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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上颌窦气化与牙源性上颌窦炎发病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牙源性上颌窦炎患者鼻
窦ＣＴ中双侧牙槽突骨质厚度、牙槽突气化深度，冠状位上颌窦高度及矢状位对角线长度，观察牙源性上颌窦炎患
者双侧上颌窦气化程度的差异。结果　牙源性上颌窦炎患者患侧上颌骨牙槽突厚度：（５．６７±１．７９）ｍｍ，健侧上颌
骨牙槽突厚度：（７．８８±２．７７）ｍｍ，患侧明显小于健侧。患侧牙槽突气化深度：（８．６７±２．７１）ｍｍ，健侧牙槽突气化
深度：（６．３１±３．７８）ｍｍ，患侧明显大于健侧。双侧上颌窦高度及矢状位对角线长度无明显差异。健侧上颌骨牙槽
突骨质厚度与牙槽突气化深度呈负相关关系，患侧上颌骨牙槽突骨质厚度与牙槽突气化深度无明显相关关系。

结论　牙源性上颌窦炎患者上颌骨牙槽突部位存在双侧不对称性局部气化现象，导致患侧牙槽突骨质于上颌窦底
一侧的吸收变薄，可能是牙源性上颌窦炎的易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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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源性上颌窦炎是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口腔科
常见疾病，但在临床工作中往往被低估。既往研究

提示，约 １０％ ～１２％的上颌窦炎与牙源性疾病有

关［１３］，实际上，其真实发病率可能高达 １０％ ～
４０％［４６］。虽然牙源性上颌窦炎的临床表现往往并

不典型，但其病理生理、微生物学、诊断和治疗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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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上颌窦炎差异较大。因此，如不能正确诊断，常

常导致相关治疗甚至手术的失败［７］。

上颌窦的发育大多始自胚胎第４个月，从鼻甲
外下方的鼻道上皮向外侧突出生长，通过成骨细胞

与破骨细胞的相互作用，逐渐侵蚀邻近的骨质，由此

形成小腔而成为窦。通常男性在３０岁左右、女性在
２０岁左右上颌窦体积达到最大值［８］。上颌窦过度

发育，可导致牙槽突骨质变薄［９］，可能是牙源性感

染易通过局部扩散引起上颌窦炎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上颌窦的气化发育程度与牙源性上

颌窦炎的发病关系密切。既往研究大多认为，上颌

窦的发育虽然存在人种及性别差异，但并没有明显

的侧别差异［８，１０］，此观点尚无法解释牙源性上颌窦

炎单侧发病的临床特点及其病因机制。因此，本文

通过对牙源性上颌窦炎患者双侧上颌骨牙槽突骨质

厚度、双侧上颌窦高度、矢状位对角线长度以及牙槽

突气化深度的比较，初步探讨上颌窦气化发育在牙

源性鼻窦炎形成中的作用，以提高对牙源性鼻窦炎

的认识。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２０１９年１—１２月因牙源性上颌窦炎行鼻窦 ＣＴ检查
的患者２８例，其中男１５例，年龄３３～６２岁，平均年
龄（４７．６±１０．１）岁；女１３例，年龄２４～７４岁，平均
年龄（５１．３±１０．７）岁。入选标准：①牙源性上颌窦
炎诊断明确；②男性年龄≥３０岁，女性年龄≥２０岁；
③单侧发病，对侧上颌窦正常。排除标准：①有头
颅、鼻窦及口腔外伤、手术史；②有鼻窦、上颌骨肿瘤
史；③存在上颌窦口腔瘘。
１．２　影像学检查

采用美国 ＧＥＬｉｇｈｔＳｐｅｅｄ６４层螺旋 ＣＴ扫描。
扫描范围自额窦上缘至上颌骨牙槽突下缘。骨算法

成像，重建层厚 ０．６２５ｍｍ，间隔 ０．５ｍｍ，螺距
０．５６２。图像影像系统查看及测量。拖动鼠标，同时
从冠状面和矢状面连续观察上颌窦气化程度及与牙

槽突骨质结构的关系。

１．２．１　上颌窦向牙槽突的气化分型　按刘锦峰
等［９］对上颌窦前部气化的 ＣＴ观察分为３型：上颌
窦底部不低于硬腭的口腔面为 Ｉ型，上颌窦底部低
于硬腭的口腔面，上颌窦底完整，牙根未突入上颌窦

为ＩＩ型，牙根突入到上颌窦为ＩＩＩ型。
１．２．２　径线的确定与测量　ＣＴ窗宽２０００Ｈｕ，窗
位２００Ｈｕ。冠状位上定位上颌第二磨牙，其双侧牙
槽突骨质最突出处分别记为 ａ、ｂ点，ａｂ连线的中垂
线即为该磨牙长轴，沿其长轴测量牙槽突骨质厚度

Ｔ［１１］；以上颌第二磨牙长轴与上颌窦底交点 ｃ为起
点，做垂直线与眶底交点为 ｄ，测量 ｃｄ长度记为上
颌窦高度Ｈ；以双侧鼻底最低点做连线，自ｃ点向该
连线做垂直线，测量其长度记为上颌骨牙槽突气化

深度Ｄ。矢状位ＣＴ上测量上颌窦前下角至后上角
对角线长度记为Ｌ（图１）。
１．３　统计学方法

统计分析由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完成，双侧测量数值
用珋ｘ±ｓ表示。双侧牙槽突骨质厚度比较、双侧牙槽
突气化深度比较、双侧上颌窦高度比较均采用配对样

本ｔ检验，双侧牙槽突骨质厚度与局部气化程度相关
关系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Ｐ值水平均为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牙源性上颌窦炎患者双侧上颌窦气化类型
患侧 上 颌 窦 向 牙 槽 突 气 化 ＩＩ型 １１例

（３９．２９％），ＩＩＩ型１７例（６０．７１％），健侧上颌窦向牙
槽突气化Ｉ型２例（７．１４％），ＩＩ型２３例（８２．１４％），
ＩＩＩ型３例（１０．７２％）。
２．２　牙源性上颌窦炎患者双侧上颌骨牙槽突骨质
厚度比较

患侧上颌骨牙槽突厚度：（５．６７±１．７９）ｍｍ，健
侧上颌骨牙槽突厚度：（７．８８±２．７７）ｍｍ。患侧上
颌骨牙槽突厚度明显小于健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图２Ａ。
２．３　牙源性上颌窦炎患者双侧上颌窦向牙槽突局
部气化深度比较

患侧上颌窦向牙槽突局部气化深度：（８．６７±
２．７１）ｍｍ，健侧上颌窦向牙槽突局部气化深度：
（６．３１±３．７８）ｍｍ。患侧上颌窦向牙槽突局部气化
深度明显大于健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图２Ａ。
２．４　牙源性上颌窦炎患者双侧上颌窦高度及矢状
位对角线长度比较

患侧上颌窦高度：（４２．３４±５．２６）ｍｍ，健侧上
颌窦高度：（４１．２０±５．６７）ｍｍ。双侧上颌窦高度无
明显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患侧上颌窦对角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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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径线的确定与测量　Ａ：上颌窦气化高度（Ｈ）测量；Ｂ：上颌骨牙槽突骨质厚度（Ｄ）及上颌骨牙槽突局部气化深度（Ｔ）测
量；Ｃ：上颌窦矢状位对角线长度（Ｌ）测量；双侧牙槽突骨质最突出处分别记为ａ、ｂ点，以上颌第二磨牙长轴与上颌窦底交点ｃ
为起点，做垂直线与眶底交点为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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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牙源性上颌窦炎双侧牙槽突骨质厚度及上颌窦气化比较（Ｐ＜０．０５）　Ａ：双侧牙槽突骨质厚度及牙槽突气化深度；
Ｂ：双侧上颌窦高度及矢状位对角线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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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牙源性上颌窦炎双侧牙槽突骨质厚度与牙槽突气化深度的相关性　Ａ：患侧牙槽突骨质厚度与牙槽突气化深度相关性；
Ｂ：健侧牙槽突骨质厚度与牙槽突气化深度相关性

度：（４６．９０±４．６５）ｍｍ，健侧上颌窦对角线长度：
（４５．９９±５．８８）ｍｍ。双侧对角线长度无明显统计
学差异（Ｐ＞０．０５），见图２Ｂ。
２．５　牙源性上颌窦炎患者双侧牙槽突骨质厚度与
牙槽突气化深度相关性分析

分别对患侧及健侧牙槽突骨质厚度及牙槽突气

化深度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健侧牙槽突骨质厚度

及牙槽突气化深度呈明显负相关关系（Ｐ＜０．０５），
而患侧二者之间无明显相关关系（Ｐ＞０．０５），见
图３。

３　讨论

本研究中所有牙源性上颌窦炎患者患侧上颌窦

发育均为ＩＩ型或 ＩＩＩ型，即上颌窦牙槽突处气化超
出了硬腭的口腔面。而在正常人群中，上颌窦牙槽

突处气化 Ｉ型所占比例最高，双侧分别占 ４９％和
５１％，ＩＩ、ＩＩＩ型占比相对较少［９］。由此可见，上颌窦

气化可能与牙源性上颌窦炎的发生有关，上颌窦气

化程度较高时容易发生上颌窦牙源性感染。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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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医源性损伤致上颌窦口腔瘘等以外，牙周感
染（４０．３８％）及牙源性囊肿（６．６６％）是牙源性上颌
窦炎的最常见原因［１２］。然而，临床上牙周感染患者

群体巨大，但仅少数患者同时伴发牙源性上颌窦炎，

说明在牙源性上颌窦炎发病中，尚有其他重要影响

因素参与。从本研究结果来看，牙槽突骨质厚度与

牙源性上颌窦炎密切相关，患侧牙槽突骨质厚度明

显薄于健侧。ＡｒｉａｓＩｒｉｍｉａ等［１２］发现，磨牙区域病变

所致牙源性鼻窦炎比例最高，约占４７．６８％，这与上
颌后牙区与上颌窦底关系密切，牙根易突入牙槽突

骨质，从而太过靠近甚至进入上颌窦底有关［１３］。牙

源性感染往往通过骨髓、血管或淋巴管累及上颌窦

黏膜，引起黏膜感染，窦腔黏膜氧供缺乏，纤毛活性

及转运功能受损，黏液产生增多并潴留在上颌窦中，

导致牙源性上颌窦炎［１４１５］。因此，牙槽突骨质厚度

可能是影响牙源性感染能否突破屏障累及上颌窦的

重要因素，牙槽突骨质厚度较薄时，上颌后牙处感染

更容易突破骨质屏障感染上颌窦黏膜，导致上颌

窦炎。

结果显示，在牙源性上颌窦炎患者中，上颌窦冠

状位高度及矢状位对角线长度的健、患侧比较无明

显差异，提示牙源性上颌窦炎患者双侧上颌窦在高

度及矢状位对角线上的发育及气化是对称的，这与

之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８，１０，１６］，上颌窦体积存在人

种和性别的差异，但并无明显侧别差异，双侧上颌窦

发育在整体上是对称的。然而，双侧上颌骨牙槽突

气化深度的比较显示，牙源性上颌窦炎患者双侧上

颌窦存在牙槽突部位气化深度不对称的现象，患侧

气化深度明显大于健侧。上颌窦向上颌骨牙槽突的

气化深度反映了上颌窦发育中在牙槽突位置的局部

气化程度。结合牙槽突骨质厚度研究结果，提示上

颌窦的气化发育在各个方向上并非是均匀统一的，

局部可能存在气化加深的现象，上颌窦于牙槽突部

位的局部气化加深可能导致局部上颌骨牙槽突骨质

变薄，从而易感牙源性上颌窦炎。

实际上，导致牙槽突骨质变薄的原因包括上颌

窦的气化压迫、牙周疾病等所致牙槽骨吸收等多个

方面［１７］。牙周感染可释放白三烯和前列腺素，吸引

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聚集，从而上调破骨细胞活

性，导致骨质吸收变薄［１５，１７］。本研究显示，牙源性

上颌窦炎患者健侧牙槽突骨质厚度与上颌窦牙槽突

气化深度呈明显负相关关系，说明上颌窦于牙槽突

部分的局部气化可导致牙槽突骨质的变薄。而在患

侧，除上颌窦气化发育因素外，长期的牙周疾病等亦

可导致牙槽突骨质厚度和宽度的明显萎缩［１８１９］。

因此患侧牙槽突骨质厚度与局部气化深度并无明显

负相关关系。牙槽突骨质厚度取决于上述多种因素

影响，是否与上颌窦牙槽突的气化深度呈现典型的

线性相关关系取决于各因素在牙槽突骨质厚度形成

中所占的比重大小。由此可见，牙源性上颌窦炎的

形成可能是上颌窦牙槽突部位过度气化，牙槽突骨

质厚度变薄以及牙周疾病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临床工作中，对于上颌窦牙槽突部位气化过

深的患者发生牙周感染等疾病时，需积极治疗牙周

疾病，避免其进一步发展引起牙源性上颌窦炎。同

时，由于该部分患者上颌骨牙槽突骨质厚度本身较

薄，在进行相关手术操作时需注意精细操作，避免因

医源性损伤导致牙源性上颌窦炎风险的增高。

４　结论

牙源性上颌窦炎的发病与上颌骨牙槽突骨质厚

度有关，骨质越薄越容易发病；牙源性上颌窦炎患者

上颌骨牙槽突部位存在双侧不对称性局部气化现

象，单侧气化加深可导致该侧牙槽突骨质于上颌窦

底一侧的吸收变薄，可能是牙源性上颌窦炎的易感

因素；牙源性上颌窦炎的形成可能是上颌骨牙槽突

部位过度气化，牙槽突骨质变薄以及牙周疾病等共

同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１］　ＭｅｈｒａＰ，ＪｅｏｎｇＤ．Ｍａｘｉｌｌａｒｙｓｉｎｕｓｉｔｉｓｏｆｏｄｏｎｔｏｇｅｎｉｃｏｒｉｇｉｎ［Ｊ］．

ＣｕｒｒＡｌｌｅｒｇｙＡｓｔｈｍａＲｅｐ，２００９，９（３）：２３８－２４３．

［２］　ＢｒｏｏｋＩ．Ｓｉｎｕｓｉｔｉｓｏｆｏｄｏｎｔｏｇｅｎｉｃｏｒｉｇｉｎ［Ｊ］．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Ｈｅａｄ

ＮｅｃｋＳｕｒｇ，２００６，１３５（３）：３４９－３５５．

［３］　ＬｅｅＫＣ，ＬｅｅＳＪ．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ｆｏｄｏｎｔｏｇｅｎｉｃ

ｓｉｎｕｓｉｔｉｓ［Ｊ］．ＹｏｎｓｅｉＭｅｄＪ，２０１０，５１（６）：９３２－９３７．

［４］　ＣｏｓｔａＦ，ＥｍａｎｕｅｌｌｉＥ，ＦｒａｎｚＬ，ｅｔａｌ．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ｅｐ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ｏｆｏｄｏｎｔｏｇｅｎｉｃｍａｘｉｌｌａｒｙｓｉｎｕｓｉｔｉｓ：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９８

ｃａｓｅｓ［Ｊ］．ＪＣｒａｎｉｏｍａｘｉｌｌｏｆａｃＳｕｒｇ，２０１９，４７（８）：１２４９－１２５４．

［５］　ＡｌｂｕＳ，ＢａｃｉｕｔＭ．Ｆａｉｌｕｒｅｓｉｎ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ｏｆｔｈｅｍａｘｉｌｌａｒｙ

ｓｉｎｕｓ［Ｊ］．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ＨｅａｄＮｅｃｋＳｕｒｇ，２０１０，１４２（２）：１９６－

２０１．

［６］　ＴｓｕｚｕｋｉＫ，ＫｕｒｏｄａＫ，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Ｋ，ｅｔａｌ．Ｏｄｏｎｔｏｇｅｎｉｃｃｈｒｏｎｉｃ

ｒｈｉｎｏｓｉｎｕｓｉｔ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ｔｏｏｔｈ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ｒａｌｓｕｒｇｅｏｎ

ａｎｄ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ｏｇｉｓｔ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Ｊ

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Ｏｔｏｌ，２０２０，１３４（３）：２４１－２４６．

［７］　ＳｉｍｕｎｔｉｓＲ，Ｒｉ̌ｃａｒｄａｓＫ，ＶａｉｔｋｕｓＳ．Ｏｄｏｎｔｏｇｅｎｉｃｍａｘｉｌｌａｒｙｓｉｎｕｓｉ

ｔｉ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Ｓｔｏ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ｊａ，２０１４，１６（２）：３９－４３．

［８］　韩嘉为，张罗．上颌窦形态学研究［Ｊ］．国际耳鼻咽喉头颈外

·４７·



戴金升，等：上颌窦气化与牙源性上颌窦炎的相关性分析 第１期　

科杂志，２０１１，３５（２）：６３－６６．

［９］　刘锦峰，戴金升，周沫，等．上颌窦前部气化的 ＣＴ观察及临床

意义［Ｊ］．临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２０１６，３０（１６）：１４４７－

１４５４．

［１０］ＢａｎｇｉＢＢ，ＧｉｎｊｕｐａｌｌｙＵ，ＮａｄｅｎｄｌａＬＫ，ｅｔａｌ．３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ａｘｉｌｌａｒｙｓｉｎｕｓｕｓｉｎｇ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ｓｅｘｕａｌｄｉｍｏｒｐｈｉｃ

ｓｔｕｄｙ［Ｊ］．ＩｎｔＪＤｅｎｔ，２０１７：９０１７０７８．

［１１］夏玉兰．山东地区成人上颌后牙与牙槽骨位置关系的ＣＢＣＴ研

究［Ｄ］．济南：山东大学，２０１５．

［１２］ＡｒｉａｓＩｒｉｍｉａＯ，ＢａｒｏｎａＤｏｒａｄｏＣ，ＳａｎｔｏｓＭａｒｉｎｏＪＡ，ｅｔａｌ．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ｅｔ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ｏｄｏｎｔｏｇｅｎｉｃｍａｘｉｌｌａｒｙｓｉｎｕｓｉｔｉｓ［Ｊ］．Ｍｅｄ

ＯｒａｌＰａｔｏｌＯｒａｌＣｉｒＢｕｃａｌ，２０１０，１５（１）：ｅ７０ｅ７３．

［１３］张云鹏．上颌后牙区正常解剖结构的锥形束 ＣＴ分析［Ｄ］．济

南：山东大学，２０１５．

［１４］ＢａｕｅｒＷ．Ｍａｘｉｌｌａｒｙｓｉｎｕｓｉｔｉｓｏｆｄｅｎｔａｌｏｒｉｇｉｎ［Ｊ］．ＡｍＪＯｒｔｈｏｄＯ

ｒａｌＳｕｒｇ，１９４３，２９（３）：１３３－１５１．

［１５］孙艺渊．牙源性上颌窦炎上颌窦黏膜及皮质骨与根尖病变锥

状束ＣＴ分析研究［Ｄ］．上海：上海交通大学，２０１５．

［１６］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ＣＬ．Ｖｏｌｕ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ａｘｉｌｌａｒｙｓｉｎｕｓｅｓｏｆＺｕｌｕ

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ｒａｎｉａｂｙｈｅｌｉｃａｌ，ｍｕｌｔｉｓｌｉ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Ｊ］．Ｊ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Ｏｔｏｌ，２００４，１１８（１１）：８７７－８８１．

［１７］ＳｏｎｇＬ，ＴａｎＪ，ＷａｎｇＺ，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７Ａ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ｓｏｓｔｅｏ

ｃｌａｓ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ｏｎｅｒ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ｖｉａ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ｉｎｍｏｕｓｅｂｏｎｅｍａｒｒｏｗ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ｓ［Ｊ］．ＭｏｌＭｅｄＲｅｐ，２０１９，１９

（６）：４７４３－４７５２．

［１８］ＬｅｋｏｖｉｃＶ，ＫｅｎｎｅｙＥＢ，ＷｅｉｎｌａｅｎｄｅｒＭ，ｅｔａｌ．Ａｂｏｎｅｒｅ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ａｌｖｅｏｌａｒｒｉｄｇｅ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ｏｏｔｈｅｘｔｒａｃ

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１０ｃａｓｅｓ［Ｊ］．ＪＰｅｒｉｏｄｏｎｔｏｌ，１９９７，６８（６）：５６３－

５７０．

［１９］ＳｃｈｒｏｐｐＬ，ＷｅｎｚｅｌＡ，ＫｏｓｔｏｐｏｕｌｏｓＬ，ｅｔａｌ．Ｂｏｎｅｈｅａｌｉｎｇａｎｄ

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ｃｈａｎｇ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ｓｉｎｇｌｅｔｏｏｔｈ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ｃｌｉｎ

ｉｃａｌａｎｄ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１２ｍｏｎｔｈ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Ｊ］．ＩｎｔＪＰｅｒｉｏ

ｄｏｎｔｉｃｓ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ｎｔ，２００３，２３（４）：３１３－３２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０－０１；网络首发：２０２１－０２－２４）

本文引用格式：戴金升，刘锦峰，温晓慧，等．上颌窦气化与牙源性

上颌窦炎的相关性分析［Ｊ］．中国耳鼻咽喉颅底外科杂志，２０２１，２７

（１）：７１－７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９８／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１５２０．２０２１０３２４７

Ｃｉｔｅ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ｓ：ＤＡＩＪｉｎｓｈｅｎｇ，ＬＩ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ＷＥＮＸｉａｏｈｕｉ，ｅｔ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ａｘｉｌｌａｒｙｓｉｎｕｓ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ｄｏｎｔｏｇｅｎｉｃ

ｍａｘｉｌｌａｒｙｓｉｎｕｓｉｔｉｓ［Ｊ］．ＣｈｉｎＪＯｔｏｒｈｉｎ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ＳｋｕｌｌＢａｓｅＳｕｒｇ，

２０２１，２７（１）：７１－７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９８／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１５２０．

２０２１０３２４７

·５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