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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牙周病患者 中大跨度 固定义齿的修复治疗在技术上很难实现。尽管现

有的牙周再生手术和种植治疗通过增加基牙数 目来避免较大的修复跨

度 ，但是修复并发症却每每发生。本文所描述的方法将金沉积基底冠引

进传统修复技术 中，简便 了临床操作 ，通过提高修复的精密度而降低 了

并发症的发生。

引言 材料和方法

重度才周病患者牙齿拔 除后需 要进行修 复治疗 时 ，余

留牙的附着水平 以及牙齿 的松 动度通常 已严重恶化 。

在这种情况下 ，固定修 复体 可以保证功能聆 力的均等

分布 ，从而优于可摘修复体

当口内仅剩 少数 基牙时就需要使用 大跨度 的修 复体 。

在这种情况下 ，治疗失败通常是 由于技术 问题所致 ，而

并非牙周 支持 力不足。主要是 由于生物力学和物理学

上的原 因而导致 支架折裂 ，崩瓷 ，固位丧失和牙齿折断

等。该类并发症可 以通过增加基牙数 目来减少。后者

可以借助截根术 、半 牙切除术等牙周手术联合牙周再

生技术获得牙齿保存或者通过种植治疗来实现 。

该技术将 金沉积冠 制作 工 艺 (AGC，WielandDental)同

传统烤瓷熔 附金属全冠相结合 。在技工室加工制作 时 ，

金沉积基底 冠作 为初级结构 ，金属烤瓷支架作 为次级

结构 。制作 完成后 的组件送 到 门诊 ，使用 复合体水 门汀

将 金沉积基底冠 同金属烤瓷支架永 久连接 ，形成 口内

的指示结构 。当复合体聚合后 ，将修 复体从 口内取 出完

成制作 。最后检查 咬合 ，根据适应证 的不 同 ，使用暂时

或永 久粘接剂将最终完成 的修 复体粘接 到预备 的基牙

上 。

临床病例报道

本文 中作 者 描 述 了一 项 在 牙周 病 患 者 上 实 现 牙 支持 式

修复的新 技 术 。该方 法 借 助 金 沉 积 基 底 冠 ，通 过 消 除 信

息转移 过 程 中 (如 印模 制 取 ，模 型 制 作 ，铸 造 技 术 以及

口内戴 牙 )产 生 的诸 多误 差 ，从 而提 高 了修 复 的精 密

度。金 沉积 技 术 不仅 已成 功 应 用 于单 个 牙齿 及 二 单位

的烤瓷熔 附 金 属 基 底 支架 的制作 中 ，而且 在 可摘 修 复

体结构 如提 高 双 套 冠 外 冠 的密 合 度 方 面也 显示 出 良好

的应用前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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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2年 初 ，
一
位 54岁 的男 性 患 者 以侵袭 性 牙 周 炎

的症 状 就 诊 。经 过 牙 周 临 床 检 查 之 后 ，发 现 前 牙 区 牙 周

袋 深 达 gmm，前 磨 牙 区 牙 周 袋 深 达 smm，所 有 牙 齿 探

诊 出 血 均 为 阳性 。上 领 右 侧 第
一
磨 牙 根 分 歧 可 连 续 探

通 。 曲面 断 层 片 显 示 所 有 上 领 牙齿 均 存 在 大 量 附 着 丧

失 (图 1)。初 始 牙 周 治 疗 包 括 洁 治 ，根 面 平 整 以及 全 口

消 毒 。 治 疗 三 个 月 后 ， 使 用 半 定 量 聚 合 酶 联 反 应

(MicroDent，Hain一Diagnostik)进 行 病 原 微 生 物 检 测 :

细 菌 检 查 结 果 发 现 牙 眼 叶 琳 单 胞 菌 为 强 阳性 [+++〕，

间普 氏菌 和 福 赛 拟 杆 菌 为 阳性 [++〕，因而 连 续 服 用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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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a和 图 11。 l_领 牙 周 初 始 状 态 :

急 性 炎 症 (l 图 )

大 量 牙 水曹{号
一
丧 失 (子，图 )

硝 哩 10 天 ，5001119/次 ，3次/日。接 下 来 对 第
一 牙 弓 区

进 行 翻 瓣 术 ， 联 合 使 用 釉 基 质 衍 生 物 (E，，1(l‘)gai，1，

Bi，)ra1)并 拔 除 上 领 右 侧 第
一
磨 牙 。 到 20 04 年 初 ，所 有

牙 齿 探 诊 深 度 均 降 至 3rlln:，除 左 侧 上 领 第 一 前磨 牙 根

分 歧 外 ，所 有 牙齿 探 诊 出 血均 为 阴性 。此 时 上领 前 牙

区 牙齿 动 度 较 小 ;但 前 磨 牙 区松 动 度 要 严 重 的 多 (改 良

Mi lle r指 数 2级 ))依 据 现 有 良好 的 牙周 健 康 状 况 (图

2)，按 照 患 者 的 要 求 ，决 定 采 用 含有 主 次 组 件 的 牙 支

持 式 全 牙 列 修 复 体进 行 治 疗 、 其 他 的 治 疗 方 法 [l[以 先

正畸 关闭 前牙区牙问隙后拔 除 前磨 牙 ，然后 在后 牙区

放置种植体

预 备 体 基 牙 采 用 鳅 _L或 齐 鳅 !
”l槽 形 边 缘 取 11:，{，‘}交合

记 录 之 后 ，制 取 聚 醚 印 模 ，制 作 主模 塑 ，井 川 而 弓转 移

「!内 关 系 上 洲草架 _ 前 牙 队 显，J、较 大 的 前 突 度 ，相 对于

前 磨 牙 而 ，
‘
j
一
，分 散 的 牙 长轴 难 以 矫 止 (图 3 ) 囚 此 前

磨 牙 必 须 制 作 铸 造 内 冠 以 获 得 华 才 问 足 够 的 平 行度

([冬14) 11百牙 l犬t牙 齿用 余 亨兀积 从 )民冠 j井行 粉 洽

咚12a 和 图 2}， 对
一
周 治 少J

一
后 的

状 况 : 氯 己 定 利}关 性 牙 染 色 们

无 炎 性 症 状 (/ 图 )

稳 定 的 牙槽 骨 水 平 (石 图 )

图 3:1和 图 31 牙f丫架 卜 1牛莫J气日

侧 向 观 :难 以 通过 牙体 预 侨达

到 前 才 区 和 前 }共 牙预 价体 的 tll

f厂平 子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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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il、 。I:1} 金 }jL 积 技 术 在 才 周 病 患 者 大 跨 度 }.l.l定 修 翅 .{，的 !‘;厂川

{钊 4.和 }别 4卜 侧 l(l1 现 牡 小

铸 造 内 冠 补 偿 从 ，
一
1]J的 相 勺

平 丫」{这 f)]级 结 钩 的 听 了日业缘

J返J[止]了山，长

技工室制作 步 骤 及 口 内戴 牙

义 内 支 架 制 作 Jl上 在 灌 制 模 明 过 程 ，}‘留 出 2()(取 川 )
’
J
L
的

锡 卞}
‘
丫从 ‘l、11，l、l，l考，

·
g。》)1

1!Jl万“以 了更将 来 齐 纳 劣
了
温 l，

，，l化 析口复

合 体 /J{ ]
‘
JIJ从 (，(』(:。，11，\\ i，、l:，，1。11)。1，11:、{)，后 者 将 金 沉

积 从 底 冠 同 支 架 水 久 籽l接

但足 ，)lJ锡 万丫留 出 间 隙 ，
、‘
i在 模 划 }_确 定 咬 合 时 会 造 成

一
定 的 困 难 为 J’角丫决 这 止匕问 题 ，某 此 才 山 被 选 作 确 定

义街 支架 币 }
‘
}_位 胃 时 的 咬 介 冬照 点 根 据 修 复 体 的 大

，」、，.，j
‘
以 .1士于不l土勺丘

·{}
一
早峥!这 样 l

’
]勺参 照 牙 林f，土没好 足 位 上后

牙1、‘这 月
l’
才 尸、l只 是 在 乌

;
111lrll有 锡 宁商}!;}绕 ，以 {吏 义 抹JI

’
}勺[kJ

表l了}l{
，
l才妾卜lj百之了)〔不只J，t底 冠 的 才f补l(IIJ妾角」((图 5)

日内 试戴 11、J
一
检 查 j卜调 改 冠边 缘 的位 置以及 咬 合 内冠

只进 行边 缘 抛 光 ，其他 所 有 表 l{li仍 保 留喷 砂 后 的结 构

状 态 以 获得从 佳 的 支架 固位 效 果 接 下 来 使J}J水 门汀

进 行 内冠 粘接 ，少犷将 金沉 积 基底冠 同 义l标支架按 照 如

「_所述 的 IJ内的于片不 就 位 (图 6)
‘j
i冠 边 缘 调 改 完 成

并抛 光之 后 ，llJ检 杳习 「1，及 1卜正 中咬 介关 系。有些 情 况

厂，修 复 体 在 此 阶 段 击 要 币新 }
一
牙介架进 行 必 要 的 调

改 最 后 ，使川 永 久粘接 刹将 修 复体 就 位 少患 者 口内

通常情 况 下，)、认使 )}l树 脂 水 门汀进 行 村，接

修 复 治 疗 完 少戊之 JI亏，随 即 少f
二
始 l{腔 维 护 治 疗 ，包 括 洁

治 ， 川 控 巨‘}一指 份以 及 患 者 育 教 名虑 到 疾 病 的 严 重

程 度 ，每 陌 4个 月 复诊
一
次 、在 第 8个 月 复 诊 }{、上，牙 周

及功 能 情 况 均 已 稳 定 卜来 (1钊 7)

日 5 刊级 结 构 (jl日公沉 积 从Jl( 冠 和铸 i查内 :己)和 次 级 结 构 (如 余属 支架 .此 处 囚 图 解

了{色伯、记代 人{]]级 结 钩 的 彩幸方 边缘 ，而 左 侧 前 哄 可 处 的 黄系

“

反
月

.
一
一
」

卜‘︸

价
r

‘

刁

色标 记代 产、阴级 结 构 fll次级结 钩问 的 可介方终 门点 左侧 前 牙‘l)J牙 和尖 习
一
)红 黄标 记

lllJ 的冲 离代 人 余滋 积 状峡 己和 芝架间 的空 隙

{钊 61和 }冬1(，I 阴 {共 习 内 冠

钾!接 lrl 的 Il’」况 (/.}冬})

个 次 积 从 叭 冠 钊，接 到 支 架

}(了」叫)

中141 }!厂
一
户、学

寿
{}经 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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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a和 图 7b 修 复 治

疗 后 8个 月 的 日 内 情

况 :正 面 观 (左 图 )牙合

面观 (右 图 )

讨论

金沉积工艺适合于所有类型的牙支持式及种植体支持

式固定义齿结构。它在提高修复体的精密度和义齿支架

被动就位方面的能力使其特别适用于多单位修复体。

的缺 陷 。任何 同信息转移 相关 的问题 因此也被 去除 了。

我们有理 由认 为 ，通过该方法可 以最 大 限度 的降低 支

架上所 产生 的扭转 负荷 .从 而减少 了修 复并发症 。

传统 固定修复体容易 出现
一系列的修复并发症 ，此时 ，

密合性是其 中最重要 的因素。没有精确就位 的修 复体

将产生应力峰值 ，从而造成部分或完全 的义齿支架折

断。文 中所述技术去除了利用分段再定位方法 (如锡

焊或激光焊接 )以试 图挽救就位不 良的修复体的必要 ，

以及反复烧结过程 中所产生 的问题 。

该方法最大 的缺点在于
一旦使用树脂粘接剂按 照 口内

指示结合 ，就不可能再对烤瓷饰 面进 行后续调改 。而

且 ，从 牙周 的角度来看 ，双套冠技 术就 获得最 佳 的牙冠

外形而言也存在一定 的局 限性 ，因为金沉积基底冠 ，指

示用树脂 以及义齿 支架都 会在某种程度上增 加 牙冠边

缘 的厚度 。但 是另
一方 面 ，通过技 工室精确 的制作并将

修 复体 的边缘局 限在眼上或 齐眼 的区域 内 ，这些 问题

可 以得到最 大程度 的解决 。

在石膏模型上制作最终修复体支架的传统技术之所 以

出现问题就在于将修复体转移到 口腔 内时 ，通常会导

致误差产生 。如上所述 ，使用金沉积基底冠 ，通过在病

人 口内与制作完成的支架指示结合则克服 了这种 内在

但是 ，总而言之 ，这种更加流畅 的制作 过程所带来 的应

用价值还是 占主要 的。将 来需进
一步研究证 明 ，该技术

是否可 以 ，以及在 多大程度上可 以降低传统 义齿支架

所产生 的生物力学方 面的并发症 。

关于使用国际牙位标记法的说明

国际上 牙位标 记均 采用二位数标 记 法 ，第
一位数 字 表 明牙齿 所 在 分 区 ，第 二 位 数 字 表示牙

齿在 牙列 中的位置 。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一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48 47 46 45 44 43 42 41

本 杂 志 在 上 2卷 刊 登 的译 文 中 ，凡 涉 及 牙 位 的均 使 用 了 双 标 记 ，即 国际 牙位 标 记 和 国 内标

记 ，如 :21( l)，14(4 )，45(5 )等 。

从 本 卷 开 始 ，凡有 牙位标 记 均 用 原 文 的 国际 牙位 标 记 法 ，不再 转 换 国 内标 记 法 。

特 此 说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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