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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切缘修复技术 (TheEdgc LIPtcchniquc)是
一
种可以最大限度地保 留缺

损牙齿牙体组织 的新 的修 复方法 。此方法建立在
一
种特殊 的牙体 预

备技 术 (在釉 质上作环形扩展 肩台或 角的预备 )和 与该技 术 匹配的

一套牙体预备工具的基础之 [。切缘修复技术使缺损前牙的修 复效

果更美观 、稳定和持久 。

引 言

前牙的牙体缺损，使用复合树脂修复若不能满足美学的，

功能的及固位的需要时，通常采用冠类修复。与修复后

牙牙体缺损的铸造金嵌体，高嵌体及部分冠相对应的修

复前牙牙体缺损的方法是烤瓷贴面。烤瓷贴 面的边缘 要

伸展到跟缘。修复仅涉及前牙切缘或切角缺损的治疗方

法尚有缺陷。以往 曾以近中切缘远中或IV类嵌体的形式

)lJ铸金充填，l角今从美学角度令人根本无法接受。

机 械学的从础 。如果没有这个).t础 ， 难以想 象会有今 口

的保护性 的
’
J牙同色材料的粘合。

酸 蚀 的 原 理 是 通 过 酸 蚀 处 理 使 釉 质 表 而 发 !l{ 选 择 性脱

矿
一
。 .佰薪 度 的树 脂 渗 入 釉 质 表 而 的 微 孔 内 ， 在 树 脂釉

质 界 面形 成 深 入 的微 观 lbl位 粘 结 。 山酸 蚀 处 理 所 获得

的粘结 力 比釉 质 l̂l 有的粘接 力 高 出约 ION/mm
’
。瑕 若其

杭 水 解 性 能 足 够 的 话， 釉 质 树 脂 粘 结 系统 便 不 需 作进

1步 改进 。

切缘 缺 损 (牙冠 切 l/3缺 损 ， 光 滑 面 龋 或 局 限 性 变 色 )

时 ，选择 哪种修 复方法 的确 是个 问题 。常 规 的 复合树 脂

不足 以修 复此 类缺损 ， 而用全 冠修 复 则会使健 康 釉质损

失 大约60呱 70%。新 塑烤 瓷及粘 结材 料 的 发展 和 患 者 对

最佳美学效 果的执 着追 求，以及对减 小釉质损 失 的期懊，

促 使 我们 为 患 者提 供 更 多种 类的修 复方法 。 切缘修 复技

术 (Ku，ltzc/Fisch。:)11是是从 平 面技 术 的 长期j八之川实 践
「1，

发展 l(l]-来， 用此 方法修 复 前牙缺损可 以最 大限 度地 保 留

釉质。在 切缘 修 复 词 ，卜 切缘特 指修 复 部位 ，修 复特

指恢 复 前牙缺损 的 切缘 。

为改进牙科材料 与釉质或 牙本质的籽，结 ， 采取 的进 步

举措 是对修 复体的粘结 面作附加处理 。对烤 瓷 表面先用

氟氢酸， 而后再作硅烷化处理最 为常 用 。 首次对烤 瓷进

行酸 蚀处 理 的实验 始 J
几1982年 。这 些研 究 证明 ，经氟氢

酸 处 理 的烤 瓷 表面微 孔 与经 酸 蚀 的 釉 质 表 面微 孔 很相

似 。其原 因是酸选择性地溶解烤 瓷 表 而除铝化合物 以外

的硅酸 盐 类化合物 。 氟 氢化 合 物 的 另
一
特性 是对烤瓷

材料进 行表面活化。

对烤瓷修复体表rfll处理的第 几步是川硅烷藕合剂。它具 一

文献 回顾

Bu，)n、()r。是将 与 牙同 色材 料 永 久 粘 lhI 于 釉 质这 领 域 的

先驱 ，酸 蚀 技 术便 是 山他 最 旱报 告的 。 山此 奠 定 r粘 结

译 者: 北 写t价 科 人学 日!阳 ，
‘
赞院 修 岌 科

.卜}日 北 京 海 淀 l钊
’
I了桥 路 州 号 (l叩洲 l)

有 双 功 效 分 r结 构 ， 与烤 瓷 表 而的 气 化 层 和 复 合 树脂中

的 有机 基 质 形 成
一
种 有机 硅 烷 化 合 物 形 式 的 化 学 结 合。

从 1977年 至今 ， 应 川 硅 烷 籽:结 剂 形 成烤 瓷树 脂 粘 结 的抗

张 强 度 研 究 已 有 许 多报 道 。 198斗年 Calanoia和51，。o:飞、。n在

使 川 和 不使 川 硅烷 粘 结 剂 的 条件 !‘， 对 材 料 表 面经酸处

理 和 不经 酸 处 理 的打乙张 强 度 进 行 比较 。 结 果 显小 表面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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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尸IIL七)11石!烷 长
I，结 剂 更为 币要。 I(li既 经 酸 处 尸l!又经 硅烷

化处 理 ， 工〔杭 张 强 度 最 大 。

造 方 面 的 原 囚 ， 钻 针 头 的 改径 为 3mm。

实现
’
j牙本 质的tll.结， 从 血扩 大 与牙同 色充填 材料 的适

应 证。这 意味 若牙本质 粘结 剂 ，.I被 视 为籽，结 剂的最新 发

展 。这些 牙本 质tll，结 剂 有两种功 能 : 完成 与 牙本质 的粘

结， 粘结 强 度
’
j复合树 脂 和 复合树脂 水 门字J

’
相似 。 牙本

质
’
j复合树脂 或 复合树 脂水 门字J’之 l飞lJ尚 不能达 到 直接 的

连结 。 不 久 前， 对 高效 牙本 质 粘结 剂 的体 外 实验研 究 显

示， J琴粘结性能 有明 皿改 善。 人们对此 充满 希甲八

小 头钻 针 只川 J
几
对修 复体 的最 后修 整 。钻针 头和颈 的 长

度 比例 与柱状 钻 针的相 同。在钻 针头 部顶端 的 表面有宽

0.三nlm的细粒 度 金刚砂 。

所 有 钻 针
一
的 边 缘 均 是 圆 钝 的 ， 以 防 止在 修 复体 内产 生过

人张 力 。

切缘修复技 术

牙体 预备

‘
j以往叙述 的方法 不同， 切缘修 复技 术的 牙体 预备必 须

遵循特定准则。 l红牙体 预备的特点是釉质 卜的扩展肩 台

(图 】)。这 样 预 备 方 面为酸 蚀提 供 足够 的 l(li积， 另
一

方面为 出现 于前牙区的剪 切力提 供 支撑 。lbI位 区的范围

应
‘
j牙体缺损 的范!IjI相对应。有 牙体组织 支持的烤 瓷部

分
’
j无 牙体 组 织 支持 的烤 瓷 部分之 比应 为 】:1(图2)。

囚为烤 瓷材 料 是括I定 在釉 质之 !:的，所 以 牙体 预备时 ，

要特 别注意将 釉质磨除 量严格 控制 在0.，o.7m:n范围 内。

此数据 来源 f对 前牙釉质解 六U结构的测 虽 (釉质厚度约

。.8斗mm)。全 部磨除 釉质将 使酸 蚀技 术 缺乏足够 的固位

从础 。釉质磨除 从过 少，则足够厚度 的修 复材料将 改变

牙 齿原 有的外形。个 别区域 寨露的 牙本质 可川 牙本质粘

结剂或 牙髓保护材料 。

修 复 切缘 的 牙体预备

预备 量主 要取 决 于缺损 的 人小 。进
一
步 说，取决 于 前 牙

的 牙体解 刘形 态及局 部解 刹关 系。既 要 考虑 相对于釉 质

l[li言髓 腔 的大小 和范围，又 要考虑 前 牙在 牙，二!:的位 者。

修 复 切缘 缺损 11.t要在釉 质 l几预备环 形扩
一
展 肩 台 (图4。和

斗b)。柱 状 金 刚砂 钻 针 用 来作 牙齿 的 唇 面 和邻 面的雏 形

预备和形 成外形 。钻针 的 l’.作端 要与 牙 长轴 平行， 釉 质

的 磨除 量约 为0.，o.7mm。 l几作端 直径 为o.7mm的 钻针 可

以 帮助 指 示 釉 质 的 磨 除 星。 肩 台 高 度 最 好 在2.，3.omm

范 围 内， 其 高度亦 可借助 J
:
钻针头 的 长度 来估 计 (钻 针

头 长，.omm)。

灯状 金刚砂 钻针 用于 预备 舌面肩台。钻 针 平行 于牙 长轴 ，

将 釉质磨 至所 要求 的深 度 。囚制造 方 面的缘 故，钻针 头

部的 直径 只能 是 3.omnl。 牙颈轴 线 角依 照 钻 针 头部 的 形

状 l而圆钝 。忿!liJIni角为90
“
。

烤瓷修复体的结合缘应达最佳状态。因此需 要川特殊的

牙体预备工具， 采川新的牙体 预备技术，使预备体尽善

尽美。同时还需 要技术熟练的技师来制作密合的修复体。

在此 我们推荐修复切角及切缘缺损的改良牙体 预备技

术和相应的牙体 预备 卜具。

要使 川细粒 度 金 刚砂 钻针 完成 牙体 预 备 。绝 对 不能使 少IJ

钨 钢 钻 针 ， 囚 为按 照 Mormann 的 观 点
‘，， 钨 钢 钻 针 会 分

致 顶备体 边 缘 缺 日的形 成 。 为尽 可能 减 小边 缘 的缝 隙 ，

最 后要 用细粒 度 的小头 金刚砂 钻针将 肩 台修 榷光滑 。

牙体 顶备 f具

整 套 牙体 预 备 !几具 !!l，支金 刚 砂 钻 针 : 柱 状 ，(ll，t十和灯 状

钻针， 下于种 形状 ，fll.针 的 金 刚砂 又有粗 细 两种 粒 度 ， 还 有

l支细 粒 度 小 头钻 针 (图 3a一3(
、
)。 柱状 钻 针 川 J

飞
预备 釉 质

唇 l6I’和 邻 面的扩 展 肩 台 。 因 为 预 备 前 牙 表 面操 作 比较 容

易， 柱 状 钻 针 的 颈 部 比钻 针 头 部短 !/3， 钻 针 头的 直径

是o.7nllll， 正 好
‘
j肩 台 区 的 釉 质 磨 除 量吻 合 。 钻 针 头 与

颈 共 长8·，m‘，1。

修复切角的牙体预备

牙体预备 墩取决于前牙缺损的大小，牙体解剖形态和局

部解glJ关系。修复切角缺损 与修复 切缘缺损的牙体预备

形式有所不同 (图，a和5卜，)。除前述的扩展肩台的预备

以外，为扩人括!位面还要预备近中或远中切角。预备时，

少11柱状钻针作桥面和邻面的预备;用灯状钻针作 舌面预

备;切角预备 也用柱状钻针。而后，用相应形状的细粒

度钻会}
·
作细 预备。最后用小头细粒度金刚砂钻针将肩台

修整光滑。

灯状 钻全十是 为 预 备前 牙的舌侧 肩 台 而特 制 的 。 因 为钻针

头 部的特殊 形状 (，
，’
，出的椭 圆形 ) 正好 与前 牙 舌侧 表 面

的铲形相吻 合 。 若川常规 钻 针 flfi备此处 的扩 展 肩台则操

作难度很大，但 川士J
一
状 钻 针就 很 容 易操 作 。此外 ， 钻针

颈 部 长度 与头 部 的 关 系 (颈
‘
j头的 比例 为2:l) 有 利 于

对 钻t十的控 制 。火J
‘
1犬钻 针 的 头

’
j颈 共 长8.，mnl。 IIJJ

:
制

切缘 修 复 技 术 在 牙 体 预 备 时 ， 保 护 剩 余 牙 体 乡t织 的 原 则 :

1. 牙 体 顶 备 的 范 围 卜要 取 决 J
几
缺 损 的 大 小 。

2. 在 釉 质 卜预 备 的 扩 展 肩 台 深 0.，一o.7mm， :f矽 .:一3.omm。

3. 切缘 全 部 缺 损 时 ， 要 预 备 环 形 扩 展 肩 台 。

4. 切缘 不 完 奈 缺 损 时 (切 角 缺 损 )，除 预 备 环 形 肩 台 外 ，

还 要 作 近 ，1，或 远 中 切 角 的 预 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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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牙体预备示意图:

在釉质上预备扩展的肩台

图2有支持烤瓷部分

和无支持烤瓷部分的关系

图3a一c切缘修复技术牙体预备所用边缘圆钝的钻针

图3a 柱状钻针 图拓 灯状钻针 图k 小头钻针

病例

两位患者前牙的切缘IV类缺损，牙医均为他们设计了烤

瓷全冠。于是患者前来咨询是否还有比烤瓷全冠的损伤

性更小的修复方法。图6和图7显示患者初次就诊时的情

况及修复治疗后的效果。

本修 复方法 的适 应证 为BlackIV类病 损 ， 而且对 轻度错位

牙，局限性牙体变色或光滑面龋的修复效果亦佳。

讨 论

用烤瓷修复体修复前牙切缘或切角缺损的方法可以最大

限度地保留釉质。在传统的修复方法序列中，修复后牙

的方法有充填、嵌体、高嵌体、部分冠和全冠，而修复

前牙的方法仅有复合树脂充填和全冠，对某些大面积缺

损 (如四环素牙)病例还采用贴面修复。这种新技术填

补了传统的前牙修复方法中从充填到全冠之 间的空白。

本修复方法的禁忌证为缺损范围达跟下，釉质发育不全

及各种机能异常 (如磨牙症 )，也不适用于修复大范围

的牙体缺损。对釉质发育不全和位于酿下的缺损进行酸

蚀，将极大的影响粘结力。而酸蚀处理在保持烤瓷修复

体的长期成功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牙齿的氟

化度高时，釉质结构呈不规则状，需要适当延长酸蚀时

间， 以保 证 有 足 够 的粘 结 力 。

这种新型修复方法不仅可以减少釉质的损失，保持个体

牙齿的颜色和形态，而且把预备体外形严格限定在牙妞

上方的牙冠釉质上，又确保 了理想的酸蚀处理条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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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 为修复切缘在釉质上预备的环形扩展肩

台预备体 (唇面观 )

图4b 为修复切缘在釉质上预备的环形扩展肩

台预备体 (舌面观)

图5a 为修复切角在釉质上预备有角的扩展肩

台预备体 (唇面观)

图sb 为修复切角在釉质上预备有角的扩展肩

台预备体 (舌面观 )

过牙体预备形成 了预备体的就位道，简化 了取印模技术。

预备体边缘的位置在粘固修复体时能做到充分干燥，并

使牙胡缘处的卫生更便于维护。此外，酸蚀处理后的切

1/3处的釉质为修复体提供 了最佳固位结构。

用精细调和的复合树脂粘固修复体，使修复体边缘不

易被人察觉。为使修复体、牙齿与粘结用水门汀相配，

水门汀有多种颜色可供选择。厚度有限的烤瓷修复体

允许光敏树脂完全固化。优 良的预备体轴面及边缘形

态使修复体在完全就位后，其边缘仅形成微小的缝隙。

因为烤 瓷修 复体 既 薄 (0.7一0.gmm)又透 明，所 以使 修

复体 与前 牙 的 颜 色 相 匹 配 并 不 困难 。 牙 齿 的本 色 可透

过烤 瓷 而 显 现 。 我 们 还 发 现 了
一
个 真 正 的变 色 效 应 :

如果 正确地 选 择 了修 复体 的基 本 色 调 ，烤 瓷修 复体 可

以 自行调 整 至 牙 齿 的颜 色 。并 可 用 有 色 水 门汀 弥 补 剩

余的微小色泽差异 。

l临床治疗步骤将在以后的文章中详细介绍。

切缘修 复技 术是修 复Iv类病损的的新方法 。这种修 复

体不仅 更美观，稳固，而且 更大限度地保存剩余 牙体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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