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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研 究 种植体 钦 基 台和氧化错 基 台上全 瓷冠修 复体 的抗 折 强度 。材料 与方 法 :内连 接式种植体 修 复

右 上 中切 牙 分 别 制作个 性化钦基 台 30个 和氧化错 基 台 30个 。两组基 台分 别 以以下全 瓷 系统进 行修 复 。每

组 10 个 ;①计 算机 辅 助设计 /计 算机辅 助 制作硅酸 锉 (ML。卜②热压铸造硅酸 铿 (PLD) :③二氧化错 (丫丁zP )。

其 中 户LO和 丫丁Zp底 冠表 面经氟磷灰 石饰 瓷完成修 复体 。各组修 复体 分 别粘 固于 两组种植体 基 台 ，在万 能测

试机 上 以 。.smm/min的速度 加载至 断裂 。数 据采 用双 因素 方差分析 (AN0vA) 和 Tukey
‘
5test检验 (a=O，05 )。

结 果 :基 台材 料 (P =0.0001 )和 全 瓷 冠 系统 (尸=0.028) 均 对 实验 结 果 有显 著 影 响 ，组 间交互 作 用 不显 著

(P=0.598)T一MLD组平均抗 折 强度 (558.5士35N)相 比其他 各 组 (340.3士62一495.9士53N)为最 高 (P<0.05毛

钦 基 台 各 组 的 抗 折 强 度 (558.5士35一 495.9士53N)远 高 于 氧 化 错 基 台各 组 (392.9士55一 340.3士62N)

(尸<0.05) ;无论 是 钦基 台还 是 氧化错 基 台 的 MLO组其抗 折 强度均 高于饰面 瓷全 瓷冠 组 沪 <0.05 )。在 丁一

MLO组 和 Ti一PL O组 断裂模 式仅 为冠破 裂 .无基 台断裂 ;在 Zr一丫丁Z户组则发 生基 台断裂 无冠破 裂 ;在 Zr一

MLO组 和 Zr一PL O组 既有基 台断裂也 有冠破 裂 下i一丫丁Z户组仅 表现 为种植体 颈部 的形 变结论 :钦基 台结合 无

饰 瓷冠修 复抗 折强 度最 高 而钦 基 台结 合氧化错全 瓷冠修 复 整体 断裂模 式最 理想 。

计算机辅助设计 /计算机辅助制作; 硅酸锉陶瓷 : 无饰瓷冠;铸造陶瓷;钦 ; 氧化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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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目前虽然对 缺 失牙齿 的修复 具有 多种选择 ，

然而临床医师对美学区域的修复仍面临着较大的挑

战。尽管树脂粘结固定桥能够更好地保 留牙体组织 ，

但其长期的临床效果还需要进
一步研究。而另

一
方

面 ，传统固定桥又存在牙体预备量较大 ，牙体组织

丧失过多的缺点。

种植修复单颗牙缺失的临床有效性 已得到较好

的证实 ，但也有研究指出种植体支持式的固定修复

体的并发症仍较高 ，这些并发症包括固位螺丝 /基

台松动 ，固位螺丝 /基 台断裂 ，以及修复体底冠破

裂或者饰面瓷崩脱等。

研究 已证实商业纯钦具有较好的生物相容性和

机械性能而被广泛用于种植体基 台材料 ，临床研究

也表明种植体
一钦基 台支持式修复体具有较高的临

床成功率。尽管钦基 台在制作和设计方面均做 了较

多的改进 ，然而钦基 台的金属色会透过牙眼戮膜而

显现出来 ，影响美观 ，即便将钦基 台置于眼下牙眼

软组织仍会有不 自然的灰色呈现出来 ，当然牙蘸的

青灰色有些是因为种植体周牙眼软组织较薄而不能

阻挡基 台表面对光的反射所致 ，因此 ，钦基 台虽然

具有较好的生物相容性 ，然而其在美学 区域的应用

却受到了限制。

尤其在前牙区域 ，单颗牙种植修复的成败取决

于与种植体周软组织相关的众多因素 ，种植体
一冠

整体在颜色和形态上与周围软组织及邻牙的协调性

尤为重要。从这个角度讲 ，具有天然牙齿颜色的瓷

基 台最有可能成为取代钦基 台的材料 ，如氧化忆稳

定 四方 氧化错 晶体 (hereon，zirconia)。氧化错

具有 较好 的机械性 能 ，抗 折强度 高达 900 一 1200

MPa。氧化错基 台较钦基 台不仅明显地 降低了牙跟

变色而且也减少了细菌附着 ，并且研究指 出软组织

与氧化错的结合方式和与钦的结合方式相似。在制

定修复治疗计划时不仅仅需要考虑种植体基 台的材

料、上部修复体的材料也必须 同时考虑在 内，金属

烤瓷修复体是种植体上部结构的常用材料 。由于种

植体与牙槽骨之间缺少牙周韧带组织 ，缺少牙周本

体感觉神经末梢 ，天然牙的敏感性和生理动度并不

存在 ，这样种植牙并不能像天然牙那样根据牙周膜

的本体感觉和被压缩程度而做 出调节。因为种植体

缺少这一神经调节机制 ，所 以会影响种植修复体的

长久稳定性 ，并导致
一些并发症的发生。

近年来随着高强度陶瓷材料的出现和加工技术

的进步 ，使得 兼顾生物力学性能和美学需要 的种植

修复体成为可能。在这些材料 中，有 20世纪 90年

代末作为底 冠材料应用于 口腔 医学 的硅酸铿玻璃 陶

瓷 (5102
一Li20)，其 弯 曲强 度 在 300一 400Mpa，

断裂韧性 在 2.8一 3.SMPa/耐
/，
。硅酸铿 全瓷 冠

的制作方法既可 以用失蜡法结合热压铸造技术也可

以通过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作 (CAD/CAM)技术

研磨 ，两种方法 的适应证相 同。热压铸造技术能够

让 技师更好地调整修复体 的形态 ，同时避免 了购买

昂贵 的 CAD/CAM 设备 。硅酸铿 陶瓷具有 较高 的

强度 ，在临床上有多种用途 ，可 以通过椅旁或技工

室操作系统切削全硅酸铿冠 ，然后经染色和表面修

饰处理完成修复体 。 目前对硅酸铿 陶瓷的实验研究

是在人工代型上进行 的 ，且很有 限 ，尚未见报道在

种植体上进行研究的。
一
篇临床研 究发现通过热压

铸造硅酸铿玻璃 陶瓷技术制作 的三单位 固定桥 8年

临床成功率实 际上为 93%，但这类修复体在种植体

基 台上 的临床成功率 尚未见报道 。高强度 陶瓷材料

的另
一
项重大进步是氧化错 陶瓷的出现 ，它可 以作

为底 冠材料 ，同样 可 以采用 CAD/CAM 加 工 。与

其他 陶瓷系统相 比，氧化错 因其相变增韧机制而具

有更好的机械性能 。

硅酸铿玻璃 陶瓷 的抗折强度不如氧化错 陶瓷 ，

因此种植体基 台上 的氧化错修复体也被认为应该具

有较高的抗折强度 ;另
一
方面 ，饰瓷全瓷冠最主要

的问题 是存在底瓷与饰面瓷容易分离 ，而无饰瓷全

瓷冠被认为是解决这
一
问题 的方法 ;由于金属的延

展性和抗弯强度 能减少陶瓷材料 的破裂 ，因此氧化

错基 台
一全 瓷修复 体 与钦基 台

一
陶瓷修 复 体相 比

被认为具有较低的抗折强度 。

本文 旨在研究 :①种植体钦基 台和氧化错基 台

分别经 CAD/CAM 全硅酸铿 冠 ，热压 铸 造硅酸锉

全瓷冠和氧化错全瓷冠修复后整体 的抗折强度 。②

分析其断裂模式。本实验基于 以下假设:①钦基 台
一

冠修复体较氧化错基 台
一冠修复体具有更高的抗折

强度 ;②二氧化错全瓷冠较硅酸锉全瓷冠抗折强度

局。

2材料和方法

2.1 样 本 制 作

本 研 究 选 取 Straumann SP 直 径 4.lmm 、 长

度 12 mm 内 连 接 种 植 体 60 颗 ; 选 择
一
个 临 床 病 例

制 作 模 型 ， 基 台 高 7mm ， 聚 合 度 6
。
， 通 过 三 维

数 字 化 基 台 制 作 软 件 (inLab 3D for Abutments，

1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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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
一
、i〔川 3.8〔)， SIT

一
(川:， I)elltoll Sy、telll、) 设 i十盛床台

(图 l) 。

将 数 据 发 送 给 德 卜}M盯 kk化山 cl g 卜李 曼 生 )
’，二

中 自分 另叫 iJJ作 两 组 完 个 相 1司的 个 性 化 堆 台 ， 氧 化 钻

基 台 (St，a川llal飞rl CA121乙S A飞。u土工l]ellt Ceral丁11。
、
，

Stra二11a;1，1) 不11钦 基 台 (S屯二，二 lal飞:1CAI之1乙S AI川t，:Ic:It

I’ita丁1，。，11，Straunla，1:1) ， 每 组 30个 ([到 2) 。

下珍全}【少否台 随 机 分 为 3 个 亚 全}l (下珍全}110个 ) ，

分 另lj以 如 卜全 瓷 系 统 制 作 卜部 结 构 : ① C川 )/

CAM 侧 酸 钾 (M ll); 11’5 e.川ax C八工)， Ivocl盯

Viva(lerlt) ; ② 尹产专)I铸 j立石仁酸 锉 (I
’11); I尸5 e.::l。，x

尸ress); ③ 氧 化 钻 稳 定 四 方 氧 化 名
，
、(YTZP; 11’S

e.nlax ZirCAI 力 。 根 据 石}:胶 导 板 制 作 标 准 右 卜‘1，切

牙 冠 (:11万]史 11:11nl， j丘 i些 中 宽 度 8.5:1111飞， 厚 度 为

Zm m ) ， 所 有 的 个 主粉 己均 按 照 产 占lzl标 准 由 经 验 丰 京

的 技 口丁T了完 )戊。

M ll) 乡1毛全 硅 酸 钊
‘
冠 和 YTZP 组 板 化 钻 基 底 冠

使 用 J
一
商 提 供 的 预 烧 结 资 块 山 CAI )/C八M 系 统

(CE工之I刃C ITlljal)， Sir〔川a De:ltal Systen:s) 进 子J
几

设 计 和 研 磨 后 ， 分 别 按 照 才仁产 要 求 进 行 致 密 烧 结 。

八 JD 纤l婆杏]浅冠 厚 度 为 (j.6:，l:n 采 片J尹活冬少l泛铸 造 技 术 完

成 。 YT川
)
组 和 PIJ )组 从 底 冠 经 !}!氟 磷 灰 石 陶 瓷

饰 面 瓷 (11
〕5 e.n]ax Ce，a工，飞， Iv()claf Vivade，11)

修 饰 完 成 修 复 体 。

使 川 环 氧 树 脂 (1乙l。〔)xic盯 。 }之。、i:1，Huel飞le，
一
)

将 所 有 的 种 植 体 包 理 J
几
专 用 样 本 架 ，1，央 ， 并 使 其

与 水 平 lfl!]J丈9()
。
， 根 据 150148()l标 准 保 留 种 杭

体 的 颈 缘 I‘3:丁l:11的 吸 I
‘
It五‘l‘离 尤 包 士，}!， 以 模 拟 临 床

种 植 体 尸刁l子、13:l飞:11币‘l
‘
!_
·
}
’
{l吸 收 。 环 乍L树 脂 弹 性 模

量 约 为 12(;I ’a， 与 人 什 弹 性 樟 量 门 SG尸a) 转 为

接 近 。 辛见化 错 基 台 通 过 认 基 底 (syllocto 1.5:n:，1，

Stra目“la，“，1)连 接 到 种 丰}
，
:体 卜:， J呵钦 人红台 直 接 固 定

在 种 植 体 !_。 按 照 生 ，
方
商 建 议 所 有 的 早 台 均 采 用 扭

力 控 计i，!系 统 (NO .046.(j49 Strau:，la;1:l) 在 35Ncnl

扭 力 下 拧 紧 固 定 。固 位 螺 好 孔 由 聚 四 氛 乙 烯 (PTEI劲

胶 带 填 充 ， l临 时 {l多 复 材 料 (Fel
，
f丁lit N ， Ivocl盯

Vivadelot)密 封 。

为 J
’
保 ill

一
冠 与 墓 台 的 粘 结 强 度 ， 所 有 的 基 台 表

面 和 氧 化 错 内 冠 表 而 均 经 氧 化 铝 颗 粒 (100尽nl，

1bar) ll’尽砂 处 理 。 所 有 硅 酸 锉 冠 内 表 }ff]经 由 4.5%

氢 氟 酸 (IPS Cel
一
a:，liC Etclli:19 〔;el， Ivoclar

Vivadcl飞t) 酸 蚀 2阮 ， 彻 底 冲 洗 ， 从 台 的 粘 结 血

和 冠 的 内 表 由〕硅 烷 化 (M ()11obol:〔1 1
，1015， Ivoclar

Vlva(le:It)处 理 ， 采 ]}IM :，ltili，1伙 树 脂 粘 结 剂

(M ul士iliflk l工，lpla:It， Ivoclar Viva(lel:t) 根 据 厂 商

要 求 粘 固 牙 冠 ， 完 成 后 将 样 本 存 储 于 37 c 卜48 h 后

了寺测 试 。

2.2 抗 折 强 度 测 量 与 断 裂 类 型 分 析

所 有 的 样 本 固 定 f金 属 加 载 台 ， 少卜与万 能 测 试

机 (5111;11:飞(120 AG X Scries. 5111，:la〔lzu)加 载 失

成 30
。
(图 3) 。 为 确 保 加 载 样 本 至 断 裂 或 形 变 过

程 中 样 本 受 力 均 匀 ， 使 少}10.5mm 的 锡 箔 纸 覆 盖 牙

冠 。 根 据 洛0 1480 1标 准 万 能 测 试 机 }
1
字 加 载 头 以

0.5:n，11/;11川 的 速 度 在 牙 冠 切 端 加 载 。 当 最 大 载 荷

图 1 三维数字化基台制作软件设计右上中切牙种植体基台 图 2 右上中切牙上尺寸相同的个性化钦基台和氧化错基台

j‘i了
，}
‘
川 日 叭

一
I、一尸 什续 教 台 华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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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降 10% 时记 录 为 断 裂 载荷 ，断 裂 载 荷 经 专 用 软 件

(Trapezium X Software，Shimadzu)计 算 得 出 ，

单 位 为 牛 顿 。

抗 折 强 度 测 试 完 成 后 ， 断 裂 类 型 分 类 如 下 :

① 1类 ，牙 冠 完 全 断 裂 ，基 台未 断 裂 ;② 2类 ，仅

有 基 台断 裂 ，牙 冠 未 断 裂 ;③ 3类 ，固位 螺 丝 断 裂 ;

④ 4类 ，牙 冠 与 基 台 同 时 断 裂 ;⑤ 5类 ，种 植 体 颈

部 形 变 。

3 统 计 学 分 析

无 基 台 断 裂 ;Zr
一YTZP组 仅 发 生 基 台 断 裂 而 无 冠

破 裂 (表 3) ;Zr
一MLD 组 和 Zr一PLD 组 更 多 地 发

生 基 台 与 冠 均 破 裂 ;在 Ti 一YTZP组 基 台 与 冠 均 无

破 裂 ，仅 种 植 体 颈 部 发 生 形 变 ;所 有 实 验 组 均 未 发

生 固位 螺 丝 断 裂 。

使 用 SPSS 14.0软 件 对 各 组 抗 折 强 度 进 行 基 台

类 型 (两 种 )和 牙 冠 种 类 (三 类 ) 的 双 因 素 方 差 分

析 (AVOVA) ，采 用 Tukey事 后 检 验 法 进 行 多 重

比较 ，尸<0.05 为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4 结 果

基 台 材 料 (P =0.000 1) 和 全 瓷 冠 系 统

护 =0.028)均 对 实 验 结 果 有 显 著 影 响 ，两 者 交 互

作 用 不 明 显 (P=0.598)(表 1) 。

Ti 一MLD 组 (558.5士35 N)抗 折 强 度 远 高 于 其

他 各 组 (340.3士62
一 495.9士53N)，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 <0.05 )(表 2， 图 4) 。 钦 基 台 各 组 抗 折 强

度 (558.5士35
一 495.9士53N)远 高 于 氧 化 错 基 台

各 组 (392 .9士55 一 340 .3士62N)，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尸<0.05) 。 无 论 是 与 钦 基 台 结 合 还 是 与 氧 化 错

基 台 结 合 ，MLD 冠 系 统 抗 折 强 度 均 高 于 有 饰 瓷 冠

系 统 (P<0.05) 。

在 Ti一MLD 组 和 Ti一PLD 组 仅 发 生 冠 破 裂 而

图 3 种 植 体
一
基 台

一
冠 整体 固定 于 万 能 测 试 机 加 载 台 .

加载 头 与种 植体 呈 30
。

以 o.smm 厚 的锡箔纸 覆盖 牙冠 以

保证 加载过 程 中受力均 匀

表 1 双 向方 差检验 结 果 (a=0 05 )

基台材料

全瓷冠系统

交互作用

剩余

总计

194011.1

23767.4

3110.9

101225.5

350125 6

190411.1

11883.7

1555.4

2977 2

0.000 1
*

0 028*

0 598

2

2

54

59

表 2 实验各组的平均抗折强度及标准差

558.5(35.2)
a

392.9(55.3)
b

452.2(55.4)
b

363 0(50.5)
e

495.5(53.4)
b

340.3《61.8)
e

钦

错

’
行列间相同的上角标字母表示没有统计学意义 (尸<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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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实验各组平均抗折强度和标准差

本文研究 了种植体钦基 台和氧化错基 台分别使

用 CAD/CAM 全硅酸锉 冠 ，热压铸造硅酸铿 全瓷

冠及氧化错全瓷冠修复后的抗折强度 ，研究表 明种

植体钦基 台各组均显示 出较高的抗折强度 ，因此假

设 1成立 ;而全硅酸锉切削冠组 的抗折强度高于硅

酸锉饰瓷冠组和氧化错全瓷冠组 ，因此假设 2不成

立 。

全瓷基 台和金属基 台经全瓷冠修复后整体断裂

的临界载荷 已有文献报道 ，其值 为 170 一 1454N。

表 3 折裂强度实验的失败类型分布

类

类

类

类

类

-

二

三

四

五

1类 牙冠完全断裂 基台未断裂 2类 仅有基台断裂 .牙冠未断裂 3类 固位螺丝断裂 4类 牙冠也基台同时断裂 5类 .种植体

颈部形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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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lldirimet等研 究 了外连接 式种植 体 氧化铝基 台和

氧化 错 基 台 以 白榴 石 增 强 型 热压 铸 造 玻 璃 陶 瓷 冠

(IPS Empress l，IvoclarVivadent)修复后 的抗

折 强度 ，与 本 实 验 相 似 ，没 有 人 工 模 拟 老 化 ，该

实 验 指 出氧 化 铝 基 台组 (280N)和 氧 化 错 基 台组

(737N)存在显著差异 。在本实验 中尽管采用强度

较 白榴石增 强型玻璃 陶瓷更高 的陶瓷冠材料 ，但是

氧化错基 台各组 的平均抗折强度 (340 一 393N)，

明显低于 Ylldirim 的研究结果 ，这可能是 因为测试

方法不 同所 致 。在本实验 中采用环 氧树 脂包埋种植

体 ，同时根 据 15014801 标 准模 拟 了临 床上 种植 体

周 3mm 的垂 直骨 吸收 ，而在 Ylldirim 等 的研 究 中

采用 自凝树脂包埋种植体 至其 颈部 ，因此两实验 测

试 时杠杆臂不 同 ;同时 Ylldirim 等的研究 中使用 的

是外连接 式种植 体 ，本实验 中使用 内连接 式种植 体

并且 具 有 1.smm 的光 滑 颈部 ，这 些都 可 能增 加 了

种植体的弯 曲力矩 。

本 实验 中根 据 15014801 标 准在 包 埋种 植 体 时

模 拟 了种植 体 周 3mm 的垂直 骨 吸收 ，实 际上 ，在

临床上种植体植人机体后种植体周 的骨水平会逐渐

的达到
一
个相对 稳定 的水平 ，边缘骨 吸收达到 3mm

以上 的情 况非常少见 。因此 ，本实验 中测试样 本所

暴 露 出 的种 植 体 螺 纹 几 乎 达 到 了临 床 上 最 坏 的情

况 ，样本更容易断裂 。若将种植 体平齐 颈缘包埋 ，

所得 到的测试结果可能有所 不 同 ，这需要进
一
步 的

实验研 究证实 。

在另
一
项研 究 中采用 了与本实验相似 的测试方

法 ，氧化错基 台结合研 磨成型 的 白榴石增 强型玻璃

陶瓷 冠形 成 整 体 ，所 得 抗 折 强度 为 283N，同样 低

于 Y且dirim 等的报道 。由于本实验 中所 采用 了强度

更高 的陶瓷材料 ，因此本实验 的抗折 强度较该研 究

局。

Sundh和 Sjogren研 究 了种植 体钦基 台和 氧化

错基 台全瓷 帽修复后整体 的抗 弯强度 ，指 出氧化镁

氧化忆稳定 四方 氧化错基 台组 的弯 曲强度 等于 甚至

优于对 照组钦基 台组 (300N)，这
一
结果与本实验

研究结果不
一
致 。这可能是 因为加载方式不 同所致 ，

本实验 中载荷 与种植体 长轴成 300 ，而在该研究 中

采用楔 形不锈钢条垂直 种植 体 长轴加载 ，这 可能会

加剧种植体
一修复帽之 间的应力集 中 ;另外该实验

中并非采用解剖式冠修复 ，而是仅采用帽状修复体 ，

这也可能是与本实验结果不
一
致 的原 因。根据 Cho

等 的研究在垂直 载荷下种植体钦基 台
一修复体整体

的抗折强度几乎是种植体 陶瓷基 台
一
修复体整体 的

两倍 ，然后在 45
。
斜 向加载的情况下 ，两组没有统

计学差异 。

本实验 中未能人工模拟老化和使用动态载荷加

载是本实验 的不足之处 。在动态载荷 下可能导致 陶

瓷材料微裂纹扩展 ，若 采用动态载荷加载 ，可能会

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本实验 的研究结果表 明

种植体修复体在临床上早期 出现折断可能并非疲劳

损伤所致。循环加载和热机械疲劳条件下氧化错基

台的抗折 强度 明显 降低 ，Gehrke等 报道 指 出氧化

错基 台经过 5000 000 次循环加载后强度 由 672N 降

低到 不足 405N。在 其他 两 项研 究 中报道 了不 同的

种植体支持 式全瓷系统整体经过咀嚼模拟实验后 的

静态抗 折 强度 ，实验 中 96 颗 种植 体通过 内连接 方

式分别与钦基 台，氧化铝基 台和氧化错基 台连接 ，

氧化铝和氧化错全瓷冠修复 ，为 了模 拟 临床使用 5

年 的情 况样本 经过 120 000 次咀 嚼循环模 拟 ，钦基

台
一
氧化错全瓷冠组和氧化错基 台

一
氧化错全瓷冠

组 的平均 断裂载荷 分别是 1251N和 457N。尽管本

实验 中样本未经过老化处理 ，但是本实验结果却 出

乎意料 的较 Att等 的结果低 ，理论上 ，环境压力所

导致 的老化会使 氧化错 陶瓷的四方 晶相 发生改变 ，

这种变化是多样 的 ，包含 晶粒拉 出而形成 的表面退

化 ，微裂纹形成及 强度 的退化 。氧化错 陶瓷长期暴

露于湿热循环 中可产生材料 的低温老化 ，然而这是

否会导致氧化错 陶瓷的抗折强度 降低 尚存在争议 ，

可 以推测在咀嚼模拟的过程 中并没有水进人种植体

内部 ，而水的存在却是诱 发低温老化 的必需条件 。

因此 ，尽管本实验并未进行老化处理 ，也可 以通过

以上研 究对本实验结果偏低进行解释 ，文献报道 中

测试 时种植体平齐颈缘包埋 ，而本实验 中在包埋种

植 体 时模 拟 了 3mm 的垂直骨丧 失 ，再 加上 种植 体

的光滑颈部 1.smm，种植体肩 台几乎位于骨平面上

4.smm，这使得直接 比较这些实验结果变得 非常 困

难 ，因此在 以后的研究 中应当提 出标准的测试方法 。

抗折强度应结合断裂模 式综合分析 ，实验各组

组 内的断裂模式几乎相 同。钦基 台
一硅酸锉全瓷冠

组和钦基 台
一硅酸锉饰瓷冠组两组均仅发生冠的破

裂 ，研究 已证实表层有饰瓷的全瓷冠较无饰瓷全瓷

冠更容易发生折裂。虽然全硅酸铿切削冠抗折强度

高于硅酸锉饰瓷冠 ，然而钦基 台
一全硅酸锉切削冠

组断裂模式与钦基 台
一硅酸锉饰瓷冠组相 比并没有

显示 出优势 。因为 陶瓷材料较钦金属具有较低 的承

载能力 ，硅酸铿 陶瓷冠被认为是基 台
一冠整体 中的

最 为薄弱 的部分 ;从 临床角度讲 ，在前牙美学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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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钦基 台 一玻璃 陶瓷冠并不能满足美学需求 ，因

此 ，使用氧化错基 台
一硅酸铿 陶瓷冠更为可行 ，但

是不幸的是 ，该组实验 中基 台和冠均发生 了断裂 。

在实验各组 中，仅有氧化错基 台 一氧化错全瓷

冠组基 台断裂 ，而没有冠破裂 ，且这种组合 的美学

效果更好 ，但是本实验断裂模 式分析提示 氧化错基

台存在发生断裂的危险。有趣 的是 ，钦基 台
一
氧化

错全瓷冠组 中氧化错全瓷冠并没有破裂 ，该组 中仅

有种植体颈部发生形变 ，而没有冠 、基 台发生断裂 。

尽管氧化错 陶瓷的通透性较硅酸锉 陶瓷低 ，但与钦

基 台结合后仍 能达到可接受的美学 效果 ，因此 ，综

合抗折强度和断裂模 式分析钦基 台 一氧化错全瓷冠

成为最可行的方法 。

口腔修复体在体 内的应力应变非常复杂 ，并不

能用实验室结果完全推断临床情 况 ，但是这些实验

室研究仍能帮助我们对 口腔市场上不断涌现的种植

体基 台和全瓷系统在临床应用前进行优化组合。本

实验 中仅采用上领 中切牙作为研究对象 ，因前后牙

形态上 的差异 ，在后牙区的实验结果可能会有所不

同，本实验研究结果 尚需要 口腔种植学领域的早期

和长期临床失败模式的更为详尽的报道进行验证论

证。

6 结 论

基于本实验 的研究结果得 出以下结论 :钦基 台

机械强度优于氧化错基 台;钦基 台 一全硅酸锉切 削

冠整体抗折强度最高 ，虽然伴有冠破裂的断裂模式 ，

但是未有基 台的断裂 ;钦基 台
一
氧化错全瓷冠断裂

模 式仅有种植体颈部形变的发生 ，没有冠破裂 。

⋯ ⋯

《拓 展 性 口 腔 美 学 修 复 临 床 指 导 ))

牙医在临床工作 中，经常面临治疗方式的选择 ，首先应该考虑

的是尽 可能多地保 留 自然牙齿组织 ，维持并促进牙列健康 。此时应

根据患者 的 口腔情 况 ，从所有传统 的治疗方法 中首选对牙齿破坏最

小 的方法 ，比如漂 白、嵌体 、贴面等微创美学治疗技术 。

本 书采用 国际先进 的治疗 方法 和最新 的概 念进行 编写 ， 主要

内容包 括 临床 常用 的嵌 体 、贴 面等微创 美学 修复 ，氧化错 冠桥 修

复 ，咬合重建 ，被动法转移领位关系 ，领面部软组织缺损的美学修

复等方面 ，尤其是被动法转移领位关系是笔者 自主创新 的一套理论

和技术 ，是一种简单易学 ，且准确可靠 的临床新方法 。全书 内容注

重于理论结合临床 ，并辅 以大量 的病例照片 ，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

实用性 ，不仅适合广大的 口腔临床 医师 ，也可作为在校学生学 习相

关章节时的补充教学材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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