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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两个病例介绍，说 明金属支架烤瓷嵌体桥用于后牙区修复

可获得功能 、美观完满的效果 。与传统方法相比，这种修复方法能

最大程度地保护牙体组织 。当然，要取得这样的临床效果，其前题

是所有的粘接步骤均需非常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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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明币:

在临床工作 中经常会遇 到这样 的情 况，即在
一
个保护 良

好的牙列 中出现
一
个或几个 后 牙缺失，其 中以六龄 牙的

缺失最为常见。 当缺隙旁邻 牙无龋坏时，医生对其进行

修复治疗时常会感到颇 为棘 手。这 是因为， 如果按照常

规进行桥基 牙预备，势必磨 去很 多牙质; 如进行价格 昂

贵的种植 手术，又会 因骨 质吸收及 牙槽晴 条件 的不利 而

不能进行;如采用铸造 嵌体桥进 行修 复，病 人常不满意

其外观，而要求
“
自牙

”
修 复，否则便拒绝接 受。那么，

对于这些小范围的牙列缺损 ，就 可采用棍合 式瓷嵌体桥

修复法。此处仅 以以 下两个病例对此进 行说明。

图 l右 上第 二 、 二 磨 牙 为 vMK冠 ，

右 上 第
一、 二 双 尖 牙 及 第

一
磨 牙 为 ce r二嵌 体 ，

左 上 第 二 双 尖 牙 及 第
一
磨 牙 为 ali。!oc。金 嵌 体

病例l:

患者 3，岁， 右 !;第
一
磨 牙 11岁时脱 落 ， 右 「第 二、 三磨

牙逐渐 向近 中移 动 ，使 缺 隙减 小 ， 右 下第 二双 尖 牙 向远

中移动， 与第二 磨 牙相 靠 。 由 J
屯
这 种情 况 发 生 于缺牙 区

骨质吸收严重时 ， 因此邻 牙不仅 有 垂 直方 向 l(li且也有水

平方向的移动 。此缺 隙后 来用alio loc〔)金 属嵌体 桥 利用 第

一、二双 尖 牙做 了个 双 尖 牙 大 小 的人 〔牙 。 3年 后 ， 此

桥几无功能且 已松 动， 第
一双尖 牙嵌体 下方龋坏 。患者

以 aholoco金 嵌 体 破 坏 为 主 诉 来 我 室 进 行 ce re。和 vMK 冠

修 复 。 该 患 者 日腔 卫 生 尚 佳 (图 l)。

治疗 中，去除铸造 嵌体桥 后，对桥 基 牙进 行保 存性 治疗 ，

即 用玻 璃 离子水 门汀充填 ， 口内情 况 如 下 (图z):

右下 第二双 尖 牙 向远 中移 动，并 有大 的MoD缺损 。

右 卜 第
一双 尖 牙 已行根 充，MoD洞 的舌侧壁缺损 、牙

尖 缺损 ，近 中缺隙 如
一
个双 尖 牙大小 。

译者:北 京庆科 大学 lJ腔 佚学院 修 复科

中闲 北 京 海淀 区 自石桥路 招号 (10。。阳 )

经与病人商讨治疗方案，最终选择 了瓷嵌体桥修复体进

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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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右 下第
一
、 _ 双 尖 牙 之 间 有 缺 隙 。 去

除 旧嵌体桥后，已作充填治疗

图 3舌侧 观 : 基 牙 右 卜第
一、 几双 尖 牙 ，

第
一
双 尖 牙 舌 尖缺 损 。第

一、 几双

尖 牙 预 行 瓷 嵌 体 桥 修 复

1.临床操作(基牙预备及临时修复 )

瓷嵌体 牙预备:此处仅需进行箱状 预备而不需轴而预 备。

因此要注意，预备后的边缘 须 lL于牙釉质 卜(图3)。

此仅 介绍 与临床 及技 l几操 作 有关 的
‘
些 问题 。

〕.技 「几操 作过程

终 模 型 须仔细确认 。 11除 r锯 开 的模 塑外 还 要 备有
一
昆

完 嚓 的模 型(图4)。铸造 时 采 川 .佰准 确 度 的 初 印模 进 行。

保 留完整 的模 型有2个 日的:

在 )日硅橡胶 取模 前，将 卜扰操作 的鳅组 织 以电 刀切 除 ;

所 有边缘均 须位 于龄 上， 以便 随 后安放橡 皮障 以保 证操

作 环 境 的干燥 。确 定 咬 合 记录 后 ， 用 面 弓转 移 蛤关 系，

然后为 预备 后的基 牙作临时性 修 复体 。对 于暂时修 复体 ，

我们推 荐使 川V()co(Cuxhavcn)的 塑料 材料 Clip。将 此材 料

填 入 窝洞 ，进 行光 固化 ，然 后根据 硅橡胶咬 合 记录 完成

蛤 面 与边缘 形 态。此材料 有弹性 ，随后 可整块 取 出。

作为复制模型的基础。

完成后的牙桥须戴在模塑 卜送交临床医生。

从 完整的模 塑 卜复制模 塑 须用特 殊 的 耐 火材 料

wc rt这种材料 即适于作金属烤 瓷修 复体 。

、VAK

修整锯开的模型为金属支架蜡吧的铺设做准备。

禁 用 含 I
一
香油 水 门汀 粘 固暂 时修 复体 。 因为 最 终 修 复

体 粘接 时 ，残 留 的 J
‘
香油 水 门汀 会妨 碍 树 脂 粘接 剂 的

完全 聚合 。下 面介 绍 完全 瓷被 的金 属 支架 嵌体 桥 的技

工操作 步骤 。

2.技 工室 l几作

最大限度地保 留未受损的牙齿结构， 以便桥体 籽，接就位

后能通过嵌体 与基 牙传递蛤力。技 工制作 应绝 对准确 ，

以保 证修 复体使 用寿命 长且稳定 以及足够 的、优 J
:
全瓷

修 父体 的杭弯强度。

J移成 蜡 塑 时 要 考 虑 将 所 有 的 边 缘 山 瓷 覆 盖 。 因 此 金 属 支

架 蜡 型 仅 作 到 峡 处 。 也就 是 说 ，支 架 仅 为 覆 盖 层 的 核 心 。

为 r减 少 金 属 各 部 分 的 装 配 ， 须 形 成 恳 空 桥 架 。 可 采 用

各 种 形 状 的 蜡 中 心 网 (图 匀。 铸 造 选 川 含 金 吊 高 的 铸 造 金

属 (PortalmPul、，Fa.Wiclan(1.pf、)rzh〔im)进 行 ， 然 后 进 行 喷

沙 与退 火 (图 6)。 接 着 ， 在 余 属 表 l颐涂 遮 色 层 。 遮 色 层 仅

涂
一
f金 属 支 架 与 顶 备 体 边 缘 之 间 的 问 隙 处 。 耐 火 模 型 卜

架 后 ， 安 放 好 金 属 支 架 ， 根 据 需 要 再 添 加 瓷 粉 进 行 重复

烤 瓷 (VitaOmega，Fa，Vita，BadS“ckingen)。

近 两 年 ， 我 们 对 5个 后 牙缺 失病 例 进 行 了金 属 支 架 瓷嵌

体 桥修 复，无
一
失败 。 鉴于初 步实践 的成功 ，我们愿 l句

大家 在此作
一
介绍 。但必 须强 调的 是， 目前此 类修 复体

尚处 于临床 试 用阶段 ， 并未证 明适 用 r所 有病例 。故在

对于修 复体 的耐 久性 而 言，
‘
个 币要的 方面就 在 于 其蛤

面 结 构 。这 需 要按 照 Schu卜提 侣 的 方法 ， 根 据 天然 牙的

蜡 记录进 行恢 复。 只有这 样 才能保 证 不会 因 瓷粉 晕过 多

l(lJ影 响功能 。

图4基 牙
几
预备后的模 型

图 5模 ’叫 卜的 蜡 ’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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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模 塑 [的 铸 件 ， ，.f见项备 体 边 缘
‘
J金

属支架间存有缝隙

图7，8

模 明 {的 金 属 支 架烤 瓷 嵌体 桥 颊 、 l个(li观

图 ，使 月l像 皮 障 的 右 l
子
领 卜_域 ，

，J、的 不 密 封 l犬_域 JI](
’
。、it(F。、F、I，、

k
)密 封

图 I()

在桥体乡1[织 面涂酸 蚀 齐.」

图 11在 酸 蚀 处 涂 511。:11、t。、rL.，1
9

lIi确地完成外 部形态 井形成边缘线，然后将烤 瓷桥从耐

火材料模 塑 卜取 卜。此时注意:两 支撑丰「切勿抬得过 高。

为避免瓷缘 被损坏 ， 可川 种特殊 的从 胡桃皮 ，!，抽 出的

刺进行操作。 卜釉 前，将烤 瓷桥 先放在锯过 的模 塑 !几试，

然后再放在 完性的模 塑 !几试。对这
一
个最后 }L最 重要的

步骤必须 1卜常仔细 。不 可在锯 开的模 烈 卜去试， 囚为锯

开的代型足 可动的，常会给 人 以堆 牙扩 人的瑕 象。这毫

无疑问会 泞致错 误。川橡皮轮 对外缘 进行抛 光，牙合面则

通过咬合机械抛光。烤 瓷的蛤 l(li牙尖宜 低终，这 虽然减

弱 了切削功能，但 对桥体却 了，保护作川(图7，8)。

前 ， 瓷 仍 有 破 碎 的 危 险 。

，.嵌 体 桥 准 备

川 酒 精 消 毒 后 ， 将 嵌 体 组 织 面 用 ，% 氢 氟 酸 凝 胶 (Vi t。

CeramlcsEtoh，Fa，Vita)酸 蚀 I分 钟 ， 然 后 川 水 冲 洗 2分 钟 )「

f
:
燥 (图 10)。 涂 卜silani、icrung (

M onoh、〕n、15.Fa.Viva(Icnt，

Schaan，l」ic。
，htonstcin)， 1分 乍，l，后 重 新 l次 l

:
。 再 将 粘 接 材 料

(Heliol)。)，、d，卜a.Vivaolent)涂 I:薄 薄
一
层 使 之 发 白 ， 光 照 20

秒 即 可 (图 11)。

6.基 牙 准 备

牙 齿 清 宁l
，
i后 ， I次 l

二
， 做 好 粘 接 准 备 。 邻 牙 )fJ赛 璐 洛 )}

一
隔

开 ， 以 防 酸 蚀 时 被 侵 蚀 (图 】2)。

4.粘接 :

将 完成 的 瓷 嵌体 桥 放 入 日 内 ， 进 行 粘 IhI 使 之
’
j堆 牙 成 为

体 ，还 需 完 成 酸 蚀
‘
j料，接 。 去除 折 时 冠 后 试桥 。 在 最

后 粘 接 阶 段 必 须 使 ;IJ橡 皮 障 以 保 证 粘 接 环 境 的 绝 对 1
二

燥 。小 的 不密 封 I人卜J川 Cavit(Fa，E、I)。)密 封 (I划9)。 但 粘 接

)!J3，%磷 酸 凝 胶 (EmailpreParatorGS.Fa.Viva(Icnt)酸 蚀 从 牙

l分 钟 后 、 冲 洗 】分 钟 ， 釉 质 表 而 变 自 后 吹 l
二
; 最 终 牙 bll

质 呈 自 亚 色 。 川 小 刷 在 牙 釉 质 和 牙 本 质 卜涂 层 牙 本 质

籽i接 剂 (Synta。，Fa，Viva〔Icnt)。 涂 JfjprimcrZO秒 后 吹 I
:
、 涂

川 Synta。长
，
i接 剂 20秒 ，再 次 l次 I

几
; 薄 薄 涂

‘
层 Holioho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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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用磷酸凝 胶酸 蚀 顶备 后 的 基牙，邻 牙用赛璐路 片隔 开 ，以防

酸蚀

图13准 备 粘接 桥 时 ， )I]楔 子将 邻 牙轻 轻 分 开 。 图不 : 条 和 楔 升放人

的 情 况
一
模
’创技 术

图14 桥 体 经超 声

就 位 后 ， 多

余 的 粘 接 材

料 尚未清除

图 15)月Glyccrlngel

防 止 空 气 进

人粘 接 部位 。

光 固 化 时 须

轻 )};以 确 保

桥 体 位 粉

图16桥体粘接后并去除 多余材料及橡皮障后的 门内情况

光照 20秒 。这 里 用Syntac作 牙木 质 粘接 剂 ， 不仅 为 「
-

步嵌 体 与牙 本 质 间 用 复 合 水 门汀 进 行 粘 接 奠 定 基 础 ;

同时 也 是 为 了防 l卜瓷 嵌 体 预 备 后 过 敏 症 状 的 再 度 出现

(可能 是牙本质小管 液体流 动缓慢 而致)。

粘 接 前 ， 用 塞 璐培 片 和 木 楔 r将 基 牙 与邻 牙 隔 开 ， 这

种 方法(Matrizcntcchnik)能 在很 大 程 度上 防 l卜树 脂 粘接 剂

在烦 沟(Sulkus)即 牙间隙 的滞 留。否则，要费很 大 力气 才

能 去除(图 13)。

7.嵌 体 桥 就 位

最 后 采 用 Noack法 使 修 复 体 就 位 ， 利 用 适 宜 的 触 变 性 树

脂 粘 接 剂 (Variolinkulora，Fa，Vivadent)在 超 声 作 用 下 进 行

粘 接 。 这 种 树 脂 粘 接 剂 的 基 质 是 新 型 细 颗 粒 混 合 复 合

体 ， 也 可 用 于 后 牙 充 填 。 超 声 处 理 可 使 这 种 .高粘 度 粘

接 剂 获 得 良 好 的 流 动 性 。 因 此 多 余 的 粘 接 剂 较 常 规 的

低 粘 度 复 合 粘 接 剂 (DualCementFa.vivadent)易 于 去 除 。

塑 料 材 料 经 超 声 处 理 会 众即 恢 复 其 初 始 硬 度 。 Va riol ink

Llltra 是
一
种 双 向 固 化 材 料 ， 即 通 过 光 照 或 化 学 反 应 均 可

固 化 ， 因 此 可 以 肯 定 地 川 于 深 字l司的 充 填 。 将 variollnk

ul tra混 合 后 ， 放 人 基 牙 窝 洞 ， 用 球 状 充 填 器 将 其 压 紧 ，

然 后 将 桥 体 放 入 ， 轻 轻 将 树 脂 粘 接 剂 挤 出 ， 经 过 超 声

处 理 ， 将 桥 体 就 位 在 最 终 位 置 l几(图 l斗)。 川 Heidemann这

利，精 细 的 涂 药 器 将 多 余 的 粘 接 剂 清 除 ， 尤 其 要 注 意 的

是 桥 体 的 下 方 。 细 小 的 地 方 用 Glyceringel(Airblocker，Fa，

De，Trey，Konstanz)进 行 处 理 ， l厉 止 气 体 压 在 If面 ， 然 后

光 照 各 侧 ， 共 约 5分 钟 (图 15)。

修 复 体 就 位 后 用 涡 轮 细 钻 及 可 弯 曲 的 礴 光 盘 (S。fLex ，Fa ，

3M，St.氏ul.uSA)进 行 修 整 。 )11细 磨 砂 (Sof肠 x，几，3M .EphanCe

F而 s卜jllgstriPs，Fa ，De，Tre y)Intensi、l几毽ano，交hwc iz)磨 修 邻 L硒。

去除 橡 皮 障 ， 检 查咬 合 并 进 行微 细 调 整 。 图 16 显示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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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作 为基牙的 左上第
一双尖牙和第

磨牙曾充填治疗过

图18 瓷嵌体桥的基牙预备

图19 左 [第二磨牙的牙体预备情况

图20 左上第
一双 尖 牙的牙体 预备情 况

图21 预备后的模型 图22，21显示桥 体 戴人2大后的情 况 ，仍 可见酿切 后红 肿的酿缘 。儿天后 图群 桥体 戴人 1年 半后

炎症 即完 全消退

后的 口腔情 况 。

病例2:

患都 。岁， 10一15岁时 左 卜第 二双 尖 牙 、 第
一
磨 牙脱 落 。

经详细讨 论， 决 定 采 用 瓷 嵌体 桥 以修 复从 第
一
双 尖 牙到

第二磨牙的
一
个 双 尖 牙 大 小 的缺 隙 。牙 齿 缺失 后 ，第二 、

三磨牙 向近 中移 动 ， 第
‘双 尖 牙轻 度 向远 中移 动 ， 使 缺

隙越来越 小 。下 面介 绍 其制 作 _l几艺原 理 。

病人的要求， 同时也是现代医学有效保持 日腔 卫生的 要

求 。 而这 在 几年 前 几乎很 少 考虑 。 因此 ，
“
美容 牙科

”

近年逐渐增加 。自从刃年代 复合树脂及酸蚀技 术 出现后，

粘接 技 术 以及 美观 效 果 更好 的 瓷的使 用在 牙 医 学 中兴

起，而其它方法则存在不同程度的缺点或完全被抛弃。

图17显示基 牙预 备 前 ， 可见玻 璃 离子 水 门汀 充填 体 的存

在。基牙预备情 况 见图 ]8一20。 图21显示模 型情 况 。图22

和23显示修 复体 放 入 n腔 3天 后 的情 况 。 第
，双 尖 牙近

中需作跟 切， 同时 可见桥体就 位 后 的最 初 几天酿乳 头 发

炎，色红 。图24显示 1年 半后此牙桥在 口内的情 况 。

讨论:

从预防角度看，达到美观的同时解决咬合问题不仅仅是

采用复合树脂及酸蚀技术修复前牙间隙及缺损现已成为

l喻床常规。将粘接技术用于后牙窝洞、选川树脂、瓷或

塑料嵌体进行修复已是成熟的临床修复方法。这种粘接

处理方法是从正畸学中借用而来的。用瓷作部分冠、贴

面、后牙嵌体反映 了现代牙科技术的进展。同样行之有

效的有全瓷冠以及粘接桥即马里兰桥。但这种 系统的薄

弱之处在于金属和粘接物之 间。针对于此应在修复体 卜

加 固位钩或钻孔。瓷嵌体修 复良好的效果(我们 主要用

cerec)引发 了我们对后牙的小缺隙采用瓷嵌体桥修 复的

想法。在这种修复过程中需要良好的医技配合、粘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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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病人的 口腔 1之生及对病人的宣教 。

经过 认 真仔 细 的 _f作 ， 可得 到 非常 美观 的效 果， 同时

最 大限 度保 存 r牙齿结 构 ，使 脆 弱 的 牙尖 或 侧 壁通 过

嵌体 粘接 ， 内部 尤 如夹板 固 定 ，特 别 是 各个 面釉 质层

得 以保 护 。 另外 ，经 过 调 查发现 ， 对 于具 有 部 分 牙本

质边 缘 的窝 洞 而 言， 采川现 代 可保 证
一
定 边缘 量 的粘

接技 术 也能保 证 质 量， 而 且与边 缘 为 釉 质 的 圆形 洞 的

粘接 效 果大 致 相 当。 当然 这 还 缺 乏 长期临 床 观 察 资 料

的支 持 。对 于在 更大 范 围 内应 夕lJ粘接 系统 ，还 应 确 定

选 用哪种材料(对我们来说就 是VIVadent公 司的材料)，避

免使川不熟悉 的材料 。

在利 用模 型技 术(Matrizcntcchnik) 安 放修 复体 时 还 有
‘
些

要 说 明 的 ， 就 是 在 楔 子 与 牙 齿之 问 会 有 些 薄 薄 的 树 脂

材 料 挤 出， 这 在 光 固 化 后 很 容 易取 掉 。 否 则 ， 如果 不

)11模 塑 技 术 ， 则存 在 危 险 ， 即 在 牙 的
‘
面或 裂 缝 处 挤

出过 多的 材 料 l佰导致 缺 陷 。 另外 ， 操 作 时 ， 特 别 是对

于深 的 窝 洞 ， 橡 皮 障 滑 脱 、 颊 侧 有 水 或 者 血 液 污 染到

尚术 固化 的 树 脂 材 料 等 均 可 妨 碍 固化 。 相 反 ， 而不 用

Maorizc技 术， 则邻 面会余 有粘接 剂 ， 固化 后有 可能 与邻

牙粘 固。 因此 出 1
几
以 l几考虑应 该采川模 塑技 术 。

S”tue/Varioli nk材 料 据 说 效 果亦 佳 ， 但 其 与 牙之 间 的 粘

接 效 果还 没 有得 到 长 期观 察 结 果的 支持 。

最 后 要指 出: 这 是
一
种 美 学 效 果很 好 的 方法 ， 但 时 间

长、 费 川 高， 尚不 能 作 为 常 规 方法 ， 其 进
一
步推 广还

需 进 行 长 期 的 临 床 观 察 。 可见 11腔 医 学 的 进 展 将 随 着

新 材料 的不断 出现 I(l]不断 前进 、永 无 lI.境 。

另外 ，注意掌握这种 治疗 方法的适应 证 也很 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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