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颞颌关节前脱位口外整复的最佳着力点

王法利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医院, 北京 100032)

� � 颞颌关节前脱位为颞颌关节各个方位脱位中最常见者。
1 � 颞颌关节前脱位的病理分析

� � 在生理状态下,当双侧翼外肌收缩时,可牵引下颌骨的下颌

头与关节盘脱离下颌窝,沿关节结节的后斜面向前移动,至关节

结节凸出的嵴上,而呈开口位;翼外肌松弛时,下颌头与关节盘又

沿关节结节的后斜面向后滑动,返回下颌窝,而呈闭口位。

当口张大时,下颌头与关节盘移至关节结节凸出的嵴上,

而处于不稳定状态。此时,如果翼外肌过度收缩, 可牵拉下颌

头与关节盘越过关节结节凸出的嵴,滑至关节结节的前方,形

成颞颌关节前脱位。

值得注意的是,颞颌关节前脱位发生时, 下颌骨整体并非

向前水平移动,形成下齿包在上齿外面的反 体征。而是下

颌骨整体向前下方转动,形成张口而不能自然闭合的体征。

这种体征的形成,与解剖上的一对肌肉和一双韧带有关,

即翼外肌和茎突下颌韧带。

翼外肌单侧收缩时, 下颌骨向对侧移动; 双侧收缩时, 下

颌骨向前移动。茎突下颌韧带有悬吊下颌骨及限制下颌骨向

前过度移动的作用。

当颞颌关节前脱位发生时,由于翼外肌收缩, 牵拉下颌头

与关节盘向前移动;又由于茎突下颌韧带的牵制, 而使下颌角

滞后。于是,下颌骨向前倾斜, 下颌骨整体发生了近似于以横

贯左右下颌角为额状轴的矢状面向前运动, 形成了开口而不

能自然闭合的体征。

口外整复的作用,应使下颌骨整体产生近似于以横贯左

右下颌角为额状轴的矢状面向后运动, 使下颌头与关节盘沿

关节结节的前斜面向后移动,越过关节结节凸出的嵴, 滑回下

颌窝。

2 � 口外整复法的物理学比较

� � 颞颌关节前脱位口外整复方法有多种,主要有两种方法。

方法一:推两侧下颌头前缘。方法二: 推两侧下颌支前缘与下

颌体上缘交界处。

两种方法均可使下颌头回到下颌窝。那么, 哪一种方法

更容易复位,或者说, 着力点置于何处,复位更省力一些呢?

如果把两侧下颌角之间看做有一个额状转轴, 下颌支就

是一只固定于转轴上的臂。颞颌关节前脱位与复位时的移

动,就是下颌支围绕额状轴做矢状面的前后运动。

力与转轴之间的垂直距离叫做力臂, 用 L 表示; 力 F 和

力臂 L 的乘积叫做力矩, 用 M 表示。即: M= F L。

下颌体的高度, 男性约为 29� 1mm, 女性约为 26�3mm。

男女下颌体平均高度约为 27� 7mm。下颌支的斜高, 男性约

为 61� 4mm, 女性约为 54� 7mm, 男女下颌支平均斜高约为

58� 05mm。

设: 下颌角为 0;方法一的着力点为 A; OA为 58mm, 等于

0�058m; 口外整复成功时的力为 500g, 等于 4� 9N。
解: M = F OA

= 4� 9 0�058
= 0� 2842N�m(牛顿�米)

设: 下颌角为 0;方法二的着力点为 B; OB为 29mm, 等于

0�029m; 口外整复成功时的力为 500g, 等于 4� 9N。

解: M = F OB

= 4� 9 0�029

= 0� 1421N�m(牛顿�米)

计算结果表明, 当力不变,力臂缩短一半的情况下,它产

生出的效果(力矩或物理量)就差一半。

如果用 500 克的力, 作用于方法一的着力点,刚好可以使

脱位的颞颌关节复位的话, 用 500 克的力,作用于方法二的着

力点, 则达不到复位的效果。

在力臂缩短一半 ( OB) 的情况下, 要想达到( OA )的效果

( 0� 2842N�m) ,就须

设: F= M !OB

M= 0� 2842N�m(牛顿�米)

OB= 0� 029m(米)

解: F= M !OB

= 0� 2842! 0� 029
= 9� 8N(牛顿)

由此可以证明, 在力臂缩短一半的情况下, 若要力矩不

变, 力就必须增加一倍。当下颌头与关节盘过度向前移动, 形

成颞颌关节前脱位后, 方法二若要达到方法一所达到的效果,

就要比方法一多付出一倍的力量。

因此, 认为,推下颌头前缘是口外整复颞颌关节前脱位方

法中最省力者。

笔者在临床中用推下颌头前缘的方法, 整复颞颌关节前

脱位 20 余例,均一次整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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