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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嚓 嘿 烹 蔗 熙 骤 惠 想 庶 杰 嘿 沪
{通过局部固定义齿实现咬合重建的无牙领患者进行临床评估。所有出现破损的夹具用新的一副替换 并且重

新 进 行 临床评 估 。所 得 数据 进 行统计 学分 析 。结果 :55 % 的夹具 损坏 ，95 % 的可 信 区 间为 42 .5一 67 .3。更

换新 的夹具 之后 无破 裂 出现 (95 % 的可信 区 间为 O
一 6.2)。结 论 :根据 本 文确 定 的参数 .该 夹具 可 以在 临

床应 用 中检测 出被 动就位 的偏 差 。

引言
校正基 台代型在模型上位置 的作用 ，以避免支架在

制作时有偏差 。

文 献 报 道 过 关 于 校 正 种 植 体 在 模 型 与 口内 的 位

置 有 很 多 方 法 。 然 而 ，
一
些 方 法 很 难 实 施 ，另

一
些

采 用 金 属 、树 脂 或 塑 料 的 方 法 ，耗 费 成 本 比较 高 ，

有 时反 而 降低 了我 们 期 望 的精 确 度 。

本 研 究 目的 是 评 估 超 硬 石 膏 夹 具 在 临 床 上 用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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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材料 与方法

超 硬 石 膏 夹 具 (高 度 为 smm，厚 度 为 3mm)

可 以检 测 到 垂 直 方 向 》 30 “m 水 平 方 向 ) 100 四 ，

及 角度 小 于 l
。
的偏 差 。本 次 临 床 试 验 评 估 了 58 位

(23位 男 性 和 35 位 女 性 ， 平 均 年 龄 士 标 准 差 为

65 .9士9.5岁 )，需 行 上 领 (38 例 )或 下领 (20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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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牙领局部 固定义齿 (4颗或 6颗种植体 )的患者 。

钦支架使用数控铣切技术制作 (共计 275 颗种植体 ，

其 中上领 185 颗 ，下领 90 颗 )。

七 位 在 种 植 修 复 领 域 有 着 不 同程 度 造 诣 的 操

作者遵 循相 同的操作原则 :种植 体植 人 多单位基 台

4/10 个月后 ，制取 印模 。用低膨胀性 、树脂增 强超

硬石膏灌注模 型 。

技师 制作 38 个 上领 夹具和 20 个下领 夹具 (第

一
副夹具 )。每

一
个夹具均被旋人 口内基 台上 ，如果

夹具未破损 ，则技师继续制作 支架 ;如果夹具破损 ，

用 少量 的复合树脂修补破损 的部分 (图 1和 图 2)。

当固化完全后 ，轻轻取 下夹具 。

用车针去 除模 型上 代型 与夹具 不 匹配 的地 方 ，

然后旋 回人 夹具 (图 3)，用 少量 低膨 胀性超硬石膏

重新将 其嵌 人 到模 型上 。依据新 的位置 ，技师制作

第二 副夹具 ，并在 口内试戴 ，检 测偏差 。

通 过 可信 区 间分 析 软件 ，版本 2.1.2(BMJ)、

Student一Fischer t检 验 和 多 元 logistic回 归 分 析

(STATA vg.0)进 行 数 据 分 析 。本 文 采 用 了有 限

元分 析 法模 拟 种植 体 的结 构 。

3 结 果

在 第
一
次尝 试 中 ，55 % 的夹具 至少有

一
处折 裂 ，

即共 计 32 个 夹 具 :22 个 发 生 在 上 领 ，10 个 发 生 在

下 领 ，95 % 可 信 区 间 (CI )为 42 .5一 63 .7。在 进 行

了修 正 之 后 ，第 二 副 夹 具 没 有 出 现 折 裂 ，100% 成

功 率 的 95 % 可 信 区 间为 0一 6.2。这 些 数 据 提 示 在

不 同种 植 的条 件 下 ，如 负 重 和 (或 )骨 量 等 ，张力

状 态 无 显 著性 差 别 。

4 讨 论

为 了在 临床 使 用 时 既 能 获得 敏 感 性 又不 会 因操

作 出现 折 裂 ，之 前 的体 外试 验 已测量 超 硬 石膏 夹 具

的尺 寸 。

第 二 副 夹具 未 见 折 裂 。有 文 献 报道 这
一
结 果 是

可 预 见 的 。操 作 者 的经 验 对 结 果 无 明显 影 响 。第 二

副 夹 具 没 有 折 裂 的 可 信 区 间 非 常 低 ，为 O一 6.2，

说 明结 果具 有 显 著 的统 计学 意义 (表 l)。

出现 小 的偏 差 时 ，夹具 的折 裂 常 常 可 用 少 量 树

脂 粘 接 折 裂 部 分 来 校 正 ，不 会产 生 任 何 收 缩 。事 实

上 ，通 过 夹 具 修 正 后 采用 计 算 机 数 控 铣 切 技 术 制 作

的支 架 (58 个 中有 32 个 )在 口内与种植 体 非常 匹配 。

偏 差 的来 源 可 能在 印模 或 制 作 的过 程 或 两 者 都

有 。在 前 面提 到 的范 围 内 ，夹具 可 发 现 并且 纠 正 这

些偏 差 。
图 1 第

一
副夹具旋入到种植体上 标记 出两处有偏差和

折裂的部位

图 2 少量复合树脂 固定折裂的部位 并记录夹具在 口腔

中的新位置

图 3 去除模型上代型与夹具不匹配的地方 然后将代型

旋回入夹具 用低膨胀性超硬石膏重新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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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折裂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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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于 这 些 数 据 ，作 者 提 出
一
个 临床 方 案 ，见 图 4。

5 总 结

超 硬石 膏 夹具 制 作 简 单 、易 于使 用 且 节 约成 本 ，

利 于 减少 浪 费 在 保 证 数 控 铣 切 精 度 上 的劳 动 力 和 椅

旁 时 间 。在 每 年 复 查 中 ，未 见 支 架 折 裂 、松 动 、X

线 透 射 影 或 种 植 体 的松 动 。在 3一 7年 的 随访 中仍

保 持 相 同的趋 势 。

在 相 同牙 弓及 骨 量 的情 况 下 ，种植 体 多 于 4颗

(OR>l)和骨量 簇 2 (Albrektsson和 Zarb标 准 )

时 夹 具 折 断率 明显 增 大 。下领 夹 具 折 断 率 减 少 。所

有 影 响 因素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护 >0.05 )。在
一
系

列 固 定 变 量 中 ，夹 具 折 断 率 不 受 性 别 影 响 ，但 与

操 作 者 的操 作 呈 现 负相 关 。如 果 缺 牙 期 ) 6个 月 ，

则 折 断 率 增 加 ;如 果 患 者 年 龄 超 过 60 岁 ，折 断 率

反 而 有 所 减 少 。 这 些 因 素 差 异 不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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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优 势 比 CI=可信 区间。

在相 同牙 弓及 骨量 的情 况下 ，种植体 多于 4颗 (0日>1) 和骨量 ( 2

(Albrektsson和 Zor匕标准 )时夹具折 断率 明显增大 。下领夹具折断

率减少 。所有影响 因素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P >0.05)。在
一
系列 固定

变量 中 夹具折 断率不受性别影响 但与操作者 的操作呈现 负相关 。

如果缺牙期 ) 6个 月 ，则折 断率增加 如果患者年龄 超过 60 岁 折

断率反而有所减少 。这些 因素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尸>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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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临床操作流程 图。CAO/CAM=计算机辅助设计 与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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