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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医师通常采用模型修正印模法制作游离端局部义齿。模型修正印模法的优点在于其能够使软硬组织均

匀受压 减少基牙所受压力。临床医师对于该方法及基牙、软组织的处理还存在争议。本文介绍了一种游离端

局部义齿制作的改良方法 该方法只需要进行一步法印模 然后在模型上制作义齿 最后在技工室完成义齿的

功能性重衬。进行功能性重衬能够提高基托与余留牙槽峭的适合性 获得稳定良好、边缘伸展充分的义齿。本

法不仅操作简单、技术敏感性低 而且提高了患者舒适度 减少了义齿的调改次数n

一然 蔗 旅 兹 模型修正 游离端 局““义齿

邵 龙泉教授 点评 :长期 佩 戴 不 良义齿 ，可造成 牙槽峰吸 收严重 ，特 别是下领 牙槽哈低平 ，重

新制 作 义齿 时 固位和 稳 定问题 的处理 就显得 尤 为重要 。临床 上针 对这种病例 多采用模 型修正 印模

技 术制作 义齿 ，但是制作过程较 复杂 ，印模技 术要 求较 高。本文作 者就 患者情 况介 绍 了一种新 的

改 良方 法 。此种 方 法 采 用一 步法印模 ，制作 义齿后 进行功 能性 重衬 ，降低 了取模 的技 术敏 感性 ，

同时也 减 少 了义齿戴 入后 的调 改次数 ，很 好地 解 决 了固位和 稳 定问题 ，达到 了满意 的 临床 效果 。

为临床 此 类病 例 的 义齿制作提 供 了新 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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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修且:印模技术是制取游离端局部义齿 印模

的常规方法 。该方法能够准确地记录 天然牙和缺牙

区组织的情 况 ，使义齿 获得最大限度的稳定和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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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了缺牙区牙槽晴勃膜和牙体硬组织弹性不 同的

问题 ，使二者的压力分布达到最佳 。此外 ，该方法能

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负载抬 力时义齿垂直 向的动度 。

模型修正 印模技术的优点可 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

①使软硬组织均匀受压 ;②减少基 牙所受压 力 ;③减

少义齿戴入后的调改次数 、增加病人舒适度。常规的

模型修正 印模 技术首先采用
一
次 印模法 制取 印模 ，

在石膏模型_七制作金属支架 ，后在 口内试戴支架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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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石 膏 灌 制 模 型 (ResinRock， W hip Mix)。检 查 模

型 ，制 作 钻 铬 合 金 义 齿支 架 (w ironium ，Beg o) ，在

口内试 戴 支 架 、检 查 支 架 的 适 合 性 (图 3)，记 录 殆 位

关 系 ，选 择 人 工 牙 。在 模 型 上 试 戴 1几
一
卜领 义 齿(图 4) ，

评 估 义 齿 语 音 、 美 观 和 咬 合 只 方 面 的 效 果 。

采 用 注 塑 设 备 (SR Ivocap injeCtion System ，

IvoclarVivadent)制 作 上 下 领 义 齿 的 塑 料 基 托 部 分 。

在 口内试 戴 义 齿 ，确 定 并 调 改 压 痛 点 。将 上下 领 义 齿

同 时 戴 人 ，初 步 评 估 义 齿 的 拾 关 系 。义齿 戴 用 2d 后 ，

在 下 领 义 齿基 托 组 织 面 衬 垫
一
层 弹 性 衬 垫 材 料 (Coe

-

soft，GC，America)。将 金 属 支 架 在 fJ内准 确 就 位 ，

进 行 边 缘 整 塑 ， 同 时 手 指 在 义 齿 其 余 部 分 加 压 以保

持 义齿 稳 定 。smin 后 ，取 出 下 领 义 齿 ，在 组 织 面 再

衬 垫
一
薄 层 弹 性 材 料 ，重 复 上 述 过 程 。取 出 义齿 ，在

义 齿 塑 料 基 托 和 引 导 板 上 涂 布 指 示 蜡 (DISclosin g

w ax， Ker r Dental)， 以确 定 义 齿 重 衬 后 是 否 就 位

准 确 。确 定 金 属 支 架 就 位 准 确 后 ，小 白去 除 多 余 的 重

衬 材 料 (图 5)。

原上领半 口义齿人工牙磨损明显

O

酬

检 查 支架与基 牙的适 合性 ，制作与金属 支架相 连的

丙烯酸树脂托盘 。然后将托盘置人 口内，进行游离缺

牙区的边缘整塑 、制取终 印模 ，使终 印模能够精确记

录功 能运 动时余 留牙槽峭 的情 况。最后修整原模型

的游离端 区域 。上述步骤 能够 使弹性软组织和基 牙

均匀受压 ，确保可摘局部义齿 的稳定。Walton报道

了
一
种能够 减少游离端局部义齿椅旁操作 时间的 印

模技术 ，单次就诊就可 以完成支架试戴 、模型修正 印

模和殆 位 关系记录 。

尽管
一
些 报道称模型修正 印模技术 比

一
体模型

技术更有优势 ，但是很多临床医师对此提 出了质疑 。

Leupold等人的研究显示戴用模型修正 印模技术和常

规 的边缘整 塑 印模 技术制作 的义齿软硬组织发生 的

垂直 向移动度有很大差异 ，差异为 0.19mm。然而 ，

关于这种差异 的临床意义还存在争议 。Fra nk等在

修复 1年后对
一些病例 的基 托支持情 况 、基 牙健康

度 、舒适度进行 了调查 ，以比较模型修正 印模法和
一

体模型法 的临床效果 。结 果表 明只要基托 的压 力 承

托 区伸展 充分 ，模型修正 印模法 并没有明显的优势 。

Steward等人的研究表 明进行功能性 重衬也能获得

与模型修正 印模法相 同的效果 。该方法 是在义齿戴

入 前 在 义 齿 基 托 的 组 织 面 上 涂 抹
一
层 修 整 树 脂 。

Hoffman和 Ch。等没有使用模型修正 印模法 ，他们

分别应用 不同的方法制作游离端局部 义齿 。Cho等

采用
一
次 印模法制 印模 ，然后在义齿基 托组织 面衬

垫组织调整材料 ，让病 人戴用义齿 7一14d，而后 由

技工室在不施加压力 的情 况下对基托组织面进行重

衬 ，替换原有 的组织调整材料 。

本文 旨在介绍
一
种能够使基 托适度伸展 、义齿

稳定和支持作用 良好 的游离端局部 义齿 的改 良制作

方法 ，而不使用模型修正 印模法 。

2 临床病例

患者 83 岁 ，白人 ，女性 ，16 年 前 曾行 上领 半 口

义齿 和 下领 可摘 局 部义 齿 修 复 (图 l)，义齿 固位 、稳

定性 差 。_仁领 牙 弓呈 U 形 ，牙槽 峭 丰满 (图 Za) 。下

领左 侧 第二 前磨 牙 、第
一
磨 牙 、第二 磨 牙缺 失 ，右 侧

全部 后 牙 缺 失(图 Zb)。

诊 断 后 制 定 治疗 计 划 ，为 患者 设 计 常 规 的上 领

半 口义齿 和 下领 可 摘 局 部 义 齿 修 复 。上 领 半 口义齿

采 用 常 规 方 法 制 作 。下领 义齿 采 用 成 品托 盘 和 加 聚

型硅 橡胶 (Aquasil，Dentsply)制取 终 印模 ，IV型 牙 图 1 匕原下领可摘局部义齿人工牙磨损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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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0.上 领 无 牙领 胎 面 观 图 4 上下领义齿在模型上排牙

图 Z b 下领 牙胎 面观 图 5 重衬后的下领可摘局部义齿

让患者戴用上领义齿 、重衬后的下领义齿 7d 。复

诊时 ，仔细检查缺牙区牙槽峭有无压痛点 ，然后将义

齿送技工室重衬 。技工室重衬完成后(图 6)，戴人 口

中再次检查有无压痛并调整胎 关系。让患者戴用义

齿 24h后复诊 ，以评估义齿 的效果并做 出相应的调

整(图 7)。患者反映上下领义齿戴用舒适 ，稳定 良好 。

图 3 下领可摘局部义齿支架在 口内试戴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夕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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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图 6 技工室重衬后的可摘局部义齿

本 文介绍
一
J
’一
种 制 作 游 离 端 局 部义 齿的 改 良方

法 。本 方法 只须进 行
一
次法 印模 ，但 必 须确保 金属 支

架 完 全 就 位 在 琴 牙上 。在 确 认 义齿 基 托 与 余 留牙槽

晴 适 合 良好 后对 基 托 进 行 功 能 重 衬 。

本方 法 与 Steward和 Ch。等 采用 的方 法 并不 相

同 ，而是进 行 了
一
些 改 良。Stew盯d等 采用 低熔 点 印

模膏 取 功 能 印模 ，然 后 刮 除功 能 印模表 面 的 印模 膏 ，

用 氧化 锌 丁香 油 酚 印模 材 料 重 衬 。这 并 不 是 真 正 的

功 能性 重 衬 ，因为 普 遍 认 为 氧 化 锌 丁 香 油 酚 是
一
种

静 态 印模 料 而 不 是 功 能性 印模 料 。 本 方 法 在 琴 托 组

织 面衬垫
一
层 组 织调 整 材料 ，在 口内进 行边 缘 整 塑 ，

然 后在 组 织 调 整 材 料 表 面 再 衬 垫
一
层 加 聚 型 硅 橡 胶

(AquasilUltrasmart wetting Ilnpression Material，

Den tsPly)，重 复边 缘 整 塑 ，让 病 人戴 用
一
段 时 间 。在

功 能 整 塑 时 义 齿 始 终 在 基 牙 上 就 位 ，这 样 就 能 够 精

确 地 复 制 功 能 活动 时软 组 织 的 形 态 。

本方 法 比 Ch。等 人 介绍 的方 法 增 加 了
一
个 关键

步骤 ，即基 托就位情 况 的检 查 。用 指 示蜡 确 定基 托 、

引 导 板 和 主 要 连 接 体 是 否 完 全 就 位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任 何 就 位 的偏 差 均 会 导致 游 离 端 基 托 维 持 错 误 的软

硬 组 织 间 关系 ，致使 义齿 不 稳 定 及 抬 关 系错 乱 。

图 7 。义齿制作完成后进行功能性重衬
4 结 论

本 文介绍 了
一
种 简便 的游 离端局部 义齿 的制 作

方法 ，而不是模型修正 印模法 。本方法 首先进行
一
步

法 印模 ，义齿制作完成后在 口内进行功能重衬 ，能够

获得 与组织适合性 良好 、基托延伸 充分的局部义齿 。

义齿 稳定性 良好 ，边缘得 以充分伸展 ，因而减少 了调

改次数 。本方法操作简单 ，技术敏感性 低 ，病 人舒适

程度 高 。

图7 匕上领半 口义齿、功能性重衬后的下领局部义齿戴入后

的前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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