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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 的 目的是对 负荷超过 1年的 Ankylos 种植体周围组织反应和骨
一
钦界面进行组织学和组织形态学

分析 。从 Chietl 一尸esoar。大学 口腔 医学院的种植 中心检索 Ankylos种植体负荷超过 1年回收的人群档案。
一
共

检索到 4颗种植体 :其 中 1颗是 负荷 3年后回收 (Fr旧dent Plus 种植体表面 ) 2颗为 3.5年后 回收 (F。旧dent

p{us 种植体表面 )，还有 1颗是 10 年后 回收 (OeepP「ofi le 种植体表面 )。所有种植体都曾载荷 其 中 2颗为即

刻负荷 。种植体 1颗 因折裂而 回收 1颗 因上部结构折裂而 回收 其余 2颗 因伴有或不伴有炎症 的骨吸收而

回收 。负荷 3年和 3.5年后 回收的种植体周围为含极少细小骨髓腔的致密骨 ;而负荷 10 年后 回收的种植体周

围为松质 骨。3种 有效螺纹状 的骨
一
种植体接触百分 比分别是 :负荷 10 年后回收的为 35%;负荷 3年后 回收

的为 99%;负荷 3.5年后 回收的为 ，00%。在骨
一
种植体界面上未见不 良反应 从微观结构层面上看 种植体

周围骨
一
种植体 接触率高。数据显示这些种植体在长期的功能状态下持续不 间断进行骨改建有维持骨结合的

潜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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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牙种植体有很高的长期存 留率和成功率 。种植

体被取 出的原 因有 :松动 、折裂、种植体周围炎、

周 围牙槽靖顶处骨 吸收、感染 、心理原 因、不可修

复 的上部结构 、错位 、疼痛 、感觉异常 、从美学或

保健 的角度看来位置设计不当、无法满足新的修复

要求或尸检 。在很多病例 中，回收的种植体仍很好

地 固定于骨组织 中。评估 回收的种植体对于帮助更

好地理解种植体失败原 因和周 围组织反应起着重要

作用。动物实验研究评估 了不 同种植体的宏观几何

形态、表面形态 、在不同的骨质和骨量 下种植体植

人和负荷的条件。这些研究所得数据都很有价值 ，

但是要注意的是 ，这些结果不能简单地转移到人体 ，

因为很难在动物身上复制出人类的 口腔环境 。因此 ，

评估 回收的种植体显得尤为重要。

骨 结 合 的临 床 定义 是 以种植 体 的稳 定性 为主

要依据 的，而骨
一
种植 体接触 (BI C) 对于种植体

的骨结合和稳定性 的必要性 尚未明确 。种植体的稳

定性与界面的骨质和骨量有 关。只有通过对 回收的

种植体进行组织学检查 才能明确评估界面发生的变

化 ，也就是种植体界面矿化组织的存在与否 。种植

体骨结合的组织学证据在文献报道上 很罕见，特别

是功能性 负荷超过 l年 的。同时 ，它还利于评估种

植体在不 同时期界面组织愈合情 况。对长期负荷后

回收的
一
系列种植体进行组织学和形态学评估可 以

帮助研究者更好地 了解骨一 种植体界面上发生 的反

应。

在 20世 纪 80 年 代 ，表 面 形 态 已经 明确 是 种

植体与骨组织结合的 6个重要 因素之
一
，因为种植

体表面是生物材料与宿主 、体液和细胞相互作用 的

第
一
环节 。对表面的

一些相 关特征 ，如沟 、晴 、孔

以及不同的化学成分 已经有 了相关研究。为此 ，近

年来大量 的科学研究尝试 了解骨结合处钦的表面形

态 、种植体表面涂层和结构 以及边缘骨水平改变时

不同种植体表面设计的作用等的临床意义。

Ankylos种 植 系 统 (Dentsply Friadent) 于

1987年开 发，1994 年 引进 市 场。它 独特 的螺 纹设

计— 渐进式螺纹 ，是为 了理想的负荷分布和种植

体稳定性设计的。2005 年 ，新的微观表面结构应用

于这 种种 植 体表 面。Friadent plus 种植 体表 面 是

利用控时控温的加工方法进行新的喷砂处理和酸蚀

技术得到的 ，微观为均匀的微米级大小 的细孔 ，分

布在经喷砂处理后宏观粗糙 的表面结构上 。这种空

间 架 构 表 现 为 :第
一
层 为 100 拼m 的 粗 糙 面 ，第 二

层 为 大 小 12 一 75 以m 的 沟 槽 ，环 抱 排 列 整 齐 直 径

1一 5林m 的更小 的 圆形 组 。体 外研 究 报道 了这 种 新

表 面 的性 能 及 较 短 的 负荷 和 植 人 周 期 后 回收 的种 植

体 组 织 学 分 析 所 得 的结 果 都 很 有 意 义 。如 果 能 获得

远 期 效果 ，将 更有 意 义 。

本 研 究 的 目的 是 通 过 回 收 负 荷 期 超 过 l年 的

Ankylos 种 植 体 来 分析 种 植 体 周 围组 织 反 应 和骨
一

钦 界 面 的组 织学 和 组 织 形态学 。

2 方 法 和 材 料

检索 Chieti一Pescara 大 学 口腔 医学 院 的 种植 中

心 档 案 中从 人群 回收 的 负荷 期 超 过 1年 的 Ankylos

种植 体 ，
一
共 可 搜索 到 4颗 种 植 体 :其 中 1颗 是 负

荷 3年 后 回 收 (Friadent plus种 植 体 表 面 )，2颗

为 3.5年 后 回 收 (Friadent plus种 植 体 表 面 )，还

有 l颗 是 10年 后 回收 (DeeP Profile种 植 体 表 面 )。

表 1列 出 了 4颗 种 植 体 的主 要 特 征 。这 些 种 植 体 都

曾 负荷 ，其 中 2颗 为 即刻 负荷 。在 其 中 3颗 病 例 为

种 植 固 定义 齿 ，而 负荷 3年 后 回收 的 为 种 植 覆盖 义

齿 。其 中 l颗 种 植 体 因种 植 体 折 裂 而 回 收 ，1颗 因

上 部 结 构 折 裂 而 回收 ，其 余 2颗 因伴 有 或 不伴 有 炎

症 的骨 吸 收 而 回收 。其 中 2颗 种 植 体 位 于 上 领 ，另

外 2颗 位于 下领 。所 有 种 植 体在 回收 以前都 无松 动 ，

且 都 是 用 smm 的环 形钻 取 出 。

2 1 样 本 的 制 备

所 有 样 本 用 生 理 盐 水 清 洗 后 立 即 在 4℃ 用 4%

多 聚 甲醛 和 0.15mmol/L二 甲砷 酸 盐 缓 冲 的 0.1%

戊 二 醛 (pH7.4) 固定 。用 Precise l自动 化 系统 将

样 本 制 作 成 薄 磨 片 。用 浓 度 逐 渐 升 高 的 乙 醇 溶 液 脱

水 ，再 用 乙二 醇 甲基 丙 烯 酸 酷 树 脂 包 埋 (Technovit

7200 VLC，Heraeus Kulzer)。待 聚 合 完 全 后 ，先

用 高 精 度 的 金 刚 石 沿 种 植 体 纵 轴 方 向 切 成 150 JJm

长 ，再 用 特 殊 设 计 的磨 片 机 切 成 约 30 pm 宽 。 每 个

样 本 制 作 2个样 条 ，均 用 酸 性 品 红 和 甲苯 胺 蓝 染 色 。

在 Leitz Laborlux显 微 镜 (Leitz) 和 偏 光 显 微 镜

(Leitz)下 用 标 准 透 射 光 观 察 。

2.2 组 织 形 态 学 分 析

骨
一
种 植 体 接 触 百 分 比 (% BI C) 的 组 织 形

态 学 分 析 采 用 连 接 着 高 分 辨 率 的 录 像 机 (3CCD，

JVC KY一F55B，JVC) 的 光 学 显 微 镜 (Laborlux

S，LeitZ)，并 将 其 连 接 显 示 器 和 个 人 电 脑 (Intel

2 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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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果

3颗 种 {直体 周 围 都 有 致 密 的 、 )戊 湘 均 「}_含 有 少

}(lJ小 的
·
}
’
}
‘
髓 胶 的 板 )::状

·
}
’
1}包 括 在 3.5年 后 [rt1 收 的

(种 布r
，
If滩、3、4) 及 在 3‘I几)，亏卜11:1丈的 (种 杭 }才、2)1(图

!一 图 3)， !七周 围 均 存 价 了日
1
{
·
改 建 「!勺

‘
认 }ilJ 。 10勺

后 回“1丈l
’
l勺不中丰I

，
1体 (种 卞!

，
L体 l)(图 4)j，

‘
d}{;1为松 质

，
}
，
{
·
。

在这 个种 半l’[体 的螺 纹 中 :.丁以 看到 少员 瑞
’
{
·)l方 (图 5)。

而 在 其 他 3颗 种 植 体 的 螺 纹 中 ，存 在 价 }
’
上质持 续 性

沉 积 禾11吸 上l父l
‘
1勺现 象 (l冬16。，)。这 此 板 ):杏状 侧

·
的 方 l{JJ

是 不
一
致 的 (图 6b)。白种 植 体 的 此 螺 纹 里 以 及

在{妾近 汁 种 植 体 界}flJ的地 方 可以 石到 了J’ll几槽 结 构

的骨 单 位 。 在 吏高 的 倍 数 卜观 察 :在 种 植 体 周 围骨

组 织 中接 近 种 植 体 表 而 的地 方可 以看 到 人 举的骨 细

胞 (图 7)o乙
一
所 有 的种 植 体 ，1，均 没 有 观 察 到 匕皮增 生 、

细 菌 以 及结 丫{。在 种 杭 体 表而 的骨 质 ‘}，没 有 炎症 细

图 ! 3年后 回收 的种 植体 (种植体 2)周 围是致 密的 成

熟的且含 有 少而小 的骨髓胜 的板层状 骨 (甲苯胺 蓝一 碱 性

品红染色 放 大倍数 为 1川

图 2 35年后 回收的种植体 (种植体 3)周围是具有小 骨

髓胜 的板层状 骨 (甲苯胺蓝
一
碱 性 品红染色 放大倍数 为

12)

图 3 种植体 冠方未观察至f]骨组织 很可能是 由于 回收过程

造成的 3巳年后 回收 的种植体 (种植体 4)的中部 和根方

可观察全}有小 的骨髓 腔 的成 熟骨组织 (甲苯胺蓝
一
碱 性 品

红染色 放大倍数 为 )2)

图 母 10 年后取 出的种植体 1周 围存在松 质 骨 (甲苯胺蓝
一

碱 性 品红 染 色 放 大倍 数 为 12)

2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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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 及 多 核 !.细 胞 。 在 更 };)J倍 数 下 观 察 ， 骨 种 杭 体

结 合 界 面 !几没 了J
一
发 现 缝 隙 或 若 纤 维 结 缔 组 织 。 3种

了J
‘
效 螺 纹 状 的 嘴

’
}
，一
种 植 体 接 触 百 分 比 分 别 是 : 种 植

体 l为 35以卜、 种 杠
‘
t体 2 为 99% 、 不中植 体 3和 4 为

1()()o/i，。 而 曾、的
·
}
’
卜 种 植 f卞接 触 了1分 l

一
匕为 : 种 布I

，
i体 l

为 35
‘
%，斗 1.1

‘
%、、 不，}，植 }本 2为 63

‘
冷 ‘2.1

‘
只，、 不，}，植

体 3为 43
‘
只，步2.()

‘
只，、不中主l气{本 4为 74‘只)七3.1以，(表

l)。

4 讨 论

图 5 种植体 飞，骨组织 与种 植体 表面 紧密结 合 (甲苯胺蓝
一

碱
‘
}生品红染色 放大倍 数 为 100}

许 多体 外研 究 及动 物 研 究 评 么
’
:不 【ld种 植 体 的 宏

观 形 态 、微 观 形 态 、种 杭 体 表lfi] 情 况 、 负荷 条 件 、

竹 质与 骨 址 。组 织 学 是
一
种 评估 1川收 种 植 体 的 了j

一
效

方 式 。然 而 ，山 }
飞
伦理 的 约 束 ，曾、体 的样 本 条，哥比较 低 ，

而 比 文}献 「!，较 少 有 关 于负荷 长达 儿年 的 种 植 体 的 研

究 。骨
一
种 植 体 接 触 百 分 比是 用 J

飞
衡 袱种 丰内体

声}物

相 容性 和 竹 传 汁性 的 很 好 的 于冶标 ， 同 11寸也是 任 何 早

期 植 人 或 长 期 植 人 的 种 杭 体 宏 观 }及微 观 1成 功 的

指 标 。 此 外 ，从 种 植 体 周 围 组 织
产}物 学 反 应 以 及骨

转 换 (建 立 /改 建 )的 长效 评估 ，!，可 以获 于
【
弃额 外 的

信 自、。 有 人认 为 ，影 响 种 植 体 远 期 成 功 率 的
一
个重

要 因素 是 种 植 体 周 围骨 是 否 充 足地 持 续 地 改 建 以维

持 骨 结 合 。 另外
‘卫一匕需 要 考虑 的 囚 索 包 括 卜:}收 材 料

质 量的 变 化性 、和}，杭 体 的 体 积 以 及在 卜‘!收 过 程 ，}，种

植 体 周 围组 织 会 被 破 坏 。 例 女}l利，{
:l
，
i体 l (l()年 ).亏回

收 的 )，
一
部 分 种 植 体 周 }川骨 的 丧 失 可能 是 在 回收 的

过 程 中造 成 的 ， 也 ，，J
一
能 是

·
l于改 建 或 牙槽 峭 丁贝随 若时

间 的 推 移 丧 失 (增 龄 性 变 化 或 负 荷 影 响 )。尽 竹 种

植 体 1的骨
一
种 植 体 接 触 比较 低 (35 以，)，了日它 民时

l石l功 能 良好 ， 卜.1收 IJ寸仍 很 稳 定 ， !1.是 }7」为 {l多复 111〕题

图 6 。 种植体 4 通过不同的着色 可 以很容易地分辨出

旧骨与新 骨 在种植体螺纹 结构 中可 以观察到 骨改建 (甲

苯胺蓝
一
碱性 品红染色 ;放大倍数为 40) 匕 新骨的板层状

结构 其 方 向是不
一
致 的 (甲苯胺蓝

一
碱性 品红染色 .放

大倍数 为 {00)

图 7

围骨中

种植体 3，骨细胞 凹陷存在于种植体表面的种植体周

(甲苯胺 蓝
一
碱 性 品红 染 色 放 大倍 数 为 10。)

2 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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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种植体特征

Ankylos DPS

Anky}05 Plus

Ankylos Plus

Ankylos Plus

喷砂 /酸蚀

喷砂 /酸蚀

喷砂 /酸蚀

喷砂 /酸蚀

3.5

3 5

上领

上领

下领

下领

35

99

100

100

35% 士 1.1

63% 土 2.1

43% 士 2.0

74% 土 3.1

(上部结 构的折 裂 )而取 出的。这 个结 果 与 Bolind

等 和 Coclho等 的报 告 很相 似 ，即种植 体 即使在 低

骨
一
种植体接 触 比的情 况下仍能 发挥功 能 及保持 稳

定性 。 多项研 究表 明 ，经过数 月到数年 活跃功 能期

后 回收 的种植体 周 围存在 不 同的骨结 构 。研 究 发现

垂直受 力方 向 与胶 原纤维方 向的关 系影响改变骨显

微结 构 。持 续 不断 的骨 改建 与其受 力有 关被 多 次报

道 。在数 个骨 改建周期 后 ，种植 体周 围骨 改建到达

较高 的稳 定水平 ，拥 有很好 的机械性 能 。种植 体表

面的化学 、物理性 能 (离子组 成 、粗糙 度 、亲水性 等 )

与种植 体 及其 周 围组 织 的相_互作用有 关。高亲 水性

表面结 构的种植 体似 乎能达到更 令人满意 的效果 。

当处于 湿润的环境 时 ，Friadelltl，lus 的表面结 构亲

水性 显 著增 高 ，这 被 证明很可能影响骨 细胞的 分化

次序 ，使得细胞快速地 到达细胞延展的后期阶段 。

本 研 究 对 种 植 体 表面 独特 的 螺 纹 设 计进 行 评

估 ，可 以帮助 我们 获得更好 的组织学结 果。这 种种

植 体设 计可 以很好地 分散 负荷 ，使 力量避 开致密 的

密质骨 而到达疏松 的松 质骨 ，从而提 高种植 体的稳

定度 。本 文的局 限性 主要是评 估从 人体 中取 回的种

植体 的 困难性 以及所得数据 仅代表种植体在某
一
时

期 的组织学 观察结 果 ，而没有 回顾性 的或前瞻性 的

研 究 。本 文的结 果显示 ，经过数年 的功能性 负荷 ，

4颗 种植 体仍然保持 完整性 ，并具 有 充分的骨
一
种

植体接 触百分 比，_且在骨
一
种植体 界面没有纤维结

缔组 织 及上 皮组织 向下生 长的迹 象。在骨
一
种植体

界面 的附近通常可 以看到 Haversian系统 (译者注:

为 Havers管 及 其 以 同心 圆排 列 的 板层 ，是 构成密

质骨 结 构 的基 本单 位 )，这 说 明骨 组 织 正在 进 行 改

建 。骨结 合的维持 与种植 体周 围持续 不断的骨 改建

有 关 ，这 对种植体 的固定起 着重要 的作用 。骨 界面

未 见不 良反应 ，而且种植 体微观表面结 构可 以观察

到很高 的骨
一
种植体接触百 分比。

数据表 明 AnkyloS种植 系统通过持续 不断的骨

改建 ，具有在 长期功能状 态下保持骨结合的潜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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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刻 牙 槽 峭 修 复 技 术 : 受 损 牙 槽 峭 即 刻 种 植 》

本 书是 德 国精 粹 出版集 团种 植 类 销量 第
一
的 畅销 图书 ，原著者

是 巴西著名种植美学 大师。即刻牙槽峭修 复技术 (1DR)是新鲜拔 牙

窝 即刻种植技术的改 良。本书详细 介绍 了IDR技术的步骤 ，通过大量

病例揭示了IOR技术的细节 。IDR技术通过
一
次手术 中植人种植体和

制作临时 牙 ，同期修复 牙齿和软硬组织 的缺损 ，减少了外科手 术的次

数 。通过填密的美学 设计 和 外科 及修复技巧 ，如
一平台转移 、临时修复

体塑形 获得稳定的美学效果 。微创也是IDR技术的核心 ，作者也讲解

了相 关的主题 ，如 利用上领结节取骨做 自体骨移植 以及 即刻 负重和种

植体 支持 的美学修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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