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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酸蚀粘接剂对牙釉质和牙本质的粘接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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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检 测 3种 不 同 的 牙 本 质 粘 接 剂 对 复 合 树 脂 与 牙釉 质 和 牙 本 质 的

粘 接 强 度 。

材 料 和 方 法 用 600 目碳 化 硅 砂 纸 将 30 颗 人 离 体 磨 牙 湿 研 磨 成 60 个

牙 釉 质 和 牙 本 质 平 片 ，分 成 6组 ，每 组 10 片 。用 全 酸 蚀 粘 接 剂 (Prime&

BnodNT)、两 步 法 自酸 蚀 粘 接 剂 (ClearfileSE Bond)和 多 合
一
(all一in-

one)自酸 蚀 粘 接 剂 (PromPt L一P叩 )分 别 粘 接 牙 釉 质 和 牙 本 质 。粘 接 剂 按

产 品说 明书使 用 ，复合树 脂用 TPH SpeCtrnm。粘 接 24 小 时后 做 剪切 试 验 。

结 果 PromPt L一P叩 对 牙釉 质 的粘 接 力 值 (27士4.2MPa)明显 高 于 其 他 粘

接 剂 组 ，同 时 也 强 于其 对 牙 本 质 的粘 接 力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对 牙 本 质 的

剪 切 粘 接 力 各 粘 接 剂组 之 间无 统 计 学 差 异 。ClearfileSEBond和 Prim e&

BnodNT对 牙釉 质 牙 和 本 质 粘 接 强 度 没 有 明显 的统 计 学 差 异 。

结 论 自酸 蚀 粘 接 剂 对 人 类 牙 冠 部 的 牙 本 质 和 研 磨 过 的 牙 釉 质 表 面 可

产 生 较 强 的粘 接 力 ，粘 接 强 度 高 于 传 统 的 全 酸 蚀 粘 接 剂 ，特 别 是 多 合
一

自酸 蚀 粘 接 剂 对 牙釉 质 的粘 接 作 用 最 强 。

在 口腔 医学 领 域 粘 接 剂 的发 展 很 快 。复合 树 脂 与 牙釉

质 和 牙 本 质 的 粘 接 机 理 主要 是 微 机 械 固位 。虽 然 全 酸

蚀 技 术 已达 到 了 对 牙釉 质 和 牙 本 质 同 步 粘 接 的 目的 ，

而且 对 牙 本 质 可产 生 很 好 的粘 接 强 度 ，但 全 酸蚀 技 术

所 使 用 的 30 %一40%的 高 浓 度 磷 酸 酸蚀 牙木 质 后 ，
一 些

负 面 因素 会 影 响 粘 接 效 果 ，如 牙 本 质 的过 度 酸蚀 、牙 本

质过 十 或 过 湿 等 牙本 质 过 度 酸蚀 后 ，粘 接 树 脂 不 能 完

全 渗 人 到脱 矿 牙 本 质 底 部 的胶 原 纤 维 网 中 ，空 虚 的胶

原纤 维 网导 致 了在 混 合 层 内 部及 混 合 层 与未脱 矿 牙 本

质层 (此 层 牙 本 质 易 继 续 降 解 )之 间 形 成
一
个 脆 弱 区 ，

从 而 削弱 了粘 接 强 度 此 外 这 一 区域 在 空 气 吹 干 时 有

塌 陷 的危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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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 牙本质粘接剂可通过两种不 同的方式在复合树脂

与牙本质之 间达到微机械 固位 目的。
一种方式是通过

酸蚀剂酸蚀 牙本质 ，彻底去除站污层并使表层下 的正

常牙本质脱 矿 ，然后 经过水 冲洗 、涂 布底漆 (Primer)及

粘接树脂 或涂 布简化 的粘接 剂 (即 Prime:与粘 接树 脂

合二 为一 的粘接剂 )等步骤来完成粘接过程 。

另一 种 方式 不 是 除 去 站 污层 ，而 是将 站 污层 变 为粘 接

层 的一 个 组 成 部 分 。有 两 种类 型 的简化 粘 接 剂 可 达 此

目的 :
一 种 是 两 步 法 自酸 蚀 粘接 剂 ，即先 涂 布 酸性 处理

液 片 刻 (
一般 20秒 )，不 用 水 冲洗 ，再 涂 布 粘接 树 脂 ，固

化 后 完 成粘 接 步骤 ;另
一 种 是更 简化 的二 合

一 自酸蚀

粘 接 剂 只需
一
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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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认 为 ，自酸 蚀 粘接 剂 与 那些 需 单 独 酸 蚀 、冲洗 的 多

步骤 粘 接 剂 相 比技 术敏感 性 较 低 。 自酸蚀 技 术 去 除 了

一些 技 术 干 扰 因素 ，如过 度 酸 蚀 ，过 度 吹 十 及 过 度 潮 湿

等 。

表 1 试验组 和实验方 法

组 别 实验方 法

有些研究报告了 自酸蚀粘接剂对复合树脂与牙釉质及

牙本质的粘接性能 ，但结果存在争议

牙 釉 质 +pr《)，，、I〕tl
一I
，
()I，+复 合 树 脂

牙 本 质 +P:、，:，lptL
一p。)I)+复 合 树 脂

牙 釉 质 +Clearfi lSE Hond+复 合 树 脂

牙 本 质 CleadllSE B(〕，id+复 合 树 脂

牙 釉 质 +P&BNT十复 合 树 脂

牙 木 质 + P&BNT+复 合 树 脂

所 有 组 的 修 复 材 料 均 为 l，PH 晰、(ttrunl树 脂

本研究的 目的是观察全酸蚀粘接剂 ，两步法 自酸蚀粘

接剂及多合一 自酸蚀粘接剂对复合树脂与牙釉质和牙

本质的粘接强度

材料和方法

6组 :使 用 Prime&Bon dNT 全 酸 蚀 粘 接 剂 对 牙 本 质 面

进 行 粘 接 .方 法 同 5组

本研 究 在患 者 口腔 中选 取 30颗 无 龋 坏 、未 经 修 复 的第

三磨 牙 ，拔 除 后 立 刻 放 人 蒸 溜 水 中保 存 ，2周 内使 用 。

将 实验 牙齿 近 远 中 向剖 开 ，放 入硅 胶 模 型 内 ，用 自凝树

脂 定 向包 埋 ，暴露 牙齿 的颊 舌 面 。用 600 目碳 化 硅 砂 纸

将 牙 齿 的颊 舌 面 打 磨 成 平 面 ，其 中 牙釉 质平 面 样 本 30

个 (n=30)，牙 本 质 平 面样 本 30个 (n=30)。在 每 个 样 本

上 面放 置 多 聚 四氟 乙烯 对 开模 具 。每 种 平 面类 型 的样

本 被 随 机 分 为 3组 ，每 组 10 件 ，试 验 组 及 实 验 方 法 见

表 1 牙釉 质及 牙本 质平 面 样 本 的粘接 方 法 如
一
下 :

按 实 验 前 排 好 的顺 序 ，在 牙 釉 质/牙 本 质 的 粘 接 面 上 平

置 内径 4mm，高 2mm 的 聚 四氟 乙烯 管 ，管 内 充 填 相 同

的 混 合 填 料 复 合 树 脂 (TpH Spectrum，Dentsply公 司 )，

光 固化 40秒 ，形 成 树 脂 柱 状 体 。粘 接 修 复 完 成 后 ，样 本

放 人 蒸 溜 水 中保 存 24小 时 ，将 金 属 杆 平 行 贴 紧柱 状 体

与 牙 齿 的粘 接 面 ，以 lmm/min 的 剪 切 形 式 对 柱 状 体 加

力 ， 直 到 柱 状 体 从 粘 接 面 上 断 裂 为 止 (TyPe1445 ，

Zwi〔k)。

1组 :使 用 PI-omPt L一P叩 多 合
一
自酸 蚀 粘 接 剂 (批 号

NO。0063142，EsPE Dental公 司 )对 牙 釉 质 面 进 行 粘 接 。

按 照 产 品 说 明 用 浸 满 粘 接 剂 的 小 刷 子 涂 擦 牙 釉 质 面

巧 秒 ，柔 风 吹 匀 ，在 牙 面 上 形 成
一
层 光 亮 膜 ，然 后 光 照

10秒 。 以 上 步 骤 可 重 复 操 作 ，直 到 在 牙 面 上观 察 到
一

层 理 想 光 亮 膜 。

2组 :使 用 PromPt L一P叩 多 合
一
自酸 蚀 粘 接 剂 对 牙 本

质 面 进 行 粘 接 ，方 法 同 1组 。

3组 :使 用 ClearfilsE Bond(批 号 No.41126，Kuraray公

司 )两 步 法 自酸 蚀 粘 接 剂 对 牙釉 质 面 进 行 粘 接 。先 用 酸

性 处 理 液 涂 擦 牙釉 质 面 20 秒 ，柔 风 吹 干 ;然 后 再 涂 粘

接 剂 ，轻 吹 成
一
薄 层 ，光 照 10 秒 。

4组 :使 用 ClearfilSE Bon d两 步 法 自酸 蚀 粘 接 剂 对 牙

本 质 面 进 行 粘 接 ，方 法 同 3组 。

5组 : 使 用 prime&Bond NT (批 号 No，0109000165，

Dentsply DeTrey 公 司 )全 酸 蚀 粘 接 剂 对 牙 釉 质 面 进 行

粘 接 。 首 先 用 磷 酸 酸 蚀 牙 釉 质 面 15 秒 ，用 水 冲 洗 10

秒 ，吸 除 多余 水 分 ;然 后 涂 布 粘 接 剂 30秒 ，用 压 缩 空 气

吹 5秒 ，光 照 10 秒 。

l0

剪 切 粘 接 力值 是 折 断 负 荷 与粘 接 面 积 之 比 ，记为 MPa。

统 计学 分 析 用 方 差 分 析 (ANOVA)和 t值 分 析 (Tukey

HSD)，差 异 显著性 标 准 P<0.05，t值 分 析 用 于 同
一
粘

接 fflJ组 对 牙釉 质 和 牙 本 质粘 接 力 的 比较

结果

计 算 每 个 粘 接 剂 组 10 件 样 本 对 牙 釉 质 和 牙 本 质 的 剪

切 粘 接 力 均 值 及 标 准 差 ，结 果 见 附 图 。PromPt L一P叩 对

牙 釉 质 的 粘 接 力 值 (27士4.2MPa) 明 显 高 于 其 他 粘 接 剂

组 (P<0.05 )，对 牙 本 质 的 剪 切 粘 接 力 各 粘 接 剂 组 之 间

无 统 计 学 差 异 。在 同
一
粘 接 剂 组 ，只 有 PromPt L一P叩

对 牙 釉 质 的 剪 切 粘 接 力 明 显 高 于 牙 本 质 (23.5士3.1

MPa) ，其 他 粘 接 剂 对 牙 釉 质 和 牙 本 质 的 粘 接 力 无 明 显

差 异 。Prime&BondNT对 牙 釉 质 的 粘 接 力 最 弱 (17.7士

2.9MPa)。

讨论

众 所 周 知 ，牙釉 质 和 牙 木 质 对 抗 复 合 树 脂 聚 合 收 缩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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亘 止

几

王 Ename，

王 Den，‘n

P&8NT ClearfilSE PromPtL一PoP

Ohe d如 der等 报 道 用 PromPt L一Po p粘 接 聚 酸 改 性 复 合

树 脂 (即 复 合 体 ) 与 牙 本 质 时 ， 粘 接 力 值 较 低 。

Bouillaguet等 也 发 现 promptL
一pop对 牛 牙 牙 根 面 的

牙 本 质 的 粘 接 力 值 很 低 ，而 Prime&Bno dNT却 显 示 了

较 强 的 粘 接 力 。这 些 结 论 与 本 研 究 的结 果 不
一
致 。

附图 本研究所用粘接剂 的平均剪 切粘接 力值和标准差

Rosa和 perdiga。报 告 promptL
一pop和 prime&Bnod

NT对 牙 本 质 的 粘 接 力 明 显 低 于 牙 釉 质 ，PromPt L一Po p

的 结 果 与 本 研 究 相 同 。同 时 ，他 们 发 现 酸 蚀 对 牙 釉 质 可

产 生 最 强 的 粘 接 力 ，此 结 果 同 本 研 究 不 符 。实 验 结 果 的

差 异 可 能 归 结 于 试 验 材 料 的 不 同 (本 研 究 用 人 牙 ，Rosa

的 研 究 用 牛 牙 )。 然 而 ， 另
一
研 究 却 报 道 多 层 涂 布

PromPt L一Po p对 牙 本 质 的 微 拉 伸 粘 接 力 与 Prime&

Bn od NT全 酸 蚀 粘 接 剂 相 比没 有 显 著 差 异 ，这
一
结 果

表 明 ，试 验 方 法 对 粘 接 力 的影 响 是 很 重 要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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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的粘接 力最低 为 17~20MPa，用 30%一40%的磷 酸酸

蚀 牙釉 质 可获得 大 约 20 MPa 的粘接 力 ，临床 研 究证

明这个粘接力 能够满 足树脂修 复体 的 固位需求 。本研

究所用 的粘接剂对 牙釉 质 和牙本质均可达到理想 的粘

接 力值 ，这
一结果 对全酸蚀 粘接剂来说不 足 为奇 ，惊奇

的是两步法 自酸蚀粘接 剂和一 步法 自酸蚀粘接 剂对牙

釉质和牙本质 的粘接力均强于全酸蚀 粘接 剂 。

pashley和 Tay证 明 promptL
一pop在 未 经 研 磨 的 牙 釉

质 上 可 获 得 与 全 酸 蚀 技 术 相 似 的 酸 蚀 效 果 。

oberlonde:等 的 研 究 则 显 示 了 promptL
一pop对 牙 釉 质

清 晰 的 酸 蚀 模 式 。PromPt L一P叩 的 PH=l ，更 适 宜 牙 釉

质 和 牙 本 质 共 用 。 本 研 究 和 Oberl如 de :的 研 究 表 明 ，

PromPt L一Po p对 牙 釉 质 可 获 得 满 意 的 粘 接 效 果 。

PromPt L
一P叩 对 牙釉 质 和 牙 本 质 均 可 达 到 最 强 的粘 接

力 ，许 多 研 究 也 已证 明 ，自酸 蚀 粘 接 剂 对 牙 本 质 、牙釉

质 或 釉 牙 本 质 都 可 提 供 有 效 粘 接 。

Fritz 等 报 告 ClearfilSE Bond和 传 统 的 全 酸 蚀 粘 接 剂

对 牙 釉 质 可 产 生 同样 的粘 接 强 度 ，此 结 果 与 本 研 究
一

致 。

ltou等 的 研 究 显 示 ClearfilSE Bond对 牛 牙 的 牙 釉 质

和 牙 本 质 的拉 伸 粘 接 力 相 似 。

自酸蚀 粘 接 剂 对 牙釉 质 和牙 本质 的粘接效 果 存 在争

议 ，有些离体实验研究表 明 自酸蚀粘接剂对牙釉质和

牙本质有 良好粘接效果 ，而有些研究认 为效果不够理

想 。
一些 因素影 响 了粘接 剂对 牙体组织 的粘接 力 ，如

材料来源 (人牙还是牛牙 )、粘接面的预备方法 、试验方

法 、站污层 的厚度 、粘接 面积 、负荷速度 及术者相关 因

素等 。

结论

通常情 况下 ，牙科粘接 剂 的粘接试验 一般在牛 牙的牙

釉质 和牙本质上进行 ，粘接 面用 600目碳化硅磨 片打

磨 。在现代研 究 中 ，为模 仿人类 的实 际临床情况 ，试验

用 牙多选 人类磨 牙 ，并用精 细 的金刚砂 盘打磨 牙 面。

根据本研究 的离体实验结果 ，可得出如下结论 :现代的

自酸蚀粘接剂对牙釉质 和牙本质均可获得有效粘接 ，

而且粘接强度与传统的全酸蚀粘接剂相似 。然而 ，患者

口腔 中的修复体或牙齿受力情况复杂 ，无论是张力还

是剪切粘接力试验都不能真正模仿天然牙在 口腔 中的

受力情况 。实验室获得的试验数据有待临床研究结果

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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