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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用 2种成型片 (钢和聚醋纤维 )和 2种修 复技术 (分层 固化法

和预聚树脂块填人法 )在 n类洞修复 中邻面衔接 的效果 二

方法和材料 用 Prodigy 复合树脂修复 88 个 n类洞 :44 个洞用分层 固化

法修复 (其 中 22个用钢成形片 ，22个用 聚酷纤维成形片 )，另 44个 洞采

用预聚树脂块进行修 复 (其 中 22 个用钢成形片 ，22 个用 聚醋纤 维成形

片 )。分别在修复后 即刻 、6个月 、12 个月和 18 个月对修复体进行 临床评

价。在所有修复体 的修复操作满意后 ，即刻获得 了各 自的邻接关系。

结果 在 18 个月的评估 中 ，各组 的变化没有统计学差异 。

结论 如不考虑复合树脂 自身的影 响 ，本研究所采用 的修复技术及成形

片种类对邻接关系的影响没有差别。

临床意义 对 11类洞不 同修复技术的关注和了解 ，

能够改善修 复体 的邻面衔接 ，从而取得更好 的长

期疗效 。

本研究的 目的是分析 以同一种复合树脂分 别采用 2种

成 型片 (钢和聚醋纤维 )和 2种修 复技 术 (分层 固化法

和预聚树脂块填人方法 )直接修 复所得到 的邻 面衔接

效果 。

在过去的几年 中越来越多地对后牙进行直接 的复合树

脂修复 .临床研究其远期效果 已变得极其重要 。 方法和材料

在后牙 区 ，复合树脂 的某些局 限性仍 然存在 ，包括耐磨

J
陛差 ，可预计 的聚合 收缩 ，修复材料与牙结构之 间 的缝

隙和随之发生 的微渗漏 ，以及 为获得合适 的邻 面衔接

和外形所遇到的困难 。

不 良的邻面接触点能导致食物嵌塞和牙周疾病 ，更严

重的情况还会发生咬合紊乱和过度磨损 ，因此强调恢

复 良好 的邻 面接触关 系是非常重要 的。

从 500Jos6dosCampos牙 科 学 校 (UNESp)选 择 36个

病 人 ，均 同 意 参 加 本 项 研 究 ，同 时 本 研 究 也 获 得 了 S初

J()s‘do sCamPo s牙 科 学 校 社 会 公 共 考 察 委 员 会 的 批

准 。所 有 的病 人 口腔 卫 生 良好 ，在 前 磨 牙 之 间 或 前 磨 牙

和磨 牙 间 有 相 邻 的 邻 面 龋 。 使 用 的 复 合 树 脂 由混 合 颗

粒 组 成 (厂 家 说 明 ，平 均 大 小 <1林n:)(Prodity，Kerr)。

材料和修复技术

译 者 :北 京大 学 11腔 医学 院

北 京海 淀 区 中关村南 大 街 22号 10008】

所 有 88个 11类 洞 的邻 面 修 复 被 分 为 以下 4组 进 行 :

1组 :22个 (11对 )fl类 洞 用 复 合 树 脂 分 层 充 填 技 术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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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窝 洞预 务 图 2 填 人预聚复合树脂块

图 3 修 复后 图 4 即刻的邻接 关系评 定

钢 成 形 片 (Injectal)entalp，、〕du(
·ts)进 行 修 复 。

2组 :22 个 (11对 )n类 洞 用 复 合 树 脂 分 层 充 填 技 术 和

聚 酚 纤 维 成 形 片 (
『
rDV Delltal)进 行 修 复

3组 :22个 (11对 ) n类 洞 用 同 种 复 合 树 脂 的 预 聚 块

(pr()(lity)填 人 技 术 和 钢 成 形 片 (Injecta)进 行 修 复 。

4组 :22个 (11对 ) n类 洞 用 同 种 复 合 树 脂 的 预 聚 块

(Pro(lity)填 人 技 术 和 聚 醋 纤 维 成 形 片 (T Dv)进 行 修

复

钙 衬 层 上方 窝 洞 的釉 质 边 缘 用 37%磷 酸 酸 蚀 30秒 ，

牙本 质 酸 蚀 巧 秒 。清 水 冲洗 30秒 ，用 吸水 纸
一
I
飞
燥 窝

洞 。将 牙 本 质 粘 接 剂 (OPtiI>() fld ，Kerr)涂 在 窝 洞 内所 有

牙 釉 质 和 牙 本 质 上 ，固化 巧 秒 。在 复 合 树 脂 填 人 之 前 ，

成 形 片 的 放 置 和 固位 方 式 如 下 :

l组 和 3组 :放 置 钢 成 形 片 并 楔 紧 。

2组 和 4组 :放 置 聚 酚 纤 维 成 形 片 并 楔 紧 「

修复操作

用安装于高速气水喷雾手机上的 245号碳钢t[l;针将 窝

洞预备成 内角圆钝 、无洞缘斜面的形态 所有修复操作

都在橡皮樟隔离下完成 。

牙 本 质 深 层 覆 盖 一
薄 层 氢 氧 化 钙 (Hidr〔卜c，Derlstply)，

玻 璃 离 子 水 门 汀 (Vidri()n F，55 W hite)覆 盖 于 氢 氧 化

用 如 下 2种 方 法 把 复 合 树 脂 填 人 窝 洞 中 :

1组 和 2组 :将 复 合 树 脂 分 层 直 接 放 人 窝 洞 中 ，每 层

Zmm 厚 ， 用 卤 素 光 固 化 灯 逐 层 固 化 (480 mw/(t m
“
)

(OptiluxZ，GnatuS)，光 照 时 l司为 60秒 。

3组 和 4组 :第
一 层 放 人 的 树 脂 厚 度 不 超 过 Zmm，光 照

60 秒 固 化 。再放 人 Zmm 厚 树 脂 ，在 这 层 树 脂 上 填 人
一

块 预 先 聚 合 的 同 种 树 脂 (洞 外 光 固 化 60 秒 )并 压 向 邻

牙 ，再 光 照 60秒 固 化 。、余 下 部 分 用 分 层 法 完 成 修 复 (图

1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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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各组邻 面衔接 的临床评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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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c 3全}【 图 5d 4全}l

取 出楔 子 和 成形 片后 ，用 修 形 钻 针 修 整修 复体 的外 形 ，

并用 选 择 性 微 细 颗 粒研 磨 糊 剂进 行 抛 光 。去 除橡 皮 樟 ，

必 要 时调 整 咬合 、、同
一 术 者进 行 令 部 修 复操 作 。

l陆床 评 价

修 复 后 即 刻 、6个 月 、12个 月 和 18个 月 的 临 床 评 定 结

果 如 图 5。虽 然 有
一
个 修 复体 (2组 )在 18 个 月 后 轴 向

外 形 有 损 失 ，但 是 在 18 个 月 的 评估 中 ，不 同 成 形 片 和

不 同 的 树 脂 填 人 技 术 对 接 触 点 的 影 响 没 有 统 计学 差

l兰‘
J十「「

根 据 修 复体 邻 面接 触 状 态 对 每 个 修 复 体 进 行 评 定 :完

全 适 合 的 衔 接 评 为 满 意 (S);刚 有 接 触 评 为 可 接 受

(A);邻 面 开 敞无接 触 评 为不接 受 (l)。评 定 分 别在 修 复

后 即刻 、6个 月 、12 个 月 和 18 个 月 进 行 。将 即刻 评定 作

为基线 ，此 时 所 有 修 复体 的评 分都 是 满 意 (S) 邻 面接

触 关 系用 牙线 检 查 ，并 进 行 了 McNelllal 检 验 (<5% )

(图 4)1

讨论

结果

后 牙复合 树 脂 修 复 中的
一 个 问题 是 对 n类 洞 的修 复 很

难 获 得 理 想 的邻 面外 形 和接 触 关 系 。邻 面 没 有 接 触 会

导致 食 物 嵌 塞 ，牙周 疾 病 ，牙 齿 倾 斜 ，咬 合 紊 乱 和 过 度

磨损 。为 了减 少这些 不 必 要 的 问题 设 计 了不 同 的器 械 ，

如月J透 明 的 成形 片 和半 透 明 的楔 子 减 小 聚 合 收 缩 的影

响 「〕也 试 验 了
一 些 充 填 技 术 ，包 括 在 修 复操 作 过 程 中 向

洞 内填 人 陶瓷 碎 片 ，在 咬 合 面 和邻 面 预 备 之 前 安 放 丙

烯 酸树 脂 成 形 片 ，在 待 修 复 的 窝 洞 中填 人 预 聚 复 合 树

，}，国L]腔医学继续教育杂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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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块

本研 究临床评价 了在 n类洞修 复过程 中填 人预聚复合

树脂块 的方法 ，并与传统 的分层填人技 术相 比较 ，试验

中还评 价 了使用 钢成形 片和 聚醋纤 维 成 形 片 的效果 。

在 使 用 传 统 分 层 填 人技 术 及 聚酷 纤 维 成 形 片 的 2组

中 ，第 18 个 月 的评 定结 果 为 才=0.5(尸>0.05)。其他修

复体在 6个 月 ，12 个 月和 18 个月 的评定结果 为 才=0.0

(尸>0.05)。各组 的结 果之 间没有统计 学差异 。Raskin

等评价后 牙树脂修 复 10 年 的疗效 ，发现不完善 的邻 面

衔接是最大 的问题之一 ，但这 只在评估 的后期才 明显

地 表现 出来

低。复合树脂 的这些物理性质的变化可用 以解释邻接

关系恢 复的效果 ，也可以解释本研究 中 2组 的失败病

例。

Cvitko等用微渗漏试验 比较 了使用聚酷纤维成形片加

透光楔子 和钢成形 片加 木楔子所 做 的 n类洞修 复体 ，

结果显示第一组 (聚酷纤维成形片加透光楔子 )效果较

好 。然而 Neiva 对 以不 同树脂填人技 术和聚合方式进

行 11类洞修复的微渗漏调查结果显示 ，成形片的种类

对结果 没有影响。在牙骨质处 ，聚醋纤维成形片和透光

楔子的组合使用导致更 多的渗漏 。这些现象可能与修

复材料的老化有关 ，后者能导致过度磨损和随之发生

的接触点丧失。

对 修 复 体 邻 面 接 触 关 系 的 评 分 方 法 有 许 多 种 ，这 将 会

导 致 评 定 结 果 的 混 乱 。 1998 年 ，Le infel de :等 研 究 了用

普 通 树 脂 和
“
可 填 压

”
树 脂 进 行 修 复 所 产 生 的 邻 面 接 触

关 系 ，每
一
修 复 体 分 l一5级 进 行 评 定 ，1级 是 临 床 上 不

能 接 受 的 邻 面 衔 接 ，5级 是 理 想 的 邻 面 衔 接 。Wilson 等

用 4个 参 数 进 行 评 价 ，H 是 强 ，A 是 正 常 ，B是 弱 ，C是

缺 。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的 评 分 方 法 与 BarneS等 的 相 同 ，

BarneS评 定 分 为 3级 :Alpha是 紧 密 接 触 ;Bravo是 刚

有 接 触 ;Charlie是 开 敞 无 接 触 。

在邻 面接触 区 ，有 2个 问题被认 为是至关重要 的。第

一
，当牙齿咬合时邻面会有

一
个不断磨损 的过程 ，在咀

嚼期 间磨损 产生 ，在吞咽时磨损程度较小 。第二 ，由于

邻 面得不到唾液 的 自洁作用 ，食物 、菌斑 和唾液 中的有

机 酸 对 树 脂 的软 化 作 用 会促 进 修 复体 邻 面 的磨 损 过

程

结论

Lutz等指 出 ，复合 树脂 固有 的聚合 收缩 对 于维持长期

的可 接 受 的接 触 关 系 是 一 个 重 要 的影 响 因 素 。 1991

年 ，KayS等分析 了使用 不 同成 形 片 的后 牙 11类 洞 复合

体在跟缘 处 的改变 ，通过从 牙酿 到咬合 面的硬度测量 ，

显示 出不锈钢 成形 片组 的树脂硬度变化率最小 ，塑料

成 形 片组 在 咬合 面有很 高 的硬度 .但 是在眼缘 硬度 降

从本研究可 以得 出以下结论 :

1.用 2种树脂填人技术及 2种成形片对 11类洞修复 即

刻所获得的邻面接触点是满意的。

2.所采用 的不 同树脂填人技术和成形 片种类对修 复体

邻面衔接 的影响没有统计学 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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