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口腔 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2014 年 3月 第 17 卷 第 2期

沐 分
译文

。

氧 化 错 后 牙 固定 局 部 义 齿 :5年
前 瞻 性 临 床 试 验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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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评估后牙 3单位和 4单位氧化错固定局部义齿 (FPDs )修复 5年后的功能情况。最初

30例患者参与试验 复诊检查时只有 25 例患者参加 ，共计 25 例 「户05 平均复诊时间为 62 .1个月 其余 5

例患者没有参与复诊。修复治疗后至第 60 个月复查期间 ，2例 F尸O。修复失败 失败原因是经过牙髓治疗后

的基牙 其修复体 出现氧化错固定桥断裂或饰面瓷断裂的现象。修复体 5年保存率为 92%。根据该研究结果

可 以得出 氧化错 固定桥应用于后牙受力区 ，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而个别修复体 出现饰面瓷大块断裂的

现象 这主要与固定桥设计不合理和磨牙症有关。

髻

邵 龙泉教 授 点评 :陶 瓷材料 质地致 密、耐 磨 、表 面光洁 、具 有 良好 的生物 相容性和 化 学

稳 定性 。近 年 来 ，由于衬 美观要 求 的增 加 ，以及衬材料 毒 性 和 过敏 反应 的考 虑 ，乳化错 全 瓷

材料 在 口腔修 复领 域 的应 用 日益增 多。 然而 ，氧化铬 固定桥 应 用于后 牙受 力 区时 ，对 机械 强

度和 行使咬 合功 能具有 更高的要 求 。本研 究时 25 例后 牙 3单位和 4单位 氧化错 固定局部 义齿

(印 Ds )修 复 5年后 的功 能情 况进 行评 估 ，研 究显示 ，氧化错 固定桥 应 用于后 牙 FPDs ，具 有

足 够 的机械 强度 ，但仍 有 个别修 复体 出现 饰 面瓷崩 裂 ，饰 面瓷断 裂及 固定桥 断 裂的现 象，这

主要 与饰 面瓷表 面粗 糙 ，患者 副功 能运 动及 固定桥 设 计不合理 有 关。综上 所述 ，氧化错 固定

桥 具有足够 的机械 强度 ，适 用于后 牙 FpDs，在 口腔 医学领域 具有很 高的应 用价 值和 发展 前 景 。

家一

评

专-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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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店



中国口腔 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2014 年 3月 第 17 卷 第 2期

引言 3结 论

近几年 来 ，与金属基底 的固定局部义齿 (FPDs)

相 比，氧化错 FPDs成为
一
个可供选择 的修复方 案 ，

获得 了满意 的修复效果 。尽 管如此 ，仍 然有必要对

其 远 期 效 果 进 行 科学 研 究 。 本研 究 的 目的 是 评 估

Lava系 统 (3M ESPE) 制 作 的 氧 化 错 全 瓷 FPDs

修复 5年 后 的效果 。研 究假 设 :①无 氧化错 固定桥

断裂 ;②饰 面瓷 出现断 裂的概 率 比金属基 底 陶瓷修

复体高 。

2 材 料 和 方 法

此 项 前 瞻 性 临 床 研 究 ， 是 在 德 国 埃 朗 根 弗 里

德 里 希 亚 力 山大 大 学 埃 朗 根 纽 伦 堡 口腔 修 复 科 进 行

的 。表 1显 示 了选 择 和 排 除 患 者 的 标 准 。 临 床 操 作

技 术 之 前 曾有 报 道 ，简 要 概 括 如 下 :

。基 牙 牙 体 预 备 ，印模 ，制 作 工 作 模 型 。

.扫 描 并分 别 设 计 各 模 型 框 架 。

.预 烧 结 ，切 削 框 架 ，氧 化 忆 稳 定 氧 化错 。

·固 定 桥 饰 面 瓷 (Lava Ceram ，3M ESPE)。

。玻 璃 离 子 水 门汀 (Ketac
一Cem ，3M ESPE)

粘 结 FDpSO

参 照 美 国 加 利 福 尼 亚 牙 科 协 会 (Caiifornia

Dental Association， CDA)评 价 标 准 ， 由 两 位 牙

科 医 师 在 治 疗 完 成 即 刻 及 治疗 后 每 年 对 患 者 进 行 复

查 ，分 别 对 修 复 体 表 面 ，颜 色 ，边 缘 完 整 性 以及 牙

周 参 数 和 菌 斑 指 数 得 分 进 行 评 估 。

数 据 分 析 包 括 描 述 性 统 计 ，W llco xon秩 和 检

验 和 McNemar 检 验 。 根 据 所 有 评 估 中最 差 的
一
次

评 估 ，将 每 个 修 复 体 分 为 成 功 (Romeo ，sierra)

或 失 败 (Tango，Victor ) 。 排 除 没 有 参 与 复 诊 的

患 者 。

最 初 ，30 例 患 者 参 与 试 验 ，复 诊 检 查 时 只 有

25例 患 者 (男 17 例 ，女 8例 ) 参 加 ，共 计 25 例

FPDs，平 均 复 诊 时 间 为 62 .1个 月 ，其 余 5例 患 者

没 有 参 与 复 诊 (表 2) 。这 25 例 FPDs中 ，有 2例

FPDs需 更换 修 复 体 ，修 复 体保 存率 为 92%，其 中 ，

有 5例 FPDs出现 饰 面 瓷 或 内冠 断 裂 ，修 复 体 内冠

和 饰 面 瓷 的修 复 成功 率 为 80%。

检 查 发现 修 复 体边 缘 完整 性 良好 (表 4)，其 中

有 56% 的修 复 体 咬合面粗 糙 (表 3)。在探 诊 深度 (基

牙近 中 :尸=0.56 ;远 中 :尸一0.32) ，眼 沟 出血 指 数

和 牙 跟 指 数 (0.19 ( 尸 ( 0.99) 方 面 ，修 复 治 疗

60 个 月后 ，试验 组 和对 照 牙之 间无 显著 差 异 。

菌 斑 检 测 结 果 显 示 :试 验 组 两 个 基 牙 的 菌 斑

比 对 照 牙 少 。 在 治 疗 后 12个 月 、24个 月 、60个

月 的 评 估 中 ，远 中对 照 牙 明 显 检 测 到 更 多 的 菌 斑

(P=0.03)。

4 讨 论

后牙 3单位和 4单位氧化错基底 的固定局部义

齿保 存率 为 92%，这 与参考 文献提 到 的 5年保存率

为 94.3%基本
一
致 。

1例 FPD在 靠 近 桥 体 的顶 端 出现 断 裂 (图 1a

一图 lc)，这 可 能 是 因为应 力转 移 到 了连接 体上 ，

或者是框架制作 的厚度 不够 ，且厚度 不均匀 。

1例 FPD 出现大块崩裂 ，原 因可能是患者有磨

牙症 (图 2) ，或修复体顶部 的设计不合理 (图 3)。

修复体 出现小块崩 裂是 因为咬合面粗糙导致 (图 4) ，

这与 Sailer 等的研 究
一
致 。 Sailer 等还发现 ，饰面

瓷的粗糙度与崩裂的发生率有
一
定联系 。

5 结 论

表 1 选择和排除标准

后牙 3单位或 4单位 FPDs

基牙位于远中

连接体有足够的胎银高度，

横截面积至少为 gmm
，

活髓或牙髓治疗的基牙 近

6个月无根尖周炎症状

一
般健 康 受损

重度咬合磨耗或副功能运动

在有 限的小样本量研究 中，可 以得 出以下结论:

·3单位 和 4单位 FPDs氧化错 固定桥 应用于

后牙受力 区 ，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

·大块的饰面瓷崩裂与固定桥设计不合理和磨

牙症有 关。

·小块崩 裂是 因为饰面瓷表面粗糙 导致 。

口腔卫生良好 无龋

牙周病(包括探诊深度 )smm，

探诊出血 骨吸收活跃 ，根分叉

病变 2度和 3度)

口腔卫生不良 (边缘菌斑

>25%.眼沟出血指数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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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FPO的位置 .牙位 复诊时间 .检查情况 以及参照 COA评价标准评估失败修复体

V

T

47 :牙髓治疗 ;10 个月后 ，靠近开髓腔 的饰面瓷呈圆形剥脱 更换 印O

咬合面 明显粗糙 ，小块崩裂

没有参与复诊

46个月后 ，桥体和远中基牙出现大块崩裂

没有参与复诊

小块崩裂

54个月后 固定桥断裂 ，更换 FPO

没有参与复诊

脱粘 ，重新粘结

没有参与复诊

小块崩裂

小块崩裂

没有参与复诊

37:牙髓失去活力 ，行牙髓治疗

36个 月 后 ，

MA= 近 中 基 牙 。A= 远 中 基 牙 ‘CA= 连 接 桥 体 V=Vi以。

*
FD1 牙 位 记 录 法

桥体 和远 中基 牙 出现 大 块 崩 裂

(不可修改) T=Tango (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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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参照 COA评价标准 评估修复体表面光洁度

合格

好

接受

不合格

可修改

不可修改

总数

尸
*

与治疗后对比

19(63%)

11(37%)

12《41%)

17(59%)

13(48%)

14(52%)

15(56%)

11(41%)

7 《27%)

17 (65%)

《32%)

(56%)

0(0%)

0《0%)

30(100%)

(0%)

《0%)

29 (100%)

0 10

0 《0%)

0 (O只/0)

27 (100%)

0 28

1 (4%)

0 《O%)

27 (100%)

0 41

1 (4%)

1 《4%)

26 (100% )

0_02

1 《4%)

2 《8%)

23 (100%)

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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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参照改良 COA评价标准 评估修复体边缘完整性

器 裁 魏 燕 蒸 鞭 缀 窿 巍 罐 彝
一
曝 爆 夔 一;参 铸鬓(濒襄澎 准 漆 嚼 叫 _

一 _____声 一

治疗后 100 0 0 0 一

12个月 100 0 0 0 一

O
︺

O
曰

O
口

O
口

O
口

卜
只︶

O
︶

O
︺

0

0

0

0

>

>

>

>

1

1
认
曰

六

O

O
︺

O
d

O
口

24个 月

36个 月

48个 月

60个 月

*
与治疗后对比

图 1 0.远 中磨牙 固位体 断裂边缘

饰面 瓷崩裂 b.桥体 和基 牙顶部 的

连 接体 内冠及饰 面瓷 断裂 ;c 扫描

电子 显 微 镜 分 析 固位 体 断 裂 区 (顶

部厚 度约 370一 950、，m)

图 2 因磨牙症和咬合面磨耗 导致桥体和远中基牙颊侧饰

面瓷大块崩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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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桥体 和远 中基牙多处饰面瓷大块崩裂 ;b 胎 间距不足 ，限制了远 中磨牙固位体 的瓷层厚度

图 4 。 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 修复体治疗 36 个月后表面略显 ;匕 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 该修复体治疗 60 个月后 复诊

检查发现饰面瓷小块崩裂 ;崩裂的饰面瓷明显位于粗糙的咬合面附近

沁 己 舞 攀 姆
二~ 二 r~ 一 一 ，

《口 腔 种 植 治 疗 图 谱 (第 3版 )》

卞 比尼
‘l
飞代 「}咋 种 牛沁节的 经 典 之 作 ，通 过 l，00多 幅 精 美彩 色插 图 介 绍 了

当前 日叮 种植 修 复 的 与沼:. 下仅 洋述 r种 村t修 发的诊 断 和 规 划 、操 作 所 需 设 备 、

厂术的 没 门 fIl基 本 技 术 、 术，!，技 巧 、种 植 术 )!亏的 处理 等 ， lflJ ll_还 在 卜 版 的 基

础 卜，增 勺{lJ
’
种 植 r术的 新进 展 、种 植 体 处理 、影 像学 诊断 以 及患 者 的选 择 竹

内 齐 卞 1们勺弃 个 面 、l不实 ，，月读 性强 ，。l丁洪 日岭 利 医 师 、种 植 科 1笑师 阅 读 参 考 ，

也 ，!J{{为种 植 专利 l、l!11:上见范 化培 训 }1]1名。

1:译 :l:J福 华 (南 京 人学 {J胶 !贺 赞比匕)

{{}版 日期 :2013年 ，月 定 价 :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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