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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用锉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牙科用锉，提高牙科用锉的柔软

性、切削性和/或抗断裂性。在牙科用锉(100)中，

横截面形状由圆弧状部(111)以及从其依次连续

的第一线状部～第三线状部(112～114)构成，包

括圆弧状部(111)的假想圆(101)的直径被设定

成从基端部到前端部变小，第一线状部(112)与

第二线状部(113)的连接点(122)、以及第二线状

部(113)与第三线状部(114)的连接点(123)被设

定成位于比假想圆(101)靠内侧的位置，通过连

接点(121)的直径与第一线状部(112)所成的角

度(A11)被设定成从基端部到前端部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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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牙科用锉，其特征在于，

所述牙科用锉具有形成为螺旋状的作业部，

与长边方向垂直的截面的截面形状由一个圆弧状部以及从所述圆弧状部依次连续的

第一线状部～第三线状部这三个线状部构成，包括所述圆弧状部的假想圆的直径被设定成

从基端部到前端部变小，并且，

所述第一线状部与第二线状部的连接点、以及第二线状部与第三线状部的连接点被设

定成位于比所述假想圆靠内侧的位置，

通过所述圆弧状部与第一线状部的连接点的直径与第一线状部所成的角度被设定成

从所述基端部到前端部变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牙科用锉，其特征在于，

从所述假想圆的中心到所述第一线状部的距离相对于所述假想圆的直径的比例被设

定成从所述基端部到前端部变大。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牙科用锉，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线状部与第三线状部形成为平行，并且所述第一线状部与第三线状部之间的

距离相对于所述假想圆的直径的比例被设定成从所述基端部到前端部变大。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牙科用锉，其特征在于，

从所述假想圆的中心向所述第一线状部垂下的垂线与从所述假想圆的中心向所述第

三线状部垂下的垂线所成的所述圆弧状部侧的角度被设定成从所述基端部到前端部变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牙科用锉，其特征在于，

与所述圆弧状部对应的中心角被设定成从所述基端部到前端部变大。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牙科用锉，其特征在于，

从所述假想圆的中心到所述第一线状部～第三线状部的各距离被设定成彼此相等。

7.一种牙科用锉，其特征在于，

所述牙科用锉具有形成为螺旋状的作业部，

与长边方向垂直的截面的截面形状由一个圆弧状部以及从所述圆弧状部依次连续的

第一线状部～第三线状部的三个线状部构成，包括所述圆弧状部的假想圆的直径被设定成

从基端部到前端部变小，并且，

所述第一线状部与第二线状部的连接点被设定成位于所述假想圆上，

所述第二线状部与第三线状部的连接点被设定成位于比所述假想圆靠内侧的位置，

通过所述圆弧状部与所述第一线状部的连接点的直径与所述第一线状部所成的角度

和通过所述第一线状部与所述第二线状部的连接点的直径与第二线状部所成的角度中的

至少一方被设定成从所述基端部到前端部变大。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牙科用锉，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线状部以及第三线状部分别形成为与和所述圆弧状部对应的弦垂直。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牙科用锉，其特征在于，

通过所述圆弧状部与所述第一线状部的连接点的直径与所述第一线状部所成的角度

和通过所述第一线状部与所述第二线状部的连接点的直径与所述第二线状部所成的角度

被设定成彼此相等。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牙科用锉，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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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述假想圆的中心到所述第一线状部～第三线状部的距离被设定成彼此相等。

11.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牙科用锉，其特征在于，

所述圆弧状部与所述第一线状部的连接点位于比所述第一线状部与所述第二线状部

的连接点靠牙科用锉的主要的旋转方向上游侧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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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用锉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在牙科治疗中用于根管的扩大、清扫的牙科用锉。

背景技术

[0002] 作为在牙科治疗中用于根管的扩大、清扫的牙科用根管切削工具，有钻(reamer)、

锉(fIle)(例如参照专利文献1)。钻主要通过旋转来对根管内进行切削，锉通过旋转或者沿

着轴向推拉来对根管内进行切削。

[0003] 通常的牙科用锉有用手握持握持部使用的锉以及将握持部与牙科用机头

(handpiece)连接使用的锉。牙科用锉具有：作业部，为螺旋状且朝向前端变细的形状；轴，

与所述作业部的后端连接；以及握持部，与所述轴的后端连接。

[0004] 作为对这样的牙科用锉要求的主要的性能，可以举出能够追随复杂形状的根管的

柔软性、能够适当地对根管进行切削的切削性以及在操作中不破损的抗断裂性等。这些性

能越高，越能容易且快速地进行根管形成，能够减轻施术者以及患者的负担。

[0005] 现有技术文献

[0006] 专利文献

[0007] 专利文献1：日本专利公开公报特开2005‑278945号

发明内容

[0008] 鉴于上述这样的情况，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高牙科用锉的柔软性、切削性和/或抗

断裂性。

[0009] 为了达成上述目的，本发明的特征在于，本发明是一种具有形成为螺旋状的作业

部的牙科用锉，与长边方向垂直的截面的截面形状由一个圆弧状部以及从上述圆弧状部开

始依次连续的第一线状部～第三线状部的三个线状部构成，包括上述圆弧状部的假想圆的

直径被设定成从基端部到前端部变小，并且上述第一线状部与第二线状部的连接点以及第

二线状部与第三线状部的连接点被设定成比上述假想圆更位于内侧，通过上述圆弧状部与

第一线状部的连接点的直径与第一线状部所成的角度被设定成从上述基端部到前端部变

大。

[0010] 由此，例如在牙科用锉从上述圆弧状部向第一线状部的方向旋转的情况下，上述

圆弧状部边沿着切削孔的内表面边主要由圆弧状部与第一线状部的连接点进行切削，并且

通过上述圆弧状部与第一线状部的连接点的直径与第一线状部所成的角度被设定成从上

述基端部到前端部变大，由此例如能够抑制前端附近的切削力并且能够提高到基端部的切

削性能、排出性能以及柔软性。

[0011] 另外，为了达成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牙科用锉，其特征在于，具有形成为螺

旋状的作业部，与长边方向垂直的截面的截面形状由一个圆弧状部以及从所述圆弧状部依

次连续的第一线状部～第三线状部这三个线状部构成，包括所述圆弧状部的假想圆的直径

被设定成从基端部到前端部变小，并且，所述第一线状部与第二线状部的连接点、以及第二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14390917 B

4



线状部与第三线状部的连接点被设定成位于比所述假想圆靠内侧的位置，通过所述圆弧状

部与第一线状部的连接点的直径与第一线状部所成的角度被设定成从所述基端部到前端

部变大。

[0012] 由此，例如在牙科用锉从所述圆弧状部向第一线状部的方向旋转的情况下，除了

由圆弧状部与第一线状部的连接点进行切削以外，还由第一线状部与第二线状部的连接点

进行切削，因此能够容易地将切削能力保持为较高。另一方面，第一线状部与第二线状部的

连接点不位于圆弧状部与第一线状部的连接点的对角上等，由此能够容易地实现在切削时

难以产生因咬入而引起的急速旋转停止等，或者难以产生因冲击而引起的断裂。

[0013] 根据本发明，能够提高牙科用锉的柔软性、切削性和/或抗断裂性。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实施方式1的牙科用锉的俯视图。

[0015] 图2是图1的II‑II线截面图。

[0016] 图3是图1的III‑III线截面图。

[0017] 图4是实施方式2的相当于图1的III‑III线截面的图。

[0018] 图5是实施方式3的图1的II‑II线截面图。

[0019] 图6是实施方式3的图1的III‑III线截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基于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另外，在以下的实施方式、变

形例中，对具有相同功能的构成要素标注相同的附图标记并省略说明。

[0021] (实施方式1)

[0022] 如图1所示，牙科用锉100具有：作业部100a，切削根管；轴100b，与该作业部100a的

后端相连；以及未图示的握持部，与该轴100b的后端相连，并安装于牙科用机头。作为牙科

用锉100的材料，例如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适合复杂地弯曲的根管的治疗的弹性高的镍钛

等，但是并不限定于此，也可以应用不锈钢材料、各种合金、塑料等。

[0023] 牙科用锉100的作业部100a构成为，外表面的包络面具有朝向前端而截面变小的

锥形形状，且类似形状的截面形成为螺旋状。更详细地说，对于作业部100a的与长边方向垂

直的截面的截面形状，例如图1的II‑II线截面图或III‑III线截面图形成为如图2或图3所

示的形状。

[0024] 即，上述截面形状由一个圆弧状部111(刃背部)以及从上述圆弧状部111依次连续

的第一线状部～第三线状部的三个线状部112～114构成，包括上述圆弧状部111且中心为O

的假想圆101的直径被设定成从作业部100a的基端部到前端部变小。

[0025] 上述线状部112～114也可以不一定是精确的直线，例如即使稍微弯曲也能够得到

以下说明那样的作用效果。此处，在图2以及图3中，为了方便，以假想圆101的直径成为相等

的比例尺进行了描绘。

[0026] 上述第一线状部112与第二线状部113的连接点122以及上述第二线状部113与第

三线状部114的连接点123被设定成位于比上述假想圆101靠内侧的位置。另外，虽然没有特

别限定，但是例如第一线状部112以及第三线状部114形成为彼此平行。由此，能够容易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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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刀槽研磨加工，或者能够容易地提高刀槽研磨加工精度，等等。

[0027] 此处，在牙科用锉100的通常使用时，如果将作业部100a处的切屑向基部运送的旋

转方向设为主要的旋转方向R，即，具体而言，例如，在牙科用锉100的螺旋为右旋螺纹的情

况下，如果从前端侧观察时将逆时针方向设为主要的旋转方向R，则当向这样的R的方向旋

转时，圆弧状部111与第一线状部112的连接点121伴随着牙科用锉100的旋转而产生切削作

用。另外，牙科用锉100的旋转方向并不限定于R方向，牙科用锉100也可以在包括反转的模

式、交替地改变旋转方向的模式下使用等。

[0028] 另外，通过圆弧状部111与第一线状部112的连接点121的假想圆101的直径与第一

线状部112所成的角度A11、A12被设定成前端部处的角度(例如A11)比基端部处的角度(例

如A12)大。另外，角度A11、A12的绝对大小虽然没有特别限定，但是例如设定在10°～40°的

范围等。

[0029] 例如可以通过将相对于假想圆101的直径的、从假想圆101的中心O到第一线状部

112的相对的距离(距离的比例)设定成前端部处的距离L11比基端部处的距离L21长，由此

进行上述的角度A11、A12的设定。

[0030] 另外，虽然与上述这样的设定不是等价的，但是实际上，也能够通过规定相对于假

想圆101的直径的、第一线状部112与第三线状部114之间的距离L21、L22的比例，由此设定

角度A11、A12。即，例如尤其在牙科用锉100的截面形状相对于通过假想圆101的中心O的直

线线对称且第一线状部112与第三线状部114形成为平行的情况下，可以将相对于假想圆

101的直径的、第一线状部112与第三线状部114之间的距离L21、L22的比例设定成从牙科用

锉100的基端部到前端部变大。另外，也可以将与圆弧状部111对应的中心角A21、A22设定成

从牙科用锉100的基端部到前端部变大。

[0031] 由此，变得容易在想要稍微抑制前端附近的切削力的阶段(根管形成的初始阶段

等)、在根尖附近弯曲的根管等处提高追随性方面发挥效果。另外，通过到柄部提高切削性

能、排出性能，到柄部也提高柔软性，能够实现切削性与操作性的兼顾。此外，在前端附近具

有所谓的“硬挺度”，也容易提高旋转传递力。

[0032] (实施方式2)

[0033] 也可以通过将基端部处的截面形状形成为图4所示那样，由此设定与上述这样的

牙科用锉100的前端部与基端部的角度A11、A12相同的角度关系。即，从圆弧状部111的中心

O向第一线状部112垂下的垂线与向第三线状部114垂下的垂线所成的角度(圆弧状部111侧

的角度)被设定成前端部处的角度A31比基端部处的角度A33小。由此，可以将通过圆弧状部

111与第一线状部112的连接点121的假想圆101的直径与第一线状部112所成的角度A11、

A13设定成前端部处的角度(例如A11)比基端部处的角度(例如A13)大。

[0034] 由此，也仍然不仅能够在想要稍微抑制前端附近的切削力的阶段(根管形成的初

始阶段等)得到适当的切削性能，而且即使在完成阶段、要求整体的切削力的病例中也变得

容易发挥效果。另外，也变得能够具备对弯曲的根管的高追随性并且能够到柄部提高切削

力。另外，通过到柄部提高切削性能、排出性能、到柄部也提高柔软性，能够实现切削性与操

作性的兼顾。

[0035] (实施方式3)

[0036] 对于该实施方式3的截面形状，例如将图1的II‑II线截面图或III‑III线截面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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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图5或图6所示那样。即，上述截面形状由一个圆弧状部111(刃背部)以及从上述圆弧状

部111依次连续的第一线状部～第三线状部的三个线状部112～114构成，包括上述圆弧状

部111且中心为O的假想圆101的直径被设定成从作业部100a的基端部到前端部变小。上述

线状部112～114并不是一定要是准确的直线，例如即使稍微弯曲也能够得到以下说明这样

的作用效果。此处，在图5以及图6中，为了方便，以假想圆101的直径成为相等的比例尺进行

了描绘。

[0037] 上述第一线状部112与第二线状部113的连接点122被设定成位于上述假想圆101

上。进而，上述第二线状部113与第三线状部114的连接点123被设定成位于比上述假想圆

101靠内侧的位置。另外，虽然没有特别限定，但是例如第一线状部112以及第三线状部114

分别形成为与和圆弧状部111对应的弦103垂直且彼此平行。由此，能够使容易进行刀槽研

磨加工或者能够提高刀槽研磨加工精度等变得容易。

[0038] 此处，在牙科用锉100的通常使用时，如果将作业部100a处的切屑向基部运送的旋

转方向设为主要的旋转方向R，即，具体而言，例如在牙科用锉100的螺旋为右旋螺纹的情况

下，如果从前端侧观察时将逆时针方向设为主要的旋转方向R，则当向这样的R方向旋转时，

通过如上所述地设置位于假想圆101上的两个连接点121以及连接点122，由它们进行切削，

由此能够容易地将切削能力保持为较高。

[0039] 另一方面，通过使连接点122位于从通过连接点121的直径偏离的位置，并且使与

连接点121位于对角上的连接点123位于比假想圆101靠内侧的位置，在切削时难以产生因

咬入而引起的急速旋转停止(卡住(lock))等，因此也难以产生因卡住而引起的冲击导致的

断裂。另外，牙科用锉100的旋转方向并不限定于R方向，也可以在包括反转的模式、交替地

改变旋转方向的等模式下使用牙科用锉100。

[0040] 另外，通过如上所述地设置第二线状部113与第三线状部114的连接点123，能够容

易一定程度较大地设定通过第一线状部112与第二线状部113的连接点122的直径与第二线

状部113所成的角度A21、A22，并且通过第三线状部114能够容易地将圆弧状部111的长度设

定成不会过长。因此，容易实现使角度A21、A22成为一定程度的大小而难以产生因拉入、卡

住而引起的冲击断裂，并且使圆弧状部111不会过长，提高追随性、柔软性等，由此难以产生

疲劳断裂。

[0041] 另外，设定成圆弧状部111与第一线状部112的连接点121位于比第一线状部112与

第二线状部113的连接点122靠牙科用锉的主要的旋转方向R的上游侧。另外，在上述这样的

截面形状与主要的旋转方向的关系的情况下，形成为在从牙科用锉100的前端部到基端部

的上述作业部100a的侧部依次出现圆弧状部111以及第一线状部～第三线状部112～114。

在为这样的截面形状与旋转方向的关系的情况下，伴随着牙科用锉100的旋转，接着圆弧状

部111中的主要的旋转方向R的下游侧端部的连接点121进行的切削，位于假想圆101上的连

接点122进行切削，由此能够容易地将切削能力保持为较高。

[0042] 另外，虽然没有特别限定，但是例如通过圆弧状部111与第一线状部112的连接点

121的假想圆101的直径与第一线状部112所成的角度A11、A12、通过第一线状部112与第二

线状部113的连接点122的假想圆101的直径与第二线状部113所成的角度A21、A22被设定成

彼此相等。更具体而言，例如，可以分别设定为10°以上40°以下，优选设定成大致30°左右。

通常，在这样的角度的范围内能够容易地设定成适当的切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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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此处，也可以代替上述这样的角度的设定，规定各部分的尺寸。即，例如将从假想

圆101的中心O到第一线状部～第三线状部112～114的距离设定成彼此相等，或者使这些线

状部112～114与相同的内切圆102相接。通过使从假想圆101的外周到各线状部112～114的

切入量相等，能够容易地形成这样的形状，例如能够容易地在使研磨机械动作的程序中，共

同地使用规定的切入量的例程进行研磨等。

[0044] 上述这样的截面形状可以跨越作业部100a的长边方向的全长或者一部分形成为

相似形，但是也可以形成为如图5以及图6所示那样变化的形状。即，通过圆弧状部111与第

一线状部112的连接点121的直径与第一线状部112所成的角度A11、A12被设定成从作业部

100a的基端部到前端部变大。另外，通过第一线状部112与第二线状部113的连接点122的直

径与第二线状部113所成的角度A21、A22被设定成从作业部100a的基端部到前端部变大。另

外，也可以设定成仅产生上述这样的角度A11、A12以及角度A21、A22的变化的任意一方。

[0045] 这样，通过设定成沿着牙科用锉100的长边方向变化的截面形状，能够将前端部附

近的切削力抑制为较小，并且将基端部附近的切削力设定成较大。因此，例如即使在根管形

成的初始阶段、完成阶段、要求整体的切削力的病例中使用的情况下等，也能够容易地确保

前端部附近的柔软性、对弯曲的根管的高追随性，并且能够容易地到基端部增大切削力。另

外，尤其是通过将通过连接点121的直径与第一线状部112所成的角度A11、A12被设定成从

前端部到基端部变小，由此通过增大相对于假想圆101的所谓的凹坑的比例，能够从前端部

到基端部容易地排出切屑，或者通过使相对于假想圆101的截面形状的截面面积(截面惯性

矩)的比例变小，由此能够容易地进一步提高柔软性。

[0046] (其他事项)

[0047] 在上述这样的牙科用锉100的截面形状中，可以将从假想圆101的中心O到第一线

状部～第三线状部112～114中的两个以上的距离设定成彼此相等，或者使这些线状部112

～114与具有与假想圆101的中心O相同的中心的相同的内切圆相接。通过使从假想圆101的

外周到各线状部112～114的切入量相等，能够容易地形成这样的形状，例如能够容易地在

使研磨机械动作的程序中共同地使用规定的切入量的例程进行研磨等。

[0048] 附图标记说明：

[0049] 100：牙科用锉；100a：作业部；100b：轴；101：假想圆；102：内切圆；103：弦；111：圆

弧状部；112：第一线状部；113：第二线状部；114：第三线状部；121：连接点；122：连接点；

123：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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