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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外伤导致牙体缺损为口腔临床常见问题。前牙区牙体缺损不仅妨碍 口腔正常的咬合功能 更严重影响牙体

外观 影响人们的自身形象 因此 通过牙体美学修复治疗设计 捕捉、复制与表达牙体色、形、质的变化 再

现与重建 自然和谐地微笑 是美学牙科至关重要的课题。本文通过应用复合树脂对 1例前牙外伤导致的牙体缺

损进行美学修复设计 ，力求从医患交流 、口腔微笑分析、牙体 比色、牙体预备、粘结修复中酸蚀、粘结、充填

等重要环节、修复体抛光、牙表面纹理表现、牙外形调整以及患者术后 口腔教育等方面进行临床分析与说明，并

对临床设计要点、牙体预备路径 、修复操作细节及临床经验进行归纳总结。

临床病例

* 患 者 ，男 ，63岁 ，北 京 某 电汽 公 司退 体 干 部 ，

右 _[前 牙 咬 坚 果 导 致 折 断 4年 余 。 牙外 伤 初 期 曾有

冷 刺 激 ，疼 痛 不 适 ，未 经 治疗 ，现 无临 床 自觉 症 状 。

因 老 同 学 聚 会 紧 切 要 求 恢 复 牙 体 外 形 ， 改 善 美 观

缺 陷 。

* 临 床 检 查 :13 冠 部 缺 损 至 1/2冠 长，为唇 侧

切 端 至 颈 l/3处纵 向斜 裂 ，折 裂面 底 部 近髓 ，牙 本

质 暴露 ，呈 黄 褐 色 不规 则着 色带 (图 6)，无探 痛 ，无

口[J痛 ， 尤松 动 。 温 度 及 电活 力 测 试 正 常 。 X 线 片
一
显

示 :13 未 见根 折 ，根 尖 区 未 见异 常 (图 1)。

13一23牙 色偏 黄 ，分 布 不均 匀 ，以切 l/2着 色较

重 ，部 分 牙 体 色素 附 着 ， 牙眼 轻 度 充 血水 肿 ，前 牙

深 覆 抬 ， 中位 微 笑 (图 2一4) 。

* 临 床 诊断 :

① 13 牙体 缺 损 ;⑦全 }I外 因性 着 色 ;③全 口增 龄

性 牙黄 ;④
‘
隆 胜牙鳅 炎 。

* 治 疗 初 步 计划 与 程 序 :① 牙周 治 疗 ;⑦喷 砂 治

疗 ;③酌情 漂 自治疗 ;④ 13 树 脂 美学 修复 ;⑤ 口腔维

护 健 康 教 育 ，定 期 复 查 。

*医患交流 :患者 因时间关系不 1司意全 口牙周治

疗 ，不 考虑 漂 白治疗 ，要 求 先修 复 前 牙缺损 。

* 调整 后治疗 方 案 :① 13 树脂 美学 修复 ;② 口腔

健 康 教 育 ，定 期 复 查 ;③尽 早 牙周 治疗 。

美学修 复设计 与程 序 (图 5
一62)

图 1 术前 X线 片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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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牙 复 合 树 脂 修 复 的 美 学 设 计
— 牙 外 伤 修 复 (一 )

图 2 中位微 笑 (唇面观 )

中位微笑 微笑时牙齿暴露量为上前牙 75%
一100%

可见牙齿民乳头

临床设计 要点 分析微 笑形 式及 唇齿位置 关系有助

干 了解修 复体 的隐藏环境 确定 美学修 复难 易程 度

图 3 口月空深覆雅 (唇面观 )

临床设计要点 修复前必须首先检查咬合条件 不

平衡的咬合应力会直接导致修复体脱落 造成修复失

败 深覆胎 对修复疗效不利 牙体预备时需加大舌侧

斜面设计并避免洞缘止于承力区

图4 口内切牙对咬合时可见色素分布及牙跟轻度炎症

临床设计要点 13术区牙周状况 良好为修复提供基

础条件 .也 为治疗计划的调整提供可行性 否则需要

控制炎症后再行修复 嘱患者尽早全 口牙周治疗

图 5 正视 时上领 牙列 与 牙体缺 损位 置

临床设计 要点 :了解正视 时 目标 牙缺 损在 牙列 中位

置 帮助确定修 复外形 比例 关系 .轴面 突度 、切缘位

点及正 视 时左右 对称 性 是 非 常重要 的定 位 参 照

图 6 直视 时 )3牙体缺损与着色牙本质 图 7 左侧 23外形及颜 色特 征

临床设计要点 需设计遮色树脂覆盖着色牙本质 临床设计要点 参照对侧同名牙形态与颜色分布

图 8 13治疗术 区邻牙 比色

临床设计要点 以树脂 色板 比色邻 牙 不一定有 完

全可确定 的颜色 可 多选几种颜色进行 比色参考 了

解颜色 变化趋 向 「要 求 比色时 牙面湿润 .口腔 环境 没

有 附加 的颜色 干扰 (如龋 损 .色素 、 口红等 )

图 9 对 侧 牙 比色

临床设 计 要 点 运 用 Vi t。色板 了解到 23色偏 黄彩 度

较 大 不透 明 明亮度低 ，接近 B3 但 比 83多
一
定量

棕 红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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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阳 川 则牙 比色

临床设 计要点 {
‘
包含 田 和 A3两种色调 而 22色

偏 棕红 色 A考 汪 意知 则 间内i且速 观察 大然牙丰富的色

彩 进 行 颜 色 判断 与选 择 避 免视 觉疲 劳 导致选 色

失败 另外 天然 牙脱 水现 象会最 大程度 干扰 比色 使

比色 无 法 进 行

图 ! 对侧 牙树脂 比色板 比色

临床 设 计 要 点 依 照颜 色含 量 与 变化趋 向 以树脂

色板 比对颜色 初步选定 目标 牙颜色范 围 A3
一日3一日2-

AZ 建 方天然 牙分层修 复概念 (牙釉质 、牙本质分层修

复 )内层颜色设计 为含 工体遮色成分 的 OA3「中层设计

为含
一定遮色量 的 A3

一己2 表层添加少量 日3 以增加彩

度效 应 具体 颜 色 用量依修 复 中效 果进 行必要 的调 整

与修 正

图 !2 !3牙体 唇 侧 预 备 图 !苏 、只牙 体 舌 侧 预 备

临床设计 要点 去除部分 着色层 关汪 牙髓 反应 临床设计要点 洞斜面预备范 围约止 于舌隆突上万

图 )4 唇侧 牙体 预 备 完成 图 {5 13舌侧牙体 预备 完成

临 床 设 讨 要 点 {3洞 斜 面 45 依 缺 损 程 度 适 当调

马mm

临床设 计要点 预备范 围如 图示 洞斜 面为凹斜面

控 肩 台 厚 O smm 边 缘 于 跟 上 O

图 !6 酉麦蚀 牙釉 质 图 17 酉麦蚀 牙本质

临 床 操 作 要 点 牙 釉 质 酸 蚀 控 制 时 间 为 30一60: 临床操 作要点 牙本质酸蚀控制 时间为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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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舌侧酸 蚀 (咬合面观 ) 图 19 粘结剂涂布

临床操作要点 通常酸蚀范围稍大于预备区 (多于 临床操 作要 点 使 用
一
次 性排刷使涂 布均 匀有效 率

预 备 区 0 5一 I Om m

图 2。 粘结涂布

临床操作要点 小窝洞选用粘结棒涂布 定位准确

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图 21 令区牙 隔 离

临床操 作要点 :无水 无油气枪轻轻 吹 匀 避 免粘结

齐lJ过厚 聚醋薄膜隔离 目标牙与邻牙的接触

图 22 光固化投照

临床操作要点 尽可能接近修复体 由远及近的方

式照射通常可减弱聚合时材料 内部拉应力的产 生

图 23 树脂 成 型放置 前观察

临床 操 作 要 点 树脂 成 型 后 观 察 有 无杂 质 并 了解 透

明度 (通 常厚 度控制在 0 5一I Omm)此 为遮色材料

图 24 树脂 的放置与平铺

临床操 作 要 点 充填 器 按
一 定 方 向逐 步 推 压 扩展

使材料 与牙体 密合接触 此层 为修 复 的关键 层

图 25 树脂塑形与基底层修复

临床操作要点 专用毛刷轻轻刷匀 避免材料间及

材料与牙体 间气泡形成

_一乏 星 {一 。，{。{剧 、、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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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牙 复 合 树 脂 修 复 的 美 学 设 计
—

牙 外 伤 修 复 (一 )

图 26 充填 邻 牙 14 图 27 令区牙 14树脂成型

临床操作要点 了解修复材料固化前后颜色的变化 临床操作要点 毛刷修整 充填体与牙体接触密合

图 28 令仔牙 14树脂 充填 完成

临床操 作要 点 :颜色协 调
一
致 ，13 遮 色 良好 OA3基

本 覆 盖 着 色 牙 本 质

图 29 13继续分层修 复

临床操 作 要 点 继 续 进 行 内层 遮 色修 复 放 置遮 色

树脂厚约 0 smm

图 30 毛刷修 整与成 型 图 31 完成基底层 (牙本质层 )修复

临床操作要点 : 顺牙体长轴向轻轻刷涂 临床操 作 要 点 检 查 内层 材料 是 否 均 匀一致 及颜 色

的协调性 作出颜色修正的判断

图 32 飞3切端分层堆塑 图 33 毛刷成型

临床操作要点 逐层堆塑逐渐加 出切端外形 临床操作 要点 毛刷修 整 .使材料均匀

}{、}.:、{、 }、撒 。、::.
.反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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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牙 复 合 树 脂 修 复 的 美 学 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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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毛刷 切端成型 图 35 13完成牙体 中层修 复

临床操作要点 :毛刷成型切端 力度要轻 巧 临床操作要点 选用中等遮色力度材料 A3

图 36 隔湿放置

临床操作要点 棉条远端放置 避免颜色干扰及视

觉干扰

图 37 树脂 试 色

临床操作要点 通过材料试色 旧 3试色)把握颜色协

调 性 .是 树脂 美学修 复确 定 颜色 的重要 方 式

图 38 牙体部树脂 堆塑成型

临床操 作要 点 将选 定 的牙色材料 旧 3)塑成 一 薄

层 .与 牙 体 形 态
一
致 轻 轻 推 抹 开

图 39 牙颈部树脂堆塑成型

临床操作要点 颈部修整成型 使颈部材料薄于体

部 (此患牙体部色彩饱和性更强 颈部色稍淡 )

图 40 毛刷成型修 整 图 4} 完成体 层 颜色修 正

临床操作要点 顺向修整 临床操作要点 观察颜色与左右邻牙协调性

乏 亘 {·湘 、 。 、 、!l9.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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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牙 复 合 树 脂 修 复 的 美 学 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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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 外 伤 修 复 (
一
)

图 42 放置牙表层树脂

临床操 作要 点 为增强修 复体质 感 ，需添 加少量稚

质用树脂 (A3E) 增加通透性 起到柔和色调 的作用

图 43 毛刷成型

临床操 作要点 毛刷轻刷 形成 牙表面纹理走势

临床创新 推荐使 用毛刷 用于树脂 塑形 、再现 牙面

纹理 ，可预防或减少树脂 堆砌过程 中层与层之间的间

隙 、气泡 使修 复效果 更满意

图 44 分 层修 复 后 的牙表 面 图 45 正视 时参 照对侧 23切端位 置 与形态

临床要 点 关注颜 色 、外形与邻 牙的协调 性 临床要点 观察上牙列发现 了3切端近中边缘陡直

图 46 修 整 13 切端 外形

临床要 点 及 时修 整 13切 端

图 47 修 改 后 13 与 对 侧 23外 形 协 调
一
致

临床要 点 获 得协 调 一致 的上领 前 牙列 形 态

图 48 进
一
步 审视 13 修 复后 外形

临床 要 点 观察 修 整后 13形 态 与 23的协 调 性

图 49 观 察 对 侧 牙 23

中{司11腔队学继续教丫了杂毛
歹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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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牙 复 合 树 脂 修 复 的 美 学 设 计 — 牙 外 伤 修 复 (一 )

图 50 树脂材料邻面添加 图 51 毛刷邻 面修 整

临床要点 将材料塑成条状放置便于推塑外形 临床要点 轻轻修 整邻 面接触 区 .避 免悬 突形成

图 52 修 复完成 (干燥状 态 下 ) 图 53 修复完成 (湿润状态下 )

临床要点 干燥状态下观察视觉可容忍的牙色匹配 临床要点 湿润状态下可获得更协调的牙色

图 54 颈部粗修 整 图 55 唇面粗修 整

临床要点 粗砂车针修整颈部去除悬突使衔接自然 临床要点 修整唇面 初建表面纹理

图 56 唇面细修 整 图 57 舌面咬 合调 整与抛 光

临床要点 细砂车针修 整唇面 需训练手的控制力 临床要点 通过 口镜反光 以细砂车针修整舌侧

乏 逻 .}._}，{。.{、、 、 :。华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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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牙 复 合 树 脂 修 复 的 美 学 设 计 一一 牙 外 伤 修 复 (一 )

图 5日 唇 面抛 光修 整 图 巳9 唇 面初步抛 光
i商床 要点 初 步打 磨唇 侧 表 面 临床要点 点状 间断性打 磨 预抛光牙表面

图 60 牙线处理邻面 问隙

临床 要点 用牙线 洁理邻 面接触 区 去除滞 留粘结

剂及残 留树脂 强 烈推 荐 使 用 牙线 清理 与初 磨光邻

面 这 一 步 非常重 要

图 61 修 复 完成 后

临床 要点 牙色 匹配 与邻 牙协调

图 62 微 笑重建

临床要点 牙体外形重建 获得完整的微笑

(未 完 下期见 复诊 时设计要点
‘
与 临床总结

日盯 囚 定 吟 处 中 的 关学 小 建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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