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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牙修复中如何选择复合体材料
及简化操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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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体是牙齿修复工作中最常使用的材料 ，常被用于预防性窝沟封闭、微创修复
，、堆塑、后牙区直接和间

接的复杂修复等。复合树脂在前牙区的常规应用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使临床医师能运用直接技术完成复杂的修

复 达到显著的美观和临床效果。最近 随着产品的发展与分层堆塑技术的临床应用.具有完美乳光及荧光特

性、提供更多颜色分布范围和色号选择的新复合体已经出现。但是临床医师普遍抱怨分层技术过于复杂 同时

颜色的正确选择也很困难。对市售的原本设计在中长期使用上能获得更好效果的先进材料 .更难作出正确的选

择。事实上 很多医师在最初的使用热情
一过 就放弃了分层技术 ，而选择了操作更简单或更易选色的材料。

本文将探讨在日常工作中如何在美学和临床视角上达到高质量的治疗效果。然而 对结果的预见性尤为重

要 因为其关系到治疗质量及医师和病人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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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龙泉 教授 点评 :复合树 脂 由于 色泽 美观 、物理 机械 性 能优 良以及可 以进 行 无损 伤 的 牙体 预

备 等特 点 ，现 已广泛运 用于 牙体修 复。复合树 脂 由于光照深度 有 限 ，在较 大 面积缺损修 复时 ，要

求 分 区或者 分层 充填 。分层 固化不仅 可 以降低 复合体 与牙齿结合 处的收缩应 力，较 少边缘微 渗 漏 ，

对 雕 塑 牙体 自然形 态也有很 大的帮助 。高质量 的 充填要 求功 能 良好 、美观 的修 复。为 了达到 良好

的 美观 效果 ，常要 求预 备短料 面，正确 使 用抛 光工具 ，彻底去龋 ，避 免形成 悬 突等 。在 牙体 的塑

形过 程 中，注重对 称 、均衡 、协调 等原 则 ，注意局部解剖 结构 ，如唇 面凸度 、近远 中缘 、切 角、

外展 隙等 ，使修 复体逼真 、 自然。临床 工作 中怎样在达到 美观 效果 的前提 下 ，简化操作 步骤 是我

们所 关心 的。本文从 美学和 临床 的 角度 出发 ，重点讨论 了如何 在 日常修 复工作 中，通过对 复合体

材料 色彩 的选择 及辅 助措 施 的运 用 ，用 简单 的操作 步骤 ，获得 高质量 的 充填 效果 。

译者单位 南方医科大学 口腔 医院

广州市广 州大道北 1838号 51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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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牙科粘结 术 由 于能 形成与硬到l织 的粘结 力，可

以在最 大限度保 留健康 牙体组织 同时 ，恢 复 牙 齿的

全部功能 (图 l一图 3)。在粘结 系统 出现之 前，医师

需要预 备出利于材料 的机械 固位形 。然 而难 以获得

时 ，将寻求修复性手段 l{lJ非 更为保守的技术。从实 际

操 作的角度 来讲 ，以前需要牺牲大 策牙体到{织 的临

床病例 ，现在运 用复合树脂 及粘结 系统 以及微创技

术完成修复 已成 为可能 。这意 味着医师 已能从 生物

学 及节 约 经 费的 角度 出 发提 供 个}
“
长化 的 治疗 方

一
案

(图 4一l冬113)。

图 3 牙龋愈合后行复合体重建的完成病例

图 丁 患者 ，肠 岁 牙齿 川 有不协调 的修 复物及 明显 的被动 图 4 患 者 33岁 不 满意 自己的笑容 ，但经济 条件较 差

萌 出

塾茄钵

袭
潺毓

瓣

图 2 牙龋成形术后重新确定牙齿长度 图 匕 很 明显
一
旦 去除 了旧的修 复体 「则不 可能 直接 用复合

体 在较 短 的治疗 时 间 内达 到较 高 的前 牙修 复水 平

‘又 2 .{{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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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洞形预备后制取印模 .设计间接前庭区的附加修复体

诊断蜡型和硅橡胶导板是个性化治疗计划的基础

图 9 印模被送至技工室 :以蜡型为基础 利用透明硅胶和型

盒制作贴面 用此方法简单快速地了解重建的修复体

图 7 在硅橡胶导板的辅助下 治疗计划用可流动的复合体

转移到患者 口内

图 10 照片着重展示了附加复合体贴面新的尺寸 :贴面与位

于 6颗前牙区的健康软组织实际上仍然呈不接触状态

图8 现在患者可对新方案的美学及发音情况进行评价 .医 图 川 完成后具有极佳的美学效果 并且生理损伤小和经济

师也能直接在实体模型上预备出所需要的空间 费用少

l。.、，.月空、 继续教 育杂 ; 炙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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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牙釉质 的材料 。

在不断革新的过程 中，复合体 已不再被认为是

某些不被前牙修复所接受的材料的
一
种美学替代品，

而是作为有其 自身特点 ，兼具美观与功能性 的材料 。

事实上这 些特性使之 既可用于直 接或 间接修 复术 ，

也可 以用于前牙区或后牙区。其 出色的多样化性 能

使其应用广泛。复合体不仅取代了过去的材料 ，也因

其独特的性能提高 了临床实用价值 。

2.方 法

图 12 。、匕治疗前后的情况 :贴面办法允许在牙体不受损伤

或微创的情况下进行修复 今后患者也可以再改用其他修复

治疗方案 或进行根管治疗

图 13 患者的微笑

近年来 ，复合树脂在应用方面及操作工艺上都

进行了革新。最初 ，复合树脂仅被认为是
一
种美观效

果较好的材料运用于修复龋洞。此后临床医师 ，利用

事先确定好的牙本质和牙釉质厚度 ，建立起外观 自

然的修复体 。这种技术称为分层堆塑技术 ，源于仿效

瓷技师的操作 ，促进 了以此为 目的而设计 的复合体

的发展 。在市面上众多的复合树脂材料 中，特别需要

寻找
一
种光学性能和机械性能都接近于天然牙本质

2.1 颜色和形态的选择

几 十年来 ，颜 色的选择
一直被高要求的临床医

师所争论 。不少文献 已就 自然特性及临床经验提 出

了各种建议 。就在几年前 ，我们都无法想象在治疗

中，可 以不借助 比色板的指导来得到接近的颜 色信

J息，就进行牙体修复 。自从
一
种通用的色彩概念被引

入 ，许多材料 的选色 已变得简单化 。今天众所周知的

是 ，底层 色源于牙本质体部 ，釉质色起到调节牙本质

色的作用 。对 牙齿颜色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牙釉质 的

厚度 ，并随着时间不断发生改变 (图 14)。所 以如今

牙本质复合体颜 色的选择集 中在使用单
一
的基底 色

调 ，配合不同程度的遮色，以及附随的牙釉质复合体

系统 以调节颜色。然而许多医师进行修复时 ，对遮色

的选择和不 同牙本质 色调 的数量 尚存
一定疑 问。在

本研究 中，我们尝试设计 出相 同色调 (A3)，不同厚

度的复合体盘状 色片 以简化此 问题 。视觉分析结果

表 明色彩效果与色片厚度相 关 (图 15)。由于牙科修

复体从颈部到切端 的厚度 不同，临床经验建议可采

用少量 牙本质 色，通过调整厚度改变颜 色范 围并使

用牙釉质复合体来修正底色。对这种类型的修复体 ，

重要 的是准确开辟 出每种材料所 需 的修 复体厚度 ，

否则 ，任何 随意的使用都是不合理 的选择 (图 17 一

图 19)。修复治疗 中节约椅位时间意味着准确地把握

所需要 的复合体使用量 。过多或过少的使用将导致

美学失败或者需要重新修复 。换句话说是极大的时

间浪费。

临床医师不应该 仅仅指望某种特 别品牌 的复合

体材料或者在
一
颗牙上使用很多品牌 的复合体来获

得美学成功 ，而应该寻找
一
种方法和指导 ，用 以辅助

正确 的空间设计 ，确保足够 不同透 明度材料 的分层

堆塑。因此对修复体形状的设计是本文探讨的基础。

为 了优化椅位时间以及效果 ，有必要在去腐和去 除

.了甲 中国口腔、 继续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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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正确再现年轻牙齿的牙本质层

甲 一严

一竺一
哪嚼

图 14 。透过这些特殊修复的复合体样本可以看出 牙齿颜

色来源于牙本质 牙釉质则起主要的调节作用 牙釉质厚度

决定于牙齿的不同年龄阶段

图 口 患 者 8岁 ，牙齿 飞1和 2{创伤 性折 断

图 飞4 b通过 仔 细地调 整切 牙牙釉质厚度 ，可 以再现 自然的

乳光层 而不 用添 加透 明复合体 .同时改变 了牙齿 的
‘
年龄

“

擎缪一

图 比 逐渐增加厚度的均匀A3色牙本质 厚度增力l] 颜色饱

和度增加 (彩度 )

图 !魏 。、匕 为 了获得关学效 果令人 满愈 的修 复体 ，须谨慎地

子空制牙本版 和 牙釉服 的层 次

}}匡{刚悴汾 货继续教 育杂亡
炙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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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怕 1年后随访情况

原修复材料之前 ，开始思考如何运用修复材料 ，以避

免丢失关于修复尺寸的全部信息 。获得有效和稳定

的修复指导是至关重要 的 ，这可 由体积稳定性强的

硅橡胶 印模提供 。硅橡胶导板可在原修复体去除前

或经 由预修复体以及蜡型等途径获得。除此之外 ，作

者建议在前牙区应用预成形的有多个凸面的邻面导

板 ，形成 自然的外形和优化邻面接触点位置 (参见本

文临床病例部分 )。

怎样解决这个 问题呢 ，

在最复杂的病例 中，作者推荐准备
一
个可 以复

制出牙齿的前庭邻面的、足够大的硅橡胶 印模 ，印模

可被切割成不同平面 ，冠状面或者矢状面。这种装置

已在修复科运用多年 ，既便于 医师掌握两种材料 的

厚度 ，也可在评估 出患者天然 牙釉质 不透 明度及所

选择使用的复合体后 ，决定为选择 的 牙釉质预 留足

够的空间 (参见本文临床病例部分)。作为常规准则 ，

作者建议预 留的空间不要超过 天然牙釉质厚度的
一

半 。
一
种 非常有意义的复合体材料就是最近 引入的

非常接近于 大然 牙釉质 的高折光性 的釉质材料 。如

图 21样本所示 ，运用这种牙釉质在增加厚度时不会

增加灰度效应 ，相反 ，明度会增加。当临床医师对 牙

齿重要部分如牙釉质前庭 区进行难度较高的堆塑时 ，

能提供很大的帮助 。

2.2 三维厚度

利用硅橡胶导 板 以及邻面 印模可 以设计 修复体

的二维空间 、高度和宽度 。最 困难是安排第三维
—

牙体厚 度 。作者认 为 ，这 是导致美学 失败的首要原

因。正确估算不透 明 以及透 明材料 的厚度是用复合

体材料进行牙体修复 中的关键步骤 。众所周知 ，釉质

材料越厚 ，
“
灰 色效应

”
越 明显 ，见 图 20 样本 中隐约

显现的晦暗牙本质 色。

图21 在中央 ，顺时针地逐渐增厚的新型釉质材料 (日日日 部

分重叠在A3色牙本质样本上 随着厚度增加 虽然牙本质被

覆盖但是灰色效应并未出现

图 20 在中央 逐渐增厚的牙釉质部分重叠在 A3色牙本质

样本上 釉质层越厚 牙本质色覆盖效应越明显 并表现出

浅灰色的趋势

2.3 材料的选择

对临床医师来说 ，复合材料种类的选择 是非常

重要的。怎样确定是最好的选择 呢?有时会从作 为

顾 问角 色的资深医师或者值得信任 的会议演讲者那

里得到建议 。这种情 况的缺点在于有时 同事或者著

名演讲者的能力会影响材料 白身所 固有的性 能。 另

外 ，对材料的选择 也 叮能受到在市场上展示最新材

料的公司销售 人 员的影响 ，例如所谓的拥有 奇迹般

的机械及美学性能的
“
神奇

”
产品、新的化学配方以

了 石 「、{、IJ、、 继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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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完美的性 能等 。虽然统计研究指 明了最常用的产

品种类 ，但临床医师依然信任知名复合材料的品牌 ，

甚至有 时 ，部分 国家仍在使用
一些众所周知 已经被

淘汰的产品。

从物理和化学 角度看 ，材料会随着时间推移 发

生变化。随着工业系统的发展 ，制造商试 图寻找微机

械及美学方 面都很稳定的材料 。现在他们用不 同规

格 的填料 混合成
一
定 比例 的树脂材料用 以优化汞合

金。近来混合填料的复合体 已被广泛应用 。这类物质

包含不同大小的填料颗粒 ，彼此混杂在
一
起 ，将树脂

比例降至最低。虽然树脂对于填料 的粘合很重要 ，但

实 际上在 终产品 中只是薄弱连接 ，因其在潮湿的环

境 中会更加恶化 。这种混合填料 的复合体家族 的
一

大优势是其具有很高的机械稳定性 ，虽然有时较难

即刻获得高抛光的表 面 ，并要求不间断地保养 以维

持最终效果 。以这 些材料组成的复合体 由复杂 的工

业技术制成 ，具有极度 同质性 以及组成颗粒尺寸为

纳米级 别的优点 。现在市面上仅有少数复合体是 由

纯粹 的纳米填 料组成 。许多厂商 采用将 不同 比例的

纳米和微米填料混合的方法 。

然而此类材料 的缺点在于其操作性 能。高载稠

性使复合体难 以堆塑 ，尤其在前牙区，如前述讨论 ，

需严格控制分层 的厚度 。另
一
难点在于不 良的美学

效果。材料 的微机械优化 (表面硬度 )以美学效果为

代价 ，也许是 由于缺乏如此优 良的颗粒与其光学特

性之 间的相 关知识 ，将纳米复合体和不 同比例 的微

填料复合体混合似乎能优化美学效果 ，其实它与最

新
一
代的纯混合填料复合体的特性相 同。

2.4 怎样从美学的角度评价复合材料

复合体厂商常设计 出
一 些 由牙本质和 牙釉质材

料 的树脂管组 成 的套装 。牙本质材料被分 为不 同颜

色 (A、B、C和 D)，以及根据 不同饱和度分成不 同

色号 。并 由不 同数字标示 ，最大的数字代表最深的牙

本质颜 色。如今市场上存在两种趋 势 。
一些制造商 简

化系统 ，如上描述 ，将 牙本质色调 减至只剩 A。据前

期 文献 及作者 的临床经验 看 来 ，这似乎 是
一
项 明智

的决定 。许 多 系统要 求联 合使 用 同
一
标 号的牙釉质

和牙本质材料 (如牙本质 AZ和 牙釉质 AZ等 )。这似

乎基 于简化操 作及 系统 的易理 解性 需求 ，而非科学

实验 。事实_L，牙釉质修饰牙本质基 色时 ，其效果与

天然牙釉质厚 度直接 相 关 ，越厚 则牙
一
街越 白和越 不

透 明 。

上述提及 的产 品大概 是 以牙本质和 牙釉质之 间

的色彩差异 为特点 ，牙釉质复合体具有更小 的色彩

饱和度 ，就像是被冲淡 了的牙本质复合体 ，因而表现

出更高 的透 明度 。
一
些厂商在其系统 中包含

一
种被

称为
“
体
”
的产 品。根据说 明 ，

一
层相 当不透 明的缺

失 牙本质组织应该 由相应体层 复合体材料和其后 由

牙釉质 复合体覆盖建立起来 。体层复合体可能是
一

种 中等透 明的材料 ，有时被称为
“
通用型

”
(
一
种单

独 的产品 ，可用来独立完成修复 )。然而其他厂商推

荐
一
些包含 常规 的牙本质和牙釉质材料 的系统 ，通

常这些 系统 的牙本质非常赫稠 ，牙釉质用 白色或唬

拍 色修饰底色 。厂商建议 根据患者年龄和残余 的牙

釉质厚 度选择所需要 的牙釉质材料 ，如果经过较 长

时间生理性 丧失 明度和 白度 ，则允许 更多牙本质底

色透 出。此外几乎所有厂商为高透 明度层提供
“
特殊

效果
”
的牙釉质材料 ，用 以模 拟天然牙切 1/3的橙

色或蓝 色乳光层 。

通过分析 ，可得 出如下结论 :

· 至少从理论上厂商趋 向于提供
一
种更加简化

操 作 以加快 治疗速度 并优化最 终效果 的系统 。

· 牙科全球化发展指 引产品发展 ，使其能够被

不 同需求及操作理念 的市场所接受 。

美 国市场及市场需求可 以看作是这种现象的
一

个典型例子 。普遍认 为复合体是
一
种仅用于前牙 的

小型或者 中型修复材料 ，更复杂 的修复也许需用全

瓷材料完成 。也需要注意到 ，美国患者更偏爱亮 白色

材料修复 ，以获得均匀性光彩效果 。美国市场将 关注

点集 中于 色彩 简单的材料上 ，例如低饱和度 的牙本

质 (有 时低于 Al)，以及适合于漂 白后修复 的牙釉

质材料 。相反 ，欧洲市场倾 向于更保守 ，竭力使修复

体 融人患者 自然 的微 笑 。在 欧洲工作 的医师注重细

节 ，颜 色的微妙之处 ，以及 由现 代复 合体获得 的效

果 。这样就有更 多的机会引起美学 困惑 ，经验显示 ，

产品说 明书往往不太有用 (图 22 )。尤其是临床医师

经常陷人误 区 ，将材料 区分为
“
简单

”
和
“
为美学难

题 而设计
”
两大类 ，好像真的存在对不美观修复体非

常挑剔 的患者或 医师 。甚 至有 临床 医师要 求材料具

有变 色龙般 的特性 ，似乎
一
管树脂真 的可成为化腐

朽 为神奇 的产 品。

}胭 「;胶医学继续教育杂二
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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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二二皿压二压几
面俱到 ，但却是批判性和分析性评价的 良好开端 。

一

些树 脂管可能用处 不大 ，而 另
一
些有可能很好地 与

不同的系统相整 合。客观地说 ，当比较不 同品牌 的相

同厚度 、相 同颜 色的样本时 ，色彩和透 明度可能会明

显 不 同。这说 明有必要 建立
一
种个性 化 色彩衡量标

准 ，特 别在需要 用到不 同复 合体 系统 时 (图 24)。

图 22 用 g种不同种类复合体 均为同等厚度的A3牙本质

材料及中等明度的牙釉质材料进行牙齿重建 最终检查时发

现修复体之间表现出很明显的不同

2.4 1 怎样克服这些困难

如此神奇 的产品是不存在的 ，这
一
点必须明确 。

如果使 用不恰 当 ，甚至是美容效果最 好 的产 品也 会

产生糟糕 的结 果 ，就像最 差 的材料在 良好的操 作下

也能取得满意 的效果 。 因此 ，持续训练对材料 的选

择 ，建立各种样本 ，运用不 同的分层技术才是通 向成

功之路 。
图23 有可能找到工具来调整材料厚度及创造出个性化比色板

2.4.2 有可能客观地评价
一
种复合体材料吗2

建议 首先建立起 个性 化 的 比色 图表 。 由厂家提

供的 比色板常不具真实性 ，由不同的材料 ，如塑料或

者卡片制成 ，或者根本就 没有提供 比色板。市面上有

许 多工具可 以制造 出厚度不 同的盘状样 本 。这 能清

晰地 给予操作 者 关于特性方 面的认 识 ，如复合体 的

不透 明性 、透 明度 以及色彩饱和度 (图 23)。另
一
项

有趣 的训练就是尝试着 不看标签判断 出树脂管里包

含的是 牙本质还是 牙釉质 。 当然这种训练 不可能面

鑫鑫蕊扭几二几挂压
图 24 比较 g种不同品牌 ，同等厚度的 A3色样本 注意到颜

色和透 明度都不同 哪个才是真正的 A3色呢。

表 1 用以评价材料理想选择所推荐的关键因素

娜章垮特蜂

荧光性

混合型

乳光度

纳米填料

微填料

流动性

不透明度

透明度

饱和度

明度

O:较差的.

牙牢傅

5

5

1

3

0

4

5

2

5

2

乳米求 镶缈舞方 稗 颧羹淤 舞球澎漪 喊瞬娜 爪 蘸乘
4 4 4 5 5

4 4 4 5 5

1 1 1 1 1

1 1 1 0 0

1 1 1 0 0

1 4 4 3 0

比较满意 满 意 4 很 满 意 ，5 非 常满 意

了召

}

，}，}司日腔医学继续教 r了寿怡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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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用天然牙的复合体复制品控制牙本质和牙釉质的空间

茱

忿‘
渭

了

萝
噢~

渗
鉴
蔚
象

纷

补

;瑞

了

z厂
。

岌

拼
甲

‘

睿

摹

攀

爵

、

谧
月

?
，

丫

华
愁
‘
仓

聪

其 次 应 关江 复 合体 的 物 理 和 光学 性 能 ， 以创 造

出
一
利，通 )!}的 优 先衡 讯标 冰 。如 表 1所 小 ，

‘
些 与 修

复 体 密 日J相 关 的 机 械 学 和 美学 特 性 ， 被 认为 很 有 必

要 ，而 另 外
1
些 是 令 人感 兴 趣 的 或 是 川 处 不大 的 。从

f最 近 的 义献 ，更 足 从 J
几
临 床 经 验 和 在 此 领 域 的 热

情 ， 作 者尝 试 首 建 认
1
种 系统 以评 价 日 前 市面 _l几l，l{J

复 合 体 材 料 。泪
一
意 到 天然 牙 街的 解 剖 学 形 态 ，就 有 }可

能 得 出舟 层 )们变的 建 议 (1冬125 )。事 实 1几，从 体积 和

色彩 的 角 度 来 吞 ，牙 本 质 构 成 J
’
最 币要的 层 ，并 日_念

味 着 是 最 终 修 复 体 与 余 留 牙体 整 合 的 士没关 键
一
层 。

纂 于 此 观 点 ，有 可 能
一
维地 制 作 出 牙 本质 体 部 的 模

型 ，因 为 牙 l’)j原 度 可 被 分解 成 多层 ，从 l{lJ将 牙本 质 义

合 体 局 限 在 至 多两 层 。 从
‘
个完 伴 的 大然 切 牙 获 得

的 不 易变 形 的 硅 橡 胶 印模 ， 允 许用 复 合 体 进 行 复 制

(图 26)。 川 此 复 制 品 把 牙 抹「分 为 月层 :刁
几
本 质 体 层 ，

牙本 质 层 (形 成 内部 解 吝」结 构 ，如 圆 l王状 和 乳 光 层 )，

以及 前 庭 处 表血 牙釉 质 层 (1别27)。丫}刻度 和厚 度 测

量工 具 的 帮 助 卜，准 备 J
’
:种 类 型 的 样 本 。

·第 种 仪 由 牙本 质 体 层 组 成 。

·第 几种 ftl基 底 牙 本质 和 解 剖 学 1沛莫拟 切 牙釉

质乳 光 层 的 牙本 质 组 成 ，包括 年轻 牙 l’1i (
了
个小 本 质

小 叶 )、成 人 牙 街 (水 平窗 )和 老年 人 牙 l’h。

·第
厂
种 山 牙本 质 体 部组 成 ，如 卜所述 ，有 :种

不 同 自I}1空 l川 o.3m:11、().STTI:11不[l().7，11111，便 于 均

匀地 复 制 出 几种 不 同 !U{度 的 釉 质 表而 (}冬128)。

图 27 牙本质预备用的预制硅橡胶导板 从左起 基底牙本

质 随后用第二层牙本质覆盖 以模拟少年.成年及老年牙

齿解剖上的不同乳光层

一
曝
飞
灌

/
价
丫

图 28 由不 同厚 度 (0 3m二.O smm 和 0 7二m)的 牙本 质 堆

建 的 样 本 模 拟 随 年 龄 增 大 牙 釉 质 的 流 失

图 25 用两层牙本质和
一
层鳄 区.前庭区的牙釉质 重建不

同大小的复合体 牙 这是用来选择分析市面上的材料的模型

将 这 此 模 型 插 入
‘
个特 制 的技

一
l_室 ”(lJ盒 内 ， 利

用透 明硅 橡胶 导板 制取 出 系列的 印模 (1冬129)。

牙体 顶 备 前根据 颜 色样 本进 行 上匕色 ， 比 色 由两

名有 经验 的 临 床 医 师 、
1
名刚 毕业 的 牙医 和

一
名 牙

科 技师进 行 。他 们 并 不知道 产 品的品牌 和批 次 ，依靠

他 们 的 专、1卜知识 和 临 床经验 最 终 在 衍 种 ，IJ面上 可 见

的 产 品 中分 别选 出两 种 颜 色的 牙本 质 和 一种 颜 色的

牙采由质 。

〔}，{!{，。
一
!丫 J

一
似 、 育 仪

了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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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曳 弩

.

公 声，.
刃

图 29 用型盒形成牙釉质 .通过透 明硅橡胶固化材料 以获

得均匀厚度的样本

图 3} 样本完成及抛光后放置在不同光源下准备受检 ，以进

行最终评价

每 种 }}!
万
!牌 采用 相 同厚 度 的 交 合 体 材 料 堆 烟 出

-

物!树 脂 牙 ，厚 度 相 同是 为 J’容 易对 最 终 效 果进 行 比

较 (图 3(j ，】冬131)。作者 山这 此 经验 获 得 的 数于居，自

然 是 以试 验 为依 据 的 ，f日足 }卜常 接 近 J
几
日常 的 临 床

实 际工 作 ，囚此 ，提 高 J
’
本 文结 沦的 价 位 。lljlju」几的

各种 复 合 体 系统 叮减 少 为 对 堆 朔 所 有 大 然 才均 有 使

)}J价 值 的 ]L利，树 )J片。 女11了J
卜
例 外情 况 可 )IJ斗、lJ

一
殊 效 果不11

特 殊 颜 色 的树 JJh 解 决 ，这 也很 适 合特 别 强 调 透 明 及

个性 化特 征 的病 例 。对 所 分析 的 大多数 材 料 ](lJ 言，临

床 医 师 的 选 择
‘
J!
一
商 所 建 议 的 使 用 为汇;少于不

1
致 。

通 过 选 择 复 台 体 来 优 化 }_作 时 ，有 必 要建 、)_起 个性

化 }，l勺，用均 乙
、
)]
，
J红J变样 本 补、IJ]J丈fl勺色彩 标 准 ，以 i士于

一
不止 确

色标 的 复 台 体 材 料 。

1临床 医 ，jllJ不日专 、}1
/
习
几
于IJ支l!llJ上冬有 l运女J

‘
J
’
l勺夕JI以!干11于支

能 ，关 汁 天 然 才 颜 色 重 现 和 适 合 材 料 的 户!J题 。通 过 听

取 他 们 的 念 l]d 及 川 日 前 ，，J
一
了州 ，J’}

l
内 (分 光 光 )毖了义)色 彩

侧 }，;_下义器 分 析 材 料 ， 厂 商 .t几幻 止
一
步 地 油 化 几 系 统 ，

j兰给 }l常 操 作 带 来 极 少、的 便 利 。的 确 ，}}}碗 已 i}}
一
实 最

女r的 临 床 操 作 足 山 台 们 精 神 卜
‘
f)
办二
出 来 的 ，

‘、，二
}
l
，!
1
1所 提

了共l
’
I勺。

3 临床病例

图 30 机械去除多余的釉质复合体

患 者
一
是 名 32岁 女州

一， 对 关容 要 求 .穴」， 就 L全公

求 ]、认急 处 J
，
I!， 她 l

’
l已 川 :

，
，仁工l红l)」烯 l

，{安把 复 台 体 了哗少飞
一
村l

全，
，
i了l
一11的 修 址 付丫I几。 l:iJ不没 丫J夕冬沙l石干11)达、q，IJ了放夕l)状 ，子11

才 故 1几有 车州版的 散 在 出 血 。 临 !末检 杳 (】冬}32) (:!(小 ，

!l、21 和 22 11 1丁见较 多 树 !}行修 复 体 ，JU形 念 、!须 色 、

完 成 度 的 检 产r结 果 ， 都
’
川);l 为继 发 龋 渗 透 变 色 的 边

缘 线 不 相 协 iJ.’iJ 。 吏 币 要 的 足 修 复 体 从 关学 和 形 态 羊

}_均 不 什 。习
二
酿 组 织 检 杏 !，!!小 边 缘 性 鳅 炎 ，是 山 忠 一者

较 井 的 仪
‘
I一保 健 及 人 }，}_的 菌 斑 聚 集 造 成 的 ， 然 而 习

-

周 处 f 良好 状 态 。放 射 检 杏 小 了妇而定 龋 坏 附 润 区 ，同

时 也 !l工工刁句
’
习
几
内 22不 完 沂的 根 布洲 韵 犷，

’惑 染 特 别 通

过 近 中 邻 而 的 3度 龋 坏 处 进 人 ，根 尖 区 j口阵发 临 床 拍

状 l
’
l勺J员

‘
六
一
(】冬133)。

经 过 下r全}{}干，
，
了了，
，
f及 JIJJ空 I川 一‘，i

‘
教 后 (!冬】34)，治 笋J

‘

亡卜戈，{包 括 fJ
二
夕}}!了;

’
丁少
，
I!龋 洞 以 彻 底 了。

’
丁除 龋 月、夕l[织 。 边 缘

抛 光 以 汀了除 日f能 有 菌 川 残 留 的 阵_城 ， 进 了丁
‘
龙 沂 的 根

侣
二
11扮加 J;。 在 此 匕后 ， 刁 川

一
始 对 才 山 形 态 进 了于研 究 ，

第
‘
步 训_患 者J足供 在 行 原 修 褪 治 疗 前 的 照 片 。 在 超

}!史丫厂禽丰兑
，
(
，」}_;}!，】{乍工今l句r」!}专

，
专
，)(}冬!35)，j玉‘

l匕
丫1
一
};
二
丰兑
”
专
，J

甲 0 .{: } .。
一
{，_一、 厂、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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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技工室制作的基于蜡型的硅橡胶导板

图 32 术 前影像显 示 ，患者试 图把 复合体碎 片粘结在 牙齿 川

图 33 牙齿 22根管治疗的影像片 、通过近 中3度龋坏造成的

根尖周损伤

图 34 口月空保健后的前牙组影像 和患者进行术前交流

洁邻面修复体

用 以制 作
一
系 列 山技 卜室 加 _L的 硅 橡 胶 导 板 ， 为愕

侧 和 矢状 面 的 前庭 门婴侧 向提 供 支持 。这 些 导 板对 决

定 愕 侧 壁 以 及在 分 层 技 术时 控 制 复 合 体厚 度 所 必 须

的 ，就 像 作 为修 复 体 最 终 形 态 的 模 型
一
样 。

另 外 ，编 制 个性 化 比 色 图表 ，随 后在 550OK 光

源 J;(丁
’
rueslla(le La，:lp，olotide:It，llkley，UK)仔

细 分 析 牙街 。 细 心 地 用 中 号橡 皮 障 (Nic T。，:e，

Cooley&Coolcy，日ousto丁1，TX，USA)和 WZ钳 (Ilu
-

Fr‘e(ly，I之0土ter(lanl，Tlle Netllerlalods)将 牙 I’寿 14至l」

24的 术区 隔 离 ，检 杏 硅 橡胶 模 型 导 板 是 否 完 美 贴 合 ，

若 需 要 可 用 15号手 术 刀 刀 片修 整 ，然 后 用 中等 粒 度

的 圆 柱 形 金 刚 砂 钻 针 将 临 时 的 复 合 体 修 复 物 去 除

(1冬136)。将 牙釉 质 预 备 出 良好 、规 则 的边 缘 以 及 形

成 前 庭 完 成 线 的 斜 面 ， 以 使 复 合 体 与 牙釉 质 之 间 的

过 渡 看起 来 不 明 显。 小 州 荃滇地 用 安 装 在 反 角 手柄

}_的 蓝 圈 硅 橡 胶 磨 头 对
一
预 备边 缘 线 进 行 处 理 ， 低 速

井 不r细 使 预 备 处 光滑 ，减 少 可 能 在 聚 合 收 缩 时 断 裂

的 无支持 牙釉 质 ，以 免变 色和 渗 人修 复 体 。这 项 操 作

在 连 续 喷 水 冷 却 日些行 (图 37)。 当 洞 形 顶备 好 后 ，

酬 橡 胶 导板使 形态 、厚 度 、未 来 修 复体 尺 寸以及正 确

的 邻 间 关 系变 得 可视 化 。这 样做 的帮 助 会 很 大 ，可 使

工 作具 有 可顶 见性 ，允许 安 排 时 间 及 减 少椅 位 时 间 。

同 时 有 多 个 凸 面 的 邻 面 透 明 成 形 片 (Kerr工la we，

13109910，SWitZerlal飞〔l)也 能 有 效地 安排 时 l石J，17)为

‘
已们 使 医 师 了解 并 简单 、直 观地 再 现 出正 确 的 轮廓 。

这 是 l卜确 制作 修 复 体 ，并 减 少材料 浪 费的 手段 ，过 量

使 用 复 合 体 不 仅需 要 费 力 且.可 能 去 掉 重 做 ， 也 因此

增 加 犷损 伤 邻 牙 及丧 失 邻 接 点 的 风 险 。 邻 面 成 形 片

山于 其 自 身弹性 ，非常 适 合 各种 牙体 形态 ，也 囚此 成

为邻 而 修 复 的有 效 方 法 (图 38，图 39)。此 外 ，它 还

有 助 十 避 免 酸 蚀 和 粘 结 过 程 中 对 邻 牙 的 意 外 巧 染

(1冬140)。 稳 固 的导 板 和 邻 而 成 形 片 的联 合 应 用 使 医

师可 以简 单 、自_又见地 操 作 ，因此 即使 是 对最 难 的 牙 l’4

{ {⋯
卜
l
一
{厂_ 州 、、、 J仪 、 甲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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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橡皮障隔离术区 洞形预备 (腾侧观 ) 图 39 分层步骤 牙齿 22 上的 3度龋洞

图 37 洞形边缘的完成步骤

图 38 用透 明的邻面成形片 正确地堆建侧面及邻接点

形 态 也 能 优 化 操 作 时 间 及 最 终 的 效 果 (图 41
一
图

44)。

一
旦 窝 洞 的立 体 几 何 形 态 被 经 由确 定 的邻 接 边

缘 和 切 角 限 制 ，就 可 以 专 注 于 牙 本 质 体 部 的 堆 建

(EnamelplusHFO，Micerium，Avegno，Italy)。

这 包括 从 颈切 方 向用 两 种 不 同的 牙本 质 层 逐 渐 从 前

庭边 缘 几 乎 完全 覆盖 到 预备 处 ，以降低饱 和度 ，并使

牙釉 质 和 复 合 体 之 间 的接 合 处 不 明显 。设 计 切 牙 牙

本质 体部 ，留下 足够 空 间 ，用 来表 现最 初 所 获得 的颜

色特 性 和 乳 光 色 。 内部 复 合 体 厚 度 用 技 工 室 制 作 的

矢状 截 面硅 橡胶 邻 面成 形 片控 制 (图 42 )。包括 控 制

邻 面 牙 本 质 复 合 体 的量 和 分 布 ， 以便 于 留 出足 够 的

牙釉 质 空 间 ，同时 不 会 降 低 修 复 体 的 明度 (图 43)。

最 后用 极 薄 的 (不超 过 0.3一0.4mm 厚 度 的 )复 合

体釉 质 (Enamelplus HFO)完成 分层 堆 塑 。甘 油

醇 凝胶 覆盖 ，固化 605 ，可 减 少氧 气接 触 复 合体 表 面 ，

因为 氧 气 可 以 阻止 复 合 体 的 完 全 聚 合 及 减 少 材 料 表

面 强度 (图 45
一
图 48)。最 后 的抛 光 是修 复 体 美学 成

功 的基 础 ，闪 亮 光 滑 的表 面 能 减 少 菌斑 堆 积 以及 预

防牙体变 色 (Shiny System，Micerium)。最 后 ，经

过 抛 光 的修 复 体表 面 与 天 然 牙非 常 相 似 (图 49，图

50 )。然而 由直 接 技 术 获得 这 种程 度 的临 床效 果 ，只

有 在 对 形 态 和 构 建 的精 准操 控 下 才有 可 能 ，且 这 些

参数 必 须 在 治疗 程 序 开 始 前 就 决 定 下 来 (图 51，图

52)。

以 2 中国:腔医学继续教。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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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 齿禹洞酸蚀过程中 运用邻面成形片可避免污染邻接区 图43 分层堆塑阶段 通过运用邻面硅橡胶导板 控制前庭-

腾侧向不同分布和厚度的复合体团块

图 41 联合运用硅橡胶导板和邻面成形片
图44 联合运用硅橡胶导板和邻面成形片 ，对侧面和近中接

触点进行控制和分层处理

图42 蜡型上的前庭 胡弩侧向的硅橡胶导板 图45 采用色彩淡化技术进行前庭 明臀侧向的牙本质体部重

建步骤

。:国「1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峨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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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实现切端乳光及内部特征 图 49 重建 72h后 的效果

图 47 前庭侧牙釉质复合体 甘油醇凝胶覆盖 光固化 605 图 50 治疗 30d 后修复体和健康牙周组织的良好美学整合

图 48 探寻最终抛光前 ，在宏观和微观上的表面质感区别

图51 。影像学检查修复体和根管治疗 ;b治疗后2年的修复

体影像学检查 可见根尖区阴影改善

李 甲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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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图 52 2年后的随访观察

图 53 对材料 的不断实践 以及 良好的知识掌握 ，允许 医师复

制每
一
细节 r甚至是诸如抗生素变色牙这样的极端美学缺陷

的病例

目前 ，复合体材料允许医师在较高的美学水平

上完成微创修复 ，患者经济上也可承受且疗效持久。

随着时间推移所带来的风险水平较低并且易于控制。

再处理也相对简单和便宜 ，使用过程 中所 出现的折

裂或损伤 ，可采用 简单的修复方式 ，而不用整体重

做 ，在经济方面对病人有利。医师可能的疑问通常与

所需要 的椅位时间和每天都达到 良好美学效果的难

度相关。因此 ，创伤更大的技术 ，如全瓷冠得以备受

青 睐。

作者相信操作时间不可避免地与某些必须的操

作步骤有关 (如预备 、粘结过程 、用限量的复合体修

复以减少收缩 、每层材料的正确操作时间)。本文得

出的指导性结论是 ，分层技术是修复体获得临床和

美学角度_[的长期成功 的关键 。这也使 医师避免 了

在治疗 后很短时间内就感到失望 ，以至于不得不重

新面对和时间上 的浪 费。重要的是认识到成功修复

体开始于基底材料 的正确选择 。然而市面上并不存

在神奇 的材料 ，最终效果在根本上与医师的手工技

能相关 ，更与采用可简化 日常工作的适宜工艺相 关

(图 53)。

从专业角度讲 ，成功不能仅靠优异的治疗结果

来衡量 ，而要靠 良好的 日常标准 ，包括时间管理和长

期风险控制。

《口腔 种 植 的软 组 织 美学 》 口腔 软 组 织 维 护 是 关 系 口腔 种 植 治 疗 成 功 与 否 的
一
个 非 常

关键 的 因素 而这也 常是 临床 的难 点和重 点 本 书作者 SC}日「教授 为世 界知 名 口腔 专

家 ‘他 根 据 多年 的 临 床 经 验 编 写成 本 书 。 书 中主 要 内容 包 括 :种 植体 周软 组 织 结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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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中的软 组织移植 、血 管化 骨膜 一结缔组 织 (vl 尸一C丁)瓣 美学种 植治疗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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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与 种 植 体 骨 结 合 等 全 书 内容 精 练 结 构 合 理 并 配 以大 量 图片 以方便 读 者 的

阅读 和理 解 本 书 适 合 口腔 种 植 医 师 、修 复 医 师 、全 科 医 师的 临床 学 习 、参 考 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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