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瑕煮 一磊磷
天然牙 变色是根管治疗带来 的最 常见 的美学难 题 同样 在 固定修 复 中 牙体 变色代表 着

一
种 美学缺 陷 .在

全瓷修 复 时表现得 尤 为 明显 。事 实上 从基底 冠和软组织透射 出的灰色会影 响修 复后 的最终 美学效果 。目的 :本

研究 的 目的在于评 估 Procer。氧化铝全 瓷修 复体 的遮 色能 力 。材 料和方法 :通 过对 变色 牙 的测试进 行 临床评 估 。运

用 N日tUral DieMoter.ol(!vo。}。「Vivad印t)对基 牙进 行分 类后 分 别 为每个基 牙制作三个厚 度不 同的氧化铝基底

冠 厚 度分 别为 o.4mm、o.6mm和 o.smm。研究每 种基底 冠与变色程度相 关 的遮 色能 力 根据研究得到 的结果 .

对 17 颗行 Procer。氧化铝全 瓷修 复 的变色 牙进 行评 估 。按 照改 良 COA /R丫ge标准 对色彩搭配 、陶瓷表面 、边

缘 变色 、边缘 密合度进行 临床评价 。结论 :修复具有特殊 外形 的 中度及重度 变色前 牙时 ，尸roceroAI Jceram 氧化

铝 系统似 乎是
一
种可靠 、出色 的技 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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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邵龙泉教授 点评 :全瓷冠以具有
一 定透射 性 能的 全瓷底层 替代 了传统金属烤 瓷冠的金 属底层 ，

提 高 了美学效果 ，是 临床 上前 牙美学修 复的首选 。全瓷修 复体 是一 种半透 明的 多层材朴 、其显著

的特 点是 具有 良好 的光 学性 能 ，入舒 光 的一部 分可透过 全 瓷材料 到达底层 的墓 牙或桩 核材料 ，因

此这种层状 结构 的颜 色也 受到 多种 因素 的影响 ，其 中 变色墓 牙或桩核 的颜 色时 全瓷冠顺 色的影响

最 为明显 。临床 上 大多数 变色前 牙行 全瓷修 复时 ，如何正确选择 合适 的修 复材料 为 色者提 供最佳

的修 复效果成 为临床 医师所 面临的常 见难题 。 本 文重点时 墓 牙不 同 变色程度 下 ProceraAI]ceram系

统不 同基底 冠厚度 的遮 色能 力进 行 综合评 估 ，并将 相 关结论 在 临床 中进 行验 证 ，科 学性 强 ，同时

为临床提 供 了很 好 的理 论指 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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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软组织健康 ，牙齿为理想美学状态 ，无变色和

染色时 ，通过现 今的修复治疗 可使修复体获得天然

的外观效果 ，这些都得益于美学材料的应用和普及 。

全瓷材料常用于前牙区贴面 、全冠和桥的制作。对于

全瓷修复体 ，基牙颜 色是决定修复体最 终美学效果

的重要 因素 ，它可通过基底冠发生透射 ，并影响最终

修复体的明度和颜色。根据基 牙颜 色选择合适的修

复材料 ，对全瓷修复体的美学效果而言十分重要 。修

复治疗 的 目的之
一
是遮盖 或校正变 色 ，获得 自然美

观的修复效果。变色牙既可 以是外源性 ，也可以是内

源性 ，由局部或系统 因素导致 。

全瓷修复材料分为两类 :高强度陶瓷 (氧化错和

氧化铝 )和硅基 陶瓷 (长石质陶瓷和玻璃陶瓷 )。第

一
类陶瓷不可酸蚀 ，具有高挠 曲强度和低透明度 。而

硅基 陶瓷材料最宝贵的特质在于它 的可酸蚀性和高

透明度 。在对前牙区进行冠或贴面修复治疗时 ，这类

材料表现出色 ，当牙齿无重度变色时 ，可以达到最好

的天然美学效果。

修复变色牙时 ，如果修复材料过于透明，基底冠

中的灰 色会透视 出来 ，从而影响修复 的最终美学效

果。其 中，牙颈部面临的美学挑战最严峻。此区域厚

度最小 ，很难遮盖变色并维持合适的天然外观。对于

微笑时暴露 牙颈部的
“
露酿笑

”
患者 ，其治疗时上述

问题变得尤为重要 。这种情况下 ，使用半透 明度较小

的修复材料最 为合适 。 因氧化铝冠核可协调 自身透

明度与不透 明度而取得合适的平衡 ，使得 Procera 冠

在修复前牙时 ，尤其是 当基牙存在变色时 ，可获得让

人 满 意 的 美 学 效 果 。 从 参 考 文 献 中可 以 获 得 有 关

ProceraA且 Ceram冠强度 、色彩稳定性和密合度方 面

的数 据 。

虽 然 光 线 可 从基 底 冠 中通 过 ，但 因基 底 冠 的 不

透 明性 ，故 变 色不 会从 中透 射 出来 ，与我们 期望 的结

果
一
致 。

2 材料和方法

这 项研 究 的 目的在 于评 价Pr oce ra A且Ceram氧化

铝 修 复 体 (Nobe lBiocare) 修 复 变 色 前 牙 时 的美学 性

能 。实 验 采 用 10 颗 变 色程 度 不 同的 天然 基 牙 。根 据

NaturalDieMaterial(IvoclarVivadent)对 其变 色程

度进 行 分 类 (图 l)，只选 取 变 色程 度 为 ND6至 NDg以

上 的基 牙 。

运用Pr oce ra Forte CAD/CAM技术 ，为每 个基 牙

制作两种厚度 不 同的基 底 冠 ，分 别为 0.4Inln和 0.611卫11。

对 于 重 度 变 色 达 NDg或 者 以上 的基 牙 ，采用 二 次 扫

描 技 术 额 外 制 作厚 度 为 0.smm 的冠 核 (图 2)。

本 研 究 的 目的在 于 ，评 价 与 基 底 冠 厚 度 及 基 牙

变 色 程 度 相 关 的 氧 化 铝 冠 核 的 遮 色 能 力 ， 以准 确 描

述 不 同染 色程 度 的基 牙 所 需 的理 想 基 底 冠厚 度 (图 3

和 图 4)。为 比较 Procera氧 化 铝 陶 瓷 与 常 用 玻璃 陶瓷

两者 的遮 色 能力 ，须 同时为 受试 基 牙 制 作 IPS E.max

(Ivoclarvivade nt)不透 明冠核 (0.smm)(图5和 图6)。

由
一
名 临 床 医 师 和

一
名 牙科 陶 瓷 技 师 对 所 有 的基 底

冠进 行 临 床 评 估 。相 比于 玻璃 陶瓷 ，氧化 铝 陶瓷 的遮

色能 力 更 强 ，呈 现 的 外 观 更 近 天然 。当基 牙 变 色程 度

达 ND7时 ，冠 核 的理 想 厚 度 是 0.4mm。变 色程 度 为

NDS或 NDg时 ，冠 核厚 度 必 须 达 到 0.6mm，以消 除

图 1 Natural Dle M aterIa1. lvoclar V Ivadent

中国l]腔氏学继续教育杂志
2了歹



中国 口腔 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2011 年 7月 第 14卷 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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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擎

图 2 3种不 同厚度的受试 Proc二。氧化铝基底冠 :O如 m、O6mm

和 Osm二 根据 同
一
变色基 牙制 作厚 度 不 同的基 底 冠 以评

价 每 种厚 度 的遮 色 能 力

图 3 重 度 变 色 的 受 试 基 牙 颈

部 变 色 度 高 于 NDg(Natu「a} D.e

Mate「。 J l、oclar V vadent) 冠

部 变 色 度 为 NDg

图 4 就位于基牙上 的不 同厚度氧化铝基底 冠 的临床观 O4mm(。)、O 6mm(匕)和 Osmm(c) 、」厚 为 O 4mm的基底 冠 (。)不能 完

全遮住灰色 灰色从基底 冠 中穿透 出来 牙齿 明度低 当牙颈部 变色程度高于 N09 厚 为 0 6mm 的基底冠 (b) 表现 出类似 的

情况 此基底冠厚 度不足 以遮盖颈部透射 的灰色 无论 如何 当基 牙冠部 着色度 为 闪Dg时 O6mm 的基底 冠厚 度足 以遮盖 变

色 、O smm 的基底 冠厚 度保证 了修 复体 完美 的不透 明效 果 (c)灰色 未透过 基底 冠 ，修 复体 呈现 出天然 的外观

图 5 。 为三 种 不 透 明热 压 铸 玻 璃 陶 瓷 瓷 块 (IPS E Max }voclar ，功vadent):高 度 不 透 明 (日O) 、 中度 不 透 明 (MO) 、着 色 中度 不

透 明 (M。!) 匕 为 同
一
基 牙 制 作 三 种 E Max 基 底 冠 (厚 为 O smm) 以评 估 每 种 瓷 块 的遮 色 能 力

夕了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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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 变色的受试基牙。匕.采用高度不透 明瓷块 (核冠厚度为 o.smm)时 ，灰色无法穿透基底核冠 但此材料的光学特性与

氧化错相似 不是获得天然美学效果的理想材料 。C和 dMO与 Mol 瓷块半透 明度过高。核冠厚度为 Osmm时 灰色同样可

穿透基底核 冠

从基底 冠 中透射 出来 的灰 色的影响 。变 色程度大于

NDg时 ，只有采用厚为 0.Sl-n-rn 的冠核 (运用二次扫描

技术制作 )，才能使基底冠获得 良好的综合美学效果 。

根据上述结论 ，采用 Procera氧化铝 全瓷冠修复

17颗变 色牙。试验将 14名前牙变 色并须行修复治疗

的患者纳人研究范 围。其 中仅变色程度为 ND6或大

于 ND6的患 牙方被纳为研 究对象 (表 1)。

唇 线较高 与软组织 发生改变 和 (或 )变 色的患

者 ，预先应接受牙周治疗 ，以完善其软组织外形 。由

三名牙科陶瓷技师采用Procera ForteCAD/CAM技

术完成所有修复体 的制作 。给每名技师随机分配 6个

病例 。所有修复体粘 固完成后 1个月与 6个月时 ，须

接受评估 。采用摄影和临床评价获得评估信息 资料 。

依据修复 体 的色彩 匹配 、明度 及其与邻 牙的综合美

学 效果对 修复体进行评估 。

system ，ESPE)，并 对 其 行 硅 烷 化 (Ceramic Primer

3M /ESPE)处 理 。

3 结 果

2.1 牙 体 预 备

行 牙 体 预 备 ，形 成 1一 1.3mm 深 的 圆 滑 肩 台 ，切

端 牙 体 预 备 量 为 2.omm ，月粤侧 为 0.smm 。对 于 早 期

已行 修 复 治 疗 的 患 牙 ， 其 肩 台 深 度 应 为 1.3一 1.smm 。

根 据 基 牙 的 长 度 ，牙 体 预 备 的 聚 合 度 为 5
。一 100 。采

用 双 线 排 跟 技 术 (No.〔x一刃和 00 Ultra阳 ck ，Ultradellt)，

第 二 根 排 跟 线 含 止 血 溶 液 (Hemoden t，Pre几 er Den 一

以 Prodl」CtS)。

2.2 粘结

所有修复体均采用 U而cem (3M/ESPE)进行粘结 。

粘 结 前 在 修 复 体 内表 面 形 成 二 氧 化 硅 涂 层 (Cojet

6个月后 ，从美学和临床两方面对所有修复体进

行评估 。按照加利福尼亚牙科协会 (CDA)/Ryge

改 良标准 ，对修复体 的色彩 匹配 、陶瓷表面 、边缘变

色 、边缘密合度行临床检查 。所有修复体均未发生结

构或生物学 改变 ，均可达 到令人满意 的美学 效果和

良好的生物美学综合效果 (图 7
一图 9)。临床评估证

实 了前 期 关于变 色基 牙 的研 究 中得 出的所 有 结论 。

基 牙变色程度为 ND7或 以下时 ，0.4mm 的冠核厚度

(CT)可获得足够 的遮 色能力 。与邻近环境相 比较

时 ，得到的色彩 匹配度和 明度均令人满意 。牙颈部是

修复 的关键部位 ，在此部位获得 了最理 想的美学和

生物综合效果 。基牙重度变 色达 NDS及 NDg的情 况

下 ，0.4mm 的冠核厚度不足 以完全遮盖变色 。此情

况下 ，0.6mm 的冠核厚度可 以更好地 完全遮盖灰 色

的透射 。光线的有 限透射保证 了牙颈部 的美学 外观 。

基牙重度变 色 (高于 NDg) 时 ，如为黑色不规则染色

时 (冠核厚度依然为 0.6mm)，可穿过此基底冠透射

出轻度灰色。针对这种情 况 ，需采用二次扫描技术制

作厚 0.smm 的冠核 ，以获得理想 的不透 明度 以完全

遮盖变色。而在临床 中，仍可察觉牙颈部呈现轻度不

透 明 ，但修复体 的美学 效果和 自然外观 并未受到影

响 。6个月后 ，所有修复体 的美学和生物学效果均十

分理想 ，修复材料 的适 当半透 明度保证 了其最 终的

自然外观 (图 7一图 9)。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2 了 7



中国 口腔 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2011 年 7月 第 14卷 第 4期

表 ! 病例介绍

病 例

1

2

3

4

5

6

7

8

9

10

}1

12

13

14

被修复牙齿

2 1

2 1

2 2

2 2

) 1

2.1

2 3

2.1

2 1 2 2

变 色 程 度 (NaturalDie Materiol Ivoc la:Vivadent

ND7

ND7

NDS

NDS

NDg

NDg

NDg

NDg

NDg

NDg

>NDg

>NDg

>闪Dg

>NOg

修复体类型

冠

冠

冠

冠

冠

冠

冠

冠

冠

桥

冠

桥

冠

冠

秒臀
一
馋
一
那

图 7 。氧化铝桥 (冠核厚度为 O6mm)修复变色程度为闪D吕 闪Dg的患牙 2! 匕修复体粘固后 6个月观 变色未透射 出基底冠

行义齿修 复区软组织移植术并用临时修复体调整软组织 氧化铝冠修复侧切牙 (冠核厚度 O刁mm)

图 8 021颈部变色程度为 闪。已 修复治疗前预先行牙周手术处理 匕粘固后 6个月最终美学效果 连续的组织移植后 跟缘

组织增厚 基本上遮盖了变色牙根 〕图 毗 中所示基牙变色未透过基底冠 采用氧化铝冠 (冠核厚度 O6m二)和长石瓷饰面完成

病例的修复

夕了多 l卜卜11{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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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021 和 22颈部 重 度 变色 21 变色 程 度 高 于 NO9 22 为 NOS;匕.氧化 铝 冠 粘 固完成 后 6个 月得 到 的最终 美学 效 果 。21 和 22

的冠核 厚 度分 别 为 o.smm(二 次 扫 描 技 术 )与 O 6mm

4 讨 论

Procera氧化铝 全瓷修复体保证 了重度着 色

(NDg) 基牙治疗后 良好的美学效果。根据基牙的不

同变色程度可选择合适的基底冠厚度 ，这就保证 了

对修复体不透 明度 的控制 ，从而使修复体获得针对

基牙每个变 色程度所需 的合适的遮 色能力 。邻牙特

征对综合美学效果而言十分重要 ，事实上 当邻牙呈

现 中度或高度明度时 ，多推荐选用氧化铝修复体 。修

复多个变色基牙时 ，为获得 良好的综合效果 ，应将氧

化铝 陶瓷修复体用于所有基 牙。运用不 同修复材料

进行修复时 ，由于每种材料 固有 的机械性能和光学

性能不同，其综合美学效果会受到更大的影响。事实

上 ，修复同
一患者不同前牙时 ，不提倡选用不同修复

材料 ，因其最终综合效果将存在明度 、色彩匹配和半

透 明度不均匀的危险。然而 ，临床医师和牙科陶瓷技

师常要面对这种情 况 (图 8)，为使不同修复材料 间

光学差别最小化 ，要综合考虑 以下因素 :修复材料的

选择 、牙体预备时厚度的控制、技师的能力 ，以及合

适粘结剂的运用 (半透 明或有色半透 明粘结剂 )。

氧化错修复体可更好地遮盖变 色 ，但 因其不透

明度过高及对光线透射 的不足 ，其最终的 自然外观

会受到影响 。利用金属烤瓷修复体进行 间接美学修

复仍是
一
种被广 泛接 受的方法 ，但是此修复体须为

瓷层预 留足够的空间 ，且半透明度不足。修复材料半

透 明度及光线透射 的不足会导致修复体外观的不透

明和不 自然 ，在牙颈部尤甚。因为灰色可穿过牙颈部

玻璃 陶瓷材料发生透射 ，所 以修复变 色牙时不推荐

采用瓷肩台。为校正变色，可配合漂 白术进行贴面修

复。无论如何 ，常用于贴面修复的二氧化硅陶瓷因过

于半透 明而不能遮挡重度变色。同样 ，最不透明的瓷

块也不足 以遮盖或纠正重度染色 。运用冠或桥修复

前牙区重度着色牙时 ，氧化铝是
一
种 出色的修复材

料 。

5 结 论

近几年的研究专注于美学和机械性能较 出色的

新型陶瓷。如今这些新材料的使用 日益普及 ，特别是

进行前牙修复时。全瓷修复体配合粘结技术 ，其临床

效果 日臻完善 ，尤其是玻璃陶瓷。此类材料 中光线透

过的方式与天然牙十分相似 ，从而保证 了修复体 出

色的 自然外观和生动性 。然而对于全瓷修复体 ，要得

到 自然满意的效果并不容易 ，天然基 牙的颜色是决

定其最 终美学效果的关键 。修复材料 的选择是重要

的因素。

理想的材料应具有合适的不透 明度 以遮挡变色 ，

及合适的半透 明度 以保证修复体的 自然外观和生动

性 。氧化铝冠核在其半透 明度与不透 明度间达到了

合适的平衡 ，所 以通过 Procera 全瓷修复前牙可 以获

得令人满意的美学效果 ，尤其是 当基 牙呈现 中度或

重度变 色时。对于未受损且不进行修复重建的变 色

牙，漂 白术是理想的治疗方法 。显然 ，要想获得最好

的美学效果和最高的患者满意度 ，除选用合适的修

复材料 并制定正确 的临床方案外 ，陶瓷技师的审美

观也是十分重要的。

中、「，腔黔 继续教育杂志 刀 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