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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瓷贴面的临床应用

召仔龙泉 综述

牙医 经 常 面 临 治疗 方式 的 选 择 ， 凶
一
先 应 该 考 虑

的 是 尽 可 能 多地 保 留 自然 牙 街组 织 ，维 持 并 促 进 牙

列 健 康 。这 时 应 该 根据 患 者的 L1胶情 况 ，从 所 有 传 统

的 了台疗 方法 中 首选 对 牙齿 操 作 最 小 的 方法 ， 比如 漂

I
’
七 嵌 体 、贴 而 等微 创 美学 治疗 技 术 。贴面 修 复 是 把

牙 街 表而 磨 去
一
层 (只需 去除 0.5一0.smm)，然 后

IlJ川 }!多复 材 料]’l.接 或 间 接 粘 结 覆盖 ， 以恢 复 牙 体 形

态 、改 片色泽 的 种 牙科 美 容 修 复 方 法 。贴 面 的 问世

已有 平个 }}l_纪 之 久 。50年 前 好 莱 坞 的 演 员就 使 用 过

此 贴 tilJ 来遮 盖 变 色 的 前 才 ，但 当 时 未 能 解 决 粘 结 问

题 ，只能 了时自摄 电影 时 哲 时 使 用 ，那 时 的瓷 贴 面 也 不

像 现 在 用真 空 烤 瓷炉 制 作 ，l(]I是 在 人气 中烧 成 。后 来

美 国 历 经 数 年研 究 ，十 1982年 报 道 使 用 氢 氟 酸 处理

瓷 IflJ [fI:应 用 酸 蚀
一
t.l:结 技 术粘 结 瓷 贴 面 ，粘结 效 果 有

明 }，枝Ll父进 。1983年 ，l了autlcc，Ilorllt和 Calamia首 次

将 瓷 贴而 用 川寿科 修 复 。现 在 ，全瓷 贴面 已经 成 为 牙

街 美 容 经 常 使 用 的 手段 。

临 床 }根 据 所 用 材 料 的 不 同 ， 分 为 复 合树 脂 贴

血 、硬 质 树 脂 贴 而 (又分 为 水 浴 热 压 固 化 硬 质树 脂 贴

向 与 光固 化 硬 质 树 脂 贴 而 )、全 瓷 贴 面 (porce lain

la丁11illate ve丁飞eers，I
，IV)等 。 复合 树 脂 贴面 是 直 接

用 树 脂 在 患 者 11内制 作 的 贴 面 ，其 最 大 的 优 点 是 方

便 、快 捷 、迅 速 ，可 以快 速 改善 患 者 的 前 牙美 观 。 因

JU色i葬不 稳 定 ，修 复 后还 ，可能 发生 变 色和 染 色 ，故远

期 的 美观 效 果 欠什 ，目前 已经 很 少应 用 ，对 于 前 牙 氟

斑 牙 、轻 度 四环 索 牙 、过 小 牙 、牙 问 隙 、外 伤 牙部 分

缺 损 等 情 况 ，如 果 患 者 短 期 内 无法 接 受 全 瓷 贴 面 的

费 用 ，，!丁尝 试 作 为短 期 改 养美观 的暂 时性 修 复体 。硬

质树 脂 贴 1血
一
也叫超 瓷 ]]l]];而 、类 瓷 贴面 。其 材 质 是树 脂

中加 人 了大 量 的 瓷粉 颗 粒 ，不 但提 高 了树 脂 的耐磨

度 ，也极 大地 提 高 了美 观性 。不过 其美学性 能虽优于

光 固化 复合树 脂 贴面 ，但远 不如 全瓷 贴面 ，且操 作技

术 和 价格 _」几也 并 不 比全 瓷 贴面 具 有 明 显优 势 ， 目前

国 内开展 的也 不 多 。全瓷 贴面 因天然 牙磨 除量极 少 ，

甚 至 不用麻醉 ，同时可 以改 变 牙齿 的颜 色 、形状 、排

列 、人小 ，从 而达 到 完美持 久的美容效 果 ，且 色泽 自

然美观 ，经 久 不变 ，仿 真 度高 ，耐磨性 好 ，又有 良好

的组 织 相 容性 ，是 现在 国 外 牙齿 美容修复 的主 流 。但

是 制作过程 比较复 杂 ，技术 、材料 要 求 很高 ，限制 了

全瓷 贴 面在 国 内的广 泛开 展 。

热压 铸 陶 瓷 贴 面 因其 良好 的美学 效 果 和强度 及

较 低 的制 作成 本而 成 为现 在 全瓷 贴面 的主流修复体 。

其 代表 产 品 为 义获嘉 护Se.max易美 系统 ，不但具有

铸 瓷二 代 Emprcss ll高度 的美学 性 ，还 包括 高 强度 、

不 同透 明性 的 内冠材料选择 ，并可选择 emax Press

压铸 技 术 及 CAD/C八M 技 术 。其 中 LT 低度透 明 :

由于通透 ，尤其适 合十做 0.3mm 的超 薄 贴面 ;MO中

等 不透 明 :适 合大 多数病 例 ;HO高 度 不透 明 :适合变

色 牙或 者需 要 遮 盖 金属 结 构 的病 例 。

全 瓷 贴面具 有许 多优点 :①牙 全瓷 贴面技术磨 牙

量 相 对 瓷 冠大 大 减 少 ，
一
般 要 少 50% 以 上 ，对 于适

合 的病 例 ，牙齿 磨 除量 更加 减少 ，有些情 况下甚 至不

要 磨 除 牙体组 织 。 ②牙 全瓷 贴面 技 术对 牙髓 的伤 害

可能性 小 ，牙齿 预 备 后患 者 牙髓 敏 感程 度小 ，基本上

控 制 了术后 牙髓 炎症 、坏 死 等全 冠修 复 的后遗症 ，可

以保持 天然 牙齿 长期 的健 康 。相对于 瓷冠 ，牙髓 保 留

可 能性 大 大增 加 。③ 良好 的透 明性 和遮 光性 ，具有 与

天 然 牙体 组 织 相 同 的 光学 特 质 ，不含 有 任何 金 属成

’‘’n汀「1腔衅 份 育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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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表现出最佳的美学效果 ，绝对不会出现烤瓷牙常

见的黑线现象。全瓷贴面制作时有 不同颜色的瓷块

可选择 ，同时可以采用外染色进行颜色细调。临床粘

结时有 不同深浅颜色的粘结剂和 白色遮 色剂 可以用

来辅助调整全瓷贴面的颜 色，以达到整体协调 的美

容效果。并 l生瓷本身的高耐磨性和不易着色可 以达

到永久的美观效果。对于适合病例 ，可以达到以假乱

真的效果。④瓷贴面由于牙齿磨除量小 ，部分病例 无

须麻醉 ，即可无痛预备。对于绝大部分患者 ，全程痛

苦都小十瓷冠。⑤与牙跟相衔接的区域也仅在唇侧 ，

对 牙酿的刺激更小。更不会有金属烤瓷 牙的金属离

子导致的牙眼变 色。如果边缘密合，并严格抛光 ，可

以保持很好的牙跟健康状态 。⑥瓷贴面技术对于 牙

齿的邻接关系、咬合关系破坏小 ，术后易十恢复。⑦

全冠修复需要磨除舌侧的天然牙齿 ，而 舌侧的牙体

通常都是健康的 ，并且与舌、对领牙处于最协调的状

态 ，最好的瓷冠也不可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瓷贴面

修复保存大部分甚至全部 舌侧的形态 。

图 2 热压铸玻璃陶瓷贴面

一
、 全 瓷 贴 面 的 相 对 适 应 证

因其 强 度 有 限 ，其 主 要适 用于 前 牙和 前 磨 牙 。

第
一 类 对 活髓 或 死髓 牙漂 白治疗 无效 或 不 希

望选择 漂 白治疗 的 牙 齿 (图 1一3)。如 死髓 牙 、四环

素牙 、氟斑 牙 及增 龄 引起 的 牙齿 颜 色加重 。对 于此 类

牙本质 已变 色的 牙齿 ，普通 的漂 色方法 ，包括 冷光 美

白等 ，需 要在
一
定程 度之 内才能使 用 ，超 过某 种程 度

就 很 难 达 到 良好 的 治疗 效 果 ，而 且这 些 方 法 多少 都

会对 牙齿 有
一
些 刺 激 ，只适 用 于部 分 人群 。 如 果 是

中、重度 四环 素 牙 、黄斑 牙 、氟斑 牙 ，全瓷 冠或 贴面

无 疑 是 有效 的解 决力、法 。

图 3 贴面粘结后

图 1 四环素变色牙基牙预备后

第二 类 需要 明 显改 湃形态 的前 牙。 ① 牙结 构

缺损 :釉质 发育不 良 (图 4一5)、轻度龋损 等其他 因

素导致的唇面 、切端或牙尖釉质缺损 ;⑦前 牙外观形

态异常 :如畸形牙 、过小牙等 ;③牙间隙 (图 6一11和

图 12 一19 分别为两个病例 ):牙齿邻间隙过大和需 要

关闭或减小眼 间隙的病 例 (这 类病 例虽 然正 畸治疗

可 以很好解决 ，对牙街也没有损伤 ，最大的 问题是时

间太 长，成 人正畸
一
般需要两年左右 ，这是很 多人难

于接受的 );④轻度错位 牙 :如扭转或错位 牙等 ，且患

者 不愿意接受正畸治疗者 ;⑤过短 牙或磨耗 牙加长切

端且釉质量 足够者 (
一
般 不超过 Zlnm)以及需要增

加突度的病例 ;⑥前 牙唇侧不 良修复体或龋蚀致切端

缺损 或 牙体 表面浅在性 大范 围龋蚀 ，用复合树 脂修

复不牢 固且 色泽 与真 牙不
一
致 。

第三 类 对 缺损 前 牙进 行 )
‘一
泛 修 夔者 ;如 牙 街

冠折 。

曦 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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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前牙唇面釉质发育不 良 图 5 采用贴面修复后

图6 中切牙间过大的间隙 牙型呈瘦长型外形 右侧侧切牙

过小牙

图 7 正畸辅助均分前牙间隙后右侧观

图 8 正畸辅助均分前牙间隙后左侧观 图 g 制作美学诊断蜡型 与患者对该结果进行沟通

‘1，!司I]腔伙学 继 续教 育杂芯
‘至了

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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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旧 中切牙和侧切牙进行贴面基牙预备 .翻制超硬石膏

模型

图 11 贴面修复后

图 12 中切牙沁]过大的间隙 图 门 进行辅助的正畸治疗

图 礴 正中咬合状态观 因为患者治疗时间关系r虽有部分

反弹r但已创造出较好的条件

图 1匕 开 口状态观

乏望 1.叫，.、 、 、、 、

. . 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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礴

图 !6 排跟后进行基牙预备 图 17 制作完成的全瓷贴面

图 18 粘结后的局部观 图 19 粘结修复后的正中咬合状态观

二 、 全 瓷 贴 面 的 相 对 禁 忌 证

瓷贴面 片不是适用寸
1
所有前 牙的美学 修复 。小

心选择 适 应 证是保ill几患者 满意 的必要措 施 。 长期成

功标 乙为持续的美观满意度 ，无移位或折断 、表 面或

周 围 无可 见的 色素沉着 以及 与其他 牙齿有协调 的功

能行使 。全瓷贴面的禁忌证 包括 以 尸清况 :

第一 类 拾 关系异常 。①
一
卜领严重深覆秸 ，下

领唇侧严重磨损无问隙 、闭锁抬 或上领 牙严重唇倾 ;

②严 垂牙齿 不齐 ;③对 刃哈 ;④反哈 患者 上领唇侧磨

损严 垂者 ;⑤ 重度旋转 牙 。

旋转 牙的患者经常认 为贴面可 以作为
“
即刻正

畸
”
。当唇 向旋转 的前 牙贴血制备l才，结果常常是磨

除牙rfll的大最釉质 ，伴随若 牙本质的暴露 。这将增大

贴面折 裂、脱落 、与 牙本质粘结 处边缘微渗漏的可能

性 。故而除 }{仅有轻微旋转 ，牙体制备后儿乎无牙本

质暴露 ，否 则
“
即刻正畸

”
应采用冠修复体而非贴面

完成 。

第二 类 不 良日腔习惯 。①广
I反
重夜磨 牙和 紧咬

牙者 ;②咬异物或硬物 习惯 的患者 。

像磨 牙症这样 的患者如坚持 采用贴面治疗 ，建

议做 个软质磨牙垫 。 因为患者在 夜间睡眠时咬合

关系是不受 自主控 制的 ，睡觉时的
一
个翻身、

一
个头

枕 的动 作都 可能使 咬合关系处于 非正常接触 。

第三 类 无足够 的 牙釉质 或可 酸蚀 的 牙釉质 。

①原有唇侧修复体磨 除牙体组织过 多导致 无足够 牙

釉质 ;②滞 留乳牙 ;③重度氟斑牙导致的大量釉质缺损。

牙本质暴露极 少的牙齿可 以保证 固位 ，牙本质

粘结 的强度和耐久性 都 比不上牙釉质酸蚀粘结 ，特

别是 当修复 体 咬合 力施加时 。树脂类粘结 剂在釉 质

表面可保持 儿年的强度 ，而 已公布的调查数据认 为，

在压 力作用 卜牙本质粘结 材料 随着时间而减弱 。实

!⋯，{1。}、:
一
。 教。。锐 乏乏 _

一
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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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 L，无法找到能说 明牙本质粘结材料数年后粘结

力变强或保持原样的调查报告 。若将 全瓷贴面粘结

于牙本质 卜，即使使用 日前最好的材料和技术，
一
段

时间后也会折断或脱落。当咀嚼时的张力与旋转 力

或患者有不 良咬合时 (如磨牙症 )，贴面修复的危险

性显著增加。

所 以 牙体 制 备 后 牙 本质 攀露 超 过 30以、的 牙齿 ，

不应选择 其制作 贴面 ，这 种情 况 卜，余属烤 瓷冠 或 个

瓷 冠 具 了J’更好 的 ，!丁顶 见性 和 耐 久性 。

第四 类 美观性 要 求 很 价J的 重 度 变 色 牙或 者 了f

金属结 构 的病 例 。如 重 度 四环 索牙 、金属桩 核 等 (!冬}

20一25)。

. 月

图 20 开 口观 ，男性患者 .重度 四环素 变色牙 ，要 求只做 上

领前牙 .且 需和上下领余 留牙保持色彩 和谐 一因为磨 牙量 的

原 因 不接 受全 瓷冠修 复

图 2飞 正 中咬合状 态观 ，可见 牙面 表面残 留的树脂 贴面 .已

变色

图 22 按照患者尽量少磨牙的要求 ，边缘线设置在邻接点的

唇侧

图 23 正 中咬 合 状 态 观 ，切 端 磨 除 lmm

图 24 全部基牙预备完成 图 25 贴面修复后 可见颜色虽已改变 但尚能与上下额余

留牙保持和谐 患者对最终效果表示满意

. 尹

二 ”l’“巨“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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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 存 {[l1 !贡基 层 ，l)1.l!l{ll 的厚 度 须薄 J
飞
lmm，若

患 者 牙 色较 探 ， 则 不 可能 月l如 此 二1卜薄 的 贴 而 来 模 拟

.穴;亮 度 人然 牙的透 明 度
’
J恰 体 外 观 。 须 川 遮 色层 援

流牙 山
一
的 )l口去暗 色。 遮 色层 尤透 明 叶 ， {，，工得 很做 作 。

通 常 患 者 对 才 街亮 度 要求 越 高 ， 贴 而 越 不可 能 达 到

所 期 望 的 效 果。 全瓷 冠通 常 厚 于 lmllJ ， 若须较 大 改

变 牙 街形 态 ，个 瓷 冠 修 硬 比贴 面 修 复 吏适 合 。

下 彻帕汀牙的 贴面 修 复 在技 术 卜要远 难 J
几
卜领 牙 ，

这 是 由 J
几
l、领 牙 l’h形态 较 小 ，釉 质较 薄 ，日.分离 与 进

人 不 易 。 }‘加汁真重选 择 个瓷 贴 而 修 复 。另外与 贴 血 相

比 ， 卜
一
制角汀牙的 全 冠 制 备 也 ，.J更 好 制 作卡州 犬隙形 态 ，

解 刊 外 形 ， 形 成 ，!丁和!l厄的 ].111位 并 减 少折 裂 的 危 险 。

三 、临 床 基 本 操 作 流 程 及 要 求

:.医 悠 又流 个 瓷 1)1111!(l1要求 医
’!，必须 要有 扎 实

的理 论 功 底 和 熟 练 的 临 床操 作 技 巧 。 J仁，卜，术 前 沟

通 、高 质 {，卜的 研 究 模 型 、习
几
体 预 备 、印模 、临 时 贴 面 、

报 终 的籽l结 ， 排
一
步 处理 不

”
i都 会造 成 修 复 的 失 败 。

了11最 初 的 医患 沟通 无疑 足 所 有后续 治疗 成功 的基 础 。

患 者通 常 选 择 瓷 贴 lfl{修 复 是 因 为 他 们 觉 得 牙 街

的 外观 不 美 ，以提 高 牙 tti外观 的美感 。他 们认 为
一
些

牙 齿的 颜 色 不对 ，形 态 不对 或 位置 不对 而 寻求 费 用

合理 、时 间较短 的保守 治疗 方法 以矫 11几这 此 牙齿 。满

足 患 者 愿 望 的 第
一
要 求 是 获 得 并理 解患 者的要 求 与

期 望 。从
一
开始 ，就 必 须 训_患 者 明 自该 方案 的 利 与

弊 ，让 患 者理 解 并认 同治疗 的方法 和 日的 ，从而促 使

患 者与 医
’!一密切 配 合 。 也只 有通 过 医患 沟通 才能 详

细 」
’
解 患 者 对 美 观 的 要求 及心 理 要 求 ， 刁

’
能 制 作 出

适 合具 体患 者的 修复体 。初诊 时 ，应鼓 ))fo患 者表达 对

自己牙齿 的石法 以及希 望如何 改变 外观 不 良的 牙齿 。

医生 和 患 者 都 应 该理 解 贴 而 的局 限性 ， 片确 定 贴 面

可以满 足患 者 的 期望 位 。

2 术 前检 查 应 仃细 检 查患 者 的 咬 合 ， 牙 街的

位置 ，牙体 、牙髓 、牙)称睛况和控 制菌斑 的能 力 ，牙

体 的颜 色 等 。 术 前 应对 牙周状 况 不佳 的患 者进 行常

规的 牙 周洁 治 ，在 牙周状 况稳定 后冉进 不犷牙体预 备 ，

往往 很 多队
，
!几因各种 原 囚 l(li末能做 到 。 只有 牙周健

康 且 效 果 长期 稳 定 ，最 终 的 修 复 治疗 才 }:丁能取 得 成

功 。如果 才鳅 外形 不 良，;叮辅 以牙眼 成 J衫术 ，以达 到

报 佳 的 美学 效 果 (图 26一29 )。

图 26 中切 牙间过大的间隙 牙跟位置过低 图 27 做牙齿民成型术后

图 28 基 牙预 备后 图 29 贴面粘 固

.帅 111 1抓
一
{、_犷继 续 教 育 杂 涟

歹厂

一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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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治疗 是 不可 逆 的 ，制 作研 究 模 型 足 有必 要

的 ，术前 在研 究模 型上 模 拟操 作 ，按 照客 人的 要求 和

牙 街美学 原 则用蜡 完 成临 时修 义 ，
一
方面 ，}‘工使患 者

提 前 获知 和评 估 最 终 修 复效 果 ，避 免 因医患理 解 分

歧所 造 成的 不必 要纠纷 ;另
一
方!山，山 厂已经模 拟操

作 ，在实 际操 作时 可以做 到有 的放 矢 。必 要 时 可建议

患 者 作 11几畸 、牵 引 、冠 延 长术 等 以配 合修 复 治疗 。

3.基 牙预 备 瓷 贴而 的设计 是 关键 ，牙 街美 容

设讨
一
与瓷 贴面 本 身的设 计都 很 LE要 。 如边缘 、切端 、

咬合面位 置的设 计等 ;lrll瓷 贴kl1 可以根据 牙 陈f的 不 同

情 况千 变 力 化 ，这 就 更需 要 医 生 的 足够 经验 和理 论

支持 。

瓷 111111而 牙 体 预 备 原 则 :① 牙体 预 备应 均 匀 、适

量 ，无倒 四 ，以免 影响 贴面就 位 ;②顶 备体应 圆滑 无

尖锐 线 角 。并在 保 证 瓷 贴面 有 足 够 修 复 空 间 的 条 件

卜应尽 11于能 减 少 牙体预 备量 ;③应有 足够 的釉 质粘结

面 以提 供有 效 的粘结 ;④边缘 应光 滑连续 完整 ，边 缘

线 应 位于 釉 质层 以利 J
几
边 缘 封 闭 ，子仁少界量设 计于 自

洁 区 ;⑤齿浸边 缘 最 理 想 的 是 尤 角 肩 台 ，应 位 J
二
釉 质

内 ，位置 可视 具 体病 例 lrlJ定 。

(l) 唇 面 预务 :主 要 去除过 凸的部 分 ，尽 量减 少

唇部 突度 ，适 当减小 颈缘 部 突度 。牙体 预 备前
一
般 不

需 要 排 跟 ，如
一
定要 排 眼 则)、认用 牙周探 针探 测龋 袋

深度 ，以选择 不 同粗 细 的排 蘸 线排 眼 ，并应选 用不 含

药 物 的排 酿 线 排 耀 ，以 免在 预缘 预 备时 无法 准确 确

定 颈缘 线 在 跟 卜的深 度 。 唇 而 预备 应 分两 个 平面 进

行 :齿尺缘 l/3一l/2和 切端 1/2一2/3。 !IJ于 牙颈部 的

牙 釉 质 很 薄 ，囚 此 唇 侧 故 端 的 牙 体 预 务 )、认尽 {l卜少 ，标

准
一
叨 削 鱿 为 0.3一0.sllll n， 牙 预 部 少口l)]显 染 色 时 !、诊

选 择 0.311 1，n为 什 ， 特 别 是 f:lj仃习
几
。 对 峡 面 近 切缘 区

及
一
L)]缘 的 里l交佳 切 l

‘
11」量 为 ().5一().8，nn。。 如 此 ，，J

一
以 保

证 故 边 缘 及 其 余 部 分 均 在 釉 质 }几从 而 获 得 更 好 的 边

缘 封 闭 及 .!]
一
靠 的 t.l!结 强 )史， 能 史 有 效 地 减 少 微 渗 漏

和 保 证 修 复 体 的 良好 固 位 。另 外 ，还 .，}
一
.避 免 乞场 窝大 走;卜

的 牙 本 质 弓1起 牙 林「的 敏 感 。

预 备 11、]
一
首 先 jl」专 Jl}().3，。1!:1定 深 贴 面 钻 个1 (图

30) 在 到啼卜、 0.5;11工n定 深 111「
l
了t(l[钻 钊 体 部 和 切 端{部 形

成 相 应 的 指 示 沟 (图 31)，然 ).亏利 用 圆 少、锥 形 钻 针 去

除 深 度 指 ，J几沟 之 问 的 剩 余 牙 体 乡1土织 ， IlJ一j些
‘
步 形 成

鳅 缘 的 初 步 形 态 ，少月钻 钊 同 形 末 端 在
‘
}
几
齐 牙 鳅 、齿民 卜

0.31丁In。或 鳅 I_0.21润1101
’
!勺位 甘丫)l多成 小 l

’
I勺无 角 )I

、
{台 。

图 30 贴 面 预 备 的 定 深 钻 针 「上 为 O smm 下 为 O 3mm

图 31 定深 钻针基 牙预备 的小

意 图

‘又夕

.耀

.!.}日日限
一
医 节继 续 教 了了杂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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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邻而预 备 :邻 l(ll顶 备是 唇 l[li顶 备的 延续 ，确

定保 持
‘
引济而相 同的 切削量 ，特 别足在 线 角处 。川 圆

头 锥 形 钻 针 金 刚 砂 钻 将 磨 削 形态 延续 到 邻 面 。 为保

证 牙体 顶 备量
。
致 及形 成光 滑 连 续 完 整 的边 缘 ， 务

必 使 钻 针 长轴 和 牙体 长轴 保 持
一
致 。 用 圆头 锥 形 在

用 金 冈归沙钻 预 备 到 邻 血 外展 隙 时 ，很 容 易因将 钻 头

切 向轻 微 {几抬 而 形成 鳅 部
“
台阶

”
。这 种 台阶应 当 去

除 ，}){l为这 部 分 牙体结 构 尽管 很 小 ，却能在 贴面 就 位

时 户
‘
}一下易发现 的 暗 色日J影 。

个 瓷 贴 面疗 效 的 成功 与否 ， 币
一
要决 定 因素 是 制

备 后基 牙的纤i构 ，特 另lJ足 邻面边 缘 所 处的位置 。在做

贴而 制 备时 ，放 置 邻 !(ll;i立缘 的 位 ，l’tl’:有 二种 :邻接 点材

侧 ， 部 分穿 过 邻接 区 ，邻接 点 舌侧 。

第 种 :打
一
展 到邻接 点前 ，似 不破坏 邻接 点 。这

种 方
一
法 不会影 响 技 !_制 作 可卸 代型 ， I

一
l_贴 面 就 位鼓

为 便 利。但 是有 ，lJ
一
能 在边 缘 区形 成 色索沉 着 ，时 问推

移 后 ，出现 线状 染 色带 ，这 种 色素 !1三常 不 易去 除 ，常

常 导 致 美学 修 复失 败 。在 前牙区应慎 )}J。但在邻 接 区

较 大 的 前磨 牙 1几安 装 瓷 贴 面 时 ，贴 而 应 将 远 中邻边

缘 放 在邻接 区唇 侧 ，以利于 贴面 从顿 侧就 位 ，并保 留

J’尽 !l丁能 多的 才体组 织 和 原 本 l卜常 的 邻接 关 系 ， }司

时
一
也避免 」

’
视觉 可 见的 色 素沉 着 。

第 几种 :部分 穿过 邻接 区 。这 种 方法 问题 较 多 ，

首 先 足技 「很 难 在 不破 坏 模 型 边 缘 的前提 下 制 作 ，1丁

卸 代型 ，其 次 ，医
产}一在 和，结 结 束 后很 难对边 缘 线给 户

精 确 的打磨抛 光 ，})cI此 ，这 种 牙{泪}jlJ务设 讨
一
无法保 证

边 缘 精确性 。另 外 ，在侧 而观 看 时 ，边 缘 染 色线 的 隐

蔽性 片不理 想 。

第二种 :邻面预备越过邻接点适 当向舌侧延伸甚

至包绕整 个邻面。日前这种方法应用最多 ，尤其适用

于近远 中或其 中
一
侧有间隙需 关闭的各种病例 (图

32一37)。此类瓷贴而在关闭间隙的同时 ，对其形态

和颜 色也可 获得所需 的较佳效果 。但是对于 间隙过

大 者 (尤其是
“
黑_二角

”
情 况 )，瓷贴面在形态上较

难把握 ，需要与患者沟通 ，稍 留少 量间隙或把瓷贴面

做视觉 美学 加大 (图 38
一41)。将 贴而置于邻接区舌

侧的好处有 :①无可 见邻接边缘 色索沉着 ;②易打磨 ;

③贝占面粘结面积更大 ;④山于有转折面 ，能更好抵抗

唇侧 舌向的 力;⑤技 }_可以容易的分离代模 ，无须破

坏边缘 ;⑥翻模 印模撕 裂的可能性 减小 ;⑦粘结前便

于 贴面就位 ;⑧边缘 外观更好 ，更美观 ;⑨当对 多个

邻接 的 牙齿进行贴面预 备时 ，邻接磨开有 利于代型

分离而不损伤邻 面肩 台边缘 线 。

(3)切端预 备 :切端终止线 的预 备方法 有三种

(图 42):

第
·
种 :开窗型 ，即唇面预 备终 }}几到切缘 ，不做

切端磨 削或舌面预备 ，切端 长度保持 不变 。

第 几种 :对接型 ，即切缘有少 最的预 备或磨短 ，

瓷 覆盖切缘形成端 对端接触 ，终 Ili寸
:
舌面 。

第 一种 :包绕型 ，即切缘有 少量 的预备或磨短 ，

且预备到达舌面切端 1mm 以上 ，在 舌面形成终 ll:线。

第
一
种预 备不需磨短切缘 ，可在唇侧原切端预

备面 的墓 础上用 圆头锥 形钻针在切端 顺 牙体长轴方

向形成无角肩 台。其显 著优点是操作时间最短 ，技术

要求最低。缺点是在改 善患牙颜 色方面效果 欠佳 。开

窗型 瓷贴面选择 的病 例主要是 咬 合关系紧 ，前伸拾

图 32 病例
一

中切 牙 间过 大 的 间 隙 图 33 做邻接点舌侧的基牙预备

〔1.国 日聆 医学 继续 教 育杂毛
.至夕一

飞 貂 .



中国口腔 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201。年 11 月 第 13卷 第 6期

图 34 贝占面粘固后 图 35 病例 二 :前 牙 区间 隙

图 36 做邻接点舌侧的基牙预备 图 37 贴面修复后

图 38 前 牙
“
黑三 角

“
开 口观 可见散 在 的 白色氟斑 图 39 前 牙

“
黑 三 角

’‘
正 中 咬 合 状 态 观

. 爵

‘”国口腔/ \ ‘了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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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制 作 个 性 化 贴 面 修 复 后
“
黑 三 角

‘’
消 失 图 41 贴面修复后正 中咬合状态观

图 42 切端终 止线 的三种预 备 万法 示意 图

难 iJ}iJ改 的患 者 、以 及改 沂前磨 牙颜 色 者 ，这 样 可 以 避

免 或 减 少 瓷 贴 面 的 受 j]状 沉 ， 减 少 此 贴 面 因 受 力所

造 成 的 J员伤或 脱 护弃。

对接 烈 和 包 绕
”\JJ适 用 犷咬 合 关 系较 止 常 ，

、
I
左
衡

抬 可 以 调 改 的 各 种 变 色 习
1
、釉 质 发 (J’ 不全 、 才 体 缺

损 。此 类资贴 面 的 优点 足 形态 可 自山 调整 ，颜 色层 次

感 白然 ， 切端 透 明度 ;鱼典。 缺点 足 牙体 磨 除量 较 多 ，

且iJ}iJ 给 时 必 须避 免 了f’!
’一接 触 。这 两 种 击 根 据 切 端 足

否 加 长决 定 切端 磨 除 }!{_:当不需 加 自 {」
一
，患 牙切 端 击

先磨 除 111 川1， 以此 为瓷提 供 足 够 的 空 间 ;当切 端 飞衍

加 长时 ，.叮根据 加 长 {.卜多少适 当减 少 L)J端 磨 除量 ，使

修 复 体缎 终 切 端 瓷 l创变达 到 l一2:11;n。 全瓷 贴 l爪搜

盖 牙 内 叨端 ，l工以提 供 宽 的 垂直 终 11几作 用 抵 抗 垂 汽向

负荷 ，j玉，‘J
一
以减 少 l]Ill，!如 勺的 应 力集 ‘}，，能 够提 供 很强

的打L力州 能 。队利 J
几
修 复 体 的正 确 侧叮方，贝占面 厂内稳 定

性 好 ，树 )jh 粘 结 刊 押:结 时 对 所 有 边 缘 进 行 操 作 都 很

方 便 ;此 外 ，切 端 覆盖 便 J
飞
技 师 制 作 修 复 体 外形 ，并

且 有 助 1
二
改 进 切 缘 的 美观性 能 。 但 究 竟 选 择 哪 种 设

计应 充 分 考虑 到 牙 体组 织 唇 舌 径 厚 度 、患 者 是 否 有

牙 冠 改 形和 延 长 的 美 观 性 需 要 ， 以 及 咬 合 关 系这 儿

个方 而综 合决 定 。例 如 ，若 牙齿 太 薄 ，其边 缘 线 应 在

切 缘 处 ， }){]为设 于 舌l(lI .l丁能 会使 牙本 质 暴露 以 及结

牙预 备 后 过 短 。

(4) 切端 舌 侧预 备 :包绕 型 牙体 预 备涉 及 舌侧 预

备 。用 }员}头锥 形 金 刚 砂 钻 预 备 舌面边 缘 线 。保 持 钻
’
。

舌 面
、
}
叹
辛J
几
，用钻 的 尖端}顶 备 出 0.5:11，n〔1勺小 斜面 。 J枣

边 缘 线 在 舌面 切 端 卜l一3，1飞m ，最 女仔1】离 咬 合接 触

区 1·()f1lln，并 与 两 侧 邻 而边 缘 线 村I连 。 舌面边 缘 线

预 备 时 常 在 近 远 中切 角 问 磨 出
一
进 沟槽 。 另 外在 仄

力 下 使 瓷 就 位 时 ，舌 lfll 扩 展 形 态 可 以增 强 机 械 固位

并增 加 表血 粘结 面 积 。全瓷 贴面 的 应 力分析 显 示 ，牙

齿 在 行 使 功 能 时 ，位 J
飞
切 端 粘 结 点 及须 部 粘 结 点 的

粘 结 层 边 缘 易 发生 应 力集 中 ，从 而 易造 成 修 复 体损

伤 或 脱 落 ， 少已其 是 对 刃给 。 因此 在 个 瓷 贴面 设 计 时

要 避 免 设 计 咬 合 力 了l一接 作 用 于瓷 贴 血 切缘 ， 修 复 后

调 整 好 lJ
一
中抬 。

(5) 齿民缘 预 备 :如 果 牙齿 颜 色11常 ，可选择 平跟

肩 台 、齿尺卜不超 过 o.3ll om 的 肩 台或 龄 1几o.Zmm 的

肩 台 ;如 果 牙齿 变 色不足 很深 ，
一
般 选择 眼 下 不超 过

o.3mm 的 肩 台 ，对 于 颜 色较 深 者 ，肩 台位置 亦 不 可

超 过 眼 卜o.smm ，釉 质边 缘 线 比牙嘴
’
{
·
质或 牙 本 质有

更 好 的 料!结 和 封 闭 效 果 ， l!_能 更有 效地 减 小边 缘 渗

漏 ，因此 边 缘 线 应 位 J
几
齿尺缘 或其 下釉 质 内 ，不可 破坏

釉 牙 }
’
l
·)贡界 ， 更 不 可 损 伤 结 合 卜皮 。 应 选 择 深 约

‘}.}!{。
一
:、 、 教 犷;杖 、 司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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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3mm的无角肩台，并要求光滑连续。修复体边缘

进人酿 卜被游离眼缘覆盖 ，会达到更好的美观效果。

(6) 预备体精修 :用细砂圆头锥形钻针
一
去除可能

导致应力集 中的尖锐点线角 ，尤其是在切角和舌面

的交界处及鳅边缘肩台。

(7) 制取 印模 :瓷贴面的精密很重要 ，没有精确

的模型 ，就没有精密的瓷贴面 ，就不可能有好的美观

效果、粘结效果。对于平酿或龄
一
「边缘者需排跟 ，对

于含药物的排跟线应在排眼线取 出后充分冲洗眼沟

并干燥 ，以免影响印模质量 。(任何情 况
一
「，从酿沟

内取 出前必须确保排跟线是轻度湿润的 ，以防止过

于干燥的排酿线造成土皮衬 里的损伤。)并 且应在排

跟线取出后 lmin 内制取 印模。印模材料最好采用硅

橡胶 、聚醚橡胶或高清晰度弹性 印模材料制取 全牙

列印模 。用超硬石膏灌制工作模型 ，且应 当上给 架

以便调抬 。或可用耐高温代型材料直接灌制工作模

型 。

(8)临时贴面 :临时贴面可在整个治疗过程 中保

持患者的舒适性和美观性 ，并有助于患者和牙医评

估 贴面修复的语言和功能效果。临时贴面的主要优

点 :①预后 :临时贴面不应该是原有牙齿的反映 ，而

是未来新修复体的预计 形态 。美观逼真的临时贴面

可 以帮助 医生和患者很好地 预测和理解将 来的永久

J
胜全瓷贴面。②咬合功能的评价 :美学修复通常包括

牙齿长度或形态的改变 。患者可能会要求 L领前 牙

所有的切端相平 ，这种修复可能导致咬合干扰 ，尤其

侧方或前伸运动时。同时还可 导致咀嚼不适 、贴面切

端折断或对领 牙的磨耗 ，患者通常 无法预 见和理解

这些问题 。在极少数难 以说服患者的情况 下，可根据

患者的要求制作临时贴面 ，因为这种结构的牙齿导

致患者可看见和可感觉的咬合干扰 。这样可 以改变

患者不现实的想法和要求。③结果确认 :患者可能无

法接受覆盖大面积牙间隙或 因加大加长而引起的发

音不 良的贴面 。可利用临时贴面评价可能 发生的结

果 ，避免返工重做。④达成美学共识 :有时患者会提

出偏离通常美学标准的要求 ，最常见的是患者要求

做非常 白的牙 齿。虽然大部分人觉得这种 牙齿很不

真实 ，但少数患者坚持认 为这样的牙齿很美。将临时

贴面做 白，可使患者对这
一
要求重新加以考虑 ，并有

可能得到其周 围人群 的劝告 ，最终与医生达成正确

的美学共识 。

临时贴面的制作 :可将复合树脂半 直接压到基牙

表面 ，光固化后取下树脂 印模 ，并用沙片磨 出外形 ，

即可获得高 质量 的单 个临时 贴面 。或可 利用硅酮模

型直接制作临 时贴面 ，将硬硅酮注人基 牙的藻酸盐

印模_仁，smin 之 内即可完成。复合树脂{1丁以接 用于

硅酮模型 ，光固化 ，取下后少‘需使用任何 分离剂。将

塑料模子取下后 ，用沙石成型 ，抛光 。这种 方法具有

快速 ，精确 眺制 作过程基 本 无需患 者 的 lI’-相 合作的

优点 。这
一
技术亦用于

“
永久

”
性树脂贴面。另外 ，

如果有诊 断蜡 或者 贴面与原 牙 齿十分接 近 ， 可术 前

在无孔托盘 上用 PVS咬合记录材料 制作样少专，在硅

酮模型 L堆筑 复合树脂 ，将样 片置于其 1几，形成
一
阴

模 。仿诊 断模型或术前 牙街形态做 出的贴而形态 ，多

余的复 合树脂 ，叮在光 固化 前从所钻 的孔
’}〔流 出。 然

后取下 印模 ，临时树脂 贴面取 卜，打磨 。在膊面釉 质

中央酸蚀 出
·块 ，冲洗 ，十燥呈霜状表 面。用流动树

脂将临时贴面粘结于酸蚀处 。瓷贴面试戴 前，去除临

时贴面并将所有硬化的残 留树脂 清理 干净 。

另有
一
种观点认 为 ，囚为 牙体预 备 多位于釉 质

层 内，所 以术后敏感
一
般 不明 撇。并 且暂l冲险修复体

常 会影响瓷贴面的就位和粘结 强度 ，因此尽量不做 。

对于坚持要做 的患者 ，可 以使用预 成 的薄 形树 脂 贴

面 ，粘结 前在唇 面预备体 卜涂
一点或两点 酸蚀剂酸

蚀表面 。酸蚀面积必 须很小 ，否则很难 去除 。

(9) 比色 :颜 色的恢 复 比形态的恢 复 困难 、更精

细 ，也更复 杂 ，患者对修复体 的颜 色 比对形态更敏

感 。全瓷贴而修复的最终颜 色不仅取决 1
几
瓷的颜 色，

还受 以下 因素的影响 :①墓 牙预 备体固有 的颜 色 ;②

所选瓷的颜 色和所用的不透 明瓷的量 ;③树脂粘结 剂

的颜色和透 明度等 。热压铸 玻璃 陶瓷 贴面 应先 比牙

本质 色 ，再选择 贴面颜 色。通常情 况 卜，瓷贴面选 色

时 ，如果没有 合适的色卡 ，应尽量选择亮度 偏大 、饱

和度偏 低的颜 色 ，以便 利用 今后的外染 色或 利用粘

结剂调 色。比色时还要考虑患者牙齿着 色的深浅 ，修

复 后的 色泽 与余 留真 牙的 色泽 不能相差 太大 ，否 则

会影响美观 。患者往往因对 自己的变 色牙深恶痛绝 ，

转 而希 望能换 成 副非常 自的 牙齿 ，因 l{lJ挑选 颜 色

时倾 向于 A，等明度较高的色片。但如果 余留牙色泽

太深 ，反差就很明显 ，美观效果差 ，往往 详致返 工重

做 。医生要注意患者的这种特殊心理 ，耐心 诱 导，尽

量使选择 的颜 色与真牙能 自然协 调。另外 ，比色板 自

身具有
一些缺点 ，主要是 比色板的颜 色了f限 ，不能对

牙齿 的颜 色进行完整 的表达 ，对美观 要求 高的患者

. 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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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 由瓷技师个性 化 比色，或医‘卜将数码照片、比色

仪测 色结 果等辅助 信息 传递 给技 师参考 。

(10)试戴 :检 查贴而是否 完全就位 ，接触 区是

否紧密 ，检查颈缘 、近远 中邻边缘是否合适 、形态和

大小是否协 调、颜 色是否匹配 。为 厂避免折断 ，在就

位和检 查瓷 贴面时 只能用温和 的 力。 调抬 可 以在贴

面粘结就位后再进行 ，否则易在 调殆 时发生瓷裂。

用试戴糊剂试 色，找 出最佳颜 色的粘结剂 。对于

正常颜 色的摹 牙 ，透 明 色
一
般就 ，1丁以达到很好 的效

果 ，J(lJ对十 变 色牙则需 使用有遮 色效果 的粘结 剂 以

达到遮 色 日的。以 DMG树脂粘结 系统 为例 ，套装 中

共有 7种试戴糊剂和 7种与之颜 色
一

对应的树脂水

「下 J
一
，先用试戴糊剂将 贴而粘到 牙齿上 ，试戴糊剂不

能 固化 ，!flJ!1可混合调配 出几乎所有所期望得到的

颜 色。得到期望的 色度之 后 ，再用 可固化的水门汀做

最终粘 固。囚为试戴糊剂是水溶性 的 ，所 以易冲洗 ，

不 会固化 ，对 贴面 没有任何损 伤 。具 体操 作过程 如

下 :①使用浮石粉浆清洁 牙体预备面 ，冲洗 、吹干 。

②将选 好颜 色的试戴糊 剂置于 贴面或修复体_卜，轻

轻在 牙街 卜就位 。用水冲洗掉试戴糊剂 (如果需要 ，

重复 仁述操 作 )。③ 当选 定理 想 的颜 色 ，移开 贴面 。

先用水冲洗 贴面 ，然后用蒸馏 水超声清洁 2
一3min，

彻底吹干 。再用水洁洁基 牙的预 备面。帕娜碧亚有 4

种颜 色的树脂粘结剂 ，分别是 :①褐 色 :透 明度高 ，和

牙质的色 调协 调 ;②浅色 :特 别亮的牙或者边缘部 明

显 的病 例 ;③ 白色 :有 白色不透 明的颜 色 ;④不透 明

色 :能很好地遮盖金属覆盖物的颜 色。GC、3M 等公

司也 有不 同的粘结 系统可供选用 。

(11) 粘结 :瓷贴面的粘结 是重点 ，瓷贴面 没有

任何 的固位 力，全靠粘结 剂的粘结 力。在粘结过程 中

的任何
一
点疏忽 ，都可能造成贴面脱 落的后果 。而如

果认 真操作 ，贴面精 密 ，粘结 效果是 完全可 以放心

的 。复合树 脂粘结 剂较非树脂粘结 剂能产生更强的

固位 力和能更好地控 制颜 色 ，且 能使瓷材料脆性 降

低 ，故瓷贴面在其组织面酸蚀 、硅烷处理后 ，应选用

颜 色相 匹配 的双 聚合复合树 脂粘 固 。不 同的粘结 系

统 有 不同的技术要求 ，应严格按照所使用产 品的厂

商推荐操 作步骤进行 ，
一
般包括 以下程序 :①瓷贴面

的处理 :用 37%磷酸凝胶 清洗酸蚀 内表面 155 ，起到

清沽 和酸蚀 贴面的 IJ的 。酸蚀 后用 蒸馏 水加压 喷雾

冲洗 ，然后干燥并涂 上硅烷偶联 剂。该过程 中
一
定要

注意十燥 后不应有任何异物再 污染粘结 面 。 ②牙面

的处理 :釉 质面的处理通常 采用 37%磷酸酸蚀 15 一

305，而对于 牙本质暴露 区则需减少酸蚀时间 ，
一
般

不超过 105。酸蚀后用大量蒸馏水冲洗 ，并用无油无

水气枪吹干 ，然后涂前处理剂 、牙本质粘结剂 、牙釉

质粘结剂 ，再将适 当颜 色的树 脂粘结 剂涂在硅烷化

后的贴面上 ，逐个就位 ，注意将 贴面粘结就位时 ，应

从唇面轻 柔指压 贴面就位 ，压力过大会使贴面碎裂。

③粘结贴面和初步光固化 :隔湿是粘结过程 中的重要

护理措施 ，排酿可起到 良好的隔湿效果 。用赛璐璐条

对 修复牙的近远 中进 行隔离 ，在确保 贴面就位 的情

况下 ，在近 中、远 中各光照数秒 ，每 固化
一
个区域就

清除相应边 缘 区域溢 出固化的粘结 剂 ，当所有 的边

缘 区 多余封 闭剂去 除后 ，小 自取 出排眼线 、赛璐璐

条 ，拉 出排跟线 同时带 出边缘多余的粘结剂 ，再用牙

线清除邻面过 多的粘结剂。在跟端 、近 中、远 中等各

部位再 次光照 ，以彻底 固化 。

(12) 检查咬合关系并调殆 :如让 全瓷贴面直接

承受咬合力 ，易使瓷贴面折 裂 ，因此在做上前牙瓷贴

面修复时瓷 贴面
一
般 不能超过真 牙的切缘 ，而且 下

前 牙前伸 时 不能与瓷贴面的切缘接触 。如果患 牙牙

冠较短 ，瓷 贴面必 须盖 过切缘 时需 加厚 瓷贴面 的切

缘部分 ，而且需通过调抬 ，使下前牙前伸 时与上前

牙的舌侧和切缘均 无接触 。修复完成 后 尚需检 查正

中胎 、侧殆 和前伸 拾 时瓷贴面 与真牙有无早接触 ，

消 除
一
切 可能对瓷 贴面构成直接 咬合接触 的抬 接触

点 。调拾 后逐级抛光。

(13)修复后的维护 :全瓷贴面修复是 以恢 复牙

齿与面容的美观为主要 目的 ，在使用时要注意保护 。

如果小心爱护 ，
一
般不会脱落 ，将成为永久修复体 ，

但如使用不 当，也会造成瓷贴面折裂或脱 落。因此修

复完成时要嘱咐患者 以下事宜 :①修复后的牙齿应注

意清洁 ，应养成用牙线清洁邻面的习惯 ;②避免过大

的咬合力和 咬合习惯 ，避免咬硬物 ;③运动时应注意

保护 ;④定期 口腔复查 、保健 。

(14)瓷贴面脱 落或崩 裂的主要 原 因 :贴面的热

膨胀 系数与天然牙结构 的热膨胀系数相似 。在 没有

粘结 的情 况下 ，贴面很易碎。然而 ，只要把贴面粘结

到牙釉质上 ，它就具有很高的抗拉力和抗弯强度 。因

此瓷贴面 的破裂 比金属烤 瓷贴面或全瓷冠的破裂概

率更小 。瓷贴面至今有近几十年的历史 ，在国外 ，早

期 的瓷贴面至今很 多都在正常使用 。从现代意 义上

讲 ，只要制作精 良，使用得 当，呵护有加 ，完全可 以

中国’〕腔恤 份 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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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生使川。适应证选择 合适 ，设计合理 ，制作精 良，

选用优秀的粘结剂 ，采用正确 的粘结方法 ，这样 的瓷

贴面是不容易脱落的。崩裂往往发生在应 力集 中处 ，

瓷贴面是恢复 美观 的 ，边缘 线
一
般 不放在 牙齿 咬合

承接 力量的 部位 ，加之材料学 的快速 发展 ，全瓷贴面

的强度 已经完 全可 以承受止常 的咀嚼力 星。瓷贴而

脱落或崩 裂的主要原 因如 下:①使用 不当 :尤其是使

用瓷贴面修复牙咬骨头 、钊
.
蔗等硬物 。②适应证选择

不当:如 牙体组织缺损较多 、可供粘结的 牙体组织面

积不够时 ，粘贴效果欠佳 ，
一
般认为牙体组织缺损 60

%以 卜者不能做瓷贴面修复。另外 ，瓷贴面
一
般用于

变 色前牙的美容修复 ，除前 牙外有时也可用 于前磨

牙 ，其他牙齿
一
般 不做瓷贴面修复。 卜前 牙因瓷贴面

在唇侧 ，不直接承受抬 力 ，故应用最 多 ，效 果也较

好 ，而下前 牙是否做 瓷贴而修复要根据 咬合情 况慎

重选择 :如果深覆抬 ，咬合过 紧 ，下 前牙的瓷贴面会

直接承受咬合力 ，因而不适宜做贴面修复 。④瓷贴面

加工不当 :如厚度 不
一致 ，尤其是切缘部分不均匀 ，

有的地方过薄 ，容 易破 裂。⑤粘结剂选择 不当 :错误

选择玻璃 离 子水 门汀等粘结 贴面 。

(15) 影响瓷 贴面粘结 的因素 以及处理措 施 :①

粘结材料及偶联剂 :粘结材料的选择取决 f其化学性

能 、机械性能 、外观性能 、粘结性能 、操作性 能 、储

存稳定性 、生物学性能等因素。良好的粘结材料可使

瓷 贴面 固定十基 牙 卜，在 长期功能 应 力作用 卜不脱

落并形成严密的边缘封 闭 ，防 lli发
‘l微漏 、继 发龋 。

实践表 明使用光 固化及双 垂固化粘结树脂结 合相 }’眨

配的硅烷偶联 剂l可改善 陶瓷表 l(lj与t.l，结 树脂 的浸润

J
胜，增加机械嵌合力。②界面对粘结强度的影响 :瓷

贴访l粘结 中存在两个界面 。界trll
一
，瓷贴面与粘结树

脂 。瓷贴面组织面粗糙 有微孔利 J
二
粘结 ，但瓷 易与空

气中气体和污物吸附结 合 ，影响此 界面的粘结强度。

因此 ，粘结前需处理瓷贴面组织Ifi1 ，以期获得
一
个 表

面能高 ，反应活性 强 ，粗糙 度 和孔度适
‘
l1l:的新鲜 表

面。界面 二，粘结树脂与牙齿。牙釉质与粘结 刘之 问

若能形成机械嵌合 力、物理 吸附 力、化学结 合 力是最

理 想 的粘结 形成 。瓷贴面修复技术 的可靠性 有赖 护

酸蚀 的釉质墓 质 ，瓷 贴面 的使 用寿 命取 决十 支持它

的釉质的量 。相 比较 而 言，牙本质的粘结 效果难 以预

见，尤其是为 r修复 日的。如果在 牙体预 备之 前或 者

牙体预 备后 只留了f少星 的釉质 ，那 么瓷 贴面修复 在

短期 内山于微漏或者粘结 剂脱 落 而失败的风险将 派

著提 高 。

(16)瓷贴面脱 落或折 裂后的处理 :瓷贴f币
一曰

脱落或折 裂 ，应 分析 原 因 ，在 去除脱落 原 因的墓 础

上 ，如贴面 尚完整 ，可 重新经酸蚀后粘贴 ，如 不完整 ，

需 重新制作 后再粘 贴 。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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