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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 、乳光色和半透 明状的特性对修复材料模仿天然牙齿的光学特性和 自然形态至关重要 ，本例介绍 了用

CAD/CAM加工的玻璃渗透氧化铝陶瓷 (ln一Cerom A{um旧。和 Vita Zahnfab「，日 修复多个前牙过程 并图示说 明

了在饰瓷材料修复中取得足够强度荧光的操作技术要点和主要步骤 在仿天然牙的光学特性和替代部分牙体缺

损的修复 中 采用 CAO/CAM氧化铝陶瓷加工基底冠和支架 可以预知 、并取得 良好的修复效果 改 良分层涂

瓷技术在饰瓷 内部能增强材料的荧光性能 使玻璃渗透氧化铝陶瓷修复达到理想的美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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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 光 、乳 光 色井 呈 半 透 明状 是 牙 街重 要的 光 学

特 性 ，大 然 牙在 紫 外光 激 发 卜透 蓝 色荧 光 ， 了日在 日

光 !‘
l
技白 色 。 牙 山修 复 材 料 ，特 别 是 饰 瓷 属 J

几
全 覆

盖 式 修 复 ，必 须 尽 .1丁能 取 得 与 天然 牙 列 相 }司的 光 学

特 性 。

111一Ceram 板 化铝 陶 瓷 系 列 1988年 首次月J犷修

复 领 域 ，其 主 要 全}t分是 经 热 压 氧 化 铝 再 熔 人 含斓 玻

璃 加 工 而成 的
一
类修 复 材 料 。 关 J

几
!n一Ceralll 氧 化

铝 全 冠 ， 已 有 科 学 资 料 表 明 ， 其 5 年 存 留 率 可 达

96%一100%，与 传 统 的 金 瓷 修 复 很接 近 。 !:1一Ccl
一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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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t技 术 力111_l(l}成 。 现

代 C八l)/CAM 技 术 ，l丁以 实 现 对 !!1一Ceralll预 )戊瓷 块

切 削 获 得 所 需 支 架 ， 用 此 !_艺 处 卫}!的 材 料 比 传 统

、!ip
一cas t技 术 处 理 的 材 料 4冬有 吏 好 的 物 理 性 能 ， 囚

其 热 仄 过 程 持 续 I{、J
一
l，l11更 长 。

11介:]未结 果 {，!{小 ， 用 1介 Cer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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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l’内美 丫:效 果 。I，1

一Ccra;11spi:lell[!IJVita

Z:111:lfabrik， 含 板 化 铝 镁 ， 比 I:]一Cera:、1权 化 铝 有

吏 好 的 半 透 性 和 吏 强 的 荧 光 ， {}{其 抗 折 力 略 低 。 因

此 ， 要 兼 顾 材 料 )}J途 与 美 学 效 果 来 选 择 材 料 。 透 光

性 高 的 材 料 对 从 牙 颜 色 正 常 的 才 冠 修 复 具 丫J
一
优 势 。

仁{材 料 越 不 透 明 ， J七遮 盖 能 力 越 强 ， 则 更 适 合 J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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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i变 色 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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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稿 报 道 l列述 J
’
)IJc八I)/CAM 全产、合 In一CC，

’
a日1

氧 化 侣 修 复 多 个 前 牙 才 冠 过 程 ， 图 小 J
’
在 饰 瓷 材 料

中增 强 荧 光 的 主 要 技 术 步 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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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23岁健 康 女性 患 者 ， }诉 :对 前 牙 形态 和

色 泽 不 满 意 。上 领 了.，卜切牙和 侧
一
切牙变 色并 已做 牙

髓 治JJ
声
(图 1)， 卜切 才稍 显拥 挤 和龋 坏 (图 2)。检

查 发现 患 吝牙周 健 康 ， 1几领 右 中 切牙 和 侧切 牙牙髓

治 疗 满 念。 在 病 例 讨 沦 厂可 能 采取 的 治 疗 方 案 后 ，

患 者 选 定 }领 中 切牙 和 侧
一
切牙做 4个 111一Ceral二 氧

化铝 陶 瓷 全冠 修 复 。

汀光采 用
一
种 纤 维 增 强 桩 核 系统 对 中切 牙和 侧

切 牙进 行 义 合树 脂 外 形 币建 。 桩 通 预 备好 后 ，桩 川

Pa，lavia 卜 2.0与 根 竹 粘 结 (按 说 !川操 作 )。用 双 币
-

固 化 料:结 利和 复 合树 脂 桩 核 做 临 时 冠 ， 代替 缺 损 的

牙f本结 构 。 摧 牙顶 备 价 牙酿 卜1.2一l.sml们深 度 ，

做 9(j
。
圆钝 肩台 (图 3)。临 时冠川 自凝塑料按蜡 型

制 作 ，然 后用常 用 丙烯 酸 甲脂 塑料 托盘 取 印模 ， 印

模 材 料 选 用 聚 乙烯 氧化 硅 ，最 后 灌模 型 。

4个 单位 全瓷 基 底冠 的设 计 和 重建用 工n一Ccraln

氧 化铝 瓷块 通 过 CAI )/CAM 系统 完 成 。工 作模 用

特 殊 的硬 石膏 灌 制 代型 ;基 牙信 官、用激 光 扫描记 录 ;

基 底 冠 川蜡 雕 刻成 形 ，调整达 到最 佳 形态 以便进 行

饰瓷 修 复 和扫描 (图 4)。采 用 GN一1 CAD软 件综

合 分析 基 牙信息 和蜡 型 基 底 冠 信息 ，在此基 础 卜进

行 全瓷基 底冠 的设 讨
一
(图 5)，同时确 定基 底冠 的边

缘 线和 冠厚 度 。软 件 分析设 计 、 垂建之 后 ，基 底 冠

的 外 表 而 可手 工 打 磨 光滑 ， 内面 和 边 缘 调 整 合适

(I冬16)。

接 卜来按 说 明用 斓 玻 璃 渗透 已磨 光 的基 底 冠 ，

多余 的玻璃 用 气 动颗 粒 磨光机 加 25 川n粒 度 的氧 化

铝 在 4.()I)ar 压 力 下打磨 ，基底 冠 用 长石瓷 贴面 ，完

成冠音}l，在 牙眼 区特地 使 用增 效 内衬 (Effect11;ler)

图 书 执认腾 至

牙 毛 以 衬 灭急;不

洲 二叨 牙 “愁叉 人 宾 并 不 见 井
‘
必勿

图 二_幼 叨牙和侧 侧 绝个 芯 盖修 复 牙体 预备完故后的形一介 图 4 用蜡形成底层 冠晰 使饰 瓷获得最佳基层 支撑

}:l诵l、、 继续教育。: 了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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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冬}7)。 在 分 )公少川此 粉 l止程 ‘IJ加 人 l工叮种 才 本 ]贝汽 来

，
’，二‘
l一弓尔散 效 果 (l冬18、 l冬]9)。 l{1111习

几
寸\)l几之范不11不111质

瓷 棍 合 后 ， .，几火达 j
、
JJ从 才 卞 质 到 釉 {贡 色 ’内 均 自 然 过

度 lrlJ不 ，
，笠尸
1:l口{{，，工色 I)

，
刁转 折 琅 迹 (图 l()、】冬111、图 12)。

双 l臼 同化 的 岌 台树 jjh 液 体 含{街酸 中一体 ，
‘
已 ，，!

一
为

余拭 权 化 比 层 的 于足供 化 学 料，结 界 I自1，达 ，!川 }J
飞
粘

结 个冠 和 基 才 。在 权 合体 案 合 )l亏，
’
要光放 于1}齿民线 ，然

).亏去 除 多石、褪 合 权{月冶 (}冬113、 图 14)。

图 卜 对 牙体 预备 和 蜡形成 的从 层 冠 川都 挂少一构次 宁

二玻瑞渗透找氧化针两瓷基 氏讨

最佳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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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牙本质瓷粉和釉质瓷粉形成的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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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褪 完成的全瓷冠有高强度的荧光

图 13 术后唇侧观 图 14 完成修复后 !月唇面观

讨 论

烤瓷 l)lll!而修复和直接复合树脂修复无论 从功能

方 lfl]还是美学方血 来讲都是对 牙 齿破坏最小 、效果

很好 的修 复 方法 ，但 只适 用 J’-轻度龋坏 和变 色牙 。

对寸
几
牙齿结构破坏 严重 、明显的变 色牙 、错位 牙以

及其他 因功能或关学需 要做全覆盖修复的前 牙，全

瓷材料能够 很好的纠止这些缺陷 。但修复关键是牙

科 陶瓷修复材料须 具有类似天然牙的光学特性 ，例

如荧光特性 、乳光 色、半透 明状 等 。在本例 中，采

用饰瓷材料特异
J
件地增强 牙颈部或冠部荧光 ， 目牙

本质较釉质荧光更强 ，这使天然牙看起来更有活力。

因此 ，两 种 牙本质瓷粉棍合后在分层涂瓷过程 中产

生 良好的弥散效果 ，并可增加牙本质层 的荧光强度 。

另外 ，牙 本质和 牙釉质瓷粉混合在某些部位可达到

从 牙 本质到 牙釉质 无明 !ll!-颜 色调转折 。

In一Ccralll 氧化铝摧底冠的边缘 线可能稍短于

完成线 ，这 样增 加饰瓷间隙 ，改善边缘 区的美学效

果。但本例未采用此技术， 目的是改善氧化铝基底

瓷冠抗折应力 ，选用 CAD/CAM 加工技术也是此

原 [天!。

透光性高的硅基饰瓷抗折性能较低 ，因此需要

靠被覆的基层瓷料来取得足够的支持。无基层支持

的饰瓷是早期全瓷修复失败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

无基层支持的基底冠加 工厚度不均匀。然而 ，修复

完成后的最终形态可能需要适宜的衬 里来预防无基

J氏饰瓷修复失败 ，因此 ，对牙体预备部位和蜡型的

基底冠进行双重扫描来确定高强度烤瓷基底冠的最

终形态 。

结 论

CAD/CAM氧化铝瓷材料具有可预知性 ，可成

功地用于替代缺损的牙体组织修复 ，士手能模拟天然

牙的光学特性 。改 良分层涂瓷技术在饰瓷内部增强

了材料的荧光性能 ，为玻璃渗透的氧化铝瓷修复提

供 良好的美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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