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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齿修复 的领位关系记录
姜 婷 北京大学 口腔医学院修复科

义齿修复无论采用何种形式 、何种材料 ，但是

其最基本的 目的是在符合正常生理要求的抬 位上恢

复咀嚼功能。牙齿 的缺失会带 来咬合支持能力的下

降 ，关键部位的牙齿缺失或多数牙的缺失会造成领

位的变化和不稳定。义齿修复时领位关系是否正确

常常会影响到义齿修复 的成功 ，在不正确的位置上

建立义齿 的咬合关系 ，可能会 出现义齿不稳定、咀

嚼效率低下 、义齿下硬软支持组织损伤等问题 ，导致

无法发挥颖 下领 关节及咀嚼肌 系统正常生理功能 。

领 位 记 录 是确 定上 下领 关系后 加 以记录 的过

程 ，同时涉及到胎 平面的确定 、咬合垂直距离的确

定 、水平领位 关系的确定和修复完成后牙列及面形

丰满度 的预测。根据修复种类的不同，在操作上有

可摘局部义齿 的领位关系记录 、全 口义齿 的领位关

系记录和 固定义齿的领位关系记录几种 。

局部义齿的咬合恢复在原有 咬合位上 。如果原有咬

合关系不存在或不明确 ，应该在符合生理功能的前

提下进行最适咬合位的重新确定 。

可摘局部义齿的领位记录

可摘局部义齿的咬合主要恢复在最大牙尖交错

位上 ，这个位置是下领生理运动范围中的
一
个位置 ，

确定这个位置需要在上下垂直位置和前后左右的水

平位置上加 以立体的考虑 。牙尖的支持和两侧颗下

领 关节的限制是咬合稳定 的必要条件 。

可摘局部义齿不同于全 口义齿 ，其领位关系常

常受现存余 留牙咬合关系的制约 ，而不需要像全 口

义齿的咬合
一
样建立理想的完全平衡 。除非现存咬

合关系 已经不能维持正常的下领生理功能或对颗下

领关节及领面肌 的正常功能发生 了不 良影响 ，通常

(一) 胎平面及领位的确定

有多数余 留牙时 ，胎 平面的空间位置 自然确定 。

但是余 留牙少 时 ，胎 平面也常常 随着缺牙而丧失 ，

需要通过可摘局部义齿得到恢复 。胎 平面应该是连

续的平面 ，由余 留牙和在 口内确定的蜡堤平面所代

表 。蜡堤上的胎 平面基本遵循全 口义齿的领平面的

确定方法 ，在前牙区和瞳孔连线平行 ，在后牙区和

鼻翼耳屏面平行 。前牙的露 出程度参考上唇下缘位

置 ，即安静时平齐唇缘 ，微笑时唇下 Zmm，大笑时

暴露前牙长度的 2/3;后牙的排列考虑最后方牙尖的

位置调整上下高度 ，如果后方有萌 出基本正常的余

留牙 ，则以余 留牙牙尖为准 ，如果余留牙发生 了过

长或磨耗 ，造成领平面凸凹不平 ，则应该通过余 留

牙调磨或牙冠修复的方法加 以平整 ，但是这
一
步往

往应该在修复前期完成 。如果是游离端缺失无余 留

牙作参考 ，则可 以参考舌背的高度和磨牙后垫 1/2

的高度确定下领最后方牙尖的位置 。

有余 留牙相对时 ，自然闭 口到余 留牙接触 的位

置 即可确定最大牙尖交错位 ，余 留牙没有咬合接触

时 ，下领建立在正 中关系位上 。如果确定的水平领

位不稳定 ，重复性差 ，或反复多次不能确定下领位 ，

则需要利用歌特式 弓描记等方法确定下领 的正 中关

系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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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根据 余 留牙咬合支持类型和稳定性确定领

位 关 系

彻(位 的 稳 定 和保 持 依 赖 }
几
充 分的 咬 台 支持 。 按

照 Eicl飞11cl
一
的 分 类 ， 上 卜领 余 留 牙之 问 在 左 了:

‘
侧 前

磨 牙1丈和 左 了，侧联 习
几
IK各 有

一
个咬 合 支持 IK_， 共计

有 4个咬 介 支持 区 (图 1)。 待 个区 有 两 个 牙维 持 接

触 ， 只 要有 !颗 牙 余 留 即 .，!
一
保 持 该区 的 咬 合 支持 。

缺 失 处 咬 合接 触 则 减 少 个咬 合 支持 区 。 丰尺据 咬

合 支持 区 的 余 留情 况 ，lJic 合的 稳 乡扮附有 不同的 表现 。

如 果4个咬 合 支持 区均 丧失 ，单纯 依靠 前 才接 触 ，则

咬 台 不稳 定 ，台贞位 弃 易 发
‘
}一变 化 或 偏 斜 。

1.在模
”
(。l_能 利 川 余 留 才确 定 才尖 交 错 位 的情

况 。 余 留 牙较 多 ，llic 台 支持 卜 价 3个 以 }几， 小似 在

11])」， l{IJ11_了}模
J
亏
，JI几均 .，J了又得 稳 定 lj勺l咬台 关 系 (l冬l

2)。这 种 书，j况 最 女J’以模 烈 l’I接 对 拾 来确 定 l]ic 合 关

系 。 女11果 ‘}，}，lJJ 火以 咬 合 记录 材 料 ， 反 ](lJ容 易 !);l为 记

录 材 半4一有 厚 度 而 出现 !!交合 关系 的 误 差 。

2.双侧 游 离端 缺 失或 六咬 合 支{寺区 了!2个 以 卜。

在 日 内 有 稳 定 的 咬 合 关 系 仁帕
一
模 吧 }_l咬合 关 系 小

稳 定 (l冬13)。

。六了要借助 于咬 台 记录 从托 和):〕剖二蜡 提 及 咬 厂抓己

录 材 料 来确 定 咬 合 关系 。 l’’’l光在 模 型 }
一
制 作 咬 台 记

录 雄 托 ，其 ‘}，缺 才区 以蜡 」怂队复 ，蜡 提 ，f:，度 低 J
飞
咬

合
、
l
叹
I(lI2，11!。1。在 确 定 日内最 适 领 位 后 ，川 咬 台 i己录

材 料 !
’
!.J妾记录 咬 合 关系 。 ;业常 足将 软 蜡 少

’
f等Jlic 台 记

录 材 料放 ，l’f’l’ 了}习
几
列 匕问 和 蜡 堤 }_， 诱 汁患 者 咬 合 在

多次练 习 已经 确 定 的 才 尖交 错 位 卜， llic 台 记录 材 料

硬 化 )，亏取 出 ，用 锐 利的 )川 修 恰 才 尖 印 记以 外的 多

余材 料 ， 少已工U是 和 atll:月莫接 触 部 分 ， l汗放 卜，1}!内确 认

咬 合 关 系 的 ，卜确 性 和 记录 材 料 没 有变 形 )。亏，将 !}交合

记录 材 料取 出 ，准 确 复位 J
乞
模 吧 卜， 对 合 {_卜领 模

型 后 }拾 架 l胡定 领 位 关 系。

3.余 留 牙少 或 者交 义错 )1=时 ， 余 留 才之 问 夕创交

合接 触 。 在 日内 已经 失 2、毛急定 的 !!交合 关 系 ， 在模 型

!_史 尤法 得 到 稳 定 的 }l交台 (图 4)。

图 飞 Eic卜ner 的 4个 咬 合 支 持 区

图 2 有 3个咬合支持区 在 口内及模型上均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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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有 2个 咬 合 支持 区 ，在 口内稳 定
图 4 无咬合支持 在 口内及模型上不稳定

当}!内 丧失咬台关系后 ，需 要借助 类似于 全 11

义齿正 中关系 记录 的领位 记录基托 来确定和记录 l咬

合关系。台贞位 记录 的原 则和过程基本类似 J
飞
全 口义

街的翻t位 记录 。

(三 )咬 合 记 录 基 托 的 制作

咬 合记 录 基托 是 领 位 记录 的载 体 ， 由基托 和蜡

堤 两部 分组 成 。基 托 是 基 础 ，其 上「f勺蜡 堤 代表 r人

工 牙的位 置 、高 度 和 十满度 。 多数 前 牙缺 失 时 ， 在

蜡 堤 1几刻线 ，还 :‘J
一
以反映 11:中线 、唇 高 线 、癖 低线 、

笑 线 等信 自、。基托 需 要有
一
定 的 强度 和精 确 度 ，蜡

堤 则 ，lJ
一
以根据 日内情 况 随 时做 出更 改 。

基 托 可 以使 川 成 品蜡 或树 脂 片
一
状 材料 或将 材 料

力lJ}
一
成 片状 后按 压 在 卜作模 型 的缺 牙 区及 大 连接 体

的祠1应 部位 来 制作 ，基 托硬 化 后 修 整边 缘 ，粘结 }几

蜡堤 形成领 位 记录基托 。

1.蜡记录基托

将 基托用蜡 片在酒精灯 卜烤软 后对折 ，沿牙 弓

按版双层蜡在模型 匕形成基托 ， 可以在横跨 牙弓中

线的部位 加枯铬台金钢 扮辅强 。蜡 容易变形 ，所 以

在形状 复杂的 牙列缺损 时尽量避 免蜡基托的使用或

给 以充分辅 强 。

2，光学固化树 脂记 录基托

光固化基托材料
1
般被包装 在不透 光的塑料容

器 内，成 片取 出后用锐 利的雕 刻刀切下所需 形状 后

按压 在模 ，租 卜，放 人 光固化器 照射进 行 固化处理 。

防}化 后 ，在 粘结蜡 堤 的 部位 表面刻 出
·必 固位槽 ，

将蜡堤 烫接十 牙槽晴上形成记录基托 (图 5)。如果

记录基托的稳定性 不好 ，应该在基托上增 加弯制卡

环 或树脂卡环提 高领 位 记录 的准确性 (图 6)。

图 5 光固化基托材料和蜡堤 图 6 基托固位不好时增加树脂卡环

{:{.，二喇 、、、了。跳 乏 g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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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化学固化树脂记录基托

没有成品基托材料时 ，可 以调拌化学 固化树脂

到面团期 ，压成 Zmm厚的片状 ，沿牙 弓形态按压在

所 需要 的部位 。等待硬 化后 加蜡堤 形成 咬合记 录

基 托 。

4.利 用金属支架的咬合记录基托

如果不能在取 印模获得工作模型后紧接着取领

位记录 ，也可等金属支架制作完成后再利用金属支

架获取领位记录 。将 金属支架在 口内试戴合适后 ，

复位 回工作模型 ，工作模型应该预先涂上凡士林等

分离剂 ，用蜡片或化学 固化树脂填 充及包 围金属支

架的固位 网格形成基托 ，在其上放置蜡堤 。因为完

成的金属支架具有固位力 ，这种方法在取领位记录

时 比较稳定 ，但是 由于制作金属支架过程 中缺少咬

合高度 的参照 ，容易造成支托等部位的咬合干扰 。

(五 ) 咬合记录材料的种类及应用

放 置 在 硬 化 的蜡 堤 上 的 咬 合记 录 材 料 要 求精

确 、有流动性 、取领 位记录时没有 阻力 、咬合接触

均匀 、硬化时间较短 。可 以使用软化 的蜡 片 、氧化

锌 丁香油糊 剂 、或者硅橡胶 咬合记录材料 。

将这些材料 放置在蜡堤上 后 ，将记录基托完全

就位十 l:l内，基托边缘 贴合于 口内赫膜组织 ，如果

是金属 支架 ，则支托 完全就位于 支托窝 ，让患者轻

轻 闭 口到所定的领位 及垂 良距离 卜，等 咬合记录材

料硬化后 ，小心取 出记录基托 ，确认 没有变 形发生 。

咬合记录上 只需要 留 卜对领 的咬合痕迹 ，所 以使用

软蜡 或硅橡胶后 ，要 削除牙尖 印记 以外的材料 ，尤

其是和钻膜接触的材料 ，避 免 余 留过 多的记录材料

影响模型的对抬 (图 8)。

(四)蜡堤高度的基准

蜡堤粘结在基托上后 ，调整蜡堤的丰满度和高

度。蜡堤高度
一
般低于咬合平面 Zmm，便于取领位

记录时放置软蜡或氧化锌糊剂等咬合记录材料精确

记录咬合关系。蜡堤的参考高度示意如
一
「(图7):前

牙区缺损时蜡堤和余 留牙的切缘等高 ，后牙区缺损

时蜡堤和余 留牙的边缘峭等高 。

图 8 硅橡胶额位记录

(六 ) 取领位记录时的注意事项

1.领位记录基托必须稳定 ，避免基托变位变形

造成结 果误差 。

2.取领位记录前必须先确认患者的牙尖交错位

和正 中关系位 ，并根据需要抬 高垂直距 离 。

3.取领位记录或咬合记录时避免患者下领偏斜

造成领 位错误 。

4.取领位记录 时咬合记录材料必须充分软化 ，

没有 阻力 ，咬合力量必须轻 ，才
一
能不致使 卜领 咬偏 。

图 7 领位记录基托上蜡堤的高度

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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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全 口义 齿 的 领 位 记 录

(一 )记录基托 的制作

在工作模型_L沿短于上下领前庭部最深处Zmm

处画线作为领位记录基托 的边缘 线。 上领后缘 完全

包 围 上领结节直 到_「愕 后缘 ，画 出_卜愕颤动线 。
一
卜

领 后缘 处包 围磨 牙后垫 2/3。用蜡填 充模 型上 的倒

凹区并对需要缓冲的部位进行模型缓冲 。通常 的缓

冲部位有切 牙乳突 、骨尖 、上愕 隆突 、下领 刃状 牙

槽 峭 、
一
「领 内斜峭等 。缓冲方法为切取相应形态的

锡箔 ，用粘结剂粘结 在模型上 ，边缘 用蜡 刀压 紧。
一
般使用光 固化或常温固化树脂 或蜡 片制作领

位 记 录 基 托 ，用蜡 片卷 成 条状 固定 在 基 托 上 形成

蜡 堤 。

用蜡 片制作领 位记录基 托 的方法 为 :在模 型表

面涂
一
层分离剂 (凡十林 )，取 出夏用大蜡 片 ，将和

上 领牙 弓宽度相符 的半片
一
大蜡 片用酒精灯软化后对

折 ，按压 在模型上 ，沿基托边缘 线压接 ，用刀切下

边缘线外的多余部分 。从模型上取 下蜡基托 ，用热

蜡 刀修整边缘 。用酒精灯将剩余的另半片蜡烤软 后 ，

卷成 长方条状 ，沿 牙槽峭顶弯 曲 ，压排在蜡基托上 ，

唇侧 丰满度和蜡基托唇侧边缘 (前庭反折处 )平齐。

蜡堤 的宽度 为前牙 区 smm，前磨 牙 区 7mm，后牙

区 10mm。用热蜡 刀将蜡条和蜡基托连接处融化 固

定形成蜡堤 。咬合面朝 下在玻璃 板 仁按压使咬合面

平坦 ，注意按压 后 的后 牙 区蜡 堤 高度 低于前 牙 区 。

这 时 蜡 堤 到 基 托 边 缘 的 垂 直 高 度 平 均 为 前 牙 区

22mm，后 牙区 1smm。

(二 ) 领位记录

将 L领领位记录基托戴人 口内 ，检查固位和稳

定情 况。如果基托 固位不 良则影响正确的领位记录 ，

有可能是模型不准确或基托边缘过 长、过短 、压迫

唇颊 系带 等情 况 ，需要相应 重取模 型或调改基托 。

上领领 位记录基 托 的固位 和稳定得 到确认 后 ，

观 察上 领 蜡 堤 丰满度 、上 领蜡 堤 高度 并调 整 殆 平

面 。然后戴人下领蜡堤后确定垂直距离和正 中关系。

1.观 察上唇丰满度

[领蜡 堤 的唇 面从切 牙乳突点 向前 7一smm ，

蜡堤 的唇 面 曲度 和前 牙区牙槽 晴顶线吻合 。 自然闭

口状 态 观 察 患 者 侧 面 的 鼻唇 角在 90
。
左 右 ，呈 现

直 面 型 。

2.调 整上领蜡提 高度

观察_L领蜡堤 下缘 的位置 ，在患者放松微 张 口

的状 态下可见蜡堤 下缘 1一Zmm。患者微 笑时露 出

蜡堤 3一4mm，大笑时露 出蜡堤 6一smm。

5 调整上领蜡提给 平 面

使用双叉状 的 Fox胎 平面板观察殆 平面的位置

(图 9)。将猎 平面板的 内叉与蜡堤胎 平面接触 ，蜡

堤前 牙区应与瞳孔连线平行 ，后牙区侧面观应平行

于鼻翼耳屏线 (Camper s Plane) ，抬 和框耳平面

(Frallkfort plane )成 15
。
夹角 。这种情 况下咀嚼肌

力最 易发挥作用 。如果胎 平面未达到这些要求 ，用

大 的热蜡 刀和烫蜡板 调整蜡堤 拾 平面。上下领平面

和牙槽晴间距 的平分线平行 ，平分哈 间隙。下领蜡

堤 和磨 牙后垫 1/2及舌背高度等高 。抬 平面的高低

和倾 斜会影响义齿 的修复效果 。抬 平面低会造成 咬

舌 、上领 前牙暴露过 多等 ;殆 平面过高则上 领前牙

暴露不足 、咀嚼 困难 、舌抬太高造成下义齿 易脱位

等 ;抬 平面倾斜 则容 易造成义齿移位 并影响咀嚼肌

力 的发挥 。

4.确 定垂直距 离

临床上可 以多种方法确定咬合时上下领之 间的

垂直距离 ，以鼻底 中点和颊 中点之 间测量值为参考 。

其 中以息止领位时的垂直距离减去 2一3mm 即等于

咬合时的垂直距离 的方法为最常 见。其他还有 以面

中 1/3高度约等于面下 l/3高度的方法 、面部表情

观察法 、发音法 、升领肌 (颗肌 、咬肌 )触摸法和

其他 利用解剖标 志的方法确定垂 直距 离 。

戴入下领蜡堤 ，趁蜡堤未硬 时 自然闭 口到 已定

的垂直距 离 。如 果蜡堤 高度不满足垂直距 离要 求 ，

则通过增 减蜡 片的方式进行调整 。如果垂直距离合

适 ，患者 口周表情显示 自然 ，即不紧张也不松弛 ，侧

面观 口唇突度 自然 ，和未放人 咬合记录基托时处于

息止位时的外观无 明显变化 ，询 问患者感觉无疲劳

感后则完成 了垂直距 离确定 。

5.确 定正 中关 系

通常有很多方法用于确定正 中关系。 自然闭 口

法 、卷舌后舔法 、吞咽法 、Dawson的双手诱导法 、

哥特 式 弓描记法等 。尽量 采用 自然的 自行后退 闭 11

方式辅 以人为诱导方法加 以确定 ，再 以闭 口时的表

情 等表现为参考验证领位 关系 。

在正 中关系位上 ，患者 面部 形态及表情 自然 ，

两侧对称 ，下领没有前伸或侧方偏移 。可让患者快

‘””“’}’胶衅 娜 ‘了材

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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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
图 9 用领叉式胎平面板确认上领蜡堤的胎平面

速 轻 轻 扣齿 ，观 察 下领 位 是 否稳 定 ，如 果 叩 街时 下

领 位 有 变 化 则说 明未 获 得 止 确 稳 定 的领 位 关 系。

让 患 者 反 复 练 习 可 以获 得 稳 定 的正 中 关系 后 ，

在上领 双 侧蜡 堤 后 牙区各 刻 出两条 不平 行 的
“
V
”
字

沟 ，并 削 除下 领两 侧 后 牙 区蜡 堤 秸 面 Zmm厚 度 ，在

其上放 置 Zmm 以上厚 的烤软 的蜡 片 ，
一
边 吞咽

一
边

闭 口到所 定 的垂 直 距 离 。或 者
一
边 闭 日

一
边 舔 上领

基 托正 中后缘 处 的小 圆球 。诱 导下领 后退 至lJ:中关

系位上 咬合 。 固 定上 下 领蜡 堤 。

6.在蜡堤 上 划 线

根据 患 者 日唇情 况在蜡 堤 1标 出
一
些 基 准 线 以

便 于 人工 牙 的选择 和排 列 。

(l)唇 高 线 (城gh liP linc):大 笑时 卜唇 位置 ，

显露 上 牙 的 2/3，最 多和 人工 牙长度 相 等 ，不 显露

牙眼 。唇 高 线 是 选择 前 牙 长度 的 参 考 。

(2)唇 低线 (low lip lirle):大 笑时 卜唇 位置 ，

显露 下 牙 的 l/2

(3)正 中线 (median linc)。

(4) 口角线 (mouth corncr line):尖 牙到尖

牙的距 离 ，用 弯 尺 测量 ，选 择 人工 牙 的宽 度 。

(5) 在上 下领蜡 堤 的后 牙 区侧 面 各 划 出两道 贯

通 上 下领 的垂 直 线 ，这样 ，正 中线 和两 侧 的垂 直 线

可 以帮 助 确 定上 下领 蜡 堤 的 位置 关 系 。

7.前伸领位记 录 (protous:verecord)

前伸 领 位记录 是 为 了获取 患 者 的骼 道 斜度 从 而

确 定拾 架上 的裸 导斜 度和计 算侧 方解 导 斜度 ，在 殆

架上 实 现 人工 牙的 咬合 平 衡 。

上 下领基 托 稽 平 面调 改 适 合 后 ，让 患 者前伸 下

领到上 下领蜡堤 唇 侧 齐平 ，这 时上 下领蜡 堤 之 间 出

现 前小 后大 的楔 形 间 隙 ，将 糊状 的 咬 合记 录 材 料 注

人此 间 隙 ，硬 化 后修 整 边 缘 多余部 分 ， 即成 为前 伸

郁芝位记 录 ，和模 7牲
一
起 转 给 技 师用 于调

几
}勺
一
拾 架 的裸

泞斜 度 。

8 哥 特 式 弓描 记 法

用通 常 方 法 不能 获 得 准确 、稳 定 、 币复性 好 的

1几
一
卜领 水 平 领 位 记 录 时 可 以借 助 哥 特 式 ‘乡描 记 法 。

这 种 方 法 需 要特 殊 的描 记 装 件 ，包括 上 卜金属描 记

板 、其 中
一
个附 有 可 调节 高度 的描 记钊

一
、 其 他辅 助

工具 。有
一
日内描记法和 l一l夕卜描 记法 ，以 11内法 为 多见。

将 上 下领 描 记板 分 另lJ月』蜡 或 红膏 固定 J
飞
}几卜领

树 脂 基 托上 。描 记 板平 行 J
l
咬 合平 面 ，使描 记针 位

十 相 当于 第二 前磨 牙到 第
一
磨 牙之 间 的 中线 卜，垂

汽 f才苗记 板 。描 记针 的高度 可调 ，用于 调筷_垂直距

离 。按 照 前 述 要领 确 定垂 汽脚 离后 ，_卜 卜领 的领 位

记录 基 托 之 间 只有描 记 针 的
1
点 接 触 ， l川

一
胡 已针保

持垂 直距 离 。调整惠 者头 位使 鼻翼 耳 屏 血 成 为水 平。

让 患 者 轻 轻 闭 日后 先做 自山 卜领运 动 ，再 轻 轻做 前

伸 后退运 动 ， 再从最 后 位 分 别做 左 侧 方 和 了:侧方运

动 。患 者 熟 悉 卜 卜领运 动 并能 自如控 制 后 ，在描 记

板 仁涂 层 专川 果 水 ，让 患 者 币复 川主运 动 ，在描

记 板 _上即可 显现 出箭 头状 的 哥特 式 弓图形 (got hic

arch)。接 着让 患 者做 叩 齿运 动 ，描 记 针 在 ‘刀巨的顶

点 处 印出 叩 齿点 (tapping poi:It)，如 果这
一
点 和

‘乡形 的 顶 点
一
致 ，可 以认 为 下 领 位 于 ;l

丁‘卜关 系 位 。

如 果 叩齿 点 散 在 不集 中或 和 顶 点 不
一
致 ， 则需 要再

度 确 认 卜领 位 l’I_到 两 点趋 J
几 1
致 。 对 于 有 不 良习惯

或川L紧张 不能 找 到 集 中点 的患 者 ，应该 先 采川快 速

叩 齿 、发 音法 、)]jl 松 弛 仪松 弛 等方 法恢 义1111 嚼 系统

r

’归’「J腔衅 / “马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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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侧 平衡后再进 行领 位 记录 。

下领的 lI;中关系位确 定后 ，保持描记针在 弓J.

顶点 卜， 卜 卜领基托之 间汀人速硬右育 或咬合记录

硅橡 胶 材 料 ，固定 士月‘领基 托 ，硬 化 后 同时取 出 }

「领 基 托 ，以这 种 关 系在 拾 架 卜固定 卜下领 关 系 ，

完 成领 位 记录 的转 移 (}冬}10)。

装置安放在树脂基托上 下领 运 动轨 迹

上下领之 间注入硅橡胶咬合记录材料 取 出描记板

图 10 哥特式 弓描记并转移领位关系 (刘向晖医师提供照片)

9. 面 弓转 移

面 ‘乡转 移 是 利用领 又和 面 弓将 卜领 和颖 下领 关

节 的 关 系转 移 到 殆 架 卜的 方法 。通 常 可 凋式矜 架 系

统 有 其 配 套 的 专 用 领 又和 而 弓。

在 转 移 lfll 弓之 前 下布要确 定 日领 系统 的前方 参 考

点 和 后 力
一
代 表点 。前 力

一
参 考点通 常 在 Illl{ 卜或 鼻翼 }几

方 ，例 如 了，
‘
侧 中切 牙 切缘 L方 43m丁n处 ，位十 框 [l-

、
}
凡
面 和 拾 平而之 间 ，川 以确 定 面 ‘乡的 }月计仪置 。 后

方 代 表点 多是棵 突 外侧点 ，也根 据 拾 架 系统 有 所 不

同。 不同拾 架 系统 了J’不 同的确 定 方式 ，根据 殆 架 的

使 用说 明操 作 即可 。 但 足 所 有这 此 代 表点 均 不能 反

映 真 实 的耀 突 中心 运 动 ，所 以反 映 的 卜领 运 动 只 足

相 对 的 。

lfl丁‘乡转 移 卜拾 架 的 方法 和 步 骤 如 卜 (图 11):

(l) 1」‘领 模 型 准 备 。

(2) 调整 给 架 归零 。

(3) 标 记 面 部 前 方参 考点 位 置 ， ，牛，切 牙切 缘 卜

方 43111111。

(4) 又 1几放 置 少 从红膏 ，习惯 州一闭 日位 咬 合 。

(5)总 义齿 修 复 时 将 矜 又平 行插 人蜡 秸 堤 内 。

(6)将 而 弓释 梁插 人 外耳 道 ， 固 定 面 弓宽 度 。

(7)于行钊
‘
指 向 前 方参 考点 ，固 定 。

}}{ 曰、一洲 、、了:比 兰 呈 一 毓

一
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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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装 仁万 向关节 ，固定拾 叉和面 弓。

(9)松开面 弓裸 梁宽度 固定钮 ，卸 「面 弓。

(10)将面 弓固定在拾 架上 。

(11)支撑面 弓。

(12)将 上领模型放置于哈 又上 ，添加专用石膏

固定于秸 架 L领体。

(13)frIj放抬 架。

(14)根据领 位记录将 下领模型 吻合于上颁模

型 。

(15) 将 下领模型 固定十 拾 架 卜领体 。

(16) F领前伸 11交合记录 。

(17)根据 前伸 咬合记录调 整 拾 架 的前仲课 泞

斜度 。

(18) 根据 侧 方咬合记录 调整拾 架的侧方骸 导

斜度 。

(19) 根据设 计调整切导斜度 。

图 11 面 弓转移上胎 架的方法和步骤

现代固定修复字 参考国内、外最新文献资料 ，结合作者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

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各种固定修复体的修复设计原理与制作方法 操作技术 分析了修

复体的应力分布 并提出了修复设计时应注意的生物力学问题 ，为修复设计提供了理论

依据。全书共 22 章 包括 口腔固定修复学的发展、修复前的检查和处理 各种固定修

复体的设计和制作 固定修复体颜色、粘结 、焊接技术、修复美学、修复材料 以及固

定修复与口腔生态学等 本书内容新颖 、重点突出 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可供

口腔修复医师、技术人员、口腔相关专业医师和 口腔医学生参考使用‘

本书 80 余万字 ，大 16 开 精装 .定价 200 元 策划编辑 张怡乱

石甲

睡

l}111 111 州 加
、
扮 }4续 教 台 肠 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