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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牙的贴面修复是
一
项完善的技术 早在 1927年就被 Dr.Pincus 介绍并推广进入 口腔医学的临床应用中。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 伴随着复合材料和粘结技术迅速的发展 ，包括直接复合树脂修复体 、预成复合树

脂贴面和各种间接陶瓷贴面在内的多种修复方法层出不穷。以前由于技术的限制 ，不得不放弃选择预成复合树

脂贴面的治疗方案。近年来 包含釉质层的比色板 以及经过高压 、高温后形成陶瓷化表面的技术出现使这种旧

观点得以复兴 ，
一
个创新性的复合树脂贴面的预成系统就此诞生。这篇文章综合地介绍了这种贴面技术的适应

证和临床治疗方案。

邵 龙泉 教授 点评 :复合树 脂 的 发展 使粘 结修 复技 术在 口腔修 复领域 中成 为
一 个独立 的 分

支 ，其 中陶 瓷贴 面修 复技 术在 前 牙 美容修 复方 面又具有 其 自身的优越 性 。使 用预 成 复合树 脂

贴 面方 法 的优 ，点在 于其修 复后 形 态恢 复 良好 ，边缘 密合 ， 固位 力好 。在 临床 应 用上 ，预 成 复

合树 脂 贴 面并 不 能取 代 目前广 泛 应 用的
“
传统制作

”
的 陶 瓷贴 面，而是给 口腔 医师提 供 了另

外一 种选择 。

展望与发展

1937年 ，Dr.Pincus最 先 介 绍 了 前 牙 贴 面 。20

世 纪 70年 代 中 期 ， 前 牙 贴 面 成 为 当 时 较 受 欢 迎 的

译 者单 位 南 方 医科 大学 口腔 医学 院

广 州市 广 州大道北 1838号 510515

一
种 治疗 方 法 。贴 面 技 术 分 别 有 3种 不 同 的方 法 :

使 用 复 合 树 脂 进 行 直 接 粘 结 、预 成 复 合 材 料 贴 面 和

预 成 的 陶瓷 贴 面 。35 年 前 ，像 复 合树 脂 的使 用
一
样 ，

预 成 复 合 材 料 贴 面 (Mastique
@，Caulk)使 用 有 机

玻 璃 基 质 和 大 型 的玻 璃 填 料 来进 行 开 发与研 究 ，但

由于 技 术 有 限 与表 面 质 量 低 劣 ，并 未取 得 较 大 的成

就 。 随 着 Rochette (1975年 ) 陶 瓷 表 面 酸 蚀 与 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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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l
，
i齐]j书片结 技 术的 发展 ，此 )，亏Cololnia 和 51111(川SCll

义进行 了改 良，}句瓷 贴rfll 技 术出现 了突 破 性 的 进 展 。

从 那 时 起 ，这 项 技 术在 随 后 的 数 年 ，
一
l’l.到 今天 都

得 到 J
’
充 分 的 }

’
J定 和 发展 。 预 成 艾 合树 脂 贴 !(lI表而

光洋 的迅 速 褪 失 ，以及 与 界l(lI 缺 陷 有 关的 表l(ll 老化 ，

异致 l亥系统 淘 汰 ，最 后 被 l淘瓷l]!，
l
;I苗所 替 代 。

近 来 ，
一
种 新 引进 的 比 色 板 在

“
自然 分 层 法

”

的 背 景 卜，能 够 使 牙本 质 和 牙和}l质 颜 色层 得 到 允分

的 结 合 ，这 种 方法 建 立 在 双 层 堆 积 技 术 的 从 础 卜来

币塑 自然 牙 的 解 剖 形 态 。 比 色 板 山 内层 的 牙 本质 色

和 外 层 的 牙 釉 质 色 材 料 制 成 ，这 使 得 1欠吵巾能 够 通

过 选 定 比 色板 ‘}，任 意 色 片 的 颜 色来 预 测 最 终 牙本 质

和 牙釉 质 的 匹 配 效 果 。 当 比 色板 的 牙 色
’
一 U对 领 牙

或 对
‘
照 牙 的 颜 色匹 配 时 ， 少叮吵!期 的 美 观 效 果和 修 复

后 的 视觉 美 观 都 .:J得 到 保 l漳。 在
一
利，与 以 子卜{}、“1作 比

色 板釉 质 层 颜 色相 类 似 技 术 的 基 础 上 ，近 年 来 ，预

成 复 合 树 脂 贴 lflI 的 想 法 重 新 得 以 实 现 。 鼓 近 提 出

的 所 谓
“
直 接 贴 l自!

”
系 统 (1乙(Iclweiss l)cll土istry，

11()。r})ra工12， Atlstl
一
ia) 以高 压 )J凭型 和 热 口:}化 过 程 为

基 础 ，随 后 进 行 表lft1 陶 瓷 化 (图 l和 图 2)。使 贴 面

叭现
l
哄固 和 光 汾 的 表 面 ，其 质地 与大 多数 牙 街的 质

感 尤异 。 实 际 卜这 项 系统 的 设 计有 利 于龋 山或 单 个

和 多个变 色 前 牙的 美学 修 义 。

2 适 应 证

卜述 直接 复 台树脂 贴而 系统是
一
项 吏为精细和

省时的技 术 (!冬13一图 5)，其 !1的并 不是 要系统地

桥代 已广 为应 用的 各种不 同的陶瓷贴面技 术 ，而是

为 汽接 (或 自制 的 )复 合树脂 贴面的制们提供 另
一

不，1，j士J圣。 仔飞)，父岌 合树 )1旨l]沾l(11丫11;述 的 才冶了l]，1，友现 亡l}

明 !，!!的 潜 力。

(!) lti纯 外 形 修 复

.人型 修 复 体 /龋 坏 日_大然 才的 顿 !(Jl形 态 炎失

/ 了r色

·变 色的 死伟立牙

·夕「伤 的 变 色 才 (米 经 过 才伟立治疗 )

.严 重 的 /)
、‘
泛性 的 牙折

，厂
‘
泛 胜的 牙体 发 育畸 形 或 发 育不 个

(2)「(j1部 的 性 体 笑 齐 美 羊修 复

.中重 度 牙体 变 色 (如 !)t1月、索 才和 氟川 牙 )

·J
一
泛 性 的 釉 质 发育 不 个 / 发 育 畸 形 (及日遗 传

性 釉 质 发 育不 个 川 八)

.人型 修 岌 体 /齿禹坏 }}‘天然 牙的 颊 l(ll 形态 丧失

/ 了，lc色

一切J缘 的 磨 损 (在 止 确 的 咬 合 关 系 和 咬 合功 能

建 、)_)，亏)

.经 济 条件 制约

.牙齿尺夕「J}多末 )戊形的 年车们乙者

丛 然 其 他 单纯 美容 修 复 的 适J从证被 认 为
’
J这 项

技 术是 相 矛 后
一
的 ，但 事实 !几， }几述 适 应 111

一
街 盖 J’

“
经

典 贴 f雨
”
普遍 的 适 川 范 L司。 整 个 系 列 的 美 观修 复 过

平
，
，
‘
包 含 了 4朴}，不卜]类叮哇fl勺;f犷沙J

;
了]法 (表 1)。

另 外 ， 如 11月空}}
一
畸 ，漂 !

’
{f台疗 和 山_接 料【结 术等

九创 或 微 创 技 术 ，在 改 善 末 经 任 何 处 理 的 牙和 健 康

才的 美学 效 果 ，!，都 表现 出 {!l上片的 潜 力 。 在这 种 病 例

‘!，，贝占l旬技 术是 次]ll)想 的 治 疗 方
‘
襄，特 别是 年 轻 患

者 。这 种
“
不同 的

”
6111而 治疗 方法 的 其 他 卜要优 势

在 J
几
它 是

一
种 成 本 相 对 低 和 以

“ ·
次 就 诊

”
为特 征

图 !和 图 2 Ede!welss贴 面 的横 切 面 (。)和 表 面 (匕)图 显 示 无机 陶 瓷 化 的修 复体 表 面 这 为修 复体 提 供 了最 理 想 的表

面 光 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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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简 便 治 疗 方
一
案 。 然 而 ，

“
不 同 的

”
贴 面 治 疗 并 不

能 违 背 正 确 生 物 力 学 的 判 断 ，不 能 认 为它 比间接 、

定 制 的 陶 瓷 贴 面 更 加 理 想 。 实 际 上 ，这 种 可 二 选
一

的 新 治 疗 方 法 充 分 地 融 汇 了 仁述 的
“
生 物 美 学 概

介、”

3全面的临床治疗方案与序列治疗

图 3 修复前患者的检查显示中重度的前牙磨损 尽管组织

明显遭到破坏 ，建议使用较小创伤的复合树脂贴面治疗方

法

预成复合树脂 贴面病 例 的修复前准备与其他功

能性 和 美学性 的治疗 准备并无差异 。实 际上 ，正如

表 2所描述 ，
一旦完成最 初 的治疗就应 当采取恰 当

的预 防措施 ，进行
一
系列的维持保持 。

表 2 治疗步骤

氟 纪 气 夕夕夕

功能性

生物性

美观性

评估

一复杂病例 } }简单病。。 一

蜡型/构造新的笑线

丫/N

图 4 一
套预成复合树脂贴面

—
以具有高度光泽 的陶瓷化

表面为特征
漂 白 (侧面区域 、咬合较低的牙齿 )丫/N

川一 V型 修 复体 (橡 皮 障 )丫/N

贴面治疗

选择牙本质遮色层

选择贴面尺寸

图 5 修复后检查显示 :美观效果和功能 良好的粘结修复体

牙体预备

贴面的调整适应

表 1 整个美容修复程序包括 4种不同的治疗方法

治疗方法

无创型

微创型

较小创伤型

较大创伤型

常规步骤

漂白术 ，微打磨 口腔正畸

直接复合树脂修复术 釉质再成形术

贴面 嵌体 高嵌体

冠、桥修复体

牙体的粘结过程

贴面的粘结过程

颜色的匹配

(Y/N)

粘 结 《排 跟 线 )

13<一11/21
一>23

颈部和邻面的修整/抛光

进行功能性的咬合调整

22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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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成复合树脂贴面抗疲劳性的初步

评估

通 过 扫 描 电镜 (SEM )评 价 Edelweiss复 合 树

脂 贴面 的边 缘 和 内部 适 应性 ，从 而评 估 瓷 lfll 和 粘 结

界面 (修 复 体 与粘 结 剂 l川、粘 结 剂与 牙釉 质 或 牙 本

质 间 ) 的 抗 机 械 性 能 。 为 达 到 目的 ， 完 成 微 创 贴

而 的 牙 体 预 备 (，:=5)，与 卜领 中切 牙 的 预 成 贴 面

(Venear Upper Size Mediul刀)的预 备 量程 度 是

相 类 似 的 ;牙体 的预 备 量 大 约 为
一
半 牙釉 质 和

一
半

才本质 。粘 结 完 成 后 ，在 进 行 负荷 试 验 前将 样 品在

盐 溶 液 中浸 泡 保 存 24h。将 所 有 样 品 置 J
屯100N 的

咬 合 负载 力的环 境 中循环 1()00 000 个周期 ，加 载 力

作 用在 修 复 体 的 咬合边 缘 。 以 1.5工Iz 的频 率施 加轴

向 力 ，随后 得 到
一
个半 波 11几弦 曲线 。在 此 类条件 下

进 行实验 是 为 了尽 可 能地 模 拟 4年 的临 床 治疗 。

结 果显 ，J、在模 拟功 能性 负载时 ，修 艾体 表现 出

全而优越 的性 能 。 负荷 前 后 儿 乎都 未 发现 牙釉 质和

牙本质边缘 的缺陷。通过修复体 内部适J从性 自勺评估 ，

充分证实经 测 试预成 贴而 具了J
一
良好 的性 能 。确切地

说，在 牙釉质 界面 、粘结 剂 和贴而之 问的 界lfll都 尚

未 发现缺 陷 ，ill实 了其在 牙釉质 与复 合树 脂之 间或

复 合树脂与 牙釉 质之 间的 界而 具有 良好 的粘结 力。

在 牙本质 水
、
}
凡发现 了

一此 小缺 陷 ，但这 都取 决于 牙

本质
一
粘结 刊 界面组成情 况 (}冬16一咚110)。

5 病 例 报 告

一
位 1976 年 出 生 的 年 轻 女患 者 ， 1川不为 两 颗

前 牙变 黑 。 她 儿 年 前发生 欲外 后 接 受 牙髓 治疗 ，导

致 11士产和 21{)牙变 色 (l冬111和 l冬112)。
，
J患 者

一

起 讨 论选 择 不 同治疗 方案 的 利弊 。在 这 个病 例 中 ，

患 者 进 行 陶 瓷 贴 而 修 复 后 再 行 变 色 牙 的 牙 齿 内 漂

图 6 图为从牙釉质到牙本质的过渡区域 可见复合材料间

的界面稳定 能够很好对抗咬合力

图 7和 图 8 如左图所示 ，在负载测试 后表 明 釉质界面未出现任何缺陷 .观察仅发现 了少量的气泡 并未影响其 匹配适

应度 (如右图)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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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和图 10 负载试验后 .牙本质同样表现出非常令人满意的匹配适应度 (左图) 仅仅观察到极小比例的界面缺陷 (间

隙) (右图)

图 11 和图 12 患者 的最初情况为 几年前的一次意外后行牙髓治疗 .以及复合树脂堆核材料的老化 ，导致切牙的变色

白 ，这 被 认 为 是
一
种
“
艺 术性 的修 复 治疗

”
。
一
方

面 ，患 者 由于 经 济 条 件 限制 通 常 不 会选 择 这 种 治疗

方 案 ，然 而 另
一
方 面 ， 由于 已经计 划 好 近 期 要 出席

一
个 重 要 活 动 ，患 者 希 望 尽快 改 变 牙体 的颜 色 ，使

她 的切 牙得 以重 塑 。 因此 ，患 者 决 定 选 择
一
种 较 长

久 的 临 时 修 复 方 法 ， 即使 用 预 成 复 合树 脂 贴面 来遮

盖 颜 色 变 深 的 牙齿 组 织 ，并 同时 改 善 现 存 牙齿 的解

剖 形 态 。上 述 临 床 修 复 方 法 被 用 于 这 两 颗 切 牙 的修

复 (图 13一图 15)。

6 结 论

大 约 35 年 前 ， 日腔 医学 界就 提 出 了预 成 复 合

树脂 贴面 的概 念 ，由于 先前 的技术 限制 ，所 以仅仅

取得 了较 为局 限的成绩 。这项有 吸 引力 的治疗方法

最 终被 日益提 高 的陶瓷 贴面技术所替 代。得益于表

面陶瓷化技术的首 次提 出 ，复合树脂 贴面这种
“
旧
”

图 13 粘结复合贴面。几乎看不到变色的区域 同时与周

围组织协调匹配良好 为临床可接受的范围

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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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和图 15 修复后微笑图显示 使用简单的单片预成贴面来修复两颗上领中切牙 (死髓牙)美观效果 良好

观点在近年来得 以重新得到应用 ，该技术可制作 出

一
种耐久的、无机 的有光泽表面的贴面。然而 ，这

项重生的技术并没有取代广泛应用 的
“
传统制作

”

的陶瓷贴面 ，而是为临床医师进行直接 (或 自制的)

复合树脂贴面修复提供 另
一
种选择 ，该替代治疗 以

一
次性就诊治疗 为特点 ，并且具有成本效益。同时

这个系统也能使医师们填补 医疗设备的缺 口，具有

显著的应用潜力。适应证包括年轻患者局部或广泛

的釉质 发育 不全或发育异常 、变 色牙的治疗 ，以及

需要可较长久使用 ，并对美观有极高要求的即刻修

复治疗 。

除了要考虑个别的颈部外形或邻接和切缘外 ，

整体 的预备和粘结过程大部分与直接 陶瓷贴面修复

的应用大致相 同，使这项技术的学 习难度 系数达到

最低。此 外 ，对患者和 口腔医师来说 ，另
一显著优

势在于无需暂时修复体。至于修复体 内层的处理 ，

与复合树脂的嵌体和高嵌体的处理 并无差异 ，无需

额外的材料和制作的要求。

综上所述 ，预成复合树脂贴面可能是直接复合

树脂贴面的现代改 良版。

《口腔种植的软组织美学》

口腔软组织维护是关系 口腔种植治疗成功与否的
一
个非常关键 的因素 而这

也常是临床的难点和重点。本书作者 sclar 教授为世界知名 口腔专家 他根据多年

的临床经验编写成本书。书中主要内容包括 种植体周软组织结合、美学种植患

者 的 系统评 估 、种植体周软组织处理的外科技术 、生物胶原技术 、种植治疗 中的

软 组 织 移 植 、血 管 化 骨膜 一结 缔 组织 (VIP一CT) 瓣 、美 学 种 植 治 疗 等 。

主 译 :戈 怡 陈 德 平

本 书 咨 询 、 购 买 方 式 :

月空医 学 出 版 中 心 ，杨

PumcP@ 126 com

审校 :宿玉成 陈 波 定价

北 京 市 100036信 箱 188分 箱

320元

人 民军 医 出版社 国际 口

淮 ， 邮 编 : 100036 电 话 : 135一2145一7428. E
一 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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