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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大学 口腔 医院 门诊部从事修 复及种植 的临床工作 〔〕

“
口腔 美学

”
对 于我 们 大 家来说 已经 不是 陌生 的概 念 有人 认 为它是 口腔 医学的

一 个 分

支学科 我 认 为它应 该是 渗透 在 口腔 医学 各 亚专业 中的一 邵 分 、因 为无论 口腔 医学的哪 个 分

支都 包含 了给 叁者 领 面邵 带 来 了美 口腔 修 复医生 不仅要 为 急者恢 复 口腔咀 嚼功 能 ，还要 为

患者提 供 更好 的 美观 效果 因 为我 们 的 色者 已经 不满足
“
镶 牙能吃 饭就 行

”
，口腔修 复学的 发

展 也 已具 备 了实现
“
美
”
的 条件

要 达 到
“
口腔 美学修 复

”
气需要 医生 有 美学的知 识 和 理 念 ， 术前 良好 的设 计和 准备 ，精

益 求精 的修 复技 术 以及利 用各 种 可 能 的设 备和 条件 本文 中报告 的病 例就 是通过 全 面的术 前

分析 与 交流 ，制 定 了适 宜 的 治疗 方 案 在 术前 对 天然 牙列 的颜 色进 行 改善 后 ，再进 行 个别 牙

的修 复，取 得 了满 意 的修 复效 果 达 到 了冬者 的 美学期 望〔1其 中的许 多操 作细 节也很 值得 我

们借 鉴。一般 单 纯 用漂 白方 法 改善 牙齿颜 色的 长期 效 果不肯 定，而作者 采 用的 先漂 白后 修 复

的方 法其 长期 效 果还 有待 于观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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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美观 原 则
一
改是 修 复 三 原 则之

一
，现 代 修 复学

较 以 往 更 字上重 患 者 的 美 观需 求 。 个 别 牙修 复 的 美学

!!标 通 常 是 达 到
“
吏 自然

”
。如 果 患 者 对 邻 近 天 然 牙

的排 列 、 形 态 、颜 色 、 表vlI’ 形 态 、半 透 明性 等 美学

特 乎l{满愈 ，队
’
仁只需通过各种 手段准确 、全面地捕

捉 )卜表达这此美学特 征 ，指 导技师在修复体土进行

仿真制作 ，使修熨体 自然地融人天然牙列 ，就可 以

达到患 者的美学 期望 。

如果患者对其他天然牙的美学特 征不满意 ，提

、:。，l:l’;恻 、。:;杂 :、 乏 g



优 秀论 丈征 人 全牙 列漂 白后 个别牙冠修 复 :病例报告

出的美学 目标就会是
“
更美

”
，此时医生应为患者制

定全面的治疗 方 案。 首先改善 天然牙的美学 特 征 ，

然后再对其进行模仿 ，达到提升整体美学效果的 日

的。最典型的情 况是患者对全牙列 牙齿 的颜 色不满

意 ，如果直接对邻近 牙齿进行模仿 ，虽能达到
“
自

然
”
，但却不能满足患者

“
更美

”
的愿望 。

改善 牙齿颜色的治疗方法包括 牙 齿外漂 白、贴

面修复或全冠修复等。牙齿 外漂 白对于轻 、 中度 牙

齿内着色
一
般可以获得明显的治疗效果 ;与修复治疗

相 比较 ，牙齿外漂 白不需要磨 除牙齿硬组织 ，更符

合生物原 则 ，是
一
种值得尝试 的治疗方 式 。

下面展示的是
一
个在个别牙修复前对全 牙列进

行漂 白治疗 的病例 ，这 是
一
种更全面的治疗思路 。

病例报告

患 者刘小 姐 ，28 岁 ，双 _L中切 牙多年 前 曾进 行

不完善 的牙髓 治疗 ，导 致 明显变 色 ;同时双 _l二中切 牙

的 外 形 轮 廓 存 在 长 度 不 足 、 长 宽 比 不 协 调 的 问题

(图 1)。现双土 中切 牙 己重新进 行 了根 管治疗 ，患 者

希望通 过 修 复 改 善 美 观 。

临床检 查 见双土 l牙齿变 色 ，不松 动 ，叩诊 (
一
)，

X片显示 根管 治疗 完善 ，根 尖周 未 见病 变 。双上 1牙

眼高度 不 同 ，左 上 1牙蘸 略高 于右上 1。其 他 天然 牙

齿 形态 、颜 色 、质 感 均 正 常 。

患 者 不愿 接 受 牙跟 成 形手 术修 整 跟 曲线 ，提 出

自己感 觉 牙齿 没有年 轻 时洁 白 ，希 望通 过 这 次治疗

能 让 自 己达 到
“
更 漂 亮

”
的 效 果 。

根 据 患 者 的 要 求 ，作 者 决 定 在 对 双 上 1修 复 前

进 行 全 牙 列漂 自治疗 。漂 白前 比色 ，邻 牙 的颜 色 介 J
几

2M I与 2M2之 间 ， 即 ZM 1.， (左 」几2术 前 色度 位 :

L*，83.1，C*二17.3，h*
一
9勺.6，a* 1.8，b* 17.2)，

l二尖 牙 颜 色 较 深 ，约 为 3L2.，。 (图 2、3)

经 过 椅 旁 漂 白治 疗 ，所 有 牙 齿 颜 色 均 有 不 同程

度 的 变 化 ， 明 度 增 加 ，饱 和 度 降 低 ，但 牙 齿 颜 色 不

均 匀 ，表 面 有 自奎 条 纹 、斑 块 出现 。 漂 白 后 邻 牙 的

颜 色 接 近 IM I (左 上 2漂 白 后 色 度 值 :L* 87.刁，

C*=15.8，h*
一
85.9，a* 二1.1，b* lj.8)，上 尖 牙

的 颜 色 也 明 显 浅 于术 前 的 31 2.，。 (图 4一7)

漂 白后 3周 ，牙 街表 面 自平 条 纹 、斑 块 消 失 ，颜

色恢 复 均
一
、 稳 定 ，开 始 对 双 上 1进 行 修 义 。 汀先

对 邻 近 牙齿 进 行 比 色 ，邻 牙颜 色 为 IM I.，，并 且 拍

摄 数 码 影 像 表 达 、传 递 邻 近 牙 齿的 颜 色 、表 面 结 构 、

半 透 明性 等 微 观 美 学 特 征 。 (图 8一 11)

进 行 全 瓷 冠 的 初 步 牙 体 顶 备 后 ，再 进 行 纤 维 桩

核 的 牙 体 预 备 。 试 戴 纤 维 桩 核 ，粘 结 树 脂 粘 结 纤 维

桩 核 ，核 树 脂 修 复 缺 损 的 牙 体 组 织 。 精 细 牙 体 预 备

后 排 眼 、取 印模 。 (图 12、 13)

按 照 患 者 的 需 求 制 作 、 完 成 了 修 复 体 。 首先 改

善 了全 牙 列 牙 齿的 颜 色 ，然 后 完 成 r个 另lJ牙的 修 复 ，

使 修 复 体 成 功 的 融 人 了 天 然 牙 列 ， 实 现 r患 者
“
更

美
”
的 愿 望 。 (图 14)

图 1 治疗前双上中切牙正面观

石口 ，卜闪 日胶 医学 继 续教 育 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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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漂 白前 比色 邻 牙 的触 色 介 丁 夕M侧 。2刚夕之 间 图 业 几策白澎)比色 卜尖 牙颜 色较 深

图 斗 患者接受个牙列 漂 白治疗 图 匕 漂 白书疗后 的牙夕训正面观

图 6 漂 白后邻 牙接近 飞刚， 酬7 漂 白后 上义 牙方币色 日月扮变 卜多

肠

卯叼 介呼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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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昌 漂 白后 3周邻 牙 颜 色 为
，刚飞 到 七 告女仁马影像 显示邻 牙颜 色

‘扫国 l}朴 医学 继续 教 台杂亡
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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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飞O 数码 影像 显示邻 牙表面结构 图 川 数码影像显示邻牙半透 明性

图 12 纤维椎核 的牙体 预备 图 冷 精细牙体预备

图 14 治疗后牙列正面观

讨 论

个 别 牙修 复 由
j
J
几
需 要 综 合 考虑 天然 才的排 列 、

形态 、颜 色等 问题 ，经常 存 在 很大 的 修 复 难度 。 卜

面结 合 本病 例 的情 况 ，就 治疗 方案 的确 定 、 个另lJ牙

修 复前漂 白、美学 信息捕 捉
’
J传递 等 问题 进 行探 讨 。

治 疗 方 案 的确 定

现 代 修 复学 更 加 汁 重关学 原 则 ，医 ‘!击 要在 术

前和 患 者 共 同建 立一 个 切实 ，l丁行 }!勺
“
美学 日标

”
， J听

有 治疗 过 程 都 要为这 个 目标 )1民务 。 个另lJ才修 复 山 J’-

受 到 邻 近 牙 街排 列 、 形 态 、颜 色 等 限 制 ，患 者 的 美

学 期望 通 常 为
“
i卜别 人 看不 出是假 牙

”
，也 就 是

“
自

石 2 .{!司 !}:、 二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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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
。但这 只是通常情 况。

很多前牙修复的患者潜意识里都希望 自己的笑

容更漂亮 、更有魅力 。简单的
“
模仿

”
天然牙制作

修复体 ，虽然能满足大部分患者 的临床需求 ，但如

果能制定更全面的治疗方案 ，使治疗效果
“
超 出

”
患

者的预期 ，无疑可 以加深患者对 医生诊疗 技术的认

可 、加强患者对 医生 的忠诚度 。

本病例 中双上 1牙酿 曲线不协调是重要的美学

缺陷 ，会影响修复后的美学效果 ，因此 ，无论患者

是否接受牙跟成形手术 ，都要在术前进行交待。虽

然很多患者 由于惧怕手术 不愿进行蘸 曲线的修整 ，

但这种医患沟通可 以减少许多术后 问题 的发生 。

本病例 中，患者提 出了希望改善其他牙齿颜色

达到
“
更美

”
的需求 ，这也是很多患者会考虑的问

题 ，有些患者甚至会直接要求 同时贴面或冠修复其

他牙齿 。此时医生需要为患者作 出正确的指导 ，制

定最适宜 的治疗方案。

漂 白后牙齿颜色在 2
一3周 内还会发生小幅变化 ，这

种变化趋 势 、变化幅度是不能精确预知 的。有些牙

齿在漂 白后
一
段 时间内颜 色出现小幅反弹 ，明度略

降低 、饱和度略升高 ，本病例就属于这种情 况 ;也有

些牙齿在漂 白后
一
段 时间 内明度继续升高 、饱和度

继续下降。因此 ，漂 白后不能马上进行个别牙的修

复 比色 ，需要推迟 2一3周 。

个别牙修复前全牙列漂 白

在牙科治疗 中，漂 白是指针对牙齿 内部着色进

行的脱 色治疗 。牙齿硬组织 中产生颜色的物质通常

是含有可变单键 、双键和单 电子 、碳基和苯环等染

色集 团的长链分子 ，漂 白的过程是将长链分子 中的

有色基 团降解破坏的过程 。过氧化物漂 白需要的时

l司最短 ，是在牙科 中最常用的漂 白剂 。

牙齿漂 白分为外漂 白和 内漂 白两大类 ，其 中外

漂 白主要用于活髓 牙齿 内着 色。许多文献报道 了漂

白的有效性 。根据采用的不 同漂 白剂 、浓度 、产品

配方 、使用时间、使用形式和使用的激发光等特征 ，

漂 白方法可 以分为很多种 。 目前临床上采用较多的

是 Beyond冷光漂 白。

漂 白治疗对于轻 、中度变色牙
一
般都会有 比较

好的治疗效果 ，因此可 以作为轻 、中度变色牙改善

颜色的首选治疗方式。如果患者待修复牙齿之外的

其他牙齿适合漂 白治疗 ，无论患者是否提 出这
一
要

求 ，医生都可 以向患者介绍这种治疗方法 ，以免使

患者在修复后失去漂 白治疗 的机会。

漂 白治疗对于每个人的疗效各不相 同，并且还

没有准确的预期方法 ，因此 ，是否接受漂 白治疗需

要和患者充分沟通 。漂 白治疗后牙齿颜色通常的变

化规律是明度升高 、饱和度减低 ，但 由于脱水 ，牙

齿表面会 出现颜 色不均
一
、 白奎斑块条纹等情 况。

美学信息捕捉与传递

有些医生习惯将修复体制作不 良的责任归咎于

技师 ，其实不然。事实上 ，很多修复体容易被分辨

出来 ，是 由于不能体现出天然牙的特征 ，而其根本

原因是临床医师没有传递给技师足够的天然牙美学

信息 ，于是技师不能了解天然牙的客观状况 ，也就

无法模仿制作 。因此 ，进行个别牙修复时 ，首先要

对邻 近牙齿 的美学 特 征进行 准确 、全面 的捕 捉 与

表 达 。

天然 牙 的美学信 息捕 捉最 好在 牙体预备 前进

行 ，尤其是 比色 ，
一
定要在牙体预备前进行。否则 ，

牙齿在预备 中会 因反复 吹干而脱水导致颜 色改变 ，

牙釉质 、牙本质 、金属 、粘接剂等粉末混合物也会

污染 口腔 ，而且牙体预备后术者的眼睛处于疲劳状

态 ，并且在手术灯的长时间照射下视杆细胞失去 了

敏感性 ，此时很难 比色准确 ，尤其是明度很容易出

现偏差 。

采用 比色板 比色 ，会存在
“
中间颜色

”
的问题 。

无论哪个 比色系统 ，色板数量都仅有 20 个左右 ，然

而 ，天然牙需要 80 0余种颜色才能完全表达 ，很多

牙齿颜色不能用 比色板直接准确地表达 ，利用 比色

板只能选择 出最接近天然牙颜色的色板。此时 ，将

选 出的色板与天然牙共同拍摄 ，可以帮助技师理解

天然牙的真实颜色。

必须认识的
一
点是 ，数码影像表现颜色信息有

其局限性 :相机颜色本身有偏差 ，颜色的再现受显示

器影响。因此 ，并不是任意
一
张数码影像都可 以指

导基础颜色 ，必须在标准的环境 、条件下进行拍摄。

从色彩学的角度考虑 ，这张影像应当采用灰色背景。

如果有条件 同时提供 电脑 比色仪的测色结果 ，这些

信息就更有价值 。

美学特征不仅仅包括颜色信息 ，还包括表面特

征 、半透明性等多方面。表面结构是牙齿表面形态

学上 的细节特征 ，决定牙齿表面的光线反射特征 。

中，，、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改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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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情况下人的牙齿处于暗环境 ，表面结构对美观

影响相对较弱 ;但当牙齿受到强光照射 、处于亮环境

下时 ，光的反射效果就会引起人的注意 ，如果修复

体的表面结构与天然牙不协调就很容易被分辨出来。

半透 明性是从透 明到不透 明之间的梯度 。牙齿的切

端
一
般都会有

一
定的透 明度 ，适当的透 明度还可 以

烘 托 出牙齿 内部 发育 叶的形态 ，使 牙齿 看起 来更

生 动 。

通常的
“
比色信息

”
中并不包含这些美学信息 。

高水平 的技师直接观察病 人牙齿 ，进行 比色设计 ，

是减小美学信息传递误差 的最 简单 、直接 的手段 ，

但很多时候 由于条件所 限并不能实现 由技师直接进

行 比色设计 。数码影像可 以成为美学信息捕捉与传

递的重要工具 。当然 ，拍摄这些数码影像必须要遵

守拍摄规范 ，只有规范的影像才能为技师提供准确

的指导 。

致 读 各 信

尊 敬 的读 者 朋 友 们

大 家好 !

2。。8年 衬 于 《中国 口腔 医学继续教 育 杂 志》 而 言是 崭新 的
一年 ，杂 志从封 面、栏 目、 内容和排

版 设 计上 都 有 焕 然
一
新 的感 觉。我 们 力争在

“
创新

”
的基础上 充 分体 现 出杂志 的权 威 性 、实 用性 、可

读性 、知 识 性 和 指 导性 。

首 先 ，杂 志 的栏 目有 了很 大的 改动 ，具体 有
“
专 家论坛

”
、
“
前 沿 聚焦

”
、
“
文献 综 述

”
、
“
病 例 随

访
”
、
“
优 秀论 文征 选

”
、
“
学术动 态

”
、
“
书评 书讯

”
、
“
编 读往 来

”
、
“
讨 论 与 争鸣

”
等 。其 中 ，

“
优 秀论

文征 选
”
栏 目的 文章 将选 用 国 内 口腔 专 家推 荐 ， 国 内临床 医师原 创 的 文章 ;

“
讨 论 与 争鸣

”
栏 目可 由

国 内的 口腔 临床 医师 自由投 稿 ， 文章 将 与专 家及 其 他 读 者进 行 互 动 ;
“
编 读往 来

”
栏 目主要 是 为 临床

医师答疑 解 惑。 临床 医师在 诊 疗过 程 中碰 到 的各 种 问题 都 请 毫 无保 留地提 供给 我 们 ， 我 们会 及 时地

请 专 家为你 们解 决 。

另外 ，杂 志在 风格 上 也 与 以往 有很 大的 区别 ，我 们 力求 能够 让广 大 的读 者 朋友 们 积极 参 与到 杂

志 的互 动 当中。 为此 ，我 们 也 设立 了一 些新颖 、活 泼 的 小栏 目，如
“
学术 动 态

”
、
“
书评 书讯

”
。

现 在 ，我 们正 式 向广 大的读者 朋友 们征 集 来稿 、 来信 。您 可 以将 您对 杂 志 的建 议 和要 求 寄给 我

们 :您 觉得 什 么内容 的 文章 对 您 的工作 有 帮助 ? 您在 临床 工作 中都 会 遇 到 哪 些 问题 ? 您是 如 何 处理

的? 您还 需要 哪 些 方 面的帮助 ?我 们 杂 志 力 争搭 建
一
座 您和 专 家之 间 的桥 梁 ， 通 过 互 动 ，便 于 您和

专 家之 间进 行 学术上 的探 讨 与 交流 。

我 们将 以饱 满 的工作 热情 来时待 您 的每
一
封 来信 。 我 们会 在 最短 的 时 间里 与您取 得联 系，尽 快

答 复您 的 问题 ，虚 心听取 您 的建 议 。
一 旦 您 的一 些好 的建 议被 采 纳 ， 您将 会 得 到我 们赠送 给 您 的

一

份 礼物 。 同时 ，您也 有 可 能 获得 年 底 评 选 的
“
最 佳 读者

”
称 号 !

希 望这 本杂 志真 正 成 为 您诊疗 工作 中的 良师益 友 !

来信 请 寄 :北 京市 复兴 路 22 号 甲 3号 人 民军 医出版社 国际 口腔 医学 出版 中心 《中国 口腔 医学 继 续 教 育

杂 志》 编辑部 1。。842

电话 :010一5192 7300一8013

联 系人 :王 海 燕 (编辑 )

邮箱 :whv2005@ 126 Com

再 次 感谢 您对我 们 杂 志 的 关心和 支持 !

祝

工作 顺 利 !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编辑部

黔 尸

中国口腔医学\ 育杂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