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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接性瓷修复是
一种结果可预期且效果持久的治疗方式 它能同时恢复患牙美观的外形、强度和生理功能。

现代牙科治疗中最重要的问题之
一是要尽量保存健康的牙釉质。根据仿生学的原则 .采用侵入性最小的治疗手

段和粘接技术 对修复治疗的成功极为重要。在精确预备薄型瓷贴面所需的最小空间时 推荐使用实体模拟 (模

拟修复)技术。在最小侵入性牙体预备的同时，治疗的远期成功还取决于贴面的粘接效果。本文展示了
一例由

于前牙区切缘磨耗影响笑容的修复病例。在瓷贴面粘接之前 ，用复合树脂采用口内直接法恢复切缘长度 ，并对

牙龋缘形态进行修整。采用实体模拟技术 .牙体预备量达到最小化 并使预备轮廓线控制在牙釉质层范围之内。

同时 也详细介绍了薄型瓷贴面树脂粘接的临床步骤。

勺

专家
点评

瓷贴 面，特 别 是 薄型 瓷贴 面修 复技 术 ，因侵 入性极 小或 完 全没有 侵 入性 ，属 于微 创修 复的

范畴 。 采 用实体 模拟 技 术 ，可 以在 口内实 际模拟 修 复后 的效 果 ，是 医患 沟通 的有 效手段 。 同时

可 以把 非标 准 牙体 预 备转 化 为标 准 牙体 预 备 ，使修 复的结 果 变得 可预 刚和 易拉 制 ，因此 已成 为

目前 美学修 复 中最 常 采 用的技 术之
一 。拈接 修 复远期 效果 的基 本要 素是保 证树 脂拈接 的 长期 可

靠性 ，因此 ，保 留足 够 的 牙釉 质粘接 面和 适 当的 牙及修 复体 粘接 操 作 时修 复体 强度 和远期 修 复

效 果显得 极 为重要 。 本 文立 足 该领 域 最新研 究的结 果 ，结合 临床 美学修 复实 际病 例 ，对 美学修

复设 计、 实体模拟 和 薄型 瓷贴 面树 脂粘接 技 术进 行 了直 观 详 细 的描 述 ，时 瓷贴 面美学拈接 修 复

临床技 术 的提 高具 有很 好 的参考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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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非龋性 牙齿磨耗 的发生率正逐渐上升 ，尤其是

在年轻人群 中更是如此。同时 ，成年人牙齿磨耗 的

发生率 会从 20 岁时 的 3%增 加到 70 岁时 的 17%。

由于磨耗 的持续特性 ，特别是 当牙本质被波及时 ，

需要对患者进行适 当的指导 ，对磨耗进行监测 、预

防 ，并修复缺损的牙体组织。

前牙牙体组织缺损 的修复治疗有 多种方式可供

选择 。很多年来 ，全冠 曾是首选 的修复治疗方 案。

然而 ，现今这种治疗方 式被认为侵人性过大 ，为 了

获得全冠的固位型 ，不得不磨 除大量健康的牙体组

织。而过去的几十年 中，随着牙体粘接技术的进步 ，

可 以采用更为保守的修复治疗方案。采用贴面而不

是传统的全冠修复可 以获得预期的修复效果 ，同时

达到保 留更多的健康牙体硬组织的 目的。当基牙底

色基本正常 、临床能接受时 ，就可 以采用薄型瓷贴

面 (0.3一 0.7mm)来修正牙齿的形态 、表面结构 、

质地 以及位置 。但薄型瓷贴面在遮盖较严重的牙体

变色时并不总是能获得好的效果。对这类精细程度

很高的修复体来说 ，最重要的步骤之
一
，是对 牙齿

(包括牙体本 身和牙体上 已有 的修复材料 )和修复

材料粘接面之 间的粘接过程。粘接性瓷修复体治疗

成功的关键 ，取决于对这些表面的 良好粘接效果。

很多临床研 究证实 ，粘接性 瓷贴面修复体具有

很 高 的远 期 成 功率 (10 年超 过 90% 的存 留率 )。

在失败的病例 中，观察到多种不 同的折裂模式 :瓷

本 身的 内聚破裂 ，或者牙体与修复体之 间的粘接破

坏 。但大多数失败病例是修复体的破损。当保 留牙

釉质作为粘接面时 ，临床很少见到粘接失败的情况。

一
般来说 ，粘接剂与牙釉质之 间的粘接强度可 以高

达 40MPa，有时甚至超过牙釉质本身的内聚强度 。

另外 ，部分失败的贴面修复病例与微渗漏有 关。边

缘缺陷通常 出现在贴面边缘线位于牙体上 已经存在

直接复合树脂充填体上 的情 况。但现在体外试验 已

经证 明，
一
种新的复合树脂表面处理 技术可 以解决

对老化复合树脂 充填材料进行粘接时 ，可能 出现的

粘接失败 问题 。然而可惜 的是 ，现有临床研 究 中通

常没有提供如何处理这类位于修复体下方的复合树

脂充填体的详细信息 。

本病例报告展示 了
一
例利用薄型瓷贴面修复前

牙磨耗的病例 。整个治疗过程 中
一些 比较重要的步

骤 ，包括与患者的交流 ，牙眼的处理 ，采用实体模

拟技术作 引导的最 少牙体预备技术 ，以及对粘接薄

型瓷贴面时不 同粘接面的处理等 ，均作 了详细描述 。

2 病 例 报 告

一
位 32 岁 女 性 转 诊 患 者 ，主诉 因其 前 牙磨 耗

导致不适 。根据患者 的既往病历 以及 自诉病 史发现 ，

其牙齿磨 耗 原 因是 由于过去几年压力 过大 引起 的磨

牙症 。口内检查发现 ，12 到 22 号牙齿切端磨耗 明显 ，

n 与 21 号 牙齿 有 牙
一
牙槽 骨 代偿 表 现 。牙齿 磨 耗

仅局 限于 前牙 区 (图 1一图 3)。经完整 的临床诊 断

与治疗计 划制定后 ，设计 出了
一
套包 含患者 全部要

图 ! 治疗前患者的自然笑容

图 2 治疗前牙齿 口内正面观

图 3 使用复合树脂 口内直接法进行 12 至 22 号牙的切端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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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复合治疗方 案。该治疗 方案 由以下儿 个阶段组

成 :① 口内直接法 以复合树脂增加切缘 长度 ;②牙

跟修整 ;③诊断蜡型 /实体模拟修复体的制备 ，并

针对切 牙及 牙尖的形态和位置与患者进行交流 ;④

用定深车针对 牙体硬组织进行最少量预 备 ;⑤瓷修

复体的树脂粘接 ;⑥随访控制。

2.1 用复合树脂加长切缘

直接复 合树脂修复可 以作为评价患者美学要求

的
一
种手段 ，也是 医师与患者和牙科技师之 间进行

交流 的客观工具 。这种修复 的结果是直接可见的 ，

并且可 以在进行不可恢 复的操作之前对患者 的微笑

进行评价。当患者在这
一
阶段认可 了计划达到的效

果 ，就能减少在治疗过程 中或治疗 后可能 发生的争

议 。牙齿 的长度和形态可 以简单地 用增加或者去 除

复合树脂材料 的方式来进行修改。通过在切缘堆塑

复合树脂 ，患者将 很 明确地理解为获得 良好的牙齿

尺寸对牙蘸修整的必要性 (图 4)。

2.3 牙体预备

贴面有 3种 不 同的牙体预 备类型 ，分 别被命名

为开 窗型 、切端 包绕型和羽状 型。在相 关文献 中，

对于究竟 哪
一
种预备体

一
修复体复 合结 构更能抵抗

折裂尚未能达成共识 。Hui 等人认为 ，开窗型贴面强

度最 大 ，并且也能保 留最 多的牙体组织。然而 ，在

对 天然牙和不 同预备方 式制作 的贴面修复体 的循环

加 载实验 中，并未 发现之 间存在 明显差异。另外 ，

2.2 牙齿良修 整

粉 色 美学 应 该 与 白 色 美学 相 协 调 。 美观 的修 复

体 周 围如 果 存 在 不协 调 的 牙眼 显 露 ，将 影 响 患 者 笑

容 的 美 观 度 。对 该 患 者 来说 ，获得 理 想 的 牙跟 缘 扇

贝外 形 且 创 伤 最 小 的方 法 是 对 11 和 21号牙进 行 正

畸压 入 治疗 ，这 也 是 治疗 计 划 的首 选 方 案 。然 而 ，

患 者早 期 在 儿 时 已经 进 行 过
一
次正 畸 治疗 ，因此 不

愿 再 次接 受 正 畸 的方 案 。

作 为 正 畸 的 替 代 方 案 ，推 荐 患 者 接 受 牙周 手 术

以在 修 复 治疗 前 优 化 牙跟 轮廓 ，这 也 是 治 疗 计 划 的

首要 目标 之
一
。本病 例 上 领 中切 牙 (11 和 12 号 牙 )

唇 侧 牙 槽 骨 表 现 为 较 低 的 牙槽 骨 晴
一
牙眼 组 织 关 系

(> smm) ，患 者 剩 余 牙根 由健 康 的 牙周组 织 支持 ，

所 以计 划 采 用牙跟 切 除 术 进 行 临 床 牙 冠 延 长 。患 者

可 用 附着 跟 的 宽 度 和 术 后 冠
一
根 比也 均 足 够 。为 获

得 良好 的 术 后恢 复 ，需 要 遵 循 以下 无 创 手 术 原 则 :

麻 醉 、表 面 消 毒 、最 小 创 伤 组 织 处 理 、尽 量 缩 短 操

作 时 间 。两 个 中切 牙 的 冠 延 长术 采 用
一
套 高 频 电手

术 器 械 (PerFect TCS n，Coltene Whaledent，

Langenau，switzerland) 完 成 (图 5)。高 压 电 流

集 中在 手 术 器 械 尖 端 ，形 成 在 组 织 内放 电的 电弧 。

过 高 能量 或 者 切 割 组 织 时 电 刀移 动 过 慢 ，会 导 致 细

胞 成 份 分 解 为 氧 气 、氮 气 、氢 气 和 碳 ，结 果 在 临 床

上常 观 察 到 切 曰黑 线 ，需 尽 量 避 免 (图 6)。术 后 进

行 为期 6个 月的观 察 ，以等 待 牙眼组 织 的 完全 愈 合 。

图 4 直接树脂恢复后患者的自然笑容

图 5 电刀行 11 和 21 号牙牙跟切除术

图 6 术后牙齿民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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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临床研 究结 果表 明 ，完成 治疗 2.5年 后 ，切 端 包绕

型 和开 窗型预 备 的效 果 并 无不 同。本病 例 采 用切端 包

绕 型预 备 ，因为这 样 技 师可 以更好地 控 制 贴面修 复 体

的 美学 特性 和半透 明性 。在 本病 例 中 ，切端 包绕 部 分

的预 备只是去 除切 端 rJ内添加 的复 合树 脂 材 料 。

添 蜡 法 制 作 的 诊 断 蜡 型 (图 7) 可 用 于 ‘J}导 减

少健 康 牙 体 组 织 的磨 除 ，并 补 偿 严 重 缺 损 的 牙体 组

织 。 为 了 制 作 实 体 模 拟 修 复 体 ， 用 诊 断 蜡 型 复 制

一
个 真 空 透 明 压 膜 (Copy

一
plast Z，nm，SCheu

de:ltal，Iserlohrl，Gernlany)(图 8)。这 样 ， 可 以

最 大 限度 控 制 牙体 磨 除 的量 ，磨 除量 仅 限于 薄 型 瓷

贴 面 修 复 所 必 需 的厚 度 ， 即
一
薄 层 牙 釉 质 或 者 仅 是

已 经 存 在 的 复 合 树 脂 材 料 (图 9一 图 13)。实 体 模

拟 修 复 体 采 用 流 体 树 脂 (GralodiO
一flOW ，VOCO，

Cuxhaven，Germany) 制 作 ， 因 为 这 种 树 脂 可 以

较 好地 适 应 压 膜 的 形状 。

图 9 去除多余复合树脂材料

图 10 实体模拟修复体的口内正面观

图 7 为实体模拟技术制作的蜡型

图 11 微笑时的实体模拟修复体的外观。注意到 23 号牙与

唇线的关系显得不协调

图 8 对暂时性复合树脂实体模拟修复体进行光固化

图 12 纠正 13 号牙的长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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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上前牙长度与下唇线的关系

一
般 来 说 ， 建 议 将 瓷 贴 面 牙 体 预 备 的 完 成 线

设 计 为 0.5一 o.smm 的 凹 型 。 唇 面 预 备 不 宜 采 用

均
一
的 磨 除量 ， 因 为 牙 釉 质 在 切 牙 唇 面 不 同位 置 的

厚 度 也 不 是 均 匀 的 。报 道 显 示 ，贴 面 粘 接 于 健 康 牙

釉 质 表 面 其 存 留率 很 高 ， 因 为 牙 釉 质 的 粘 接 效 果 非

常 好 。所 以在 贴 面 的 牙 体 预 备 中 ，不 建 议 使 用 标 准

深 度 的 切 割 砂 针 ，尤 其 是 对 年 龄 较 大 、 牙 釉 质 厚 度

减 小 的 患 者 。 在 本 病 例 中 ， 采 用 的 是 最 小 的 牙 体

预 备 量 ， 即 在 颈 缘 区 为 0.1一 0.3mm ，在 唇 面 为

0.3一 0.7mm (图 14 一图 16 )。其 目的 在 于 将 牙 体

预 备 ，特 别 是 边 缘 线 ，尽 可 能 地 限 制 在 牙 釉 质 层 范

围 内 (图 17一图 20)。

图 14 在临时修复体上直接预备定深沟

2.4 粘 接 步 骤

本 病 例 报 告 中 所 使 用 材 料 的 品 牌 ，类 另lJ，生

产 商 和 主 要 成 分 ，见表 l。瓷 贴 面 组 织 面 、牙 体 和

(或 )充填 物 复 合 体 的表 面 处 理 方 法 见表 2和 表 3。

在 印模 完 成 后 ，所 有 的 贴 面 由 同
一
牙 科 技 师 使 用

长 石 质压 铸 陶 瓷 (Nobelrondo，NobelBIOCare，

Kloten，switzerland) 制 作 完 成 (图 21)。贴 面

颈 部 区 的 厚 度 约 为 0.lmm (图 22)。在 放 置 橡 皮

障 后 ，检 查 各 瓷 贴 面 的 邻 面 接 触 和 边 缘 适 合 性 。

获 得 薄 型 贴 面 正 确 的 就 位 角 度 和 适 当 的 邻 面 接 触

具 有 相 当 的 难 度 。 修 复 体 与 预 备 体 之 间 完 美 的 适

合 性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否 则 会 导 致 复 合 树 脂 粘 固 剂

层 厚 度 过 大 。 因 此 ，在 本 病 例 中 的 贴 面 置 人 时 ，

要 求 能 够 完 整 地 看 到 牙 蘸 ， 并 兼 顾 贴 面 与 其 他 牙

齿 的 关 系 。 在 显 微 镜 下 ，可 以确 保 看 到 贴 面 不 受

污 染 且 正 确 戴 人 。 通 过 使 用 试 色 糊 剂 可 以 获 得 更

好 的 粘 固 剂 颜 色 匹 配 。 如 果 下 方 的 牙 体 组 织 颜 色

正 常 ，那 么 采 用 透 明 的 粘 固 剂 可 以 获 得 最 佳 的 效

果 。

图 15 用较小的球钻在颈缘区预备定深沟

图 !6 定深沟完成后正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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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去 除临时修复体 后 ，用粗金刚砂车针按 牙面定深沟

预备牙体

图 20 预备后牙体 的边缘情况

图 18 在显微镜下用超细的金刚砂针完成颈缘修整 图 21 待粘接的瓷贴面

图 19 牙体预备后的正面观 图 22 薄型瓷贴面极小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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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病例报告中所使用材料的品牌 类别 生产商和主要成分

M iriSZ 混合微填料复合树脂 芳香族和脂肪族二甲基丙烯酸树脂 钡

一
铝
一
玻璃 热合成二氧化硅复合材料

樟脑醒

NObe旧 Ondo 白榴石陶瓷

Cojet⑧一 Sand

ESPE
⑧一511 硅烷偶联剂

M onobond S 硅烷偶联剂

Exclte 粘接剂

Co!te ne
一W haledent

Gm bH . Langenau

Germ any

Nobel Blocare K}oten

Sw ltzerland

3M ESPE AG Seefeld，

Germ any

3M ESPE AG Seefe}d

Germ any

}voc!ar Vivadent Schaan

Liechtenstein

!voclar Vlvadent Schaan

Liechtenstein

IPS Em Press cer am ic 氢氟酸 }voc}ar

二氧化硅涂层 的三氧化二铝颗粒 粒径

30林m

乙醇 ，y
一甲基丙烯酞氧基丙基三 甲氧

基硅烷

1% 丫
一甲基丙烯酸氧基丙基三 甲氧基

硅烷 50 % 一 52%乙醇

二 甲基丙烯酸 乙醇 ，磷酸丙烯酸盐

甲基丙烯酸努乙醋 二氧化硅 ，引发剂

和稳定剂

5%氢氟酸

etching gel

Varlolln贬 Veneer 复合树脂水门汀 }voc}日r

V ivaden t， Schaan

Liechtenste}n

V Ivadent Schaan

Llechtenstein

3一氯 丙基三 乙氧基硅烷 .无机 填料 镜

三 氟化物 引发剂 ，稳定 剂 色素

表 2 瓷贴面内表面的处理程序

氢氟酸酸蚀 (lmin)

大量水冲洗 (，m.n)

酸中和剂处理 (smin)

乙醇溶液中超声清洗 (sm.。)

涂布硅烷偶联剂并等待其溶剂挥发 (1min)

涂布粘接剂 (不进行光固化 )

涂布水门汀于薄型贴面粘固面

2.5 瓷 表 面 处 理

清 除 试 色 糊 剂 后 ， 使 用 5% 氢 氟 酸 (IPS

Ceramic etching gel，Ivoclar Vivadent，

sChaan，LieChtenstein) 处 理 瓷 贴 面 (图 23， 图

24 )。氢 氟 酸 会选 择 性 地 溶 解 瓷 结 构 中的玻璃 或 晶体

成 分 ，形 成 多 孔 的 不 规 则 表 面 。多 孔表 面增 大 了 陶

瓷 的表 面 积 ，使 树 脂 粘 接 剂 与 瓷 表 面 之 间 形 成 微 机

械 锁 结 结 构 。瓷 表 面 白榴 石 晶体 的 数 量 和 大 小 会 影

响 酸 蚀 形 成 的微 孔 结 构 ，因为 氢 氟 酸 对 白榴 石 的溶

解 能 力 强 于 对 其 周 围 的玻 璃 成 分 。该 多 孔表 面 通 过

增 加 粘 接 的表 面 积 和 树 脂 向酸 蚀 后 表 面 微 固位 形 内

的渗透 ，从 而增 加 粘 接 强度 。

8

9

10

11

12

13

表 3 牙体 /牙面树脂充填体表面处理程序

上橡皮障

在待处理的牙周围环绕聚醋薄膜带

用二氧化硅 (Cojet Sand) 对原有复合树脂充填

体进行空气喷磨处理

磷酸 (38%)酸蚀牙釉质 (305)

水冲洗 (lmin)

在原有复合树脂充填体表面涂布硅烷偶联剂并等

待溶剂挥发 (smln)

在牙体和原有复合树脂充填体表面涂布粘接剂

(不进行光固化 )

贴面就位

光固化 (55)

用探针去除多余树脂水门汀

涂布甘油凝胶

从各个方向进行光固化 (每个方向 405)

用刮器或手术刀去除多余的树脂水门汀

中国日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231
一 一

司



中国口腔 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2012 年 7月 第 巧 卷 第 4期

在 使 用 氛 氟 酸 凝 胶 酸 蚀 贴 面 后 ，再 使 用
一
种

「}’和 剂 (IPS Ceran飞ic Neutralizillg p()wder，

IV(〕Clar VIVa(IC:It)来 中 禾!l贴 面 的 酸 性 粘 接 表 面 。

氛 氟 酸 酸 蚀 后 ，有 大 量 晶 体 碎 屑 沉 积 在 瓷 表 面 。这

些 碎 屑 会 污 染 粘 接 表 面 ，阴 塞树 脂 进 人 倒 11’}的通 道 。

有
一
项 微 拉 伸 强 度 实 验 发现 ，对 酸 蚀 后表 而 进 行 超

，川粼先是 必 要 的 。 因此 ，本 病 例 采 用 J
’
超 声 清 洁 处

理 后 的 瓷 贴 面 。

氢 氟 酸 酸 蚀 处 理 后 ，接
一
「来 对 瓷 贴 而 表 而 进 行

硅 烷 化 处理 。 使 用 氢 氟 酸 酸 蚀 和 硅 烷 处理 ，可 以 获

得 很 高 的 瓷 树 脂 粘 接 强 度 ，其 强 度 甚 至 能 够 高 于

瓷 本身 的 内聚 强 度 和 树 脂 与才 釉 质 间 的 粘 接 强度 。

氢 氟 酸 酸 蚀 后 的 硅 烷 化 处 理 能 减 少 瓷 的 表 面

张 力。硅 烷 是
一
种 偶 联 剂 ， :丁以将 玻 璃 陶 瓷 中的 无

机 颗 粒 与 树 脂 粘 接 剂 中 的 有 机 基 质 偶 联 到
一
起 。硅

烷 与水 反 应 后 生 成 的 硅 烷 醇 分 子与 二 氧 化 硅 表面 发

生 反 应 ，形 成 共 价 键 。该 有 机 功 能性 基 团 同 时 能 与

含 有 碳 碳 双 键 的 树 脂 分 子 聚 合 。研 究 结 果 显示 ，这

种 结 合 在 经 过 长时 间 水 储 存 和 热 循环 后 依 然 保 持 稳

定 。 石卡烷 化 处 理 后 ，需 等 待 hllin， 以 使 使 乙 醇 溶

刹挥 发和 偶联 分 子进 行 缩 聚 反 应 。

图 23 等待氢氟酸和硅烷处理 的薄型瓷贴面

2.6 牙 体 / 充填 体 的 表 面 处 理

牙 面 已 有 的 复 合 树 脂 表 而 首先 用 C()Jet Sand

(图 25) 进 行 几氧 化 硅 涂 层 处 理 。 在 前 牙 已经 存

在 复 合树 脂 充填 体 的情 况 卜，如 采 用 新 的 充填 物 增

强 或 者 用 间 接 充填 物 覆盖 ， 可能 造 成 健 康 组 织 的 损

失 和 牙髓 的 损 伤 。三 氧 化 硅 涂 层 技 术 的 引 人 和 牙 科

件几物 材 料 的 硅 烷 化 处理 技 术 ， 可以 获 得 复 台 树 脂 临

床 可 接 受 的 稳 定 的 粘 接 效 果 。Ozcan和 Vallittu 的

研 究 表 明 ， 即 使 是 已 老 化 的 复 合 树 脂 ， 经 过 二 氧

化 硅 涂 层 和 硅 烷 系 统 的 处 理 后 达 到 的 粘 接 强 度 值

(46 一 52MPa) 明 显 高
一
于仅 使 用 磷 酸 酸 蚀 后 粘 接

剂 处 理 所 能 达 到 的 强 度 (16 一 25 MPa)。修 艾 体 与

老化 复 合 树 脂 间 的 粘 接 强 度 ，除 了受 到 表面 处理 方

式 影 响 外 ，还 取 决 于 未 转 化 的 C二C 双 键 。 这 些 未

转 化 的 双 键 有 助 于 粘 接 材 料 与原 有 复 合 树 脂 充填 体

问 的粘 接 。近 期 的研 究 显 示 ，与 酸 蚀 或 二氧 化铝 空

气 喷 磨 后 进 行 硅 烷 化 处 理 相 比 ，使 用 二 软 化 硅 涂 层

井进 行 硅 烷 化 处 理 能 够 增 力[1树 脂 基 材 料 对 问 接 充填

物 的 粘接 强 度 。

牙体 预 备 后 ，对 预 备 体 表 面 釉 质 进 行 3()s酸 蚀

(38% phosplloric acid，Ultradel飞t，USA)，然 后

冲 洗 和 涂 布 粘 结 齐IJ(Excite，Ivoclar VIVa(le，飞t，

图 24 氢氟酸酸蚀贴面粘接面

图 25 使用 口内空气喷磨装置对牙面上遗 留的直接树脂修

复体进行二氧化硅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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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chtenstein)。粘结 剂不单独 聚合 ，而是与树脂粘

固材料
一
起 固化 (图 26 一图 28)。因为 牙釉质在 颈

部 1/3区域 很薄 ，所 以在进 行 贴面预备 后该 区域 出

现 牙本质暴露 的情 况并不 少见。当牙本质暴露 时 ，

粘接 失 败率相 对更高 ，因为相对于树 脂
一
牙釉质粘

接 来说 ，这 时的粘接操 作要求更加苛 刻和难 以完成 。

因此 ，可 以在 牙体预备后立 刻使用 牙本质粘结剂对

暴露 的 牙本质进 行保 护 。在体 外试验 中，这种被称

为 即刻牙本质封 闭的方 法 比延期进行封 闭操 作 的方

法 能 获得 更 好 的 效 果 。这 种 相 对 较 新 的 技 术 可 以

在暂 时修复体戴 用 阶段 防止细菌 的渗人和 牙本质敏

感 。当然 ，随着薄型 瓷 贴面 的应 用 ，牙体预备 时涉

及 牙本质 的情 况大大 减少 了。但在 牙体预 备较深 的
J
清况下 ，可 以遵 循这种方

一
法 。

图 27 磷酸酸蚀后的 12 号牙

2.7 贴面 的粘接

树脂粘 固剂 的厚度 会影响薄型 瓷贴面 内部应力

分布 。Magne等通过有 限元分析 发现 ，过薄且 内部

适 合性 不佳 的贴面 ，在 修复 体粘接界面和其表 面会

产生较大应力 ，可 能导致薄型 贴面 发生粘接 后 的破

裂。 因此 ，建 议 瓷 层 厚 度 要 超 过 树 脂 粘 固 剂厚 度

的 3倍 。 另 外 ，在 循环 加 载 后 ，在 粘 固树 脂 层 较

厚 (> 200协m)时 ，薄 型贴面 (< 600衬m)可能

出现 裂纹 。临床上 为 了尽量 减 少健 康 牙体组织预备

量 而将 瓷层厚 度控 制 的非常薄 时 ，修复 体必 须具 有

良好 的 内部适 合性 。

使用树脂粘接 水 门汀 ，充分控 制修复体 的就位 。

粘接过程 中 ，在充分 固化前进行 5s 的快速光 固化 ，

有助于 医师 稳定修复 体 和去 除多余 的粘 固剂 而不损

伤修复体表 面和软 组 织 (图 29)。 去 除多余粘 固剂

后 ，在边缘涂 布甘 油 凝胶 以防止厌 氧层 的形成 ，从

图 28 在 12 号牙上涂布粘结剂

图 29 55 的初步光固化后 去除多余的树脂粘固剂

图 26 粘 固前 将
一
条透 明膜 置 于 牙齿周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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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达 到 完 全 的 光 聚 合 。用 利 器 去除 多 佘 的 复 合树 脂 ，

用 瓷 抛 光 器 械 抛 光 边 缘 。 治疗 完 成 后 ， 为预 防 磨 牙

症 导致 修 义 体 折 裂 ，治疗 计 klJ中还 包 含 保 护 一火板 的

制 作 。但 由 J
飞
患 者反对 ，没 有 实 际进 行 。

在 初 期 和 1.5年 的 随 访 ‘1，，患 者 满 仓度 极 高 。

比面 及 侧 面 ，均 达 到 和 谐 美 观 的 外 形 (图 30 一
图

34)。患 者 将 继 续 接 受 长 期 随 访。

图 33 微笑时瓷贴面的侧面观

图 30 修 复后即时瓷贴面的 口内观

图 34 治疗完成后 1年半患者 自然美观的笑容

3 结 论

图 3， 修复 1年半后瓷贴面的 口内观

本病例 报布
’
:才苗述 了

一
例 在 切牙磨 耗 治疗 中应用

微创治疗 方 案 以获得 良好 美 货效果和r1厂尔功 能的案

例。诊 断性 实 体模 拟技 术和树月行粘接过 程对 f最 终

获得的治疗 效果起 了非常 .卜.要的 作用 。草 川 I前已

了J
‘
的临床 和体 外研 究信 自、，特 另lJ是牙釉质 1几有既存

的树 脂 充填 体时 ，本文推 泞 广
1
套完善 的树 脂粘接

操 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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