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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判 断 3种 窝 洞 消 毒 剂 〔葡 萄 糖 酸 洗 必 泰 为 基 质 的 制 剂 (col飞SeP从S);

洁 尔 灭 为 基 质 的 制 剂 (TubuliCi〔!:ed);碘 一碘 化 钾 /硫 酸 铜 为 基 质 的 制 剂

(Ora一5)〕对 非 冲 洗 性 牙 本 质 粘 结 系统 ClearfilSE Bolld和 pr()mptL
一pop

产 生 微 渗 漏 的 影 响 、

材 料 和 方 法 在 离 体 磨 牙 的 颊 舌侧 牙 颈 部 制 备 v 类 洞 ，洞 型 的 牙合缘 位

于 釉 质 内 ，而 眼 缘 在 牙 骨 质 中 。 实 验 组 窝 洞 被 3种 消 毒 剂 中 的
一 种 处 理

后 再 用 clearfilsE Bond或 PronlptL
一pop进 行 粘 结 。 未 经 消 毒 的 窝 洞 作

为 阴性 对 照 组 ，既 未 经 消 毒 又 未 经 牙 本 质 粘 结 性 树 脂 处 理 的 窝 洞 作 为 阳

性 对 照 组 )树 脂 充填 后 将 标 本 经 温 度 循 环 ，染 色 ，然 后 切 片 以评 判 染 色 的

渗 透 程 度 染 色 标 本 的 牙 本 质 一树 脂 修 复 体 界 面 在 扫 描 电 镜 下 检 测

结 果 葡 萄 糖 酸 洗 必 泰 为 基 质 的 制 剂 c朋 sePsiS和 洁 尔 灭 为 基 质 的 制 剂

Tuhulicidred在 影 响 ClearfilSE Bond和 promptL
一Pop系 统 的 封 闭 性 方

面 没 有 显著 性 差 异 。。而 经 碘 一碘 化 钾 /硫 酸 铜 为 基 质 的 制 剂 Ora一5处 理 后

在 牙 本 质 一树 脂 修 复 体 界 面 显 现 出 裂 隙 ，形 成 明 显 的 微 渗 漏

结 论 当使 用 ClearfilSE Bo nd 和 PromPt L一Po p系 统 对 窝 洞 粘 结 修 复 时

Con sePsis 和 TuhuliCid red可 作 为 窝 洞 消 毒 剂 而 不 会 对 其 边 缘 封 闭 性 产

生 影 响 、 当使 用 上 述 粘 结 系 统 时 Ora一5则 不 是 一 种 合 适 的 消 毒 剂 。

树脂 复合 体 的聚合 反应 会 导致 牙 齿一充填 体 的 界面产

生裂隙 ，这种 裂隙会成 为细 菌 ，唾液或洞壁 与树脂修 复

体间离子 的通道 ，这
一过程 被称 为微 渗漏 。尽 管应用 了

许 多新 型粘结 系统进行树脂 充填后 减小或避 免 r裂隙

的产生 ，但 是微渗漏 ，特 别是在 牙本质 (牙骨质 )充填方

面仍然是临床上 面临 的重要 问题 )微 渗漏 已经被证 明

是牙齿敏感症 ，继发龋和牙髓病 的一个影 响 因素

窝洞制备后 消毒不完善可以使微渗漏相关的问题扩大

化 ，从而导致机械去除感染牙体组织 的失败 一组织学和

细菌学的研究发现窝洞制备后只有一小部分的牙齿是

无菌的。

译者 北 京大学 〔1腔 医学 院

北 京海 淀 区 中 关村 南 大 街 22

许多研 究证实 ，窝洞制备后遗 留在牙本质 内的细菌可

长时间保持 其活性 LBr往nnstri加 指 出窝洞制备后残 留

的细 菌可 以在站污层 的内部进行 繁殃 ，甚至在具 有 良

好封 闭性 的抬 面洞 也存在这种情况 、这 成 为细菌毒素

中国 「〕腔 医学 继 续 教 育杂 志



Turkolletal 窝 洞 消 毒 剂 对 1卜冲洗性 牙 本质 粘结 树脂 封 闭能 力的 影响

表 ， 实验组 表 2 消毒剂 的成分

组别 消毒剂 牙本质粘结 系统 产 占 活性成分 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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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源 ，由此 可影响甚至引发继 发龋 的形成 。

为了更好地 降低 由细菌活性所导致 的潜在危险性 ，窝

洞制备后牙体修复前消毒制剂的使用正在得到广泛 的

接受 。然而 ，由于消毒剂可能改变亲水性树脂封 闭牙本

质的能 力，由此便提 出了用于牙木质粘结剂的窝洞消

毒剂使用 的问题 。另一方面 ，粘结湿润的牙体组织时 ，

在涂布牙本质粘结剂前用窝洞消毒剂再湿润窝洞可以

提高牙本质粘结剂的封闭能力

秒 处理过 的牙齿按 表 l所述 随机 分成 9组 。除 阳性

对照组 5颗 牙外侮组 7颗牙 (14 个洞 型 )。第 4组 和第

8组作 为 阴性 对照组 ，第 9组 作 为阳性对 照组

窝洞 消毒剂 ，牙木质粘结 剂 和复合树脂 如下分配 :在测

试组 中 ，用 消过毒 的小 毛刷蘸取 三种 窝洞 消毒剂 中的

一种 (表 2) 涂 于窝洞表 面静 置 20秒 ，轻 吹 5秒 以除去

多余 的消毒剂并防止过度 l
二
燥

本 研 究 的 目的 是 评 价 3种 不 同 的 窝 洞 消 毒 剂 对 目前 常

用 的 2种 非 冲 洗 性 牙 本 质 粘 结 系 统 PromPt L一P叩 (3M

ESpE)和 ClearfilSE Bond(Kuraray)产 生 微 渗 漏 的 影

响 。

方法和材料

61 颗 最 近拔 除 的 人类 磨 牙 作 为实 验 标 本 ，要 求 肉眼 观

察 无 缺损 、龋 坏 和 充填 体 。将 这 些 牙齿 表 面残 留 的组 织

附 着 物 刮 除 干 净 ，置 于 2.6%的 次 氯 酸 钠 溶 液 中 巧 分

钟 ，然 后 用 流 动 水 冲洗 巧 分 钟 贮 存 于 4℃的盐 水 中

备用 。将 这 些 牙齿 用 浮石 去 污磨 光 后 ，用 柱 形 金钢 砂

钻 (835KR.314.010，Komet)在 高 速 手 机 喷 水 冷 却 的 情

况 下 在 每颗 牙 的颊 舌 面各 制 备
一
个 V类 洞 。制 备 中不

做 斜 面 。用 不 锈 钢 钻 (36.204.0卫0，Komet)通 过 慢 速 手

机 在 洞 型 的矜 面壁 上 完成 对接 结 合 形 式 。每 制 备 5颗

牙 齿 钻 针 要 进 行 更 换 。要 求 每 个 洞 型 都 要 接 近 Zmm

宽 、1.5mm 深 和 4mm 长 ，平 行 于 釉 牙 骨 质 界 。洞 型 的

龋 半 部 要 低 于釉 牙骨 质 界 lmm 以上 。每
一
个 洞 型制 备

后 都 要 用 蒸 馏 水 冲洗 20秒 ，然 后 用 压 缩 空 气 吹 干 20

4

将 窝 洞 消 毒 剂 ， 牙 本 质 粘 结 系 统 ClearfilSE Bon d或

Pr()fnP tL
一P() p按 照 他 们 的产 况:说 明在 各 自的 试验 组 中

进 行 处 理 后 ，在 工叔用 ClearfilSE Bond的 组 「l，滴 入 一 滴

底 物 覆 盖 整 个 窝 洞 (釉 质 和 牙 本 质 )，静 置 20秒 然 后 轻

轩 吹 干 。用 毛 刷 蘸 取
一 层 粘 结 性 树 脂 涂 于 窝 洞 内部 ，轻

轻 吹 匀 ， 然 后 使 用 OPtilux400 可 见 光 固 化 系 统

(Demetron)进 行 固化 10 秒 ，固 化 光 通 过 一 种 固 化 辐 射

计 (Demetron)在 800mw/cmZ范 围 内进 行 检 测 在 应 用

Pr( )m Pt L一Po p组 中 ，两 种 处 理 液 由瓶 中挤 出后 各 自混

匀 ，然 后 用 专用 毛 刷 在 整 个 窝 洞 内 (釉 质 和 牙 本 质 )涂

擦 10秒 。用 A3的 2100复 合 树 脂 (3M ESPE)进 行 充

填 ， 光 固 化 60秒 修 复 体 的 牙合面 边 缘 由 碳 化 钨 钻

(H133F.314.010，Komet)和 S(，f--Lex磨 盘 (3M ESPE)

进 行 调 磨 抛 光 处 理 。所 有 的 牙 齿在 37 ℃的 蒸 馏 水 中放

置 24小 时 ，然 后 在 5℃和 55℃ 的 水 浴 中进 行 1000次

温 度 循 环 ，沉 浸 时 间 为 30 秒 每 组 中 的 5颗 牙 齿 (10

个 修 复 体 )用 于 染 色 渗 漏 测 试 ，除 了 阳性 对 照 组 外 每 组

剩 余 的 2颗 牙 齿 (4个 修 复 体 )被 用 于 扫 描 电 镜 (SEM)

的 观 察 。

所 有 用 于 染 色 渗 漏 测 试 的 牙 齿 用 模 型 蜡 (DentsPly

中国口服‘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T住rktinetal窝 洞 消 毒 剂 对 非 冲洗 性 牙 本 质 粘结 树 脂 封 闭 能 力 的 影 响

DeTrey )将 其 根 尖 孔 封 闭 后 ，在 牙

齿 一修 复 体 边 缘 接 近 lmm 的 范 围 以

外 涂 以两 层 指 甲油 (Lanc6me)。将 这

些 标 本 浸 没 于 盛 有 墨 汁 的 有 间 隔 的

封 闭 性 玻 璃 瓶 中 ，在 37℃环 境 下 存

储 24小 时 。

浸 染 后 的 牙 齿 用 水 冲洗 以 除 去 残 留

的 染 料 ， 并 截 除 釉 牙 骨 质 界 下

4.smm 以 下 的 根 端 组 织 。 用 低 速 的

金 钢 砂 切 盘 (Isomet，Buehler)将 冠

部 近 远 中 向切 开 ，然 后 在 接 近 修 复

体 中心 的 部 位 颊 舌 向切 开 。两 位 检

测 者 使 用 立 体 显 微 镜 (Olympus)放

大 16 倍 的情 况 下 对 矜 向 (釉 质 )和

眼 向 (牙 骨 质 )边 缘 的 微 渗 漏 情 况 进

行 评 价 。 每 位 检 测 者 按 照 如 下 记 分

标 准 独 立 对 染 色 的 深 度 作 出 评 价 :

0= 没有 渗 漏 ;卜 染 色 的深 度 不 足 黯

(眼 )壁 长 度 的
一
半 ;2=染 色 的 深 度

超 过 矜 (跟 )壁 长 度 的
一
半 ;3=染 色

深 度 接 近 轴 壁 ;4=染 色进 人髓 腔 。两

位 检 测 者 不 一 致 的 结 果 都 要 进 行 重

新 评 价 直 到 达 成 统 一 。

表 3 微 渗 漏 的 二 维 评 价 记 录

组

1 2 3 4 5 6 7 8 9

记 录 0 G 0 G 0 G 0 G 0 G 0 G 0 G 0 G O G

0 9 5 8 5 2 2 8 7 8 6 7 5 3 2 7 4 0 0

1 1 5 2 5 4 2 2 3 2 4 3 0 3 0 3 0 0 0

2 0 0 0 0 3 3 0 0 0 0 0 3 0 0 0 4 0 0

3 0 0 0 0 1 3 0 0 0 0 0 0 4 3 0 2 2 0

4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5 0 0 8 10

n二每组 20个 (10 个牙合向/釉 质 ，10 个 酿 向/牙骨 质 )

O=矜 向/釉 质 ;G=跟 向/牙骨 质

0=没有 渗 漏 ;卜 染 色的深 度 不 足牙合(酿 )壁 长度 的一 半 ;2=染 色 的深 度 超 过 释 (齿山 壁 长 度 的一

半 ;3=染 色深 度接 近轴 壁 ;4二染 色进 人髓 腔

表 3 微 渗 漏 的 二 维 评 价 记 录

组

1 2 3 4 5 6 7 8 9

记 录 0 G 0 G 0 G 0 G 0 G 0 G 0 G 0 G O G

0 8 5 8 5 2 1 8 7 8 7 7 5 3 2 7 4 0 0

1 2 4 2 4 4 2 1 3 1 2 2 0 3 0 3 0 0 0

2 0 1 0 0 1 1 1 0 1 1 1 2 0 0 0 4 0 0

3 0 0 0 1 3 6 0 0 0 0 0 1 4 2 0 2 2 0

4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6 0 0 8 10

n=每组 20个 (10 个 牙合向/釉 质 ，10 个眼 向/牙骨 质 )

0=牙合向/釉 质 ;G=龋 向/牙骨 质

O二没有 渗 漏 ;卜 染 色 的深 度 不 足 科 (鳅 )壁 长度 的一
’
{介;2=染 色的深 度超 过 牙故 酿 )壁 长度 的

一

半 ;3=染 色深 度 接 近轴 壁 ;4二染 色进 人髓 腔

评 估 完 成 后 ，用 碳 化 钨 钢 球 钻 (HI.314.O06，Komet)在

高 速 手 机 上 小 心 去 除 每
一
个 窝 洞 内 的 树 脂 复 合 体 ，然

后 按 照 Hi hon 等 人 所 描 述 的进 行 三 维 的 评 价 。边 缘 渗

漏 的情 况 按 照 相 同 的标 准 重 新 分 级 。

层 20nm 的 金 层 ，然 后 在 扫 描 电 镜 (Jeol/J SM一5200)下

观 察 。

结果

通 过 方 差 分 析 (ANOVA)检 测 (Kruskal一WalliS)可 判 断

出各 组 间 是 否 具 有 显 著 性 差 异 。 而 组 间 的 配 对 比较 则

采 用 Dunn的 非 参 数 多 重 比较 分 析 法 进 行 。 处 理 组 中

矜 向 和 眼 向 边 缘 的 比较 采 用 Wilcoxon配 对 正 负 等 级

检 测 法 。 在 二 维 和 三 维 评 估 组 间 的 配 对 比 较 采 用

Wilc oxon 配 对 正 负 等 级 检 测 法 来 完 成 。所 有 的 检 测 以

P<0.05作 为 具 有 显 著 性 差 异 的基 准 。

矜 向/釉 质 和眼 向/牙骨 质 微 渗 漏 在 二 维 和 三 维 方 面

评 价 的 记录显示 于表 3和表 4。几乎所有 的阳性 对照

标 本 都 显示 出最 大 的渗漏 (记 分 4)，而实验组 和 阴性

对照组 则显示 出较 低 的渗漏 。Kruskal一WalliS检测法显

示各组 间每个边缘 的二维和三维评价 中所存在 的差异

具有统计学 意义。

二维微渗漏评价

为 了显 示 窝 洞 消 毒 剂 与 牙 本 质 粘 结 性 树 脂 的 相 互 作

用 ，除 了 阳性 对 照 组 外 每 组 有 2颗 牙齿 被 制 备 用 于 扫

描 电镜 的观 察 。牙齿 如 前 所 述 近远 中和颊 舌 向切 开 ，切

面用 35%的磷 酸 (ultradent)处 理 10秒 ，然 后 用 水 流 冲

洗 10 秒 。标 本 用 高 纯 度 酒 精 脱 水 ，真 空 干 燥 ，镀 上
一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当所 有 可 能 的 配 对 比较 都 进 行 检 验 后 ，无 论 是 实 验 组

间 或 是 实 验 组 与 阴性 对 照 组 间 每 个 边 缘 的差 别 均 没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然 而 ，除 了第 3组 (O l’a一5/ ClearfilSE

Bond) 和 第 7组 (Ora一5/PromPt L一P叩 )之 外 ，实 验 组 与

阳性 对 照 组 间 每个 边 缘 的差 别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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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微渗漏评价

第 5 组 (Consepsis/pr〔)mptL
一Pop)和 第 7组 (ora一5/

PromPt L一Po p)间 在 眼 向 边 缘 的 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其 他 实 验 组 间 或 是 实 验 组 与 阴 性 对 照 组 间 每 个 边 缘 的

差 别 均 没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除 了 第 3组 (Ora巧 /Clearfil

SE Bond)和 第 7组 (ora
一5/promptL

一pop)之 外 ，实 验

组 与 阳 性 对 照 组 间 每 个 边 缘 的 差 别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二 胺 四 乙 酸 (EDTA)和 在 牙 本 质 中 起 抗 菌 作 用 的 洁 尔

灭 。同时 它 还 含 有 高 浓 度 的氟 化 钠 。Br往nn str6m 声 称 由

它 处 理 一 次 可 达 到 3种 效 果 :清 洁 、消 毒 和 浸 透 。Hall er

等 人 指 出 经 Tuhul而 d:e(l 处 理 30 秒 后 可 降 低 牙 本 质

小 管 20%的 渗 透 性 ，这 可 能 是 由 于 氟 化 钙 的 沉 淀 所

致 。

尽 管 胎 向边 缘 的渗 漏 情 况 要 低 于 眼 向边 缘 ，但 是 除 了

第 7组 (Ora一5/PromPt L一P叩 )和 阴 性 对 照 组 以 外 (p<

0.05 )，无 论 是 二 维 还 是 三维 的评 价 中各 组 间 矜 向 和 敞

向 的 记分 差 异 均 没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 )

目前 通 用 的 消 毒 剂 以 2%的 葡 萄 糖 酸 洗 必 泰 作 为 主 要

活性 成 分 ，同时 加 人 洁 尔 灭 。葡 萄 糖 酸 洗 必 泰 是
一 种 具

有 广谱 活性 的杀 菌 剂 ，近 20多年 它 主 要被 用 于化 学 性

控 制 菌斑 和 预 防龋 齿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的 consePsis 溶 液

含 有 2%的葡 萄 糖 酸 洗 必 泰 。Gultz等 人 比较 了不 同窝

洞 消毒 剂 的抗 菌 活性 ，发 现 Consepsis溶 液 要 优 于 其 它

消毒 剂 。

二维 评价 显示 矜 缘 和跟缘 的微 渗 漏情 况趋 向于大 于

二维评价 的结 果 ，但 是这种增 大 没有 统计学 意 义 (P>

0.05)。

扫描 电镜观测结果

经 过 consepsis和 Tubulicidred处 理 过 的 粘 结 系 统 的

实验 标 本 和 阴性 对 照组 的标 本 ，树 脂 复合 体 与 洞 壁 之

间均 显 示 出 良好 的适 应 性 (图 1一3)。在这 些 标 本 中 ，树

脂 突 的构 成 也 被 观 察 到 (图 4一5)。尽 管 经 过 扫 描 电镜

的准 备 过 程 中 的干燥 环 节 ，在
一些 标 本 的牙体 结 构 中

出现 了一 些 裂缝 ，但 是 牙 本 质 粘 结 树 脂 却 没 有 从 洞 壁

上分离 (图 6)。经 过 Ora一5处 理 过 的 实 验 标 本 沿 着 牙

齿一树 脂 修 复体 界 面 出现 缝 隙 (图 7一8)。在 这 些 标 本 中

没有 发 现 树 脂 突 的形 成 。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的 Ora一5是
一
种 商 业 用 途 的 碘 一碘 化 钾 /

硫 酸 铜 (12一Kl/CuS04)基 的 口腔 消 毒 剂 。Schemehorn等

人 指 出 Ora一5在 抗 菌 斑 性 方 面 要 优 于 葡 萄 糖 酸 洗 必

泰 。MeierS和 SChemehorn在 研 究 了 Ora一5在 裂 缝 中 渗

透 和 杀 灭 细 菌 的 能 力 后 发 现 它 可 抑 制 早 期 龋 的 进 展 ，

并 可 减 少 裂 缝 中 变 形 链 球 菌 的 数 量 。

窝洞制备后 牙本质粘结 剂处理前应用窝洞消毒剂能够

降低残 留龋坏 的潜在危 险性和术后 的敏感性 、〕但是 ，如

果消毒液的应用妨碍 了粘结剂 与牙本质间的相互作用

而大大增加 了微渗漏 的程度 ，那 么它任何优点都将 会

被否定

讨论

过 去认 为牙本质 在用 充填 材料充填 之前应 该 进 行 消

毒 。许多化学制剂 ，如用丁香酚还原沉淀 的硝酸银 、苯

酚 、庸 香草酚 和亚铁氰化钾 ，都是 由此 目的被应用 的。

现今人们 已认识到这些化学制剂应用于牙本质表 面时

会对牙髓产生刺激 。

目前 的 研 究 显 示 ，窝 洞 制 备 后 在 用 ClearfilSE Bon d和

pr()mptL
一pop处 理 前 用 Tubuli(:idred进 行 窝 洞 消 毒 不

会 降 低 牙 本 质 粘 结 系 统 的 封 闭 能 力 。 Derha mi 等 人 也

证 实 用 Tuh ulici dre(l 代 替 原 始 的 粘 结 系 统 的 处 理 程 序

对 洞 壁 进 行 消 毒 不 会 对 牙 本 质 粘 结 树 脂 在 11 类 洞 修

复 方 面 的封 闭 能 力产 生 负 面 的 影 响 。

B龙nnstr6m 指 出 窝 洞 修 复 前 应 进 行 消 毒 ，他 建 议 使 用

洁 尔 灭 为 基 质 的 Tuhulicid作 为 消 毒 剂 。Br往nnst川m 和

Nybo rg 报 道 窝 洞 修 复 前 用 Tubu hc记 进 行 消 毒 后 ，在 洞

壁 没 有 发 现 细 菌 的存 在 ，也 没 有 牙 髓 的 反 应 发 生 。目前

研 究 所 使 用 的 Tubu lic 记 red 含有 用 以 除 去 站 污 层 的 乙

6

本 研 究 中 Consepsis溶 液 没 有 对 clea币 1sE Bond 和

pr(，mptL
一pop的 封 闭 能 力 产 生 负 面 的 影 响 。 MeierS和

Kresin研 究 了 葡 萄 糖 酸 洗 必 泰 对 Tenure (Den一Mat)和

Synta(:(Viva〔lent)封 闭 能 力 的 影 响 ，结 果 与 本 研 究 的 的

观 点 相
一
致 。 然 而 ，本 研 究 的 结 果 与 Tulun 咭 lu等 人 的

研 究 结 果 相 矛 盾 ， 他 们 发 现 葡 萄 糖 酸 洗 必 泰 对 Syll tac

和 prime&Bond(DentsplyDetrey)在 乳 牙 预 防 微 渗 漏 方

面 会 产 生 负 面 的 影 响 。众 所 周 知 ，树 脂 修 复 体 与乳 牙 牙

，{，国 日腔 庆 学 继 续 教 育 杂 志



Tti:k。i，:et。l窝 洞 消 毒 齐11又、」非 冲 洗 性 牙 本 质 粘 结 树 脂 封 l利能 力 的 影 响

图 1 单 纯 J叔川 CleodllSE !3。，r、‘l标 本 rl勺扫

描 电 镜 观 测 图 ，，If观 察 到 沿 着 牙 街-

树 脂 修 复 体 的 界 面 没 有 边 缘 裂 隙 形

成 (放 大 倍 数 x75())

图 2 中纯 应 川 Pr，)n11)[ 1一P叩 标 本 的 扫 描

电 镜 观 测 图 。可 观 察 到 沿 着 牙 齿 一树

脂 修 复 体 的 界 面 没 有 边 缘 裂 隙 形 成

(放 大 倍 数 x5OO)

图 3 经 C‘，nsel)、i、处 理 后 J友用 pr(，，，lptL
-

P叩 标 本 的 扫 描 电 镜 观 测 图 ，观 察

沿 着 牙 齿 一树 脂 修 复 体 的 界 面 没 有

边 缘 裂 隙 形 成 (放 大 倍 数 x350)

图 4 经 C《川、。·I)、i、处 Jll
f
后 ]、袱川 ClearfilSE

l亏《)r、‘]标 本 「l，树 ]J行突 的 构 )J纪 (jjt 人 倍

数 xl()()())

图 5 单 纯 应 川 I，l、，nll，11
一Pop标 本 中 树 脂

突 的 构 成 (放 大 倍 数 xl 500)

图 6 经
‘
l
’
l，l)t，11〔。101，、。l处 理 后 用 Cleal任11SE

Bo:1、1标 本 「l，牙 体 结 构 内 出 现 J裂

缝 ，沿 着 牙 街 一树 脂 修 复 体 的 界 面 没

有 边 缘 裂 隙 形 成 (放 大 倍 数 x500)

图 7(左 ) 经 ()，:卜5处 J11
‘
)!亏J花月Jl

，:、，，，ll)tl厂

l钩 ，标 本 的 扫 描 电 镜 观 测 图 可 观

察 到 沿 着 牙 齿 一树 脂 修 复 体 的 界 l(ll

有 边 缘 裂 l买毛形 成 (放 大 倍 数 火350)

图 8(右 ) 经 ()，u一5处 J玉}!]舌应 用 ClearfilSE

H(j 耐 标 本 的 扫 描 电 镜 观 测 图 ，可 看

到 沿 着 牙 齿 一树 脂 修 复 体 的 界 而 有

边 缘 裂 隙 形 成 (放 大 倍 数 x35 0)

本质表面的粘结强度要低 于恒 牙的粘结强度 r这可能

就是这些研究结 果产生 差异 的原因

质间剪切粘接强度的消毒剂

本 研 究 所 获 得 的 结 果 也
’
J先 前 研 究 的 结 果 相

一
致 ，这

表 明 葡 萄 树r酸 洗 必 泰 不 会 对 粘 结 性 树 脂 修 复 体 与 牙 本

质 间 的 剪 切粘 接 强 度 产
‘!一影 响 Ca(，等 人 报 道 在 含 有

葡 萄 糖 酸 洗 必 泰 的 各 种 商 业 性 窝 洞 消 毒 #lJ 中 ，

C()，15011)51、被 认 为 J亡唯
一 没 有 I洋低 粘 结 性 树 脂 与牙 本

中}l]!】)控医学继续教育杂占

本 研 究 中 阳 性 对 照 组 和 应 用 粘 结 系 统 前 由 Ora一5进 行

处 理 的 试 验 组 (第 3组 和 第 7组 )在 矜 向 和 眼 向 的 微

渗 漏 记 录 差 异 缺 乏 统 计 学 意 义 ， 表 明 Ora一5降 低 了

Clea“、1sE B《)n(l和 promptL
一pop的 封 闭 能 力 Meiers

和 Kre、in通 过
一
个 相 似 的 研 究 发 现 ，当 应 用 Syntac 时

Ol’a一5会 明 显 产 生 更 大 的 齿即句微 渗 漏 ， 而 应 用 fenu 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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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会增加微渗漏的水平。并因而得出结论 :用复合树

脂进行修复时窝洞消毒剂的使用似乎与消毒剂和不同

的牙本质粘结 系统 牙本质封闭能力 间的相互作用有

关。

MeierS和 shook指 出 ，当使 用 SyntaC作 为树 脂 与 牙 本

质 粘 结 的媒 介 时 ，ora一5和 葡 萄 糖 酸 洗 必 泰 都 会 降 低

树 脂 与 牙本 质 间 的剪 切 粘 接 强 度 ，而 用 Tenure作 媒 介

时 则不 会产 生 影 响 。他 们 同时也 指 出 ，窝洞 消毒 剂 的

影 响对 用 牙 本质 粘 结 性 树 脂 进 行 修 复 的 复合 树 脂 与 牙

本 质 间 的剪 切 粘接 强 度 来 说 是
一 个 重 要 的细 节 。

分修 复体 (复合 树脂 和复合体 )在界 面处显 示 出裂 隙 ，

但 是用 单 组 份 粘 结 剂 Single Bond粘 结 的修 复体 中却

没有 发现 界 面处 的裂 隙 。然 而本研 究 中用 PromPt L
-

Pop和 ClearfilSEBond粘结 的树脂修 复体并没有发现

界 面处 的裂 隙 。只有经过 Ora一5处理过 的标 本不 管应

用 何 种 粘 结 剂 在 牙齿 和树 脂 修 复体 的界 面 均 出现 裂

隙 。此外 ，在这些 标本 中没有发现树脂突 的形 成 。这可

能是 由于从 Ora一5中残 留的化学物 质减弱 了牙本质粘

结树脂 的可湿性 ，从 而 降低 了树脂 浸渗牙本质表 面的

能力 。在本研究 中扫描 电镜 的观测现象 支持染色渗漏

试验 的结果 。

本 研 究 中 应 用 ClearfilSE Bon d组 中 眼 向 和 矜 向 的 渗

漏 记 录 均 低 于 应 用 PromPt L一P叩 组 ，但 是 在 统 计 学 上

没 有 显 著 性 差 异 。pradelle一plasse等 人 对 包 括 prompt

L一Po p和 ClearfilSE Bon d在 内 的 4种 牙 本 质 粘 结 树

脂 系 统 的 封 闭 能 力进 行 了研 究 ，发 现 使 用 磷 酸 的 单 组

份 粘 结 剂 组 (OptiBond5010和 Excite)其 染 料 渗 人 釉 质

的 深 度 远 远 低 于 使 用 自 酸 蚀 系 统 PromPt L一P叩 和

ClearfilSE Bond 组 ;而 在 颈 部 牙 本 质 边 缘 微 渗 漏 方 面

与 其 它 3种 牙 本 质 粘 结 剂 相 比较 ，PromPt L一P叩 显 示

出 最 差 的 结 果 。 然 而 ，Pon teS等 人 指 }}1，在 且 种 牙 本 质

粘 结 树 脂 中 PromPt L一Po p在 釉 质 边 缘 显 示 出 最 小 的

微 渗 漏 ，但 是 对 于 其 他 牙 本 质 粘 结 树 脂 (Prim e&Bon d

2.1和 Etch&Prime)来 说 ，在 牙 本 质 边 缘 方 面 它 并 不 是

出众 的 。Besna ult和 Attal 指 出 在 釉 质 边 缘 的 微 渗 漏 方

面 应 用 ClearfilSE Bon d要 显 著 高 于 应 用 传 统 的 二 步

法 粘 结 系 统 (ScotchhondMultipurposeplus)。他 们 指 出

自酸 蚀 底 物 中 的 弱 酸 对 釉 质 的效 果 要 低 于 磷 酸 。 然 而

他 们 报 道 在 牙 本 质 边 缘 的 微 渗 漏 方 面 应 用 ClearfilSE

Bond要 低 于 应 用 传 统 的 粘 结 系 统 。 Kul)o 等 人 通 过 比

较 自酸 蚀 底 物 系 统 的 封 闭 能 力 ，发 现 Clea币ISE Bon d

在 釉 质 边 缘 的 边 缘 封 闭 性 方 面 显 著 优 于 ClearfilLiner

BondZ。但 是 他 们 没 有 发 现 这 些 粘 结 系 统 在 牙本 质 边

缘 的封 闭 能 力 方 面 有 差 异 。

本研究中的染色方法也用在先前 的研究 中 ，其具有 以

下 的优点 :(l) 它不染色牙本质而 只显示渗漏 的样式 ;

(2) 染色渗人 的范围即使在牙本质小管 中也很容易被

发现 。而且有报道称墨汁所显现 的渗漏样式 与细菌侵

蚀 的范围相类似 ，因此建议将它作 为
一种临床上显示

微生物感染 区域 的示踪器 。〕

有些研究显示用截成断面的方法来论证标本真实 的渗

漏样式可能是不恰 当的。有证据表 明实际上渗漏 的样

式高度复杂且不规则 ，
一个或几个截面是不能显示 出

渗人的最深处 的。现在 的研究方法是用手机除去所有

的修 复体使 窝洞 内染色 的区域 完全暴露 出来 。Hilton

等人指 出这种方法可以对渗漏样式进行卓越 的三维评

价 ，但是却不能 显露 出染色在 牙本质小管 中向髓 腔方

向渗入的深度 。基 于 目前 的研究 ，考虑在此后 的研究 中

将两种方法相互补充使用 ，来评价标 本的渗漏样式 。

结论

da SilvaTelles等 人 报 道 ，用 pr()nlptL
一pop 粘 结 的 大 部

本 研 究 的 结 果 可 得 出 以 下 结 论 :

1.应 用 ClearfilSE Bond和 promptL
一pop时 ，Consepsis

和 Tubulic记 :ed可 以 作 为 窝 洞 消 毒 剂 使 用 而 不 会 影 响

其 封 闭 能 力 。

2应 用 这 些 牙 本 质 粘 结 系 统 时 ，Ora一5不 是
一
种 合 适 的

消 毒 剂 ，因 为 它 会 降 低 其 封 闭 能 力 。

中囚 口腔 医学继续 教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