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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本质及树脂粘结剂颜色对瓷贴面
修复颜色 匹配的影响
Color m anagem ent of Porcelain veneers:Influence of dentin and resin cem ent col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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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载 OU‘nteSSenCe Internat.onal ，2010 41:567
一573.(英 文 )

艾 俊 译 邵 龙 泉 审

目的 :瓷贴面 已成 为
一
种备 受青睐 的恢 复前 牙形态和色泽 的修 复方法 。但 瓷贴面 的厚度 限制和高 半透 明性使

其在颜 色 匹配上容 易受到 多种 因素影 响 。本 文 目的是研究 牙本 质颜 色及树脂 粘结 剂颜 色对 瓷贴 面修 复颜 色 匹配

的 最 终 影 响 。方 法 和 材 料 :预 先 选 择 色 号 (A l)作 为 上 领 中切 牙 修 复 的 目标 色 用 数 码 分 光 光 度 比 色 计

(Spectroshade M日T) 测量其 牙色参数 (L*a’b’)，用可 以代 表较 大范 围的牙色度分 布 的 g种 天然牙本质颜色 (Natural

。.eMate「i。}，}、。。}。「vivadent)制作上领 中切 牙树脂 复制 品 然后运 用瓷贴面 的标准 牙体 预备 方法在树脂 牙上进

行预备 。用7种不 同色度 的树脂 粘结剂 (Va「.ol.nkVenee「slvoclarV.vadent)将制作好 的瓷贴面 (lpsEmpressEsthet，c

Al .o.6mm th.。k Iovclar vivadent)粘贴在树脂 牙上 。测量粘 固后贴面 的 L扩匕
’
值 计算 与 目标色 (A1 )之 间的 △E

值 。△E>3.3即被认定 为可被 肉眼察觉 的显 著性颜色不 匹配 。结果 :7种不 同色度 的树脂 粘结剂对贴面最 终颜色

均没有显著 的影 响 因为每
一
个试样组测 出来 的 △E值几乎都是相 同的。另

一
方面 天然牙本质 的颜 色对最终 的

颜色 匹配 有 明显 的影 响。在 63 个试样组 (9种不 同颜色 牙本质 的树脂 代型和 7种色度 的树脂 粘结剂组合 )中没有

一
组达 到可接 受的颜色 匹配 。结论 :薄 的瓷贴面不能遮住 下面 牙本质 的颜色 即使 是运 用 了不 同色度 的树脂 粘结

剂 。联 合运 用遮 色瓷也许 能够提 高最 终 的配色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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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点评

邵龙泉教授 点评 :随着人 们对 美观 的要 求越 来越 高 ，贴 面修 复 已成 为
一 种备 受青睐 的恢 复牙

体 正 常形态和 改善 其 色泽的修 复方法 。厚度 薄、磨 牙少是 其显著特 点 ，但是也 容 易受 多种 因素影

响 而 出现 最终颜 色匹配不理 想。临床 上颜 色匹配问题
一直是 影响贴 面修 复取 得 良好 效 果 的重要 因

素 。本文重点研 究 了不 同颜 色牙本质及树 脂拈 结剂对 瓷贴 面修 复最终颜 色匹配的影响 ，科 学性 强 ，

衬 临床 贴 面修 复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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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为追 求前 牙区更 好的美学效果 ，患者 乐于选择

瓷贴面修复 。与其他修复方式相 比，贴面的牙体预备

量少 ，同时具有 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半透 明性 ，不仅

保证 了健康 的边缘 而且.能获得卓越 的美学 效果 。

瓷贴面 的牙体预备止于釉质 ，厚度
一
般 不超 过

0.6mm。瓷贴面在如此薄的区域里不仅要遮住其下

面 牙体结构 的颜 色 ，同时还要达到患者所 要求的颜

色(通 常许 多患者都选择较 亮的色度 )。

瓷 贴面是依靠 陶瓷 中的二 氧化硅和树脂粘结 剂

中的硅 烷偶联 形成 的化学 键来 固位 ，粘结后获得 足

够 的固位力 以对抗咀嚼殆 力 。如今 ，有多种 色度树脂

粘结剂可供选择 以提高瓷贴面修复的颜 色匹配效果 。
一
些制造商还提供 了特殊 的遮 色树 脂粘结 剂来罩 住

其下面黑暗或变 色的牙本质 。

患者 的牙 本质颜 色多种 多样 ，不 同人群种族也

有不 同的牙齿颜 色。 由于瓷贴面很薄且有半透 明性 ，

使 牙 本质 颜 色容 易 影 响 到 瓷 贴 面 的最 终遮 色效果 ，

以致于 目标 色不相 匹配(图 la)。为帮助 临床上对最

终颜 色 匹配效果 的预测 ，可 以先制作 代表 天然牙 本

质颜 色分布的树脂牙 ，再在树脂 牙上试戴瓷贴面 ，由

此 临床 医师就 能够 预 测最 终修复 体 的颜 色(图 lb)。

然而 ，天然牙本质颜 色 、树脂粘结剂色度之 间的相互

作用 以及粘 固后它们对瓷贴面最 终颜 色的协 同影响

方 面 ，并没有统
一
的指导标准 。

其他 的外部 因素 ， 比如颜 色评估 过程 中的定式

思维 ，肉眼主观性 ，经典 比色板的不足都可能导致颜

色测量过程 中出现错误 。相反 ，不 同型号的牙本质颜

色数码测量装置 ，均不受这些外部 因素影响 ，因而具

有 良好的 比色结果和可重复性 。因此 ，可用其来减小

颜 色评估 过程 中的人为误 差 。

分光光度 比色计 能从 物体表 面 的反射光线 中收

集光谱数据 并 自动地转化为 由国际照 明委员会(CIE)

建立的 L、*b*标准色度体系 。L
*
、a* 、b

*
值可 由最

初获到的三基 色刺激值 X 、Y 和 Z所得 出 ，这种模

式得 出结 果较人 眼接 近 ，是 以数字化 方式来描述 人

的视觉感应 。在 L、*b*色空间 中，这三个色度值是

等距 的并且不受 光强度 影响 。这 种统
一
性使两种颜

色之 间的差异可 以通过算术方法计算 出来 ，即 △E公

式 ，在实验研 究 中具有 重要作用 :

AE=[(LI一LZ)
2+(al一aZ)

2+(bl一bZ)
2
]
‘，5

图 1a 患者选择的瓷贴面 目标色 (通常情况下是比色片)不

能简单地经由选择颜色匹配的陶瓷复制出来 .因为粘结后贴

面的最终颜色受下面牙本质颜色影响

图 1b 为帮助临床医师们预测瓷贴面的最终颜色 建议先将

所需颜色的瓷贴面粘结在与天然牙牙本质颜色相匹配的树脂

牙上

另外 ，人类视觉对材料的察觉程度也可 以由八E

值的大小来表达 ，这 已经被多项研究证实过了。很多

学者认为 △E值在 2.6和 3.7之间是临床可接受的颜

色匹配起始界值 ，△E值更高时 ，修复体和牙齿颜色

不 匹配 。本研究的 目的是运用分光光度 比色计评价

牙本质颜 色和不 同色度树脂水 门汀对压铸瓷贴面最

终颜色匹配性 的影响。

2 方法和材料

2.1 树 脂 牙 的 制 作

选 用
一
个 装 有 可 拆 卸 树 脂 牙 的 教 学 模 型 ，用 圆

锥 形 金 刚 砂 裂 钻 (5850.314.016，Brasseler)和 o.6mm

定 深 的 切 削 钻 针 (868A.314.018，Brasseler)对 上 领 右

侧 中切 牙 进 行 瓷 贴 面 牙 体 预 备 ， 要 求 整 个 颊 面 的 厚

中国，l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了.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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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预 备 均 匀 。 然 后 用 两 个 抛 光 杯 (polishingset4313

A VW Dialiten，Polishingno.96522以 060，Komet)和

两 个 抛 光 盘 (Sof-Le x，no.198lSFan d2382C，3M ESPE )

进 行 抛 光 。 通 过 加 聚 固 化 硅 橡 胶 (provilNovoputty

reglar， Heraeus Kulzer)内重 衬
一
种 具 有 光 稳 定 性 缩 聚

固 化 硅 酮 材 料 (Xantopren，HeraeusKulzer)的 硅 橡 胶

材 料 的 方 法 来 控 制 预 备 厚 度 。 然 后 用 削 刀 对 预 备 好

的 牙 体 模 型 进 行 纵 向 修 整 ，用 数 码 卡 尺 在 颈 部 和 中

间 区 域 各 测 量
一
次 重 衬 材 料 的厚 度 ，厚 度 差 值 簇 0.2

mm 时 被 认 为 可 接 受 (图 2)。 然 后 用 硅 橡 胶 印 模 料

(Versyo
一511，HeraeusKulzer)制 取 印模 ，再 用 9种 天 然

牙颜 色 的 牙 本 质 树 月旨材 料 复 制 (Nature Di eM ate rial‘ t，

Ivoclar Vivadent)树 脂 牙 。每 种 10个 试 样 ，轻 轻 抛 光

后 放 在
一
个 黑 色 的 盒 子 里 以保 持 其 颜 色 稳 定 性 。

厚 度 控 制 在 0.6 士 0.2mm 。 根 据 厂 商 (IpS Empress

esthetic，IvoclarVivadent)的 说 明 ，将 pM M A 贴 面 包

埋 ， 用 高 温 压 铸 技 术 将 目标 色 (A I) 的 铸 瓷 锭 制 成 单

个 贴 面 。 最 终 贴 面 自上 釉 。

2.3 树脂粘结剂的运用

用 7种 色度 的树 脂 粘 结 剂 (Variolink Veneer，

IvoclarVivadent)来研 究树 脂粘结 剂颜 色对 最 终 瓷 贴

面 色彩 匹配 的 影 响 ，并 用 来研 究 临 床 医师 如 何 运 用

不 同 色 度 的树 脂 粘 结 剂 来 修 正 较 小 的颜 色 不 匹 配 。

根 据 生 产 商 的说 明 ，树 脂 粘 结 剂 采 用 传 统 的 往 身士简

进 行 操 作 。每 次 在 进 行 新 的树 脂 粘 结 剂 粘 结 和 颜 色

测量 前 ，都 要 擦 去 超 出 的粘 结 剂 并用 乙醇 对 贴 面 的

外表 面进 行 消毒 。

2.2 贴 面 的 制 作

用 石 膏 (VelmixStone，Kerr)灌 模 ，在 石 膏 模 型

上 涂 布 2层 (30拼m 厚 )的 间 隙 材 料 (DiesPacer，Kerr)

后 ，再 用 NawaxcomPact(YetiDentalProdukte)制 作

蜡 型 ， 间 隙 材 料 是 为 了 预 留
一
个 均 匀

一
致 的 试 戴 糊

剂 空 间 。 蜡 型 厚 度 通 过 使 用 颊 侧 硅 橡 胶 导 板 (Pr ovi l

Novo，HeraeusKulzer)来 控 制 (图 2)。用 3D 扫 描 设 备

(Zenotec，3Shap eD200，W ieland)对 蜡 型 和 预 备 好 的

牙 进 行 扫 描 ，CAD/C AM (Zeno4030，W ieland)方 法 制

作 30个 半 透 明 的 聚 甲基 丙 烯 酸 甲 醋 (PM M A)贴 面 。

用 数 码 卡 尺 (Digimatic500
一311，CD 15一D 7227045，

M itutoyo)测 量 PM M A 贴 面 的 厚 度 ，如 果 需 要 ，将 其

2.4 颜色测量

在仿 头模 型上 进 行颜 色测量 以模 拟 口腔情 况 下 。

用 分光 光度 比色计 (SpectroshadeMicro，HandyDen
-

tal MHT) 测量 目标颜 色(Al比色片)和 不 同牙本质颜 色

树 脂 牙 的颜 色参 数 ，均 测量 3次取 平 均值 (图 3)。涂

布 树 脂 粘 结 剂 后 ，模 拟 临床 的 条件 下 ，用 50N 力 将

贴 面就 位 在 不 同牙 本 质 颜 色 的树 脂 牙上 。 粘 结 后 每

个 瓷贴 面 的颜 色参 数 均 测量 3次 ，最 终获得 L*a*b*

值 的 中间值 。不 同颜 色粘 结 剂 和 不 同颜 色 的树 脂 牙

交 叉组 成 63 个 试样 组 ，每 组 5个 贴 面(n=5)。

图 2 预备好的中切牙。预备厚度通过在未切削牙体结构上

制作硅橡胶模板 再进行重衬来评估的。在石膏模型上制作

蜡型过程中也用该模板进行引导

图 3 运用数码分光光度计测量贴面的L丫匕
‘
值。这个设备使

用校准的日光源 保持在恒定位置上并能修正光滑表面的光

反射系数

了‘戈2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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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光 光 度 计 (SPectroshad e，Switzerland)，都 有
一

个 内置 的对 准 装 置 (表 现 为
一
条 水 平 的绿 线)，能使 其

可 重 复 性 地 稳 定 在 牙 面 的 垂 直 线 上 。 为 了确 保 同 等

的 测 量 条 件 ，有 必 要 对 牙 的特 征 进 行 充分 的记 录 ，其

中包 括 ，牙体 颈部 上 的
一
小 部 分 牙眼 ，两 侧 的邻 牙 和

一
部 分 的 口腔 黑 背 景 。该 装 置 配 置 D65 光 源 (6500 K) ，

可 以转 换 成 单 色 光 。数 据 被 存 储 在 专 门 的 图像 文 件

格 式 ， 以记 录 详 细 的 CIE L、 *b* 数 值 。 目标 色(AI)

与粘 结 后 的树 脂 贴 面 之 间 的颜 色差 异 用 △ E值 表 示 ，

并 用 MHT分 析 软 件 (SPectroshade，dentalsoftware

ve rsion2.41)计 算 。采 用 校 正 模 式 纠正 树 脂 牙 的最 终

移 位 ，测 量 3个 区域 ，相 同 的 中间 区域 的颜 色数 据 被

记 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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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瓷贴面 (Al)被粘结在不同牙本质色 (ND) 和 目标色 (A川

上的△E值 红线显示的是临床可接受的水平 同时列出了

相对应的传统比色板的色片号码

2.5 颜色分析

对 CIE L*a*b*值 进 行描 述 性 数据 统 计 分析 ，并

将 每组 的平均值 和标 准差记录 在 电子表格程序 (Excel

5.02，Microsoft)中。应用 △E公式计 算每 个试验 组 色

度 均值 与 目标 色(AI)之 间的 色差 。 八 E< 2.6记 为 临

床 无区别(理 想 的颜 色 匹配 )， 八 E在 2.6至 3.3之 间

认 为 临床 可 以接 受 ，△ E> 3.3则认 为 临床 不可接 受

(颜 色不 匹配)。在 本研 究 中 ，用 目标 色与 贴面之 间 的

八E来界 定 实验 结 果 ，所 设 定 的可接 受和 可觉 察 的 闻

值 与 临 床相 关 。

3 结 果

对每
一
种牙本质颜色的树脂 ，用 7种颜色的树脂

粘结剂粘结获得 的 L、*b
*
值几乎没有 区别 ，意味着

树 脂粘结 剂颜 色对粘结 后瓷贴面 的最 终颜 色匹配 没

有显著影响。相反 ，9种树脂牙的牙本质颜色对最终

的颜色匹配有显著影响 ，不 同的测试组之 间 △E差异

较大 。

在 63 个试样组(9种不 同颜 色牙本质的树脂代型

和 7种色度 的树脂粘结剂相组 合)中没有
一组与 目标

颜色(AI)达到可接受的颜色匹配。最小的 △E值为 7.5，

是 色度最 浅的牙本质树脂 牙上测得 的。深色度(NDS

andNDg)树脂牙的颜色不匹配程度高于浅色度(NDZ

to ND7)树脂牙。这些数据总结在 图 4中。

4 讨 论

影响瓷贴面最终外观的内部因素与陶瓷的光学

特征(颜色和半透明性)和残余牙体组织之间相互作用

有 关。 由于分光光度计可 以获得完整的和可重复的

颜 色数据 ，因此不同的内部可变 因素对瓷贴面总体

颜色的影响可 以准确显示 出来。本研究 中所获得 的

数据只有非常小的标准差(只有平均值的 1%一2%)，

说 明颜色测量程序具有准确性和可重复性 。

不同色度 的树脂粘结剂对瓷贴面的总体颜色并

无影响 ，7种色度的树脂粘结剂分别与 1种牙本质颜

色的树脂牙粘结 ，色度值几乎
一
样 。这也可能与贴面

下边的树脂粘结剂厚度被 限制在 30pm 以及树脂粘

结剂的半透明性有关。反射光照射下 ，其深面的牙结

构 比树脂粘结剂有更明显的颜色影响。有证据证实

半透 明树脂粘结剂的颜色参数几乎与深层颜色相似。

Vichi和他的合作者在评估桩核支持的陶瓷冠下面树

脂粘结剂的遮 色潜力时 ，也曾报道过类似发现 。

早前 曾有研 究 ，在遮色步骤 中使用陶瓷着色的

方法进行瓷贴面的内外遮色 ，以纠正微小的颜色差

异。这种方法产生了显著的颜色变化 ，但是只是对浅

色的瓷贴面有效果。另
一
方面 ，内遮色可能干扰瓷贴

面的正确就位 ，而外遮 色则可能会降低修复体的半

透 明性 。

在之前的
一
项研究 中，曾报道瓷贴面的遮色能

力和不透 明性之 间有 明显的关联 ，不透 明性较高的

陶瓷在遮盖下层 牙结构的颜色方面具有更为成功的

效果。但即使贴面有
一
个致密的氧化铝底层材料 ，报

道得 出的色差值(△E)高于临床可接受的水平 ，这与

本研究相吻合 。

瓷贴面颜色匹配与其厚度 限制和瓷的半透 明性

直接相 关。要 同时获得陶瓷遮色效果和切缘的半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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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性 ，可以在
一
个修复体 中运用两种类型的陶瓷。这

种 技术产生 了具有 应用前景 的全瓷氧化错 修复体 ，

同样可以用来制作贴面 ，值得更深人的研究。贴面的

主体部分 可 以由所需颜 色的不透 明瓷锭压 铸制成 ，

而切缘可 以用半透 明的釉质瓷分层堆塑制成 。与其

他先前讨论 的技术相 比，依靠 陶瓷的光学特性来控

制最终颜色匹配可产生更可靠的效果 。

多次烧结对 陶瓷颜色的影响很早就有报道 。学

者们发现反复烧结易造成明显的颜色变化 。然而 ，其

色度变化是临床可 以接受的。压铸技术使贴面避免

了手工分层堆塑烧结技术所必须的热循环 。此外 ，陶

瓷的厚度 、色度 、半透明性对全瓷修复体整体颜色的

影响可以被预估 出来。学者们发现所有全瓷修复体 ，

其厚度 、色度和半透 明性变化都能产生视觉上可觉

察到的颜色变化 。这些研 究认 为薄的贴面颜 色可 以

受到上述可变 因素作用 而引起可觉 察 的颜 色变化 ，

这些都与本次研究发现吻合 。

5 结论

本研究认为 ，即使应用不同色度的树脂粘结剂 ，

较薄的瓷贴面也不能遮住 下面的牙体颜 色 ，也许混

用不透 明的陶瓷(深色)可 以提高最终的颜色匹配度 。

隆 重 推 出 口 腔 种 植 的
“
金 标 准

”
丛 书

— “
国 际 口 腔 种 植 学 会 (ITI) 口 腔 种 植 临 床 指 南

”

中国医学科 学院 北京协和 医院 口腔种植 中心主任 宿玉成 (教授 )译

第
一卷 :《美学 区种植治疗

一单颗 牙缺 失的种植修复 》

在所 有的 口腔种植文献 中 .本书是惟
一
的
一
部 以临床证据 为依据 、全面论述美学 区单颗牙缺 失种植 的

临床专著。本 书提 出并详细论述 了美学 区种植 的治疗原则 、+二项风险 因素与控制原则 、标准 的种植

外科与种植修复 的临床操作程序 . 引导 骨再生 以及 骨和软组织增t 的原则与技术 、种植 美学并发症 的

病 因及处理等重要方面 。本书以 819幅图片 16个表格 、19个完整病例 .全面展现 了美学 区单颗牙

种植 的临床过程 、设计原则 、治疗程序 、操作技术和完美 的治疗效果 、并发症处理 .是 口腔 医学和牙

种植学 的经典 之作 。

第二卷 :《牙种植学 的负荷方案 一牙列缺损患者 的种植修 复 》

在所有的 口腔种植文献 中 .本 书是惟
一 的一部 以临床证据 为依据 ‘全面论述种植体 负荷方案的临床专

著 尤其注重于牙列缺损病例 的种植负荷方案。 本 书提 出并详细论述 了种植体 负荷方案的分类与原则

(即刻修 复 /负荷 ，早期修复 /负荷 .常规 负荷 .延期 负荷 )、适应证与并发症 、风险 因素与控制原则

等重要方面。本书以 452幅图片、10个表格 、，6个完整病例 全面展现 了牙列缺损患者牙种植 的临

床过程 、负荷 方案 、修 复程序 操 作技术 和完美 的治疗效果 .是 口腔 医学和牙种植 学 的经典 之作 。

第三卷 :《拔牙位点种植
一各种方案》

在所有的 口腔种植文献 中 .本书是惟
一
的
一
部 以临床证据 为依 据 、全面论述种植体植入 时机 的临床专

著 。本 书提 出并详细论述 了拔牙窝愈合过程的最新研究进展 、 牙槽 窝愈合后 的牙槽峭 变化 ‘种植体植

入时机的分类与原则 (即刻种植 : {型种植 早期种植 : 日型和 川型种植 延期种植 :lV型种植 )、优

缺点 、种植体 周围骨缺损 间隙的愈合方式和增量技术 各种种植 时机 的风险 因素与控制原则 、各种种

植方案的种植外科与种植修复的临床操作程序 、美学并发症的病 因及处理等重要方面 。本书 以 543幅

图片 20个表格 、21 个完整病例 .全面展现 了各种种植方案的临床过程 、治疗程序 、操作技术和完

美 的治疗效 果 .并发症 处理 是 口腔 医学 和牙种植学 的经典 之作 。

(新近 出版 )第四卷 :《牙种植学 的负荷方案 一牙列缺 失患者 的种植修 复》

本书将基于 不 同的种植体 负荷方案 (即刻修 复 /负荷 早 期修 复 /负荷 常规 负荷 延期 负荷 ) 图

文并茂地全面展现 牙列缺失患者 的牙种植 临床过程 、 负荷方案 、修复程序 、操作技术 .适应证 与并发

症 风险因素与控制原则和完美的治疗效 本书以 482幅图片、巧 个表格 、个完整病例 全面展现 了

牙列缺失患者牙种植 的临床过程 、 负荷方案 修 复程序 、操作技术和完美 的治疗效果 .是 口腔 医学和

牙种植学 的经典 之作 。

刊

刊

刊.

召
定 价 :320元 (第

一
卷 〕.280元 (第 二 卷 )，300元 〔第 三 卷 ).300元 〔第 四 卷 )

购 书 方 式 :北 京 市 复 兴 路 22号 . 甲 3号 ，人 民 军 医 出 版 社 国 际 口腔 医 学 出版 中 心 .杨 淮 (编 辑 ) 邮 编 100842

E一mail pumcp@126.com 电话 :13521457428.010
一51927300转 8027

本 书 由于 印 里 少 (仅 印 刷 1000 套 )，且 不 在 书 店 销 售 . 因 此 欲 购 从 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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