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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与传统修复材料相 比，全瓷系统具有美观 胜最好 、生物相 容 胜好 以及能

满足功能要求等特点 ，其适应证范 围较广 ，从单 面洞 嵌体 到多单位 固定

桥均适 合 ，同时在后牙区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有些全瓷系统投放 市场

的时间还较短 。然而 ，新材料和技术在常规应用前 ，其临床效果要经过至

少 5年的 长期科学检查并和其他材料进行 比较 〔这种 长期临床疗效 的要

求 、患者治疗意识 的改变以及市场_L不断增 多的全瓷系统加大 了医生对

材料 的选择难度 。本文为对现有 的全瓷系统及后牙区全瓷修复体 长期成

功率的综述 。此外 ，文中还对
一些传统材料进行 了探 讨，并将其长期临床

检查结果作为与全瓷系统 的对照

市场 !:不断增 多的全瓷修 复材料 一方 面反映 了对修 复

体 美观要求 的增 高 ，另
一方 面也反映 r其他 诸 如银 汞 、

树脂 及各种 合金 等材料所表现 出来的不 良生物学相 容

性 、美观效果 及物理特性差等 问题 。新 型全瓷 系统 的适

应 证范围广 ，从 单面洞嵌体 到多单 位 固定桥均适 合 ，同

时在后 牙区的应用 也越来越广泛 事实 1二，全 瓷修 复

体 在后 才区的应用 已经有 一个 多 !!于纪 的历 史了.然 而 ，

由于材料 的脆性 及水 门汀的粘接性 能不好而导致修 复

体 的折断率 和失败率较 高 高强度瓷 及树脂粘接技 术

发明后 ，个瓷修 复 刁
‘
获得 了较 高的临床成功率 、

择 。新 材 料 在 常 规)、认用 前 ，至 少要 经 过 5年 有 控 制 的临

床效 果研 究

本 文的 「1的是对相 关义献及后 牙区个瓷修 复体 的 长期

成功 率进 行综述 ，以及 与其它传统材 料进 行 比较 ，此外

也 可有助 于医产}向患 者做 出了J’关 全瓷 系统 的解 释 本

文所 引用 的 文献均 为至少 5年 以 }_的临床研究 由于

各研 究 的实验 设讨
一
、检 查 参数 、治疗 成功 的评价标 准以

及统 计分析 方法等 的不 「，’]，囚此很难进 行直接 比较

牙科川瓷材料的分类

修 复体的临床 长期预后结 果对于仄生选择治疗方案和

修 复技术具有决定性 的意 义 因此 ，牙科 医生和技 师必

须不断阅读最新的 专业 文献 ，并对其 内容进行分析和

比较 ，以便在掌握最新 专业知识的基础 卜对患者进行

治疗 此外 ，医生还经常 要在研究还较 少的新材料和经

过长期研究的传统材料或技 术之问做 出 一个艰难的选

根据成分和应川方式对现有的个瓷材料进行分类

传统烤瓷 (粉液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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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 提 高 瓷 的 强 度 需 要 增 加 长 石 陶 瓷 中 结 品 体 的 含

员 ，如 自榴 石 、氧 化 铝 或 氧 化 错 ，长石 瓷 通 常 也 用 于传

统 金 属 烤 瓷 冠 修 复 几将 粉 液 棍 合 后 ，这 类 陶 瓷 可 以 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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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预 处 理 的 工作 模 型 或 耐 火 代 型 上 直 接 J叔用 。 但 氧 化

铝 增 强 的 I1i 一Cel二n:陶 瓷 ， 需 要 先 制 作
一
个 高 强 度 的

陶 瓷 内 核 ， 然 后 在 其 表 面 再 烧 结 传 统 的 长 石 瓷 其 它

的 如 白 榴 石 增 强 的 粉 液 型 陶 瓷 还 有 :Cel。，，Ico 11，

Celi，late，Du(
·e，a，11LCF 及 卜

’
i，lesse -

制 作 高 纯 度 的 氧 化 铝 陶 瓷 内冠 内冠 在 临 床 试 戴 完 后

要 重 新 寄 回到 技 工室 ，在 其表 面烧 结 与之 兼 容 的烤 瓷 〕

不 久 前 已 可 见 到 Pl()(、eloAllCeram 被 用 于 贴 面 和 固 定

桥 修 复

复制切削系统

铸造陶瓷

研 究 时 间 最 长 和 最 深 人 的 铸 造 陶 瓷 是 Di。·()l，一Syste川，

属 于 一 种 铸 造 玻 璃 陶 瓷 系 统 ;采 用 所 谓 的
“
失 蜡 法

”
制

作 修 复 体 ，熔 融 后 的 玻 璃 陶 瓷 通 过 离 心 机 进 行 铸 造 L

在 陶 瓷 加 热 过 程 中 会 发 生 可 控 品 化 现 象 和 氟 石 母 晶 体

的 增 长 ，从 lrlJ’提 高 陶 瓷 的 强 度 DicorPI:，、进
一
步 完 善

了 Dicor系 统 的 美 观 效 果 ，光 制 作 Di。〕r内 冠 ，然 后 在

其 表 面 烤 瓷 完 成 修 复 体 丁ceILlpearl 与 Di。·()I 系统 非 常

相 似 ，只 是 其 品 化 的 过 程 是 山 轻 基 磷 灰 石 引 发 的 -

Celay系统 (MikronaTe(
。11n。)l(，gies，Sp，

·
。ite，11〕ach，Scllweiz)

可 以 直 接 在 病 人 日 内 对 预 备 体 或 对 通 过 间 接 法 预 先 制

作 的 树 脂 嵌 体 进 行 数 据 采 集 ， 然 后 采 用 复 制 切 削 的 形

式 对 陶 瓷 块 进 行 加 工 一 i亥系 统 使 用 与 Ce1’eC系 统 相 同

的 陶 瓷 块

热压铸 陶瓷

可切削陶瓷

CAD/CAM

lpSE，，1[)l
，e、S系 统 (Iv()〔

·la，，，Schaan，Lie山 tenstein);斗J的

材 料 为 自 榴 石 增 强 的 预 成 长 石 瓷 块 ，采 用 失 蜡 铸 造 法 :

用 特 殊 包 理 材 包 埋 修 复 体 蜡 型 ，在 茂 福 炉 内 预 热 井 使

蜡 型 汽 化 ，预 成 瓷 块 在 ElnPresS炉 内 加 热 升 温 后 加 )l{

注 入 包 理 材 内 蜡 型 汽 化 后 产 生 的 修 复 体 空 腔 最 后 通

过 内 插 色 或 外 染 色 等 方 法 完 成 个 性 化 修 复

为 了 防 止 陶 瓷 在 高 温 烧 结 ‘阳 !}现 不 可 避 免 的 微 孔 、不

均
一
性 及 收 缩 现 象 ，发 明 了 计 算 机 辅 助 切 削 系统 和 复

制 切 削 系 统 ，通 过 对 预 成 瓷 块 的 机 械 切 削 得 到 修 复 体

Cerec系 统 (51，、〕11a，Bens香lei;11)使 用 了 CAD/CAM 技

术 ， 其 所 用 的 瓷 块 为 Vital)loesMa改 I、11或 Di〔·()l

MGC 制 取 预 备 体 的 光 学 印 模 后 ，将 所 取 得 的 数 字 信

息 通 过 讨
一
算 机 传 递 给 切 削 设 备 由 于 切 削 的 过 程 只需

要 几 分 钟 的 时 间 ， 因 此 临 床 卜可 以 一 次 性 川 问 接 法 完

成 嵌 体 或 高 嵌 体 的 修 复 「

为提 高 全 瓷 系统 的 强 度 发 展 了 IPsE。11pressH H代 的

修 复 体 由 内 冠 和 表 层 的 玻 璃 陶 瓷 等 两 部 分 组 成 飞IPS

ElllPre、 l!代 的 成 份 明 显不 同 于 普 通 的 白榴 石 增 强 型

玻 璃 陶 瓷 通 过 陶 瓷 热 压 铸 技 术 制 作 二 矽 酸 铿 一玻 璃

陶 瓷 内冠 ，l(li表 层 的烤 瓷 则 含有 氟 羚 基磷 灰 石 晶 体 〔

其 它 的 热 )t; 铸 陶 瓷 系 统 还 有 :主 要 成 分 为镁 铝 尖 品 石

瓷 的 Cerest()1’e以 及 高 自榴 石 结 晶 成 分 的 oPteCoPC 〔

Denzir (De:It，、，rli〔
·
，St()(

、k十，(，l，11，Scllwe〔lerl)系 统 和 DCS

系 统 (Girrloa(
·h Dental，Pf飞);

，
zlleiln)是 后 来 发 展 起 来 的

计 算 机 辅 助 全 瓷 修 复 系 统 、1通 过 激 光 对 预 备 体 的 工 作

模 型 进 行 测 量 ，然 后 对 适 宜 的 预 成 陶 瓷 块 进 行 切 削 ，如

氧 化 错 陶 瓷

渗透陶瓷

基 于 CAD/CAM 技 术 的 P，，‘，〔·el，aAllCe，，ar，1系 统 (Noloel

Bi‘)care，K、;lrl)适 用 于 制 作 硬 度 非 常 大 的 氧 化 铝 陶 瓷

内 冠 在 技 l_室 用 特 殊 的 装 羚 对 预 备 体 模 型 进 行 测 量 ，

数据 通 过 调 制 解 调 器 传 递 给 切 削 设 备 为 j’补 偿 烤 瓷

烧 结 过 程 中 出 现 的 大 量 收 缩 ， 汀先 要 制 作
一
个 经 过 精

确 计 算 并 放 大 的 金 属 代 型 ，然 后 在 这 个 代 型 L进
一
步

中国日腔佚学继续教育杂态

In一Ceram 系 统 在 石 膏 代 型 仁直 接 堆 瓷 ，特 殊 烤 瓷 炉 内

烧 结 ，然 后 经 过 斓 化 玻 璃 渗 透 完 成 氧 化 铝 瓷 内 冠 制 作 ，

最 后 在 内 冠 表 面 烤 瓷 完 成 修 复 体 11卜Ceranl系 统 的 铝

瓷 内 冠 强 度 大 。 其 它 的 类 似 系 统 还 有 :尖 晶 石 ln-

CeI’aIn系 统 ，强 度 略 低 ，但 透 明 度 大 ，美 观 性 能 比 Irl-

Ceram 好 ，用 于 对 美 观 要 求 高 的 前 牙 单 冠 修 复 较 好 ;最

新 的 In一Ceram 全 瓷 系 统 是 氧 化 错 增 强 In一Ce，·a:1、，加

人 氧 化 错 后 可 以 明 显提 高 全 瓷 材 料 的 强 度 ，甚 至 可 用

于 后 牙 多 单位 固 定 桥 的 制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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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嵌体和高嵌体的长期成功率 表 1 瓷嵌体和高嵌休的临床成功率

文献 材料 修 复 体

数 址 (r，)

观 察 年 限

(布1
，
)

成 功 率

(% )

卜
’
el、le，1 等 ，1988 各种 瓷

van DIJkon 等

】998

M ird拜e

287

l】5

烤 瓷

烤 瓷

49 6

82 5.9

嵌 体 98
*

部 分 冠 56
*

双 重 !占l化 粘 接

树 脂 88

玻 璃 离 广水

门 汀 74

92
*

95

D i(城)r

(它ere(

咚
7

1《j11

6

66

76
女

91.3

8

59

100

9()

了

6

‘
划

l

l

用瓷嵌体 和高嵌体修复后 牙中 、轻度 牙体硬组

织缺损可 以达到最 好的美观效果 、生物相 容性

和远期效果 。瓷嵌体 和高嵌体修 复 已有约 150

年 的历 史，然而直到树脂粘接材料和技术 的应

用才显著提高 了临床治疗 的成功率和避免 了以

前 的高折断率 。通过酸蚀和喷涂硅烷偶联 剂等

预处理 ，可 以在 长石瓷修复体 和树脂粘接材料

之 间达到深度 的化学结合和机械嵌合的固位效

果 。含氧化硅量很少或不含氧化硅的瓷材料 ，如

氧化铝或氧化错增强瓷 ，若要达到足够 的粘接

力和长期 的粘接效果 ，需要采用特殊 的预处理

方法或改 良的粘接剂进行粘接 。为了保证树脂

粘接材料在较 厚 的修 复体 卜方也能完 全 固化 ，

可 以使 用 双重 固化 或 自发 聚合 的树 脂 粘 接 剂

5〔第 3和第 4代牙本质粘接剂可 以 与经过相应

处理 的牙体硬组织牢 固结合 )

Haya、111等 ，]998

Fuzzi/Rap[)ellj，

1997

I孟。)ulel，1997

Hei、、/W al[her，

1991

M 丈，rl，lann/Kl勺 。
、
i，

1992

H。，11了飞a:川 等 ，1995

1
〕
:11!esen.1996

气

~

、
︺

B。、I箕/D。
、
ran(l，

1997

Sj6只ren 等 ，1998

V ita F。)I。吧 la川

M K I (Cel职。
】
)

Ce伴 〔
·

丫 i[a P()I、elaill

M k 11

((二、
·I℃、

1
)D i(、)IM C(二

V ita P。)r(elai[l

(Cere《
k
)

(;ere(

l】5

66

析
卜
J
产
7M-Lll、K*

大量离体 牙实验 对瓷嵌体 和高嵌体 的密合度 、

边缘封闭 、折 裂方式和各种水 门汀或粘接剂 的

影 响进行 了研究 ，进
一步 的研究则多为关于瓷

修 复体及 其对领天然 牙或人 工 牙的磨损方式 、

多余粘接剂的去除 、各种戴牙 方法和修复后的牙齿敏

感性等方面。此外 ，也有学者对牙体预备方式对瓷嵌

体和高嵌体修复长期成功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基于

各种瓷材料 的不同强度 ，应 该严格按照厂
‘
商的建 议选

择 牙体预备方式 、所有瓷修复体与牙体组织交界 区应

该避免出现锐边锐 角 ，颈缘要位于釉质 上 间接法瓷嵌

体修复的最佳适应证 为 I类和 11类牙体缺损 、

stLI、ler等 .1998 IPS E llll、r(
、
、、

97

自聚合 粘 接

树 脂 94

双 重固化 粘 接

树 脂 85

93

铸造陶瓷

Ro。let的 研 究 表 明 ，127例 Di(、、，f瓷 嵌 体 的 6年 成 功 率

为 76%

可切削陶瓷

随着材料 的改进 、新 治疗技 术 的应用 以及 患者需求 的

增加 ，近年来大量 文献对瓷嵌体 和高嵌体成功率进行

了报道 。然而 ，大部分研 究 的观察时 间较短 ，且对 于某

种特定材料 的长期 临床效果研 究 也很少 「

大 量 文 献 报 道 了 Cel，即 系 统 的 长期 成 功 率 ，其 5一6.6

年 成 功 率 在 91 %一100%之 间
一
个 5年 期 的 自身 对 照

研 究 表 明 ，采用 化 学 固化 树 脂 水 门汀 粘 接 的嵌 体 失 败

率 为 6% ，而 用 双 重 固 化 树 脂 粘 接 #lJ 的 失 败 率 则 为

巧% ReisS和 Wal山er发 现 磨 牙嵌 体 的 失 败 率较 前 磨

牙高 ;做 过 根 管 治疗 的 牙其 嵌体 脱 落 率 也会 相 对 增 高

传统烤瓷 (粉液型 )

热压铸 陶瓷

VanDijkell报 道 用 双 重 l司化 树 脂 粘 接 的 Mirage嵌 体

的 6年 失 败 率 为 12% ，而 用 传 统 玻 璃 离 子 水 门 汀 或 光

固 化 树 脂 粘 接 的修 复 体 失 败 率 更 高 。Hayashi 等 的 研 究

表 明 ，后 牙嵌 体 6年 成 功 率 为 92% 。 Fuzzi 和 RaP pelli

提 出 瓷 嵌 体 戴 人 日 内平 均 5.9年 后 的 成 功 率 为 95 %。

22

Stu(le r等 报 道 了 IPS Elll研e、s嵌 体 的 6年 成 功 率 约 为

93% 、

表 1总结 了瓷嵌体 和高嵌体修 复长期成 功 率的结 果-

，1.国 川 胶医 学 继 续 教 育 杂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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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a~c 卜领 治 疗 前 11 内 情 况 ，。!丁见 瓷 嵌 体 出 现 缺 损 以 及 银 求 充 垃 体 出 现 继 发 龋

图 Za一c 下 领 治 疗 前 IJ内 情 况 ，l!]见 叮宁而 龋 月、及 树 )]h 嵌 体 周 边 出 现 继 发 龋

图 3a一c !_伪(第 刁套 牙 牙 体 顶 备 后 的 习介内 观 及终 印 模

病例

年 轻 女 性 患 者 ， l_领 第 磨 才 不 良银 求 允 填 体 和 瓷 嵌

体 修 复 (图 !)，F领 第
一
磨 才 修 复 体 下 方 llJ 见 有 继 发

龋 (图 2) 去 尽 腐 质 及 树 脂 材 料 垫 底 后 ，对 4个 磨 牙进

行 嵌 体 或 高 嵌 体 牙 体 预 备 j仁川 聚 醚 硅 橡 胶 取 印 模 (图

3，4) 使 )}Jll
，s卜:，、11)，二、、系 统 制 作 相 应 的 嵌 体 和 高 嵌

体 ，双重 l司化 水 门 下J
‘
Vali‘，lir，k11长与接 日、1定 (图 5.6)

Emp，
·e、、系统 制 作 嵌 体 (图 9，10沁 为 获 得 满 意 的 粘 接

效 果 ，顶 备 体 必 须 保 持 绝 对 于燥 ，如 采 用 橡 皮 障 等措

施 ，采 用 双 重 固 化 水 门汀进 行 粘 接 (图 11)

后牙全瓷冠的长期成功率

病例 2

图 7 显 示 J
’ 1

位 女 性 患 者 所 了」
‘
L后 牙 牙台 而 的 不 良 树

脂 允 填 体 .两
一
光 去 除 旧 允 项 体 和 继 发 龋 ，然 后 用 树 脂 材

料 热 J氏 ，进 行 嵌 体 牙 体 刊!务 及 取 印 模 (l冬18)， 用 11〕S

，1‘{。q川控伙·学全阵夕卖教育介份占

全瓷冠的 首次应用可追溯至 1903年 几为改善全瓷修复

体 的强度 和美观效果 ，新 型的全瓷系统得到 了发展 ，如

以氧化铝增 强瓷制作 内冠 ，再用传统 的 长石瓷在 其表

面进行烤 瓷 随着 白榴石 、氧化铝 和氧化错 等增 强 瓷

的 出现 ，个瓷 系统 的适用症 范围已经扩 展到 了后 牙全

瓷冠修 复 为使修复体满 足较 高的咬合 要求 ，必须按)
‘

商提供 的建 议选择相应 的材料及牙体 预备技术 通常

情况下 ，个瓷冠的牙体预备量 比传统金属烤瓷冠量大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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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a一c F舒!第 一 磨 牙 牙 体 预 备 后 的 矜 面 观 及 终 印 模

图 sa一c }_领 瓷 嵌 体 和 高 嵌 体 粘 接 固 定 后 的 刑r面 观

图 6a一c下 领 瓷嵌 体 和高 嵌体 粘接 固定 后 的 抬 面观

图 7(左) !
一
领治疗 前 口内情

况 ，「，丁见多处龋坏

及 不 良树脂 充项 体

图 8(右) !_颁终 印模

5年或时间更长 的临床 长期研究还较 少 ，不过近些 年

来 已有大量文献对短期研究进行了报道 ，因此应 该很

快也会 出现长期研究结果的

传统烤瓷 (粉液型 )

24

M，.Iean于 1983年 首 次 报 道 r 679例 氧 化 铝 增 强 型 全

瓷 冠 的 临 床 研 究 结 果 ，根 据 修 复 部 位 不 同 其 7年 成 功

率 为 84.8%一97.7%之 l旬 。Hankinson和 Cappetta的 研 究

表 明 自 榴 石 增 强 的 长 石 瓷 (OPte(1 HSP) 全 瓷 冠 使 用 5

年 后 ， 磨 牙 和 前 磨 牙 全 瓷 冠 的 折 裂 率 分 别 为 24% 和

，1，国口腔医才笋继续教育杂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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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后牙区全瓷冠修复的临床成功率

文献 材料 修 复体 观察年 成功率 (%)

数量 (n) 限 (年 )

McLean

1983

氧化铝

增强瓷

总 数 679 7

」 、 丫
J. 洲气

Hankinson/

CaPPetta，

1994

E印 enstein，

2000

M alament/

Socransky，

1999

OpecHSP 总 数 159 5

Dicor 总 数 173 7

Dicor 1444

图 ga泊 全 瓷修 复 体 完成 后 在 l
一
作模 型上 的情 况

od‘n 等 ， ProceraAll 总 数 97 5

1998 Ceram

Lehner等 ， Empress 总 数 168 6

1998

磨 牙 84 .8

前 磨 牙 93.6

切 牙 979

磨 牙 76

前 磨 牙 97.7

切 牙 /尖 牙 100

磨 牙 /前 磨 牙 70

切 牙 /尖 牙 82.7

磨 牙 48.3一74.1
*

前 磨 牙 79.5-

963
*

切 牙 /尖 牙 80.6

一100
*

磨 牙 93

前 磨 牙 96

切 牙 /尖 牙 100

总 成 功 率 88.4

* Kapla，1
一M eier分 析

图 IOa力 戴 牙前的预备体 矜 面观
图 11 修 复体戴 人后 矜 面观

2.3% 可切削陶瓷

铸造 陶瓷 Od6n等 39使 用 Procera全 瓷 系 统 取 得 了 较 好 的 结 果

5年 成 功 率 为 93 %一100%。

Erpenstein等 报 道 了 Dico:玻 璃 陶 瓷 后 牙 区 全 瓷 冠 的 7

年 失 败 率 为 30% Malarnent和 Socransky32经 过 对

1444例 DIC()r 全 瓷 冠 14 年 的 观 察 后 得 出 其 总 成 功 率

为 87% ，前 磨 牙 的 成 功 率 为 79 .5%一% .3% ，而 磨 牙 的

成 功 率 仅 为 48 .3%一74 .1% 。 对 Dicor全 瓷 冠 的 组 织 面

进 行 酸 蚀 处 理 可 以 显 著 提 高 治 疗 成 功 率 。 与 嵌 体 和 高

嵌 体 修 复 相 似 ，应 用 适 宜 的 粘 接 技 术 可 以显 著 降 低 全

瓷 冠 的 折 裂 率 预 备 体 的 边 缘 对 Dicor全 瓷 冠 的 成 功

率 没 有 显 著 性 影 响 。

热压铸陶瓷

Lehner等 29通 过 对 165例 EmpresS全 瓷 冠 的 研 究 后

得 出 其 总 成 功 率 为 88 .4% ，尖 牙 全 冠 修 复 体 的 脱 落 率

最 高 。

表 2所示 为后 牙 区全瓷冠 的长期研究结果 。

‘{，国 口腔 医学 继 续 教 育 杂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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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左)左 下第 一 磨 牙根

管 治疗 后 的树 脂

允填情 况 ，计划

用 个冠修 复

图1次右)全瓷冠牙体预备

后的胎 面观

图 1叫左)完成 后的个 瓷冠

图 15(右)全瓷冠戴 人后 的

矜 面观

病例 3 银汞

患 者 ，女 性 ，左 下第 一 磨 牙 因深 度 龋 坏 而进 行 了牙髓 治

疗 ，并 用 自凝 树 脂 充 填 (图 12)，计 划 用 lpsEnlpre、、全

瓷 冠 进 行 修 复 按 厂 商提 供 的说 明 书要 求 对该 牙进 行

全瓷 冠 牙体 预 备 ，如 图 13 所 示 牙 齿 的轴 面 和矜 面均

须 磨 除 大 量 的 牙体 组 织 全 冠 制 作 完 成 后 (图 14)，酸

蚀 处理 全冠组 织 面并 用 化学 固化树 脂 水 门汀粘 接 固定

(图 15)

银 求 作 为 后 牙 区 的 充 填 材 料 已 有 100多 年 的 历 史 了 ，

但 其 应 用 范 围取 决 于 牙 体 缺 损 的 面 积 和 位 置 ，银 汞 充

填 尤 其 适 用 于 I类 和 H 类 洞 形 大 量 长 期 临 床 观 察

(5~20年 ) 的 研 究 表 明 ，银 汞 充 填 的 成 功 率 为 87 一

95.8% 〕通 过 临 床 对 照 研 究 ，R(〕ulet48发 现 Di〔or瓷 嵌

体 的 6年 成 功 率 为 76% ，而 对 照 组 银 汞 充 填 体 则 为

87% ，但 统 计学 }几没 有 显 著性 差 异

后牙区多单位全瓷固定桥的长期成功率

利用全瓷进 行后牙区多单位 固定桥修复的愿望亦 已由

来 已久，但实际应用 中首先要解决的是能开发出高强

度 的牙科 陶瓷 尽管 已经进 行 了大量 的离体实验 ，但

直到最近才有学者报道 了相 关的临床研究 尽管临床

观察的时间还不够长 ，但结果还是 可以令人接受 的 ，特

另lJ是前 牙区。这些研究最重要的发现就是 ，全瓷桥 的成

功率直接依赖于桥体连接 区的大小 ，且
一定要采用厂

商提供 的使用说明

尽管对银 汞的临床应用 已经 积 累了足够 的经验 ，且具

有极好 的物理性 能 ，然而其不利健康 、污染环境 及美观

效果差等缺点亦 日益突 出 J

复合树脂

后牙区其他替代材料的长期成功率

尽管复合树脂具有美观效果 好 的优点 ，但在后 牙 区的

应少}J却存在 固位效 果差 、不耐磨损 及发生 聚合 收缩 等

缺点 这些缺点 会导致修 复体边缘 与 牙体组织 间 出现

间隙 ，从而 导致修 复失 败 为改善这些缺点 ，临床操作

技巧得到 了改进 ，井开发 出了新 型的 复合树脂材料 ，如

填 料 含量 高 的混 合树脂 Welbury等指 出小 面积树脂

充填 体 的 5年成功 率与银 未相 同 据统计 .树脂 充填体

，{，国 口腔 庆 学 继 续 教 育 杂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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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a 不 良银 汞充填 体 图 16匕 去除旧银汞充填体和去尽腐质 图 ，6c 直接法树脂嵌体修复

仅 占矜 面 充 填 体 的 5%，而银 汞 则 为 25 %

临床长期 观察表 明 ，后 牙树脂充填体具有较 高 的成功

率 ，有 文献报道其 10 年成功率 为 84%，17 年成功率 为

77%。

通过 间接法制作树脂嵌体和改进树脂材料可以弥补树

脂材料本身特性方面的不足 ，下文将对
一些修复方法

和树脂 系统进行介绍 。通常情况下树脂嵌体可以在工

作模型上间接制作或在 口内直接成形 ，然后在 口外 的

树脂聚合器 内以最佳条件聚合 ，一次就诊就可以完成

修复。间接法树脂嵌体修 复的长期临床成功率研究还

很少 ，在短期 的临床对照实验 中 ，和树脂充填体之 间几

乎没有显著性差异 。

不 同 文献 所 报 道 的 高 金 合 金 铸 造 修 复 体 的 临 床 长 期 成

功 率 相 互 之 间 有 些 矛 盾 ，其 变 异 范 围 从 6年 的 51%到

10 年 的 91 %。通 过 对 2717例 金 合 金 嵌 体 和 高 嵌 体 的

ro 年 长 期 研 究 ，Fritz等 得 出 高 嵌 体 的 成 功 率 为 70 % 、

MOD嵌 体 为 68%以及 MO或 DO嵌 体 为 60%。Presern

和 Strub亦 得 到 了类 似 的研 究 结 果 。
一 项 对 照 研 究 的

结 果 表 明 ，金 嵌 体 的 平 均 寿 命 为 20年 ，而 银 汞 充 填 体

为 12一14年 。Westermann等 比较 了大 面 积 银 汞 充 填 体

与 金 合 金 冠 的 临 床 寿 命 ，使 用 8年 后 仅 有 50%的 银 汞

充 填 体 仍 存 留 于 口 内 ，而 金 合 金 冠 的保 存 率 为 88 %。

Stude:等 的研 究 表 明 ，铸 造 金 嵌 体 和 高 嵌 体 平 均 使 用

18.7年 的 长 期 成 功 率 为 86.2%。Kaplan
一Meie:分 析 表

明 10年 成 功 率 为 96.1% ，20年 成 功 率 为 87 % ，30年 为

73.5%。

间接法树脂嵌体修复的长期效果不如瓷嵌体 。现代树

脂在正确选择适应证 、材料 和使用方法的基础上 ，可 以

对 1类洞缺损进行美观和最小介人充填治疗 。而 n类

洞缺损 ，尤其是大面积 牙体组织缺损依靠充填治疗则

较 困难 。

由于不 同文献报道 的金合金修复体临床成功率差异很

大 ，因此较难进行综合 比较 。

金属烤瓷修复

如 图 16 所 示 病 例 ，直 接 法 制 作 的树 脂 修 复体 替 换 了聆

面 的 不 良银 汞 充 填 体 ，牙 齿 咬 合 面 的 天 然 沟 窝 特 征 则

要 在 分 层 制 作 的 混 合 树 脂 (Renamel，Cosmedent，

Chicag。，uSA)嵌 体 内额 外 加 以染 色 和 修 饰 。

铸 造 金 合 金 修 复 体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大 量 的 文 献 曾 对 金 属 烤 瓷 冠 桥 的 成 功 率 进 行 过 报 道 。

5一20年 的 金 属 烤 瓷 固 定 修 复 成 功 率 为 77 %一99.5% 。

Kerschbaum 和 Gaa检 查 了 4370例 单 冠 及 1666例 固

定 桥 (包 括 金 属 烤 瓷 和 高 金 合 金 )，其 8年 成 功 率 分 别

为 86.7%和 90.6%。经 10 年 使 用 后 ，金 属 烤 瓷 冠 的 保

存 率 为 79 %。Leempoel等 对 口内所 有 区域 的 金 属 烤 瓷

冠 成 功 率 进 行 Kaplan
一Meie:分 析 统 计 后 得 出 5年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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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率 为 99% ，n 年 为 95%。仅 限于后 牙 区 的成 功 率 甚

至 还 要 更 高些 ，11 年 修 复成 功 率 磨 牙 为 96% ，前 磨 牙

为 97%。
一 项 对 照 研 究 的结 果 表 明 ，铸 造 金 合 金 冠 和

金 属 烤 瓷 冠 的 20年 成 功 率 几 乎 相 同 ，约 为 70%左 右 。

而银 汞 充 填 体 的平 均 寿命 则 明显 较 短 ，约 为 14.6年 。

后 牙 固定 金 属 烤 瓷修 复体 的成 功 率 非 常 高 ，平 均 寿命

约 为 15一20年 。

损 的长期成功率 ，并指 出如能与现代粘接技术结合将

会取得更好 的远期效果 。

结论

后牙牙体组织缺损的修复方法和材料选择取决于修复

体适应证 、缺损面积的大小 以及患者 的主观愿望 。在正

确应用 的情况下 ，全瓷系统作为
一种美观 、生物相容性

好 的永 久性修复方式在
一定程度上 可替代传统材 料 。

大量文献报道 了利用瓷嵌体修复中轻度 牙体硬组织缺

尽管 以前 的全瓷系统成功率不高 ，但某些新 的全瓷冠

系统在后牙 区还 是取得 了完全可 以接受 的长期结果 。

迄今为止 ，还未见后 牙 区多单位全瓷 固定桥长期 临床

成功率的报道 ，而关于传统 治疗技术及材料
— 如后

牙金属烤瓷冠桥 的长期 临床成功率 ，则 已有文献报道。

患者就诊意识 的改变和不断增 多的全瓷 系统加大 了医

生对修复材料选择 的难度 。现有 的文献和 专业知识应

该可 以为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参考 ，但 由于某些 回顾

性研究的实验设计不够完善 ，因此还是有必要对这些

文献报道进行仔细斟酌 。某项技术或材料能在临床上

常规使用 的前提条件是要对其进行对照性 、随机性及

前瞧性 的长期研究 。J

(上 接 1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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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书 :(1)会 议 代 表 由 FDI 颁 发
“
FD1 20 06 年 世 界 牙 科 大 会 证 书

”

(2) 中华 口腔 医学 会 颁 发 国家 继 续 教 育 I类 学 分 (10 分 )(学 分 证 书 收 费 30 元 )

. 报 名 与 注 册 :

由于 大 型 国 际 会 议 需 要 作 大 量 筹 备 工 作 ，尽 早 确 定 参 会 人 员 ，安 排 会 场 、住 宿 等 事 宜 ，保 证会 议 顺 利 进 行 希 望 参 会

代 表 尽 早 报 名 注 册 。

1.填 写 回执 寄 至 :100081 北 京 海 淀 区 中 关 村 南 大 街 22号 北 京 大 学 口腔 医 学 院 方 成 收 (信 封 上 写 明 2006年

FDI会 议 )。

2.可 以按 回执 所 要 求 的各 项 目通 过 E一mall报 名 注册

E一mail地 址 :fdicsa@vip.sina.com

3.注册 费 900元 (2006年 6月 30 日前 )，1200元 (2006年 6月 30 日后 )

(l) 通 过 邮局 汇 寄 至 :北 京 海 淀 区 中关 村 南 大 街 22号 中华 口腔 医学 会 100081(汇 票 注 明 FDI 会 议 )

(2)通 过 银 行 汇 至

开 户 名 称 :中华 口腔 医学 会

开 户 行 :工 商 银 行 北 京 紫 竹 院 支 行

账 号 :0200007609014459190

凡 邮 寄 或 银 行 汇 出款 后 请 妥 善 保 存 收 据 ，以便 核 实 查 询 。

4.汇 款 收 到后 将 发 出 回执 ，会 议 前 30天 将 发 出详 细 报 到 通 知 。

5.有 关 会 议 消 息 请 看 中华 口腔 医学 网 :httP://www .cnd ent.com

欢 迎 全 国 口腔 医务 工 作 者 积 极 参 加 FDI 20 06 世 界 牙科 大 会 ，这 是
一 次 机 会 难 得 的 大 会 。

2006年 FDI大 会 中 国组 委 会

中 国 门腔 医学 继 续 教 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