层的未分化细胞可移向该处取代变性细胞而分化为成牙本质
细胞，并与尚有功能的成牙本质细胞一起共同分泌牙本质基质，继而矿化，形成修复性牙本质。修复
性牙本质中牙本质小管的数目大大减少，同时小管明显弯曲，甚至仅含少数小管或不含小管。由于刺
激沿着牙本质小管传导，因此，修复性牙本质仅沉积在受刺激牙本质小管相对应的髓腔侧。修复性牙
本质与原发性牙本质或继发性牙本质之间常由一条着色较深的线所分隔。　　在修复性牙本质形成过
程中，成牙本质细胞常包埋在形成很快的间质中，以后这些细胞变性，在该处遗留一空隙，很像骨组
织，故又称之为骨样牙本质（osteodentin）。　　（二）透明牙本质（transparent dentin）　　透明牙
本质又称为硬化性牙本质（sclerotic dentin），牙本质在受到磨损和较缓慢发展的龋刺激后，除了形成
修复性牙本质外，还可引起牙本质小管内成牙本质细胞突起发生变性，变性后有矿物盐沉着而矿化封
闭小管，这样可阻止外界的刺激传人牙髓，同时，其管周的胶原纤维也可发生变性：由于其小管和周
围间质的折光率没有明显差异，故在磨片上呈透明状而称之为透明牙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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