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11.060.01 

CCS C05 

中华口腔医学会 

团  体  标  准 
T/CHSA 014-2021 

                                                                 

 

 
牙体及牙列缺损固定修复的口内数字化 

印模制取专家共识 

Expert consensus on intraoral digital impression making  

for fixed restoration of tooth and dentition defects 

 

 

 

 

 

 

XXXX-XX-XX 发布                              XXXX-XX-XX 实施 

                                                              

中华口腔医学会    发  布 





T/CHSA 014-2021 
 

 I 

目    次 

 
前言 ...................................................................................................................................................................... II 
引言 .................................................................................................................................................................... I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口内数字化印模的应用范围 ........................................................................................................................ 1 

4.1 数字化印模的适应证 ............................................................................................................................... 1 
4.2 数字化印模注意事项 ............................................................................................................................... 2 

5  口内数字化印模的硬件、软件要求 ............................................................................................................ 2 
5.1 主要组成 ................................................................................................................................................... 2 
5.2 主要类型 ................................................................................................................................................... 2 
5.3 扫描原理 ................................................................................................................................................... 2 

6  口内数字化印模的器械准备与消毒 ............................................................................................................ 2 
6.1 扫描仪准备 ............................................................................................................................................... 2 
6.2 环境准备 ................................................................................................................................................... 3 

7  数字化印模的术前口腔准备 ........................................................................................................................ 3 
7.1 牙体预备 ................................................................................................................................................... 3 
7.2 扫描前一般操作 ....................................................................................................................................... 4 

8  口内数字化印模的基本操作程序 ................................................................................................................ 4 
8.1 口腔准备 .................................................................................................................................................... 4 
8.2 直接数字化印模的制取步骤 ................................................................................................................... 4 
8.3 扫描过程注意事项 ................................................................................................................................... 5 

9  牙体、牙列缺损数字化印模的要求 ............................................................................................................ 5 
9.1 数字化印模的基本要求 ............................................................................................................................ 5 
9.2 数字化印模的特殊要求 ............................................................................................................................ 5 

参考文献 .............................................................................................................................................................. 6 

  



T/CHSA 014-2021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指南由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修复学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华口腔医学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武汉大学口腔医院、中山大学附属口

腔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蒋欣泉，黄慧，牛丽娜，程蕙娟，黄庆丰，孙健，胥春，顾晓宇，曾德良。 
参与起草人：陈吉华，刘洪臣，张富强，王贻宁，周永胜，于海洋，黄翠，李鸿波，赵克，吴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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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随着口腔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和 CAD/CAM 的不断普及，临床上数字化印模的应用已经越来越

普遍。和传统印模技术相比，数字化印模的主要优势在于可实现口腔修复技术的全数字化流程；对于

冠桥修复的扫描精度高，节省时间和材料，有利于环境保护；便于数据的存储和保留，而且有利于医

患沟通；合理和规范地使用现有数字化印模技术可提高患者的舒适性和满意度。数字化的修复技术是

口腔修复学的发展方向并将逐步取代传统的修复治疗模式。 
传统印模技术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当前印模材料基本能够很好地再现牙齿的细节，但也受到

患者口腔局部环境及医生操作细节的影响，许多送往技术室的印模仍有缺陷，如何提升并实现高精度

的口腔印模，完成更加精细的修复治疗，一直是口腔临床医生、技师和口腔材料研究者追求的目标。 
数字化印模(口内扫描仪)最早是在 19 世纪八十年代由瑞士牙医 Werner Mormann 引进口腔修复学

领域，近十年来随着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的进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很多口腔医院、牙科诊所和数字化

加工中心配备了口内扫描仪，在临床工作中使用口内扫描仪的口腔医生越来越多，但由于至今没有一

份针对这项新技术的操作指南，临床医生只能遵循各个厂家提供的指引。由于市面上的口内扫描仪设

计时所基于的成像原理不同，各品牌口内扫描仪的临床操作流程有一定的差异。并且在临床操作中还

面临患者不同口腔环境的影响，及不同操作者临床技能的差异。上述这些影响因素都会对数字化印模

的精确度和准确度产生影响。 
因而，基于现有技术水平和临床路径，对口内数字化印模的软硬件配备、器械准备和消毒、口内

扫描操作流程；不同牙体、牙列缺损类型及不同修复方式的印模特点；特殊口腔环境下的印模方法；

数据存储与处理，以及数字化印模的精度评价和质量控制等进行梳理和规范，具有明确的临床意义和

现实紧迫性，对提高数字化印模的精度，充分发挥其优势，并规范和扩展临床应用范围，实现固定义

齿修复的全数字化流程具有临床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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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体及牙列缺损固定修复的口内数字化印模制取专家共识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牙体及牙列缺损固定修复的口内数字化印模制取专家共识。 
本文件适用于牙体缺损、牙列缺损、畸形牙或过小牙、牙间隙、轻中度牙色异常、轻度牙列不齐的

修复。此外，多颗牙松动度大的牙列，传统印模会对牙齿造成挤压移位，影响印模精确度，因此可以尽

量选择数字化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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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和修复原则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字化印模 digital impression  
数字化印模是一种使用数字化技术获取口腔、牙齿或其他物体表面形态的方法，通过数字化处理

将其转换成数字模型。数字化印模可以用于牙齿修复、种植手术、矫正治疗等领域。该定义来自于中

国国家标准《口腔数字化印模技术规范》（GB/T 34785-2017） 

3.2  

牙体缺损 tooth defect 
牙体缺损时指牙体硬组织不同程度的外形和结构的破坏、缺损或发育畸形，造成牙体形态、咬合

和邻接关系的异常，影响牙髓和牙周组织甚至全身的健康，对咀嚼、发音和美观等也将产生不同程度

的影响。 

3.3  

牙列缺损 dentition defect 
牙列缺损是指在上颌或下颌的牙列内有数目不等的牙缺失，同时仍余留不同数目的天然牙。 

4 口内数字化印模的应用范围 

4.1 数字化印模的适应证 

目前数字化印模固定修复的主要修复体类型为：贴面、嵌体、高嵌体、全冠、桩核冠（桩冠）、固

定桥，见表 1。 
表 1 采用口内数字化印模技术进行固定修复的常见适应证 

适应证/修复类型 贴面 嵌体 高嵌体 全冠 固定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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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体缺损 √ √ √ √  
畸形牙或过小牙 √   √  

牙间隙 √   √  
轻、中度的牙色异

常 
√   √  

轻度牙列不齐 √   √  
牙列缺损     √ 

 

4.2 数字化印模注意事项 

4.2.1 严重张口受限：开口受限可由颌面部创伤、肿瘤手术、唇裂、烧伤、放疗、颞下颌关节疾病、硬皮

病等因素导致。传统的口腔印模托盘难以进入患者口内进行印模制取，因此可以选择口腔扫描仪进行操

作。具体方法：首先判断口扫头能否进入口中，并保证口扫头离所扫描牙面约 2.5–5mm 的距离。如有

无法进入口内或存在扫描盲区等情况导致印模不准确，则不可使用口内扫描仪进行印模制取。 

4.2.2 扫描范围越长，误差越大。在五单位以上区域的数字化印模获取会显著降低扫描的精确度，临床

应谨慎选择。 

4.2.3 龈沟内龈沟液过多或出血不止：龈沟内液体过多会影响口扫时预备体表面的干燥条件，从而影响

数字化印模的精确度。如出血过多，可初步采用肾上腺素等药物止血，如仍不能止血，则需暂缓口扫，

待牙周情况稳定后再进行光学印模操作。 

5 口内数字化印模的硬件、软件要求 

5.1 主要组成 

口内数字化印模设备通常由手持扫描仪、配套软件以及计算机组成。 

5.2 主要类型 

目前临床上数字化印模主要以直接法为主，即口内扫描法，将扫描仪探头直接对牙齿和牙周软硬

组织进行近距离扫描并获取数据，然后在计算机上将数据转换为数字化模型，从而避免了传统印模材

料取模时引起患者不适或误食等现象。 

5.3 扫描原理 

非接触式扫描方式是通过用光学探头探测物体或实体模型的轮廓信息，通过光学感受器将捕捉到

的光学信号转换为计算机所能识别的数字化信息，通过处理转换成三维虚拟数字化结构图。它具有速

度快、精度高及重建后图像清晰和使用范围广等优点，但对于一些较大的倒凹仍然存在视野盲区。目

前临床上常用的光学扫描技术有共聚焦显微成像技术（如 TRIOS、iTero 系统等）、三角测量技术（如

CEREC 系统等）和主动波阵面采样技术等（如 Lava C.O.S 系统等）。 

6 口内数字化印模的器械准备与消毒 

6.1 扫描仪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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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精准的数字印模，应按厂家要求进行定期校准。系统启动后，扫描头按照厂家要求做防

雾化准备（例如预热）。 

6.1.1 扫描头的清洁与消毒：根据口腔器械消毒灭菌技术操作规范（WS 506-2016），扫描头属于中度危

险口腔器械，在每次使用后，均需对拆卸式扫描头进行清洁和消毒。使用清洁/消毒液清洁扫描头后，

确认扫描头镜片是否存在异物或污渍。清洁/消毒工作完成后，用无绒布仔细擦拭扫描头镜片，去除水

雾。将扫描头放入密封无菌袋中，将密封的扫描头放入高压蒸汽灭菌器，按照厂家设备说明书进行消

毒灭菌，或在使用时采用屏障保护措施(扫描头保护罩等)，达到灭菌或高水平消毒。高压蒸汽灭菌次

数可影响口内扫描仪扫描结果的正确度,且随着灭菌次数的增加,扫描的误差也呈增大趋势，因此需按照

厂家规定的扫描头高温高压灭菌次数，扫描头只可以在限定次数内重复使用，若超过推荐次数，请更

换扫描头，扫描头在丢弃前必须进行灭菌处理。 

6.1.2 扫描镜的清洁与消毒：扫描头的镜头是非常精密的光学元件。镜头的清洁度和表面状况极大影响

着扫描数据的质量，因此需注意预防镜子产生划痕。可以用干净的无绒布蘸取酒精，清洁镜子，反复

擦拭直至镜子上没有灰尘或纤维。在患者使用前，请确保镜子上没有异物或污渍。 

6.1.3 扫描仪主机的清洁与消毒：使用后，清洁并消毒扫描仪的所有表面，不包括扫描仪的前端（光学

玻璃）和末端（通气孔）。必须在关闭设备电源的情况下清洁主机，待清洁液完全干后再开启使用。正

常维持清洁时，可以使用柔软的布和消毒酒精。长期使用，扫描仪外壳会变黄，切勿用水直接清洗，

可用消毒酒精进行擦拭，切记不能让液体流入扫描仪内部和光学镜头。 

6.2 环境准备 

6.2.1 温度：IOS 制造商建议环境工作温度范围为 15 °C 至 30 °C，要保持恒定的温度，环境温度变化

对所测试 IOS 的准确性（真实度和精密度）产生不良影响。 

6.2.2 湿度：建议相对湿度范围为 10%-85%（无凝结）。如果扫描仪经历过巨大的温度或者湿度变化，

请在至少等待 2 小时后，扫描仪达到室温后，方能使用扫描仪。若凝结迹象明显，需要等待 8 小时。 

6.2.3 光源：建议按照设备出厂时的推荐光源操作，如未推荐明确光源，则尽量选择关闭牙椅上的口腔

灯。 

7 数字化印模的术前口腔准备 

7.1 牙体预备 

7.1.1 牙体预备要符合生物学、机械力学和美学原则。 

7.1.2 预备体需满足常规预备体的基本要求：边缘清晰明确、光滑连续，且尽量位于有牙本质支持的釉

质上；预备体在轴面就位方向上无倒凹；预备体点线角圆钝，防止出现应力集中；尽可能保留活髓，

并保留足够的牙本质厚度；桥体预备需保证共同就位道。 

7.1.3 数字化印模如与 CAD/CAM 全瓷修复数控切削技术联合使用，预备体最小外形尺寸处不得小于数

控机床切削车针的最小直径，以确保能够形成与预备体形态精准适合的修复体。因此可根据不同修复

体类型选择最小厚度，且需尽可能保证瓷的厚度均匀一致，避免出现瓷层厚度突然的变化。 

7.1.4 数字化印模可与数字化增材技术（又称 3D 打印技术）联合使用，目前常用于固定修复的 3D 打

印技术主要包括：光固化成型（树脂材料）、熔融沉积成型（蜡型制作）、选择性激光烧结（金属材

料）和选择性激光熔覆（金属材料）。在增材制备过程中，考虑修复体强度和成型的成功率，金属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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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需保证牙备厚度不低于 0.4mm，瓷修复体则应不低于 0.4-0.7 mm。如果材料存在聚合收缩或材料强

度不足，则应进一步适当增加牙备厚度。 

7.1.5 此外，由于牙体预备的邻面龈方边缘与邻牙过近会造成成像的“桥接效应”，邻面龈方边缘应与邻

牙界限分明，但可不扩展到邻面自洁区。 

7.1.6 由于齐龈及龈下的肩台预备会显著降低扫描的精确度，因此建议根据临床条件尽可能选择龈上肩

台设计。而扫描头位置的限制会进一步降低后牙远中肩台的扫描精确度，因此建议后牙远中肩台尽可

能采用龈上肩台设计。由于龋损、牙外伤等情况，在牙体缺损存在达龈下的特殊情况，此时不具备预

备龈上肩台或平龈缘肩台的条件。口内扫描仪扫描龈下局部区域会显著降低扫描精确度，因此可采用

排龈获取清晰的预备体边缘。但过深的龈下边缘即使暴露清晰仍存在精确性不足的情况。如牙体缺损

达龈下 1.5-2mm 时，则不建议使用数字化印模。 

7.1.7 预备体边缘的扫描成像精确度低于预备体表面，因此需特别注意牙体预备中边缘的平滑度，避免

局部凹口的出现。 

7.1.8 由于聚合度过低会造成扫描的精确度降低，在数字化印模的预备体中，预备体轴面的聚合度在

4°-12°范围内为良好。 

7.2 扫描前一般操作 

7.2.1 根据临床适应症选择拟实行口内数字化印模的病例。 

7.2.2 向病人解释操作流程，并向患者解释扫描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不适现象。 

7.2.3 扫描前按照厂家要求定期校准。 

7.2.4 开启扫描设备。铺好椅位套，请患者躺在牙椅上，调整椅位，安装三用枪头，给病人围铺巾。准

备吸唾器、口杯，及其他所需器械。 

7.2.5 扫描头属于中度危险口腔器械，在每次使用后，均需对扫描头进行清洁和消毒。按照厂家设备说

明书进行消毒灭菌，或在使用时采用屏障保护措施（扫描头保护罩等），达到灭菌或高水平消毒。 

7.2.6 戴上手套，检查病人口腔卫生，预备体表面干燥，边缘暴露清晰（必要时可以使用排龈线等），

无渗出、无遮挡。 

7.2.7 安装扫描头，避免手碰触扫描头扫描部分。 

7.2.8 口扫时，患者头部的高度应于术者肘部同一高度。扫描下颌牙时下牙咬合平面基本与地面平行，

扫描上颌牙时上牙咬合平面与地面约呈 45°– 90°。扫描体位，术者应在患者 12 点方向附近，口扫仪器

放置在利于观察屏幕的侧前方，执笔式平稳手持扫描头，注意不能阻挡通风口。 

7.2.9 关闭牙椅电源灯，保持镜头清洁，等待扫描镜头预热。 

8 口内数字化印模的基本操作程序 

8.1 口腔准备 

口内预备体需保持干燥，边缘暴露清晰，无渗出、无遮挡，必要时可以使用橡皮障、排龈线等。某些

情况下需要在扫描前对预备体表面进行喷粉。漱口后确保患者口内无异物和血液，必要时请先止血。

扫描过程需始终保持牙齿干燥，扫描前需用干棉球擦拭、用气枪吹干牙面，扫描时考虑使用吸唾器和

棉条保持牙齿表面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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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直接数字化印模的制取步骤 

整体扫描顺序：①工作牙列； ②对牙列； ③咬合关系。 

口内单牙列扫描顺序，建议按照设备出厂时的推荐路径操作。如未推荐明确操作路径，建议扫描

按以下顺序进行： 先围绕着基牙扫描① 咬合面；② 颊侧/舌侧；③ 邻接面。 

局部扫描时可参考先咬合面，后腭侧面，再颊面，最后邻接（先远中后近中）的顺序扫描。 

口扫如果遇到隔湿困难的情况也可从隔湿困难的地方开始扫描。 

每次扫描完，需对扫描图形进行修整，去除不必要的软组织图形。 

8.3 扫描过程注意事项 

8.3.1 扫描时要有稳定的支点，保持缓慢稳定的速度，如果扫描速度过快、抖动、扫描头焦距不对时会

停止扫描。 

8.3.2 扫描时电脑发出声音扫描正常；如果声音停止，扫描中断，扫描区的方框会提示需要返回重新扫

描的位置。 

8.3.3 对医生和患者来说，较短的扫描时间是可取的。此外，由于唾液增加，较长的扫描时间可能会影

响准确性。 

8.3.4 减少一次性扫描过长对扫描精确度和准确度的不良影响，减少扫描范围。 

8.3.5 在扫描过程中遇到扫描质量下降，可以进行扫描仪的校准或者对扫描头进行清洁。 

8.3.6 扫描时要避免舌部、颊部和唇部的干扰。如有必要，考虑使用口腔镜、棉签和戴手套的手指来进

行辅助，以帮助创造空间，同时在牙齿之间的狭窄区域工作。8.4 硅橡胶赝复体成形 

9 牙体、牙列缺损数字化印模的要求 

9.1 数字化印模的基本要求 

扫描获得的数字印模应达到下列要求：预备体边缘完整，预备体表面光滑连续、无孔洞、无缺损，

邻牙近基牙侧表面完整、对颌牙的对牙合面完整、咬合关系与口内一致。 

9.2 数字化印模的特殊要求 

9.2.1 扫描范围越长，误差越大。跨牙弓口扫的精确度显著低于单颌口扫和三单位口扫的精确度。此外，

全弓扫描相较单颌扫描会显著降低后牙区扫描的精准度。因此，如无特殊需求（如单侧无法建立稳定咬

合），应尽量减小扫描范围。而后牙区缺损的修复则应尽量选择单颌口扫。 

9.2.2 当进行前牙固定修复时，需要对上下颌进行配准。但前牙常常由于信息量不足或未建立咬合而难

以配准，通常需要适当扩大扫描范围（如将扫描范围扩展到双侧前磨牙）。但由于磨牙区表面形态信息

量大而复杂，上下颌磨牙区的配准精准度同样偏低。因此不应将扫描范围扩展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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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口内扫描仪对不同材料基底的扫描精确度不同。二硅酸锂玻璃陶瓷等透明度更高的材料通常会降

低扫描的精确度，而贵金属等反光性更高的材料对精确度的影响有限。因此如果扫描范围内有透明度较

高的修复体，应尽量避开，以提高口腔扫描的精准度。 

9.2.4 正畸患者的舌面及颊面的正畸托槽及弓丝多数情况下不会给口内扫描带来显著的临床误差。但也

有部分型号的口腔扫描仪由于托槽的存在造成扫描图像的畸变，造成准确性显著降低、临床误差过大的

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应在扫描前尽量除去弓丝和邻牙的正畸托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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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戴上手套，检查病人口腔卫生，预备体表面干燥，边缘暴露清晰（必要时可以使用排龈线等），无渗出、无遮挡。
	7.2.7安装扫描头，避免手碰触扫描头扫描部分。
	7.2.8口扫时，患者头部的高度应于术者肘部同一高度。扫描下颌牙时下牙咬合平面基本与地面平行，扫描上颌牙时上牙咬合平面与地面约呈45 – 90 。扫描体位，术者应在患者12点方向附近，口扫仪器放置在利于观察屏幕的侧前方，执笔式平稳手持扫描头，注意不能阻挡通风口。
	7.2.9关闭牙椅电源灯，保持镜头清洁，等待扫描镜头预热。

	8 口内数字化印模的基本操作程序
	8.1 口腔准备
	口内预备体需保持干燥，边缘暴露清晰，无渗出、无遮挡，必要时可以使用橡皮障、排龈线等。某些情况下需要在扫描前对预备体表面进行喷粉。漱口后确保患者口内无异物和血液，必要时请先止血。扫描过程需始终保持牙齿干燥，扫描前需用干棉球擦拭、用气枪吹干牙面，扫描时考虑使用吸唾器和棉条保持牙齿表面干燥。
	8.2 直接数字化印模的制取步骤
	整体扫描顺序：①工作牙列； ②对牙列； ③咬合关系。
	口内单牙列扫描顺序，建议按照设备出厂时的推荐路径操作。如未推荐明确操作路径，建议扫描按以下顺序进行： 先围绕着基牙扫描① 咬合面；② 颊侧/舌侧；③ 邻接面。
	局部扫描时可参考先咬合面，后腭侧面，再颊面，最后邻接（先远中后近中）的顺序扫描。
	口扫如果遇到隔湿困难的情况也可从隔湿困难的地方开始扫描。
	每次扫描完，需对扫描图形进行修整，去除不必要的软组织图形。
	8.3 扫描过程注意事项
	8.3.1扫描时要有稳定的支点，保持缓慢稳定的速度，如果扫描速度过快、抖动、扫描头焦距不对时会停止扫描。
	8.3.2扫描时电脑发出声音扫描正常；如果声音停止，扫描中断，扫描区的方框会提示需要返回重新扫描的位置。
	8.3.3对医生和患者来说，较短的扫描时间是可取的。此外，由于唾液增加，较长的扫描时间可能会影响准确性。
	8.3.4减少一次性扫描过长对扫描精确度和准确度的不良影响，减少扫描范围。
	8.3.5在扫描过程中遇到扫描质量下降，可以进行扫描仪的校准或者对扫描头进行清洁。
	8.3.6扫描时要避免舌部、颊部和唇部的干扰。如有必要，考虑使用口腔镜、棉签和戴手套的手指来进行辅助，以帮助创造空间，同时在牙齿之间的狭窄区域工作。8.4 硅橡胶赝复体成形

	9 牙体、牙列缺损数字化印模的要求
	9.1 数字化印模的基本要求

	扫描获得的数字印模应达到下列要求：预备体边缘完整，预备体表面光滑连续、无孔洞、无缺损，邻牙近基牙侧表面完整、对颌牙的对牙合面完整、咬合关系与口内一致。
	9.2 数字化印模的特殊要求

	9.2.1扫描范围越长，误差越大。跨牙弓口扫的精确度显著低于单颌口扫和三单位口扫的精确度。此外，全弓扫描相较单颌扫描会显著降低后牙区扫描的精准度。因此，如无特殊需求（如单侧无法建立稳定咬合），应尽量减小扫描范围。而后牙区缺损的修复则应尽量选择单颌口扫。
	9.2.2当进行前牙固定修复时，需要对上下颌进行配准。但前牙常常由于信息量不足或未建立咬合而难以配准，通常需要适当扩大扫描范围（如将扫描范围扩展到双侧前磨牙）。但由于磨牙区表面形态信息量大而复杂，上下颌磨牙区的配准精准度同样偏低。因此不应将扫描范围扩展过大。
	9.2.3口内扫描仪对不同材料基底的扫描精确度不同。二硅酸锂玻璃陶瓷等透明度更高的材料通常会降低扫描的精确度，而贵金属等反光性更高的材料对精确度的影响有限。因此如果扫描范围内有透明度较高的修复体，应尽量避开，以提高口腔扫描的精准度。
	9.2.4正畸患者的舌面及颊面的正畸托槽及弓丝多数情况下不会给口内扫描带来显著的临床误差。但也有部分型号的口腔扫描仪由于托槽的存在造成扫描图像的畸变，造成准确性显著降低、临床误差过大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应在扫描前尽量除去弓丝和邻牙的正畸托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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