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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切 口腔修 复重 建治疗都需 要建立 在健康 而稳定 的 口腔环境 基础之上 。

患 者对初 步治疗 的生物性 反 应 是评 价最终 修 复重 建计 划 的一 个重要标

准 ，同时 ，也可 以在 开 始修 复之 前 检 测在患 者 自身生 物 条件下 能 否达 到

预期 的修 复 月标 :本研 究所 使用 的方 法是 给患 者 长期戴 用 临时性 修 复

体 这 种 临时性 修复体 依据 预期修 复体制作 ，具 有
一定 的形态 和功 能 。在

口外进 行诊断蜡 型的分析是制作 临时性 和永 久性 修 复体 的重要 基础 ，在

这一过程 中 ，对 于牙齿形状 和位置 的必 要改 变可 以通 过很 简单 的方法 实

现 、

所有采用固定或 ，可摘 义齿进 行修 复的修 眨体都需 要多

学科的协作来制定治疗 计
一
划 、首先要进行 初步治疗 ，这

一阶段的治疗 日的 是 为了获 得健 康 而稳 定 的 Ll腔环

境，这也正是进 行修 复重建的先决 条件之 一)患 者对

初步治疗措施 的生物性 反应 是最终 修 复治疗 计划 的决

定性条件 经过 个性 治疗 和 监控期后 ，医生对
一
患 者的生

物性反应进 行评价 居了谓 的牛物性 反应除 J
’
患 者 lJ腔

组织对初步治疗 的反)、认外 ，还应 考虑到患 者 自身的修

复动机和合作 程度 ，这 也是修 复治疗远 期成功 与否的

重要影响因素之 一、
’
。此 同l讨，患 者 自身对 日腔功能

和美观的改变的适 应性 也是’1几物性 反应的 个重 要方

面。初步治疗 也包括通过 对患 者 自身生物 条件的 长期

评价来判断修 熨治疗 i}
1
划 ，l雨这 过 程可 以通过 长期

戴用根据预期修 复体制作的 、具有 定 形态 和功能 的

临时性修复体 来实现

来评价修复治疗 计划

材料与方法

修复时间的选择

对于设计制作长期临时性修复体时间的选择不仅 由初

步治疗 的类 型和过程决定 ，也依赖于患者 自身的因素。

在某些情况下在初步治疗阶段进行长期过渡性修复 也

是必须的 ，例如 ，可以确保患者能够维护 口腔卫生或在

拔除无保 留价值的患牙后维持一定的美观和功能。长

期 的临时性修复 也是检查问题基 牙修复条件 的一种方

法 ，从而控制整体的修复理念

本文主要描述 对于计
1
划用个瓷单冠 和固定桥进 行修 复

的患者，如何 采用诊 断蜡 型和 长期 戴用临11寸性修 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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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位 50岁 的女 性 患 者就 采用 了这 种 精 确 的治疗 过 程 ，

她 是 一 位 J
’一
泛性 成 人 牙周 炎 的患 者 ，上 领 处 于 牙周 炎

进 展 阶段 。上 领 所 有磨 牙 、左 第
一 前磨 牙和右 侧 切 牙需

要 拔 除 ;数 颗 上 领 余 留牙 的 牙周 预后 不确 定 。因此 ，在

确 定最 终 修 复计 划前 ，需 要 观 察患 者 对 牙周治疗 的 牛

物性 反 应 ，而 牙 周 治疗 过 程 则包 括 上 领 余 留 牙的深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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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a(左)病例 l粘 固 前的 卜领 长期 临时单

冠和 固定桥 .修 复体采月J计算 机

辅 助设计 和加 工的纤 维 加强 型聚

酞胺 支架加 以光固化 树脂修饰 而

成

图 1b(右)戴用 2年后的 长期临时单冠和l占l

定桥

图 Za 病 例 2，患 者原 有 的 内稀 酸树 脂 修 复

体

图 Zb 完全由光固化复合树脂制作的 上领

切牙长期临时冠

图 3 将 理 想 化 的咬合 诱导 关 系 记录 在 切

导盘 l，少卜以此制作长期 临时性 切牙

冠

刮 治 和根 面平 整 ，并 采用 手 术 消 除 右 上 第
一
前磨 牙 的

深 牙周 袋 、

制定计划和义齿制作

接着对该患者的几种可能修复计划进行 讨论 。对上领

磨牙可采用种植 义齿的方法进行修复 ，但需要
一些其

他的辅助治疗 ，而患者拒绝 了这
一方法 。同时她又对

活动 义齿存有疑虑 然而在最初设计 治疗计划仅设计

了前磨牙的籍 接触 ，这 么做 的前提条件 是在前期治疗

时要保存 足够的基牙并且患者能够习惯短牙 弓。由于

预成性修复会对牙周组织造成较大 的刺激 ，所 以在治

疗早期就要对上领的余 留牙进行牙体预备并 以长期 固

定临时性树脂修 复体进行修复 (图 1)。对拔 除的右上

侧 切 牙和左 上第一 前磨 牙采用 只单位 固定桥 进 行 修

复。同时实现临时性前磨 牙矜 以及切 牙形态 、颜色和

位置的改变 _通过确定 的初步治疗 ，可以开始从
一个

兼具功能和美观的标准点来进行观察

首先将研究模 型上半 可调牙介架 以辅助制定 长期 临 时

性修 复计划 的功能性分析 。在一般情况下 ，研 究模 型和

工作模 型都采用快速法上矜 架 基牙牙体预备往往会

造成领位关系的显著性改变或丧失 ，此时上矜 架法 记

录了患者个体的铰链轴关 系 ，有精确咬合 的研究模 型

和工作模型体现 出明 显的优点 。在这种情况下 ，新 的及

经过理想化及检验的长期临时性修复体的咬合诱 导关

系都应 记录在切导盘上 (图 3) 。当患者无 法适 应新环

境时 ，这种方法可 以帮助恢 复患者原有的功能性 领位

关系。病例 1和病例 2的研究模型都是按照咬合 的正

确位置上到矜 架上 的 :在病例 l中所有余 留上领 牙都

要进行牙体预备 ，在病例 2中需要采用单冠对 4个上

领切 牙进 行美观的改善 -

在某些情况下要在 口腔情况基本稳定 的前提下 ，在前

期 治疗 的结 尾 阶段 才能开 始长期 临时性 修 复 。病 例 2

正是这种情 况 ，患 者是
一位 66 岁老年 女性 ，她希望 对

上领 牙进 行美容修 复(图 2)

患者早 年的照片 也可以用来 帮助诊 断蜡 型的制作 ，以

达到牙齿外形和位置能够适应年龄 的变化 诊 断蜡 型

是设计 牙体预备的基础 ，决定 了每个基牙 牙体预备形

态 。诊断蜡型的硅橡胶 阴模 可以帮助控制基牙的牙体

预备量 (图 4) 「用 聚醚材料取 印模 ，工作模 型用咬合 记

录上矜 架。用硅橡胶 阴模将诊断蜡 型从研 究模 型转 移

中 国 日腔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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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a 护」倒 2 治 断 蜡 叨 的 了改像 胶 阴 十如 ，几认 图 4匕病 例 2，川l!]l 十象胶 日{十业抓
一
制 才 体 预 备 图 5 患 者将 要 试 成 的 诊 断 蜡 吧 冠 ，戈l{.l定

检 杳 从 才 灿 侨日]l}(J
’
」
一
体 帅 侨 {l卜 {l李 十厅的 内 稀 艇 树 脂 帽

芦
了 释了 罕

一甲V

图 6 八 }加11式 、城叫乍
‘
称lJ冠 图 7a JI;、任!』l，:

，
父善 j卫l涟缘 线 之 j]!If沐勺 }

临 !}、][’ 卜介冬翅 体

91 图 7匕 了 }_侧 切 勺
一
桥 体 }‘采川结 当耐巨织 呱

移 柏 术改 沂眼缘 线 之 后 的 }领 长 期

临 时 州 修 权体

到 工_作模 则 ，蜡 划 不 }
’
IJ妾放 到 了厂}

、
犷}，l(lJ 址 放 到 树 ]Jh 帽

上(图 5) J三样 蜡 塑 冠 和 囚 定 桥 就 !，几父石_患 吝 }日勺进

行试蛾 (I冬}6) 在 某此 刊 美 观 要求 附i污高 的 病 例 这 种

方法 ‘!!
一
以 在 长期 临 时 性 修 复 月

1
休 预 侨}]汀进 丫f{!夕1·的 i周

整
，
:患 名及 〕鲜家 属 探 i寸才 的 外 形 和 位 片 ，修 改 也 更快

更容易 同 样 ，也 .t丁以 刊 发 音进 行 检 杳 在 某皿匕睛况 卜，

对蜡塑的修 改 击 要 jj.’tJ 单 从 才 的 牙体 预 备 {!卜，这 要 迪过

测量灯}卿冠 壁 的 强 度 来决 定

结果与讨论

经患者11内检洲J自勺蜡 ，沙 ，]
一
以作 为制作 长期临 时性 修 岌

体的模卿 .1止择 何 种 树 ]Jh 材 料 和加 卜方法 贝l]取 决 J川佑

时性修岌休机械 和 美 观性 能 的 要求 这 l}i要特 别注 意

颜色和透明性

在病 例 ]l 1，采 川 4 个 中 冠 和 2 个
一
中 位 }，日定 桥 来 恢 岌

前磨 牙 叮宁关 系 ，这 时 i止择 使 川 i十劝一机 辅 助 设 i卜和 加 }_

的纤 维 加 强 少(lJ聚 西光月安 支 架 J之一1，lj作 (l)(止5 1)。·，It:，l)，戈 架

表 而 采 )}}光 1.门化 微 垃 料 \I
r
l
’
、Z曰

’
、 树 脂 进 仃 修 饰

(Vit:。川 冬11) 了卜乎l与例 2 ‘}，l)!l]采 川 光 l，
‘
l化 {{故九

，
L半1SR

Spe。
·tl、卜11扫{j指 制 作 日J勺

二{IJ冠 (l、。，(·I:1，\i、:，。I，、，11)(l冬!2)

在 病 例 IJ I‘哑 过 使 川 长 明 临 时 l’l 修 熨 体 来 付，i日明甲 达

丘
·]If
‘
l勺修 义 汗l挤i

;
日 韦J;， 不 仪 检 才:J

’
习
一
周 治 少j

声
后 l
’
l勺
’
}物 }

，
1

反 )、;人，也 观 察 厂新 建 的 前 磨 牙 才合的 情 况 同 时 也 有 助

J
几
患 扦 主 :;)]维 护 川 胶 l川 ，进 示f牙 周 治 项』

‘
，为 报 终 修 复

提 }}七理 想 的 条 件 山 于 患 吝 笑 线 较 高 (l冬17)，眼 缘 的 不

似]、i).
‘
J又、J美 观 有 影 响 ，在 I_介吵l右 侧 IJJ牙 桥 体 的 IK_五戈 采 川

J游 .鸟组 织 瓣 移 幸l’f的 方 法 利
一
软 纠}织 进 行 成 型 处 理 钧

-

这 位 置 利 川
一
单 位 树 脂 }，日定 桥 的 桥 体 来 拧 制 软 组 织

的 形 态 ， 经 过 戴 川 2年 长 期 临 时 性 修 复 体 就 ‘:丁以 得 到

稳 定 }}_尤 明 {.泛炎 拍几的 才 周 环 境 同 时 患 辫 对 前 磨 牙 殆

适 )、;z良 好 }!_尤 功 能 变 失 ，
‘
龙 全 接 受 外 观 的 改 变 以 }_

这 此 足 在 l_领 进 行 个 瓷 修 复 的 前 提 条 件 ， j们l)J确 J
’
修

复 治 疗 〔1标 单 冠 和 固 定 桥 的 支架 部 分 采 J}11，1。‘。i。l。川

系 统 板 化 错 瓷 材 半l (l)(止S D、·，1[:11) 制 作 ， 贴 l自}采 川

E，111，，、
、、、一2瓷 (l、。，、·l、，l

、、i、:、‘l。，11)进 行 个 卜l化 修 饰 ，。，J
一
以

‘
，
’
己个 艾 传ilJ长 期 临 11、]

·
rj卜修 岌 体 的 外 )1浪干11{]交介 (l冬}8)

中国川阴关学继玛 教 台 杂

在 病 例 2 ，}，刊 _l_领 切 牙 的 美 容 修 复 也
’
，衍 要 改 变 l访 导 ，

同 样 ，患 吝 了冲映 适 )、;人J
’
这 种 改 变 ，2个 )!后 就 !，!

一
以 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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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a 病 例 1，计算机辅助制作 的氧化错瓷 图 sb上领 全瓷冠 和 固定桥

支架

图 9病 例 2，上领 中切 牙全瓷 冠 ，机 械 切 割

制 作 的 支架经 过 个性 化 修饰

全 瓷 冠 的 修 复 。 冠 的 支 架 部 分 采 用 Celay 系 统

(Mikrona)，冠 的透 明性使 用 VITA CelaySpinell透 明

瓷和 VitadurAlpha修饰瓷来实现 (Vita)(图 9)。2个患

者的全瓷修 复体都进行 了粘接 。在修复治疗初期使用

长期 临 时性 修 复体 可 以确 保理 想 的功 能 和美 观 的关

系 ，消除治疗 刺激 ，并确保患 者维 护 口腔卫 生 的能 力 。

这增 强 了 口腔组织对早期治疗 的生物性 反应 。长期 临

时性修 复体还可 以在最终修复前检 查在患 者 自身的生

物 条件下能否达到预期 的修 复治疗 目标 。对 于达到理

想 的生物性 和美观性修 复效果而言 ，口腔组织 的反应

性 和患者对 口领 系统功能形态改变的适应性都 同样重

要 。长期 临时性修复体对最终 的修复治疗提供 了生物

性 良好 又非 常安全的方法 ，它可 以从 二维角度来 帮助

确定最终 的修 复治疗 目标 ，同时也是 医生 、技工 和患者

之 间进行交流 的重要工具 。尤其 是在情 况 比较 复杂时 ，

口外诊 断蜡 型是制作 长期 临 时性 修 复体 的重要 基 础 ，

医生可 以就诊 断蜡 型和患 者探讨 牙齿形 态和位置 的改

变 ，进行修改 也非常容易 卜

依据修复重建的难易程度不同 ，随之采用 的 长期 临时

性修复体还要 考虑到一些额外的治疗 和经济 支出。需

要依据在初期和最终治疗所 要解决 的生物问题 和重建

问题的复杂程度不 同对患者进行经济成本和修 复效果

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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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牙

齿 在 牙列 中的位 置 。

‘8 ，7 ，6 ‘， ‘4 ，， ，2 “
一
2， 22 2， 24 2， 26 27 28

“ ‘7 ‘6 ‘， ‘4 ‘， ‘2 “
一
，， ，2 33 ，4 3， ，6 3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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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困 )，45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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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