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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检验 饰 面 瓷后 氧化饰 稳 定 四方 晶相 氧化 错 /氧 化 铝纳 米 复 合体 (Ce 一丁ZP /A一纳 米 复 合体 )做 为后 牙三

单 位 固定桥 (FD Ps )支架 的临床 效 果 。材 料和 方 法 :将 单 个 前 磨 牙或 磨 牙缺 失需 要 单 个 固定 桥修 复 的 8名患 者 纳 入

病例研 究 系列 。使 用 CAO/CAM系统 (Hint
一Eis)制作 8个 Ce

一下ZP/A一纳 米 复 合体 FO户支架 ，在 支架 表面 烧 制氧 化 错

饰 面 瓷 (V.ntageZR Shofu) 树脂 粘 结 剂粘 结 FDPs。粘 结后 2周 、3个 月 、6个 月 、12个 月选 择 USpHS标 准 对修

复体 进 行评 价 。 比较 基 牙 (实验 组 )与对侧 未 治疗 牙 (对 照组 )的菌 斑 指 数 、探 诊 出血 、牙周 袋深 度 等 生物 学评 价

指 标 。在 粘 结后 即刻 以及 6个 月 、12 个 月 随访 时进 行 X线 检 查 。对数 据 进 行 统计 分 析 结果 :8个 被 检 测 FOPs 的

平 均 观测 期 为 12.8士 1.1个 月 。FOPs 的保 存率 为 1。。% 。此 外 .未见 F。户s在 技 术或 生物 学 方面 的并 发症 。实验

组 pCR为 0.1士 0 1、Bop0.2士 0 2、PPD 26士 0 8 对 照 组 PCR为 0 2士 0 2、日OP0 1士 0 1、ppD 26士

0.6。两组 间各项 均值 无显 著 性 差异 。结 论 ;修 复治 疗
一
年 后 的结 果 显 示 ，Ce

一丁ZP /A复 合体 是
一
种可 靠 的 支架 材

料 。确 认 上 述 结论 还 需 要 纳 入 更 多的患 者 并进 行长 期 的 临床 随机 对 照 观察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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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家

点评

邵 龙泉 教授 点评 :丫一丁ZP 氧化错 修 复体 是 当前 强度 最 高的 全 瓷修 复体 但 乳 化错 修 复体 的 成功

率远 低 于金 属烤 瓷修 复体 。 临床 中常 见氧化错 修 复体 的 失 败 ，特 别是 多单 位 的 固定桥 。 乳化错 全

瓷修 复体 的破 坏 形 式主要 为饰 面瓷碎 裂或 支架 断 裂。 因此 如 何提 高氧 化皓 修 复体 的成功率 已成 为

当前修 复 牙科 的热点 问题 。 氧化饰 稳 定 四方 晶相 氧化错 /氧化 铝 纳 米 复合体 是 最新 研 发的
一 种 全

瓷修 复体 支架材料 ， 目前 尚处 于 临床 试验 阶段 。本临床 研 究调 查 了Ce
一TZ P/ 八后 牙三 单位 固定桥 的

临床 效 果 ，证 实 Ce一丁ZP/A修 复体 短期 内的修 复效 果可 靠 、稳 定。然 而 本研 兄也 存 在
一 些 局 限性 ，例

如观 察期 较 短 、样 本量较 小 、观 测指 标较 少。 因此 、要 证 实 Ce
一TZ P/八后 矛三 单位 固定桥 的 临床 效

果 ，还 需要 进 行 更深 入的研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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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病 人 更 多地 选 择 全瓷 固定 桥 (FDPs)修

复 缺 失 牙 。然而研 究报道 后牙 全 瓷桥 的失 败率 较 高 。

报道 了全瓷桥 5年 临 床效果 的研 究可检 索 到 4篇 。其

中 2篇 研 究 玻 璃 渗透 氧 化 铝 做 为 支 架 材 料 ，报 道 的

FDP失 败率 为 10%和 12% 。另 外 2篇研 究 高 强度 氧

化错 陶瓷做 为支架 材 料 ，氧化 错 支 架 的 FDPs 临床 失

败率 范 围在 0一2.2% ，显 著 低 于 玻璃 渗透 氧化 铝 支

架 的 FDPS。

玻 璃 渗透 氧化 铝 FDPs最 常 见 的失 败 原 因是 陶

瓷 支架 断 裂 。然 而 氧化错 FDPs在 同样 的观察 期 内极

少 有 发生 支架 断 裂 的临 床 报道 。

最 近 ，
一
种做 为 支 架 材料 的新 型 氧 化 错 陶 瓷被

研 发 出来 ，即氧 化 钵 稳 定 四方 晶相 氧 化 错 /氧化 铝

(Ce
一TZP/A) 纳 米复 合体 ，其机械性 能优 于 传统 的忆

稳 定(Y
一
)TZP。虽 然这 种 新 型 陶 瓷 的挠 曲强 度 与传

统 Y一TZP 的 数 值 范 围相 同 ，但 是 断 裂 韧 性 显 著 提

高 。新 型纳 米复 合体 TZP基 体 内氧化 铝相 分布 均 匀 ，

抑 制 了晶粒 生 长，提 高 了四方 晶相 氧化错 的硬度 、弹

性 模 量 、热 稳 定性 。

在 Ce一TZP/A纳 米复合 体 支 架投入 临床使用 之

前 ，必 须要 考虑 到需 要 与之 相 匹配 的新 型 饰 面瓷 ，所

以最 近 的 实 验 研 究 了 现 有 的 氧 化 错 饰 面 瓷 与 Ce-

TZP/A 纳 米复 合体 支架 的 匹配性 问题 。在
一
项研 究

中 ，分 别 在 Ce一TZP/A 支架 和 热 等静 压 烧 结 的 Y-

TZP支 架表 面 饰 以市 售 的饰 面 瓷 ， 比较其 饰 瓷 后 的

断 裂强度 和 抗 裂性 。结 果 显示 Ce一TZP/A 单 冠饰 瓷

后 的断 裂载荷 与 Y一TZP的相 同 。此 外 ，Ce一TZP/A

单 冠饰 瓷后 的断裂模 式更 为有 利 ，当 Y
一TZP单 冠 的

饰 面 瓷 破 坏 时 支 架 也 发生 了彻 底 损 坏 。 而 绝 大 部 分

的 Ce一TZP/A 单 冠 发生饰 面 瓷破 坏 时 ，支架 能够保

存 完 好 。

目前 尚没 有 关于 Ce一TZP/A 纳 米复 合 体 支 架

FDPs的临床研 究能够 证 实上 述这 些实验 室 发现 。本

病 例 系 列 的研 究 目的在 于评 估 饰 瓷后 Ce一TZP/A 纳

米复 合体 支 架 用 于 后 牙三 单 位 FDPs的 临 床效 果 。

将 8名符合如下标准的普通健康病人纳人研究 :

一
颗上领 或下领 的前磨 牙或磨 牙缺失 ，修复治疗 前

牙周健康 、菌斑控制指数(PCR)<30% ，基牙的牙周

袋探诊深度(ppDs)镇 4mm。

需要 时进行 牙周 、牙髓 治疗 。

病 人接受全面的 口腔保健 ，在指导 下 口腔卫生

能够保 持在较高水平 。将有不 良口腔 习惯例如磨 牙

症 、紧 咬牙的病 人排 除。

修 复 过 程

4名 病 人 由有 经 验 的 临 床 医师 治 疗 ，另 外 4名 病

人 由本 科 生 在 有 经 验 的 临 床 医 师 严 格 指 导 下 进 行 治

疗 。按 照 金 属 烤 瓷 修 复 体 的标 准 进 行 操 作 。治疗 细 节

将 另外 发表 ，其 中包 括 关于基 牙预 备 过程 的简要概 述 。

基 牙 预 备 如 下 进 行 (图 1):

肩 台 宽 度 lmm ，前 磨 牙 、磨 牙 聚 合 6
。一10

。
，

殆 面 预 备 量 1.5一2.Omm 。
一
些 牙 本 质 缺 损 不 能 达

到 上 述 预 备 标 准 的 病 例 中 ，为 了保 证 良好 的 基 牙 外

形 ， 以复 合 树 脂 (Syntac classic/Tetric classic，

Ivocl盯 VI Va de nt )堆 核 。基 牙 预 备 完 成 后 ，在 活髓

牙 表 面 涂 布 粘 结 系 统 (Syntac， Ivoclar vivadent)。

聚 醚 印模 材 (Permadyne ， 3M ESPE) 制 取 上 下 领 的

基 牙 印模 。临 时 复 合 树 脂 材 料 (Pr o Temp，3M ESPE)

制 作 临 时 修 复 体 ，使 用 不 含 丁 香 油 的 暂 时 粘 结 剂

(Freegenol，GC Arnerica)粘 接 。

材料和方法

研究设计和病人选择

本前瞻性病例系列研究所采用的治疗程序和材

料均经过 了当地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同时征得了病

人的同意。

修 复 体 的 制 作 和 粘 结

扫 描 工 作 模 型 (HISca n，Hint
一Els)、设 计 适 合 的

支 架 (图 2)。采 用 预 烧 结 Ce一TZP/A 纳 米 复 合 体 瓷 块

(Nanoz ir，Hin t
一El s)。 使 用 CAD/CAM 切 削 设 备

(hicut，Hint
一Els )制 作 支 架 ， 随 后 在 专 用 烤 瓷 炉

(hiThe rm ，Hi nt 一Els)中致 密 烧 结 。由
一
名 牙 科 技 工 用

普 通 烤 瓷 炉 (D4，Dekema)对 支 架 进 行 饰 瓷 (Vintage

zR，Shofu) 。烧 结 程 序 按 照 饰 瓷 厂 商 的 要 求 设 定 。饰

瓷 到 氧 化 错 冠 边 缘 的 FDPs (图 2、 图 3)。

粘 结 前 清 洁 基 牙 (clean Polish，Kerr Hawe)。

FDPs内表 面 使 用 酒 精 清 洁 ， 随 后 硅 烷 化 (Cl ea rfil

Porcelain Activator，Kuraray)。按 照 厂 商 要 求 ，使

用 树 脂 粘 结 剂 (Panavia TC，Kuraray)粘 固 FDPs

(图 3)。 对 于 需 要 调 哈 的 病 例 ，用 抛 光 轮 (Sof
一Lex

Po p
一on Di scs，3M EsPE)将 调 殆 后 的表 面 精 细 抛 光 。

。同「1。 学继续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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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预备完成的FD尸固定桥基牙胎面观 基牙外形呈卵圆形

粘 结 后 即 刻 及 随 访 检 查

粘结 后 即刻 、2周 、3个月 、6个 月 、12 个 月 ，从

技 术 和 生 物 学 方 面评 估 修 复 体 的效 果 。

技术评 价 :FDPs技 术方 面 的等级 评 估 采 用 美 国

公 共卫 生 署(USPHS) 标 准 。每 次 随访 均 以高 戮 度 的

A类 硅橡 胶 (PresidentJet， Colt己ne)制取 FDPs的

印模 ，分析 饰面 瓷表 面 随时 间推 移 所 发生 的变 化 。使

用环 氧树 脂 灌注模 型 ，力 求精 确地 复 制 FDPs 。扫描

电镜 (SEM CS4，Camscan)分析 复 制后 的模 型表 面 ，

放 大倍 数 为 5000 倍 。

生 物学 检 查 :修 复 体 粘 固后立 即评 估 基 牙(实验

组 )和对 照 牙 的生 物学 指 数 。每 个 牙选 取 6个点 ，分

别评 测菌斑 控 制指数 (PCR)、出血指 数 (BOP)、牙周

袋探 诊 深度 (PPD)。用二 氧化碳 检 测 FDPs基 牙和对

照 牙 的牙髓 活 力 。在 修 复 体 粘 固后 即刻 、6个 月 、12

个 月 进 行 X 线 片检 查 。

治疗 后 的数 据 收 集 表 格 、X 线 片 、临 床 照 片被

存 档 。

最 后调 查病 人对 修 复 体美学 、功 能 的满意 度 ，回

答 选 项被 限定 为
“
是
”
或
“
否
”
。

结果

图 2 饰 瓷 到氧化 错 冠边 缘 的 Ce
一丁ZP/A纳 米 复合体 FO尸内

面观

图 3 采用树脂粘结剂粘固后的 厂Op夕卜观

8名 患 者 (4名 男性 ，4名女性 )的平 均 观 察 期 为

12 .8士 1.1个月 ，平均 年 龄 为 58.5土 5.6岁(49
一69

岁 )。8个 FDPs均 在 下领 ，其 中 3个修复 前磨 牙缺 失 ，

5个 修复 磨 牙缺 失 。

观 察期 内 FDP均 未 发生 失 败 ，保 存率 为 100 %。

饰 面 瓷 与 支 架 均 未 发生 破 坏 。 饰 面 瓷 和 支架 表 现 出

了 良好 的 临 床 稳 定性 。

技 术评 估 显 示 在 观 察 期 内修 复 体 始 终保 持 在 较

高 的 USPHS等级 (表 1)。随着 时 间的推 移 ，修 复 体

的边 缘 完整性 、咬合磨 损 方 面 的评级 略有 降低 ，评 级

较 低 的 FDPs数量 增 加(表 1)。

修 复 后 12 个 月 随访 发 现 l例 FDP的饰 面 瓷(评

级 C) 发生 了咬合磨 损(表 1、图 4、图 sa)。使 用 SEM

认 真 分析 FDP的树 脂 复 制模 型 ，区分 临床 可 见的表

面粗糙 和潜 在 的瓷表 面 (剥 脱 )缺 陷(图 sb和 c)。分析

结 果 显 示 ，表 面粗糙 明显 是 由咬合磨 损 ，而非 瓷剥 脱

所致 (图 sb和 c)。

修 复后 12 个月 ，修复 体 的边 缘 适 合性 发生 改 变 ，

其 中 8个 FDPs中的 6个探 针探 查 时边 缘 处于 临 床可

.卿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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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8个 FDPs的 USPHS等 级 分 布

摘 睿洲
0

敷诀藻黔碱{
支架的完整性

饰面瓷的完整性

咬合磨损

边缘适合性

解剖形态

8 0 0 0

3 0 0 0 O

臻

0

0

0

0

熟

co

co

co

5

5

图4 粘结后 1年 厂0尸的胎面观 可见近 中颊尖的咬合磨损面 图 5a 粘结后 1年 F。尸的颊面观 .方块所示处为咬合磨损面

(如箭头所示 )

图 5b 图 5a 中FOP的咬合磨损区域 sEM下的整体观 镜下可

见 明显的咬合磨损面 (初始放大倍数 x，00)

图 sc 图 5匕的 SEM细节观 。可见饰面瓷 的粗糙 表面清晰可见

(初始放大倍数 x5000)

接 受 水 平 (评 级 ”)。

FDI怡的生 物学 评 价结 果 显 示实验 组 和对 照组 在

粘结 即刻和 随 访时 的 PCI之、BOP、PPD均值 均 无 显

著性 差 异 (表 2)。所 有病 例 均 未 发生 继 发龋 。

只 有极 少 的生 物学 问题 被 发现 。
一
名患 者 在 修

复体粘 固后 出现 了基牙敏感 ，但 6个月后敏感消除。

另外 ，12 个月随访 时发现 1位病 人的基牙出现 了牙

周 问题 ，基 牙(第二磨 牙)的 PPD为 llmm。重新制

作修复体期 间对患 牙进行 根管治疗 ，以消除牙周牙

髓 联合病变 。

中国「:腔衅 继续教育杂志 炙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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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粘结后即刻与 12 个月随访时的生物学指数的均值和标准差

PPD(mm )

BOP

PCR

BO尸和 尸c日的 单 位 是 十/一

2.5 士 0.8

0 1士 0.1

0 2 士 0 3

2.6 士 0.8

0.2 士 0.2

0 1 士 0 1

2.4 士 0.4

0.寸 士 0.了

0 2 士 0 4

2.6 士 0.6

0.了 士 O 了

0 2 士 0_2

(+
= 1

一 = O )

讨 论

修复 后 12 个 月 Ce一TZP/A纳 米复合 体 FDPs的

保 存率 为 100 %，局 限于 本病例 系列 ，可认 为这 种新

型 支 架 材料 临 床 效 果 可靠 。饰 面 瓷 与这 种 新 型 氧化

错 陶瓷 的 匹配性 良好 ，未 发生 剥 脱 和 碎 裂 。

在 本病 例 系 列 中氧化 错 支 架 的研 究 结 果 与 其 他

几 篇 关于 氧 化 错 作 为 后 牙 区支 架 材 料 的研 究结 果 相

一
致 ，那些研究报道 氧化错 FI〕Ps的保存率为 98 .8%

一

100%，然 而那 些研 究 的观 察 期 长达 5年 。所 以为 了

证 实 之 前 的实 验 结 果 ，本 病 例 系列 研 究 还 需 要 延 长

FDPs的观察 期 、并增 大 Ce一TZP/A 纳 米复 合体 为

支架 的修复 体 的样 本量 。另外 ，有必 要将 Ce一TZP/

AFDPs 的 目前结 果 与 金属烤 瓷 FDPs (金标 准)做 进
一

步 的对 比研 究 。两 项 荟 萃 研 究 (译 者 注 :原 文 Meta-

analysis
一
词 的意思 是 more comprehensive，即更

加 全 面 的综 合 或超 常 规 。 国 内译 为 元 分 析 或荟 萃 分

析 。这 些 名称 都表 示这样
一
个概 念 :即对 以往 的研 究

结 果进行 系统 的定量 分析 )报道 修复 后 10 年 金属烤 瓷

FDPs的失败率分 别为 8%和 10%。这 些数据 已成 为

评 价新 型 FDP的标 准 。

除 了支 架 优 良的机 械 强 度 外 ，饰 面 瓷 的稳 定 性

是 临 床 成 功 的 另
一
个 前 提 。先 前 的研 究 显示 饰 面 瓷

的剥 脱 和碎 裂 是 Y一TZP修 复 体 失 败 的最 主要 原 因 ，

本病 例 系 列 中饰 面 瓷 未 发生 剥 脱 ，可 以认 为 非 常 有

发展 前景 。金瓷 或氧化 铝 瓷 FDPs 饰 面 瓷 的 出现 问题

的几率 低于铅 基 FDPs 。临床研 究 报道 金属 烤 瓷修 复

体 的饰 面瓷剥脱 和碎 裂 的发生率 仅为 2.5%。而玻璃

渗透 氧化 铝 FDPs修 复 治疗 后 5年 内未 见 饰 面 瓷 失

败 。然而 Y一TZP支 架饰 瓷 后 的瓷剥 脱 率 浮 动 较 大 。

一
项研 究报道 5年 的瓷剥脱率 为 15.2%，另

一
项研 究

报道 2年 的瓷剥脱率 为 巧%。还 有
一
项研 究 采用 了基

础 型饰 面 瓷 ，修复 治 疗 后 18 个 月 FDPs的瓷 剥 脱 率

仅 为 4.3%。与早 前 的这 些 氧化错 饰 面 瓷研 究结 果对

比 ，本病 例序 列 未见 饰 面 瓷 的剥 脱 和 碎 裂 ，其 原 因考

虑 为 本研 究 观 察 的样 本量 较 小 。

先 前 的 实 验 室 研 究 结 果 提 示 应 谨 慎 选 择 Ce-

TZP/A纳 米复 合体 的饰 面 瓷 。基 于最 近 的
一
项 实验

室研 究 ，在 Ce一TZP/A纳 米复合 体 表 面烧 结 Vi ntag e

ZR饰 面 瓷 ，对 复合 体 加 载模 拟 殆 力 。 12 个 月后有 3

个 FDPs出现 了中等程 度 的 咬合磨 损 ，其 中 l个 FDPs

达 到 了临 床 不 可 接 受 的 水 平 。 这 与 先 前 报道 的研 究

结 果 相
一
致 。在 给 出本病 例 序 列研 究 中饰 面 瓷 与 新

型 支 架 材 料 匹配 性 的最 终结 论 之 前 ，需 要 进 行
一 些

类似 于 那些 Y一TZP支架研 究 的 ，长观察 时 间 、大样

本量 的实 验 。最 后 ，FDPs的生 物学 检 查 结 果 良好 ，

这 与 之 前 的研 究 发 现 相
一
致 。

由此 本 文证 实 修复 后 1年 内 Ce
一TZP/A 纳 米复

合 体 支 架 用 于 后 牙 三 单 位 FD尸s的 临 床 效 果 与 Y-

TZP支架 相 似 。

结 论

修 复 治 疗 后 12 个 月 的 随访 证 实 ，Ce
一TZP/A 纳

米 复 合 体 是 后 牙 FDPs可 靠 和 有 发展 前 景 的 支 架 材

料 。然 而 ，确 认 上 述 结 论 还 需 要 纳 人 更 多 的 患 者 ，并

进 行 长 期 的 临 床 随 机 对 照 观 察 实 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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