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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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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种植义齿（又称为人工种植牙）临床远期成功率不断提高，已成为牙列缺损和牙列缺失

的主流修复技术。但相对于传统的修复方式，种植义齿费用高、患者期望程度高，如果出现

种植体或上部修复体的失败，不仅会对患者造成经济上的损失，也会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

影响。患者种植修复后的维护对于种植义齿长期良好使用十分重要，因此制定种植义齿维护

相关的指南与规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指南在参阅相关文献、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内容为种植义齿患者的自我

维护及专业维护，不但适用于永久种植修复义齿，种植临时义齿的维护同样适用；目的是为

口腔医师与种植义齿患者提供相关的指导，延长种植义齿的使用寿命，提高种植义齿患者的

生活质量，节约医疗资源，减少社会经济负担。本指南将在临床推广与应用中不断完善，在

未来的循证证据支持下定期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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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牙保健与维护指南 

1 范围 

本指南给出了关于种植义齿患者自我维护与专业维护的要点、内容与方法。 
本指南适用于从事口腔种植相关医师的培训、考核及临床应用参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种植义齿 Implant supported denture 
又称人工种植牙，是一种以植入骨组织内的下部结构为基础来支持、固位上部修复体的

缺失牙修复方式。 
3.2 骨结合 Osseointegration 
有生命力的骨组织与种植体表面在结构和功能上的直接接触或连结，在种植体与骨组织

之间没有纤维结缔组织存在。 

4 种植义齿患者自我维护 

4.1 种植义齿患者的口腔健康宣教   

对于种植义齿修复的患者，口腔健康宣教应贯穿治疗始终，让患者明确接受种植义齿应

该采用正确的方法坚持终身精心维护，定期复诊，摒弃一劳永逸的思想。医师可针对种植义

齿患者的自身情况进行宣教与督促，例如控制吸烟、控制血糖、定期洁治等。 

4.2 种植义齿患者自我维护的方法   

患者戴用的种植义齿修复方式不同，所采用的自我口腔维护方式也不相同。 
4.2.1 种植体支持的固定义齿 建议采用刘洪臣教授提出的“一刷、二通、三冲” 的方法

[1]，以达到种植义齿及周围组织清洁的目的： 
一刷：以正确的方法刷牙，每天至少2次，每次至少3分钟，同时应该包括对种植义齿颊

（唇）面、舌（腭）面的清洁。 
二通：应用牙线、牙间隙刷等工具彻底清洁种植义齿的邻间隙，将每个牙齿或冠的邻面

清洁干净。 
三冲：在上述两个步骤完成之后，利用冲牙器等工具将种植义齿每个缝隙冲洗干净，同

时也应将各个间隙角落的种植义齿周围组织冲洗干净。 
4.2.2 种植体支持的覆盖义齿 此类义齿均应按照常规可摘义齿的方法进行义齿清洁[2]。

在教会患者如何摘戴的基础上，一般要求患者分两部分进行，首先将上部可摘义齿摘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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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软毛牙刷彻底清洁义齿所有的面和间隙，随后患者应用牙刷、牙线、牙缝刷等按照固定义

齿的方法清洗口内的附着体基台，特别要求患者仔细认真清洁种植体与义齿的连接部分。老

年行动不便者或残障者可由亲友或护理人员帮助取下义齿，完成义齿及口腔清洁后戴入。 

5 种植义齿的专业维护 

种植义齿的专业维护应该建立在患者定期复诊基础之上。一般在种植体上部的修复体完

成后，患者即应开始定期复诊，建议患者在永久修复后3个月、1年进行复诊，第1年后常规

定期每半年到1年复诊1次，以期早期发现相关问题或隐患，及早处理。但复诊时间及次数并

非固定不变，如果患者有种植体周围疾病，或是种植体周围组织疾病的高风险患者，例如糖

尿病患者、有侵袭性牙周炎病史患者等，则建议适当增加复诊频次[3-5]。 
医师应对种植义齿患者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口腔检查，涉及口腔卫生维护情况、软硬组

织、种植体、上部修复结构、余留牙等。随后根据检查结果对患者种植义齿的状态作出判断

并给予专业的临床指导意见。 

5.1 种植义齿患者复诊检查步骤与内容 

5.1.1 问诊 
首先通过问诊了解患者全身疾病史用药史与口腔治疗史的变化，确保对患者相关情况的

掌握，及时发现相关的高危风险因素。其次询问患者种植义齿的使用情况，是否有不适症状，

在后续的维护中也方便进行重点检查。 
5.1.2 口腔卫生评估 
详细评估患者的口腔卫生情况，检查是否有菌斑、软垢、牙结石及存在部位，及时发现

患者自我口腔维护中的不足，督促口腔卫生不佳的患者提高口腔卫生状况。 
5.1.3 软组织检查 
1) 软组织颜色、形态与质地 首先观察种植体周围软组织，若存在红肿、瘘管、溢脓

等情况，则说明种植体周围存在炎症状态，应及时明确病因，进行相应处理。因前

牙区对于红色美学要求较高，对该区的检查还应注意种植牙周围牙龈组织的轮廓，

位置是否与邻牙相协调，牙龈乳头充盈程度等。 
2) 探诊 临床探诊是检测种植体周围组织的重要且可靠的诊断方式。可用牙周探针从

近颊、颊、远颊、近舌、舌和远舌部进行轻微的力进行探诊，一般不超过0.25N，

且推荐使用塑料或钛探针[6-8]。记录探诊深度、是否有探诊出血。健康的种植体周

围的探诊深度通常小于4mm、且轻力探诊无出血[8]。 
5.1.4 骨组织检查 
建议患者每年拍摄一次根尖片检查种植体周围骨水平，尤其是当患者存在探诊深度增加、

附着丧失等表现时。对于口腔中存在多颗种植体，可拍摄全口曲面断层片进行整体对比观察。

必要时可视情况采取CBCT检查对种植体周围骨组织进行全面评估。 
5.1.5 种植体检查 
检查种植体的动度，如发现松动，需明确种植体松动的原因。如果种植体及上部修复体

可整体移动，则认为种植失败并且尽早去除种植体。对于多单元的固定修复体，尤其应该仔

细检查，以防有松动的种植体动度被掩盖。 
5.1.6 修复体检查 
首先检查修复体的完整性，是否有崩瓷、断裂、变形等；其次检查连接、粘接状况，是

否有松动、脱落；随后检查修复体的邻接情况，是否有邻接过松或过紧；最后检查修复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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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合情况，是否有咬合高点、干扰等。对于种植支持的可摘义齿，应仔细检查修复体是否有

变形断裂、就位困难、固位力下降、稳定性欠佳等情况。 
5.1.7 余留牙情况检查 
对于种植义齿患者的专业维护还应全面检查患者的口腔余留牙情况[9]，如果发现有未控

制的牙周炎、根尖周炎、龋齿等，应指导患者妥善及时就医治疗，避免影响种植义齿。 

5.2 种植义齿相关疾病诊断与治疗 

根据前述的检查结果，医师应对患者的种植义齿的状态进行判断，根据相应的状态，选

择不同的维护方案。一般分为健康种植义齿、生物学并发症（种植体周围黏膜炎、种植体周

围炎）、机械并发症（种植体折裂、基台折断、螺丝折断等）、修复并发症（崩瓷、食物嵌

塞、修复体松动等） 
5.2.1 健康种植义齿及随访维护 
如果患者种植义齿咬合良好，周围黏膜组织健康，无边缘骨吸收或只有正常生理范围内

的骨吸收[10]，则认为是健康的种植义齿，口腔医师应继续督促、鼓励患者继续进行良好有

效的口腔卫生维护，并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下一次患者进行复诊的日期。 
对于有些患者，如检查发现种植义齿周围有菌斑或结石堆积，但临床不足以诊断为种植

体周围疾病的，临床医生可借助专用的洁治器等帮助患者进行种植义齿清洁，对种植义齿进

行常规维护，保证种植义齿的长期健康。 
常规的专业维护方法主要有：采用碳纤维洁治工作端或塑料材质工作端对种植义齿进行

清洁；检查咬合情况，消除咬合干扰；局部冲洗上药等。 
5.2.2 种植体周围黏膜炎 
种植体周围黏膜炎是种植体周围软组织内的局限性炎症病变，并无进展性骨质丧失。临

床上常可见龈缘红肿或溢脓，伴有轻力探诊出血[10-13]。常见的治疗方法有： 
1) 机械清创[11, 14-16]：推荐机械清创作为治疗种植体周围黏膜炎首选。机械清创可采用

手用刮治器或者超声洁治器。清洁的部位包括种植体龈上、龈下，种植体颈部及基

台。一般不使用不锈钢材质器械或工作尖。推荐使用钛、碳纤维、聚四氟乙烯和塑

料材质等[11, 17]。清创后可配合抛光，以减少菌斑的再定植。 
2) 抗菌药物：抗菌药物应用一般作为辅助手段，可视情况采取不同的应用方法[18, 19]。

包括杀菌剂、局部应用抗生素、全身应用抗生素。局部应用药物常见的有氯己定漱

口水、含抗生素的凝胶，过氧化氢溶液；全身应用药物主要有四环素类、阿莫西林、

甲硝唑、环丙沙星、磺胺类药物等。 
3) 激光：具有作用范围广、杀菌能力强、安全、微创等优点，常见的激光有二极管激

光、二氧化碳激光、铒激光等[20, 21]。 
4) 光动力疗法：是利用可见光、近红外或紫外光驱动，通过光敏剂产生光化学反应，

产生氧自由基,从而有效杀灭相关的致病菌[22]。光动力疗法具有微创、低毒副作用、

可以保护种植体等优点。 
5) 喷砂：利用空气动力结合喷砂粉喷向种植义齿、基台去除菌斑，可达到手工器械及

超声器械不宜达到的部位[23, 24]。 
相关证据表明，机械清创无论是否配合使用辅助的抗菌药物等措施，都可以显著的改善

种植体周围组织的炎症，显著降低探诊出血[11, 25, 26]。因此对于种植体周围黏膜炎，推荐首

选机械性的清创洁治术，再根据患者的自身特点，恰当地决定是否辅助用药和（或）其他辅

助治疗方式[27]。 
5.2.3 种植体周围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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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体周围炎是种植体周围硬组织和软组织的进展性和不可逆性疾病，表现为骨吸收、

骨结合减少、种植体周袋形成，种植体周探诊出血，甚至溢脓等表现[10, 13, 28]。对于种植体

周围炎的治疗可分为非手术治疗与手术治疗。 
1) 非手术治疗：非手术治疗的方法同种植体周围黏膜炎类似。种植体周围炎非手术治

疗的基础是通过对种植体表面进行清创来清除粘附的生物膜，控制感染。可以采用

特殊材质的刮治器械或者是超声装置器械，配合激光、药物等辅助治疗。如果种植

体承受咬合力过大，可进行适当的调牙合治疗。 
2) 手术治疗：种植体周围炎的手术治疗可以建立有助于种植体表面机械清创或化学 

去污的路径，也可以借助相关材料与技术，实现种植体周围骨的再生。目前主要的

手术类型[16, 23]有： 
    翻瓣术：通过翻瓣术可以直视条件下去除炎性组织，并通过各种方法清洁种植体表面。

此种方法适用于种植体周袋较浅的情况，或者是美学区域较浅的水平骨缺损，可以保存软组

织，防止种植体过度暴露影响美观。 
切除性手术：一般在非美学区使用，对于过深的骨上袋，通过切除炎性组织，消除过深

的种植体周袋，使患者容易自我清洁[29, 30]。 
再生性手术：再生性手术最适合于有利于成骨的骨缺损类型，如三壁或四壁骨缺损等[31]。

一般是在翻瓣后去除肉芽组织炎性组织、处理粗糙表面，消毒种植体表面，在缺损处放入骨

移植物、替代材料，覆盖胶原膜后复位缝合。一般当种植体存在完整骨壁的骨下袋，使用再

生性手术可以明显的改善临床症状，并有利于维持软组织水平[28]。 
临床非手术治疗只用于轻度的种植周围炎（一般边缘骨吸收≤3mm），而当对于中重度

种植体周围炎（＞3mm）或非手术治疗无法取得有效的改善时，建议考虑非手术治疗配合

手术治疗[32]；对于骨吸收严重（剩余骨高度＜1/3种植体长度）的种植体，建议拔除, 如果

此位点将来需要再种植，则可视情况创造再种植条件。 
5.2.4 种植体松动 
如果临床检查患者种植体已经松动、骨结合丧失，或并未形成有效骨结合，应及早取出

种植体，彻底清创后择期重新种植。也可视具体情况同期进行骨增量手术，为下一步种植治

疗创造有利条件。 
5.2.5 种植体及上部修复机械并发症 
患者的种植修复体出现问题，应及时处理，避免影响患者的正常使用，甚至造成种植体

或者其他部位的损害[33]。部分种植修复并发症例如崩瓷等与常规修复方式的处理相类似，

故不在此指南中赘述。 
种植体折裂：种植体折裂一般与种植体植入位置不佳、修复体非被动就位、负荷过大、

种植设计不良、种植体金属疲劳等有关[34]。对已发生折裂的种植体应考虑完全取出，择期

重新种植修复。 
基台、螺丝折断：如果基台折断，则可用配套的扭矩扳手将螺丝拧下，重新取模制作上

部修复体即可。如果基台断裂端较深，或基台连接设计为莫氏锥度时取出相对难度较大，可

用超声震荡、专用工具、切磨显露基台断端等方法取出
[35, 36]

。对于螺丝折断，可以根据情

况选取尖探针、超声震荡、专用工具等取出，注意勿伤及种植体内部螺纹。如确实无法取出，

可以考虑直接取出种植体然后再重新植入
[35]

。 
食物嵌塞：是种植修复后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常发生于后牙区。仔细分析食物嵌塞的

原因，如果是因为其修复体制作不良，未建立良好的邻接关系，应对修复体进行修改或是重

新制作；由于面形态不良，在不影响修复体质量的前提下，可适当做少许磨改，如修去过

锐边缘嵴，加深颊舌沟，以利于食物排溢；对于因对颌充填式牙尖造成的，应适当调磨对颌

牙尖并教会患者使用牙线、间隙刷等工具进行自我维护，必要时可以正畸调整对颌牙齿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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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永久修复[37-39]。部分患者也可能因为种植义齿龈乳头高度不足而引起水平型食物嵌塞，此

时应做好患者的口腔健康宣教。应注意的是，食物嵌塞也可能发生在修复体戴入后数年，其

原因一般是由于天然牙的生理性移位或者修复体与天然牙的不均匀磨耗引起，如果有此类情

况，建议叮嘱患者仔细做好嵌塞位置的自我清洁，必要时重新制作修复体。 
修复体出现松动、折断、变形：检查是否存在应力集中、修复体被动就位不足的情况，

种植-修复的整体设计是否合理，排除问题后视情况再决定处理措施：对于完好的粘接固位

的修复体取出重新粘接；螺丝固位的修复体重新上紧螺丝；或重新设计制作修复体。应仔细

检查并消除应力集中及咬合负载过大的地方，确保修复体达到良好的被动就位。。 
种植可摘修复体固位不良或不稳定：仔细检查修复体，根据修复体的固位方式，进行相

应的调整或修改。必要时需要重做修复体。 

5.3 种植义齿专业维护总结 

根据种植义齿患者的复诊检查情况，医师应为患者进行不同内容的专业种植义齿维护： 
1） 健康的种植义齿：常规对患者进行口腔卫生宣教，必要时可对种植义齿局部进

行洁治或冲洗上药，预防种植体周围疾病的发生。 
2） 种植体周围黏膜炎： 对发生种植体周围黏膜炎的位点进行非手术的治疗，方法

包括洁治、激光、喷砂等；增加复诊的频次，同时对患者进行口腔卫生宣教，

及早控制炎症，防止向种植体周围炎发展。 
3） 种植体周围炎：对此类患者可根据前述的治疗方法，选择非手术治疗及手术治

疗的方法；对于严重的应及时拔除种植体并创造再种植条件；加强对患者的口

腔卫生宣教。而对于已经控制的种植周围炎的患者，可根据情况适当缩短复诊

周期，并常规进行种植义齿维护，防止种植体周围炎进一步发展，最大程度保

留骨组织。 
4） 机械或修复并发症：可根据具体情况积极对症治疗，并寻找发生原因，恢复义

齿形态及功能，维护患者的咀嚼与美观，配合口腔卫生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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