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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放射影像技术在口腔临床诊疗中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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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数字化放射影像技术在口腔临床诊疗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择 2023 年 4 月到 2024 年 4
月我院收治的口腔诊疗患者 50 例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对患者实施传统摄片技术和数字化放射影像技术诊断，对

比两种诊断方法的诊断准确率、成像时间、照射剂量、图像清晰度、图像质量、诊断满意度。结果 数字化放射影

像技术诊断准确率、图像清晰度、图像质量、诊断满意度均高于传统摄片技术，成像时间、照射剂量低于传统摄

片技术，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数字化放射影像技术在口腔临床诊疗中具有重要价值，显著提高了口

腔疾病的诊断水平和诊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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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alysis of digital radiographic imaging technology in oral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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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digital radiographic imaging technology in oral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ethods Fifty or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23 to 
April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raditional imaging technology and digital radiographic imaging 
technology were used to diagnose the patients, and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imaging time, irradiation dose, image clarity, 
image quality, and diagnostic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diagnostic method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image clarity, image quality, and diagnostic satisfaction of digital radiographic imaging technology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raditional imaging technology. The imaging time and radiation dose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raditional imaging 
technology,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Digital radiographic imaging technology has important 
value in th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oral diseases,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the diagnostic level and efficiency of 
oral diseases. 

【Keywords】Digital radiographic imaging technology; Oral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Diagnostic accuracy; 
Image quality 

 
口腔疾病的准确诊断是有效治疗的前提，而放射

影像技术在口腔临床诊疗中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

色[1]。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放射影像技术逐渐

取代传统放射影像技术，在口腔医学领域引发了深刻

的变革[2]。传统的口腔放射影像技术存在诸多局限性，

例如图像分辨率有限、辐射剂量相对较高、影像资料不

易存储和传输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口腔

疾病诊断的准确性和诊疗效率[3]。数字化放射影像技术

的出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它基于先进的数

字传感器和图像处理算法，能够提供更高分辨率的图

像，更清晰地显示口腔组织结构，包括牙齿、牙周组织、

颌骨等的细微病变[4]。同时，数字化放射影像技术能够

有效降低辐射剂量，减少对患者的潜在危害。此外，数

字化影像易于存储、传输和共享，方便医生进行远程会

诊和病例资料的长期保存。深入分析数字化放射影像

技术在口腔临床诊疗中的应用，对于提高口腔疾病的

诊疗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探究数字化放射影

像技术在口腔临床诊疗中的应用价值，具体研究如下： 
1 一般资料与研究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3 年 4 月到 2024 年 4 月我院收治的口腔

诊疗患者 50 例作为研究对象，男 26 例，女 24 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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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 25~55 岁，平均年龄为（32.91±5.29）岁。 
1.2 研究方法 
传统摄片技术：患者就位后，将胶片置于口腔内合

适位置。使用传统 X 光机，仪器参数设置上，管电压

60-70kV，管电流约 7—10mA。然后进行曝光拍摄，拍

摄后冲洗胶片以获取影像，过程需注意防护患者非照

射部位。 
数字化放射影像技术：开启 Carestream 公司生产

的 cs 2100，检查设备的连接是否正常，确保 Kenda 公

司提供的软件系统已正确安装并能正常运行，对软件

进行初始化设置，如图像显示格式、存储路径等。根据

检查部位（如牙齿、颌骨等），调整患者的体位。选取

合适的 CCD 并小心放置于患者口腔内的患处。设置数

字化压片机的曝光参数，如根据患者口腔组织的密度

调整电压、电流等参数，然后进行曝光操作。通过 Kenda
公司的软件系统接收并分析处理所获取的图像资料。

利用软件的功能，如放大、增强对比度等，仔细观察图

像中的口腔结构，对病变进行准确诊断。将检查结果详

细记录在患者的病历中，同时利用软件系统将图像资料

存储在指定的数据库中，以便后续的查阅和对比分析。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需对比两种检查方法的诊断准确率、成像

时间、照射剂量、图像清晰度、图像质量、诊断满意度。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

资料用“ sx ± ”表示，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

验，并以率（%）表示，P＜0.05 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2.1 对比诊断准确率、成像时间、照射剂量 
数字化放射影像技术诊断准确率高于传统摄片技

术，成像时间、照射剂量低于传统摄片技术，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1。 
2.2 对比图像清晰度、图像质量、诊断满意度 
数字化放射影像技术图像清晰度、图像质量、诊断

满意度高于传统摄片技术，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表 1  对比诊断准确率、成像时间、照射剂量[（ sx ± ）。%] 

组别 例数 诊断准确率（%） 成像时间（s） 照射剂量（ μSv） 

数字化放射影像技术 50 98.00%（49/50） 6.17±1.38 15.47±2.08 

传统摄片技术 50 88.00%（44/50） 7.21±1.93 16.71±2.33 

χ2/t - 7.681 3.100 2.807 

P - 0.006 0.003 0.006 

表 2 对比图像清晰度、图像质量、诊断满意度（ sx ± ） 

组别 例数 图像清晰度 图像质量 诊断满意度 

数字化放射影像技术 50 86.35±2.65 88.65±4.31 96.54±4.12 

传统摄片技术 50 82.35±3.11 86.58±4.11 94.33±4.31 

t - 6.922 2.458 2.621 

P - 0.001 0.016 0.010 

 
3 讨论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到人体的整体健康。口腔是消

化系统的起始部分，牙齿的咀嚼功能有助于食物的初

步消化，若口腔存在疾病，如龋齿、牙周炎等，会影响

咀嚼效率，进而可能引发消化系统的问题[5]。口腔健康

对个人形象和社交有着重要影响。整齐洁白的牙齿和

健康的口腔环境能提升个人自信，在社交、职场等场景

中给他人留下良好印象。口腔疾病如果不及时诊疗，可

能会发展为更严重的病症。例如，牙髓炎若未得到治疗

可能发展成根尖周炎，甚至导致颌骨骨髓炎等严重疾

病。早期的口腔诊疗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有效的

治疗措施，预防疾病的恶化，提高生活质量。 
传统摄片技术在口腔诊疗中存在诸多局限。其一，

图像质量有限，分辨率较低，难以清晰显示口腔复杂结

构的细微病变，像牙根的微小裂缝或早期牙槽骨的轻

微吸收不易被发现。其二，辐射剂量相对较高，增加了

患者接受不必要辐射的风险[6]。其三，操作流程烦琐，

从曝光到获取可用于诊断的胶片耗时较长。其四，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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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保存和传输，不利于病例的长期存档以及远程会

诊等工作的开展。数字化放射影像技术是一种融合数

字传感器与计算机技术的前沿性放射影像技术，涵盖

影像获取、处理、存储及显示等多方面功能[7]。在口

腔诊疗的范畴内，它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关键地位，具有

非凡的价值。在诊断维度，数字化放射影像技术凭借其

高分辨率成像能力，为口腔内部结构提供清晰、精准的

图像。在牙齿的影像学呈现上，它能够以极高的清晰度

和准确性展示牙齿的解剖形态，包括牙冠的外部轮廓、

牙根的细微走向、牙髓腔的精确容积等关键结构信息，

同时还能精准反映牙槽骨的密度状况。以龋齿诊断为

例，该技术不仅可识别牙齿表面的龋损情况，还能凭借

其对牙齿硬组织不同衰减系数的敏锐捕捉，清晰地界

定龋洞在牙体组织内的深度和范围，这有助于口腔医

生依据龋坏程度制定更为细致、科学的治疗方案，如浅

龋的保守治疗或深龋的根管治疗规划等。在牙周病的

诊断中，它能够通过对牙槽骨高度、密度等参数的量化

分析，准确判断牙槽骨的吸收程度，从而依据吸收分级

标准判定病情的严重程度，为后续的牙周序列治疗提

供重要依据[8]。在治疗规划领域，其价值更是不可忽

视。对于口腔正畸治疗，数字化放射影像技术能够构建

三维的牙齿与颌骨模型，正畸医生借助此模型可运用

专业的测量工具精确测定牙齿间的各项空间参数，如

近远中向距离、颊舌向角度等，并通过计算机模拟技术

模拟牙齿在正畸力作用下的移动轨迹和最终的排列效

果，从而显著提升正畸治疗方案的准确性与可预测性。

此外，数字化放射影像技术的低辐射剂量特性是其一

大优势，相较于传统放射影像技术，它显著降低了对患

者的潜在辐射危害。 
综上所述，数字化放射影像技术在口腔临床诊疗

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它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和

治疗规划的科学性，降低患者辐射风险。随着技术发展，

其将持续推动口腔诊疗向更精准、高效、安全的方向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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