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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修复的牙体预备有很多种不同方法 基本上可分为两种情况 :有清晰边缘的，所谓的有肩台型预

备和羽状边缘预备。后者最初用于因牙周疾病而进行过切除性手术 (译者注:其 目的在于切除坏死感染组织 ，

消除袋 )的牙齿修复。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展示了一种针对牙周状况健康牙齿的修复技术 该技术采用不

翻瓣的羽状边缘预备方法 采用金属烤瓷冠或者氧化错以期获得美观的后牙区修复体 在修复体 /软组织

的界面稳定性上取得了短期和长期高质量的临床和美学效果 (临床随访达 15 年)。此外 BOP下技术与其他

的预备技术相比 (如斜面型、肩台型等 )在基牙预备、印模制取、临时冠重衬以及永久冠外形的塑造等方面

显得更加简单和快速。

引言

在 固定修 复 中，天然牙上 出现 的且最 为常 见的

临床并 发症之 一 ，就是 由于跟缘 根 向移动导致 了不

满意的美
’
学效果 。

随着时 间而 出现 的跟缘根 向移动 的趋势 ，与 以

下几个 因素有 关 :

译者 单位 南 方 医科 大学 口腔 医学 院

广 州市 广 州大道北 1838号 510515

.角化眼质量 和数量上 的不足 (牙酿较薄 的生

物学类型更加容易发生退缩 )。

。修复治疗过程 中造成创伤的结果 (牙体预备 、

排齿民)。

·不 良修 复所 引起 的慢性 炎症 !冠边缘封 闭性

差 ，侵 犯生物学宽度 ，肩 台处过度的牙冠外形 (译

者注 :牙跟处的冠终止线应有足够 的空间 ，也就是

说要有足够的肩 台宽度 ，否则空间不足将导致冠边

缘外形过度 ，即悬突的产生 )等技术问题 ]。

.不 良刷牙方法所产生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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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与修复程序有关的因素 当中，有
一
个具

有特别的相 关性 :预备技术和与边缘终止线相
一
致

的几何形态 。

传统上 ，有两种不 同的牙体预备方法 :有 明确

边缘终止线的预备 ，也称为水平型 (译者注 :有肩

台型 );没有明确边缘终止线的预备 ，也被描述为羽

状边缘。

虽 说 并 没有
一
个被 广 为认 可 的分 类 方 法 ，但

在 过去 还 是 有 不 同的预 备方法 以及 边 缘 定义 被 推

荐使用。

.肩台

.带斜坡的肩台

.倾斜的肩台 (50
。
和 135

。
)

.凹面形肩台

.带斜坡的凹面形肩台

当!}备床牙冠与解剖牙冠
一
致并且牙周健康情 况

良好时 ，使用水平预备更好。修复边缘位于靠近釉

牙骨质界 (CEJ) 处。

没有明确止点的预备 (译者注 :例如羽状边缘 )

更加保守 ，常常运用于当牙周疾病导致支持组织的

丧失而使得临床牙冠与解剖牙冠不
一
致 的时候 。在

这种情 况下 ，冠边缘位于牙根区。

肩 台宽度 预 备 与肩 台位置 预 备 的不 同之 处 在

于 ，前者修复边缘的位置 由牙科医师决定 ，在牙齿

上有
一
个明确 的线 ，因而可 以复制在 印模 以及工作

模型上 。这也许就是修复 医师更加倾 向于水平预备

的原因。而对于肩 台位置预备来说 ，冠边缘 的位置

是 由实验室技师根据 牙跟组织的信息来定位 的。由

于没有 清晰明确的边缘线 ，首先会很难取得 良好的

美学效果 ，在瓷层烧制 以及咬合受力 的过程 中可能

出现金属边缘变形的风险 ;其次 ，可能会 由此导致

悬突的产生 ，有些作者认 为该修复技术可能是导致

炎症 以及牙酿退缩的原因。

cementoenameljunction， PCEJ)。

.牙 体 结 构 的 保 存 。

.制 作 简 单 而 快 捷 。

。方 便 临 时 冠 的 重 衬 和 完 成 。

.方 便 制 取 印 模 。

2.2 生物学进展

。牙齿反厚度 的增加 。

。牙跟边缘 长时间稳定性 的增加 。

·通 过调 整 临 时冠 形态 ，可使 眼缘 逐 步 贴合 牙

冠 ，重塑牙跟形态 。

3 50户下技 术 介 绍

3.1 牙体预 备

在 开始进行所有操 作之前 ，先要通 过 牙周探 针

来获取精确 的酿 沟 内形态 ，以此 来评估上 皮 附着 的
J
清况 (图 la 和 图 lb)。如果牙体是完好 未受损 的 ，

牙齿酿上部 分预备 的最 初 阶段 是用
一
个火焰状 的金

刚砂 车 针 (100/120微 米 粒 度 ) 。然 后 ，将 钻 头 倾

斜地进人酿 沟 内，开 始眼 沟 内部分 的预 备 。这样 ，

2 BOPT

2.1 临床进展

·消 除未预 备基 牙解 剖学上 的釉 牙骨 质 界 。去

除 已预 备基 牙上预先存在的终止线 。

.可 以将 最 终 的终止 线放 置于 不 同水平上 ，使

其在酿沟 内 (不过分侵犯酿沟 )更加靠近 冠方 或者

是更加靠近根方 ，而不影响修复体的边缘适合性 。

.可 以调 整 冠显露 部分 的外形 ，以创造 出理 想

的美学 牙眼结 构 (适合的外形和轮廓 )。用这种方法 ，

便可 以创造 出
一
个新的修复釉牙骨质界 (prosthetic

图 1 a.左侧 中切牙修复体需要更换 .标记牙冠大小和牙跟

边缘形态的不对称 ;b.全面的牙周探诊 以确定跟沟内空间

了1口
中国日腔队学继续教育杂亡



中国口腔 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2014 年 3月 第 17 卷 第 2期

钻头切割 的部 分为其腹部 而非其尖端 ，同时作用于

牙 体 和 牙眼 ，即 gingitage技 术 (译 者 注 :牙 跟 旋

转切割 术使 用旋转 的金 刚砂钻增 大眼沟 的技术称 作
“
gingitage

”
。它 是 指 在 预 备 跟 下 牙体 组 织 时 ， 同

时使 用旋 转 的金 刚砂钻刮 除酿 沟 内层上 皮。此法 的

目的是 ，在尽量 减少 牙龋损 伤 的情 况下 ，形成扩 大

的龋 沟来 暴露预备 的肩 台 ，以达 到排跟 的效果 。但

是有研 究表 明 ，牙酿旋转切割 术 多导致较显著 的永

久性 牙眼萎缩 ，故此法现 已少用 )，并且使得该预备

平 面 与轴 面相连 ，得到
一
个单

一
的和肩 台型 的终止

区 (图 2) 。这 样 ，之 前 的 CEJ被 消 除 了。 而 且 ，

在 已经预 备的牙齿上 ，已经存在 的终止线也可被 消

除 。钻 头 同时也作用于眼 沟的 内壁 以及牙酿 附着 的

上 皮 成 分 。当 ingraham 提 出用 凹槽 型 金 刚砂车针

(译 者 注 :chamfer bur ，
一
种 圆头车 针 ，如 鱼雷

形状 的金 刚砂车 针 )获取整齐的终止线的 gingitage

技术 时 ，只是为 了打开跟 沟 以有助于 制取 印模 ，而

BOPT技 术 的 目的是 为 了消除牙体解剖学上 的突 出

部分或者任何 已存在 的预 备边缘 。这样 就可 以创 造

出冠边 缘 可 以冠 向移动 的终止 区域 。牙体预备 的最

后
一
个步 骤 是 用

一
个 20微 米粒度 的 金 刚砂 钻 来改

善整个表面 ，使其平整光滑 (图 3)。

图 2 使用 !20 目金刚砂车针 原有的凹形边缘被消除 ，得

到无牙跟的空间

3.2 临时冠重衬

技 师根据诊 断蜡 型 已经事先准备 了
一
个 中空 的

丙烯 酸 冠 ，并且具 有 与 牙眼边缘相
一致 的轮廓 线。

在确 定 其适 合于基 牙之 后 (图 4)，用甘油 隔离临时

冠 的邻 接 部分 ，再 用 自凝的 甲基 丙烯 酸树脂对 冠进

行重衬 (图 5)。当树脂 凝 固之 后 ，可 以在 冠上 清楚

地 看到两 条清晰的边缘 :
一
个是 内侧的较薄 的边缘 ，

反 映 了预 备后基牙 的龋沟 内部分 ;而外侧较厚 的边

缘 则反映 了眼缘 的外侧部分 。两 条边缘 中间的部分

是牙龋 的阴模 (图 6和 图 7) 。

这两部分 中间的空 间将被 流动丙烯 酸树 脂或者

光 固化可流动 的复合树 脂填 满 ，以加厚 冠的边缘 ，

使成 品与牙冠的轮廓 线相
一
致 (图 8a 一图 sc) 。多

余的材料 会被去 除 ，使得在眼缘 周 围冠边缘与 牙冠

的外形轮廓相 延续 (图 9)。这 样 ，
一
个新 的锐 利冠

边缘与
一
个新的 CEJ一起在跟沟 内形成 ，其深度 不

超 过 0.5一 lmm，绝 对 保 证 了生 物 学 宽度 (不 过

分侵 犯跟沟 )(图 10)。

在精 细抛 光之 后 ，临时冠被粘结 在基 牙上 ，多

余的粘结剂成分很容 易被去 除。

就 像 前 文所 述 ，gingitage预 备 技 术 创 造 了
一

图 3 然 后 基 牙 表 面 用 30目 金 刚 砂 车 针 抛 光 。 依 据

gingitage技术进行预备 注意跟 沟 出血情 况 。受牙冠外形 的

影 响 .血凝块 的形成将会 引起 牙跟 组织 的生物学反应

图 4 中空的临时冠在基牙上试戴

个空间，该空间会被 因为跟沟出血所产生的血凝块

填满。临时冠边缘的眼沟内部分会向跟缘 四周提供

支持 ，使血凝块保持稳定并变化成为结构完整的牙

眼组织。这种愈合过程会决定牙跟组织的再附着及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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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临时冠用自凝 甲基丙烯酸树脂重衬

图 6 在树脂最终成形前夕将临时冠从基牙上取下

渊
只

。

图 7 重衬后临时冠边缘的结构细节 跟沟内的薄边缘和外

侧的厚边缘界定了牙跟外形的阴模

图 日 两条边缘之 间的空间被光 固化流动复合树脂 (。)或

流体 的混合丙烯酸树脂 (译者注 双组份 自固化型丙烯酸

树脂 ) (匕)填满 结固后 用铅笔标记 内部劝缘 (C)

增 厚 程 度 ，使 其 塑 形 并 使 其 适 应 新 的 临 时 冠 形 态 (图

lla一图 lle)。

的存在 会使这 个程序 更加简 单和快 捷 。强烈建 议使

用双线排 酿法 ，以使耀 沟被 充 分复制 ， 汗为技 师的

实验室操 作提供帮助 。

3.3 印模 技 术

在 至 少 4周之 后 ， 牙眼 组 织 会 变 得 稳 定 ，并且

可以制 取 印模 以完 成 修复 体 。 没 有 任 何 边 缘 终 11线

3.4 实 验 室 过 程

印模 技 术 的 发展 使 得 技 师 在 _卜作 模 卜确 定 终 比
-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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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多余的树脂用纸片去除 形成临时的颈缘外形 以支撑

牙齿民边缘

图 10 共 同完 成 的具 有 锐 利 冠边 缘 和 其 相 适 应 的新 的

CEJ 并抛光后的临时冠

窿
孽

嗯砰 、鑫郭奢

入

城 飞 礼

图 11 日一 C 4周后 受冠边缘保 护 的血凝 块促进新 的结

缔组织生成 显得厚而健 康 但仍在成形 中 d 此时 .牙

龄的重塑开始 冠边缘被磨短 与邻牙边缘相同;e，周后

牙龋边缘向牙冠方向生长 形成理想的扇形边缘

了13
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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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成 为可能 。鉴于在暴露 终止 区域之前 ，需要对

牙眼水平进行改 良的控制 ，我们需要用
一
个 o.smm

的铅笔在 附着跟边缘上作 出黑色的标记 (黑线 )。

然后 ，去 除附着龋 ，暴露模型上再 现 的龋下 区

域 (图 12)。这 样 ，模 型 的根 方 部 分 得 以被 暴露 ，

并用蓝 色的线作 出标记 。黑 色和蓝 色两条 线之 间的

区域 ，被称 为
“
终止 区域

”
，技师会用红色铅笔标记

出冠边缘所处的
“
终止线

”
的位置 (图 13)。

将 终止线位于偏 向根方还是冠方取 决于眼 沟的

深度 以及美学要求 ，但是冠边缘绝不会侵犯上 皮 附

着 。现在 ，红线就是修整颈缘 以及去 除跟 下无用部

分的参考线。

与 其 他 作 者提 出 的羽 状 边 预 备 的修 复 方 法 不

同，BOPT技 术介绍 了
一
种新 的观念 。该观念基 于

一
项观察 ，认 为临时冠的形态 会重塑和决 定牙龋 的

最终外形和轮廓 ，而非相 反的情 况 。

基于这 个理念 ，冠外形 的制作是在 没有牙龋部

分 的主模型上 完成 的 ，制作 出
一
个具有形态功能 ，

并且具 有理 想 美学 的外形 (图 14)。然后 ，将 修 复

体转移到
一
个具有

一
牙跟部分 的模型上 (图 巧a一图

15e)，以此 来立 体地 对 外形进 行评估 。为 了使 冠适

合模 型 ，技师 会用手术 刀来去 除任何
一
个与眼边缘

之 间的小干扰 ，模拟体 内 口腔组织运动过程 中修复

体边缘和牙跟 的相互作用 (图 16 一图 18)。

图 12 用黑线标记基牙上的牙跟边缘 .然后去除牙跟部分

以暴露印模所记录的终止区

图 13 用 3种线在基牙上标记终止区和跟沟

4 讨 论

在 过 去 的 巧 年 间 ，运 用 BOPT技 术所 取 得 的

成果 ，使学者们做 出了
一些临床和生物学上 的思考 。

与有肩 台的边缘预备相 比，在羽状边缘预备 技

术 中的冠密 闭性 明显要优越许 多。就像许 多作者 曾

经论证过 的
一
样 ，这是 由于 空间几何特点决定 了羽

状边缘最 易取得密合 ，因而基 牙与冠之 间的空 间减

少 ，降低 了粘结剂暴露和细菌渗透 。
一些作者 同样证实 了，冠边缘适合性 因素对 牙

周 不 良反应 的影响要大于冠边缘 终止线在跟 沟 中的

位置 。这
一
结 果证 明了冠边缘可 以位于眼沟 内，而

且 BOPT的功效就是基 于这
一
点 。

有肩 台牙体预备 的基本概 念是肩 台终止线位于

预备后的基 牙上 ，而在 BOPT技术 中，终止线是冠

修复体 自身的边缘 。该边缘 无论是临时冠还是最 终

修复体都 可 以在 不 同跟沟水平 内缩短 或者 延伸 ，而

不影响边缘适合性 或破坏上 皮 附着 ，因为终止 区总

是位于其上方 (不过分侵 犯眼沟 )。

通过 BOPT技术 ，可 以将 临时冠的解剖形态转

图 !4 于工作模型上初步烧结的无牙跟形态的陶瓷

移 到 最 终 的 冠 修 复 体 。与 牙 眼 之 间产 生 自由地 相 互

作用 ，牙眼 会适 应 、成 形 并且 获得 新 的形态 结 构 (适

合 的边 缘 和 轮廓 )。显 然 ，根 据
“
悬 突

”
的传统 定 义 ，

通 过 BOPT 技 术 所 获得 的 冠 的 外 形 可 能 会 显 得 过 于

过 度 。作 者 的意 见 是 ，这 个概 念 应 该 得 到 重 新 的解

释 。实 际上 ，对 于 何 为
“
正 常 的

”
外 形 并 不 存 在

一

个
一
致 的 意 见 。Sorensen认 为 ，在

“
悬 突

”
处 ，冠

边 缘 与 牙 根 形 成 45
。
的垂 直 外形 结 构 仍 然 可 以被 认

定 为 正 常 的 (译 者 注 :肩 台型 预 备 技 术 ，冠边 缘 与

牙根 形 成 0
。
的 外 形 结 构 ，即探 诊 为 光 滑 连 续 )。根

据 作者 的经验 ，实 际上 并 没 有 明显 的
“
悬 突

”
存 在 ，

只是 出现 了不 同的新 边 缘 外 形和 新 的 PCEJ。

与 其 他 作 者 所 建 议 的 相 比 ， 在 大 部 分 的

BOPT 病 例 中 ，极 少 观 察 到 牙 眼 发 炎 或 者 由于 冠

了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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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歇 具 有美学外形 的冠边缘 ，不能完全在有牙跟解剖形态的石膏模型上完全就位

直到冠完全就位 c和 d.用陶瓷获得新 的弧形外形 e 新的外形成形并抛光

技师用雕刻刀去除所有干扰

图 16 病例术前观 图 17 病例术后观

图 18 患者微笑观

边 缘所导致 的牙酿退缩 。

BOPT技 术 ， 由于 预 备
一修 复

一
牙 龋 的相 互

作用 (gingitage 技术 ，血块凝结 ，新 的 PCEJ 边缘 )，

使得 牙跟 可 以增厚 并适应新 的形态 ，从而在短期和

长期都能获得 稳定性 的提高 。如前所述 ，我们经常

可 以观察到 ，齿良边缘 的根 向退缩 (图 19) 可 以仅仅

通过去 除之前存在 的终止线和 形成新 的临时冠边缘

形态来得到纠正 (图 20)。

相 同的概 念和程序通 过种植 BOPT (IBoPT)

形成无肩 台的基 台设计 ，应用在 了种植 牙科学上 。

1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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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OPT的基 台没 有 终 止 线 ，并 且 通 过 牙 冠颊 侧 的

龋 缘 来 形 成 软 组 织 形 态 。基 台颊 侧 宽 度 的 减 少 给

予 了牙龋厚度更 多的空 间 ，并且提升 了稳定性 (图

20一图 24)。

5结 论

在 15 年的临床经验 中，BOPT技术对在 天然牙

和种植体上保存前牙区和后牙区冠周软组织的稳定性

图 22 一
例利用基牙的牙冠与种植支持修复联合应用的病

例术前观

图 19 另
一
病例 术 前 观 图 23 冠粘结前 的胎 面观 。同样 的修复理念应用于天然基

牙和种植基台 获得 了一致的颊侧牙龋厚度

图 20 术后愈合完成 图 24 术后观

图 21
一
例利用基牙的牙冠与种植支持修复联合应用的病

例术前观

都 获得 了成功。通过 BOPT技术 ，临床医师和实验

室技师可以抛开 已有的牙体或者牙跟方面的限制 ，使

周围组织相互作用 ，重塑它们的外形和结构。由于大

部分的临床结果都仅仅是通过对临时冠和永久修复

体 自身 (边缘位置 ，临时冠形态 ，牙体形态等 )的观

察得到的，由此可说明这些先进性是相互关联的。

为了证实这项技术的科学价值 ，我们需要进行

更 多的临床和生物学 的研 究。
一
个多中心 的研 究设

计 ，将用来确定 BOPT技术是否可 以为临床医师的

操作带来可预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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