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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e Russe & Patrice Margossian, 法国

上颌侧切牙种植修复
——美学成功的关键要素

本系列之前的文章已经讨论了上颌

侧切牙种植修复的修复阶段，

以及为提升最终美学效果所必要的手

术过程，在本文第二部分中，将继续

讨论修复阶段。通过接近十五年的临

床病例观察，我们能够评估修复阶段

的各个过程中，特定材料的选择或某

个临床操作过程对牙龈及全瓷冠美学

效果的影响。因此，对每一个临床步

骤，都有相应的建议，帮助优化和完

善手术效果，确保长期稳定性。

在最后一部分中，中长期的美学

效果将与术后即刻效果相比较。牙齿

持续萌出的影响和对不同危险因素的

分析使作者提出许多临床建议，使不

良影响最小化。

临时修复体

治疗的不同阶段都可能制作临时

修复体：当植入种植体以供即刻临时

修复时，当暴露种植体时，或软组织

愈合时。当然也可以选择使用临时基

台，但这会涉及对龈下结构的更多的

操作（图1a，b）。

 

一次性安放永久基台

在种植治疗中，早期并永久戴入

单个基台以保存软组织附着的理念，

来自于Abrahamsson等在多年前发表

的文章。这些学者认为，愈合基台多

次的连接和取下使种植体边缘骨根向

吸收。现在认为此研究因使用酒精清

洁愈合基台（破坏了成纤维细胞的附

着）而存在偏倚。尽管如此，这项研

究是“一次性安放永久基台”理念（one-

abutment-one-time, OAOT）的基础，

Maurice和Hery Salama自2007年开始推

广这项理念。目前，文献研究总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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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修复阶段和长期效果

图1a&b：改良翻卷瓣和临时基台（a）；手术暴露后戴入临时冠（b）。

图1b图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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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此理念，尽管研究结果仍有分歧：

• Iglhaut等在犬中进行的研究显示，4周及6周时连接和

取下基台有很明显的不良影响，而Alves等的研究发现，在6

周及14周时进行5次类似的操作并没有不良影响。

• 人体研究中，几项最近的研究结论认为 OAOT理念在

不同临床情况下分别为，垂直向有0.5mm的优势；水平向有

0.3mm的优势；垂直向有0.2mm优势；或没有统计学差异。

在2014年关于种植体周围组织根向吸收的文献综述中，

Iglhaut等表示出了对OAOT理念的兴趣，建议在种植体植入

时记录其位置。因此，有一些证据建议，尽量减少对龈下结

构的操作处理是必要的，尽管文献中结论并不完全一致。

然而，Piñeyro和Tucker等指出OAOT技术的一项缺点：

基台冠边缘位于龈下较深位置时，水门汀残留的风险进一步

增加。有以下的临床过程使OAOT理念的应用成为可能：

• 借助于3-D影像，术前制作手术导板，切削出基台，

使即刻修复成为可能。但同时风险增加，导板任何的缺陷和

就位的不准确都会使预先准备的基台无法使用。

• 采用同样的技术，在种植体植入后制取印模，风险相

对更小，因为此时种植体位置已经最终确定了。

鉴于以上两种技术涉及到技工室的配合，过去三年植入

的120颗 Nobel Active种植体中大部分使用了一项简化技术：

• 术前CBCT扫描，确定对该临床病例，采用直基台还

是15度基台。

• 影像学监测使种植体近远中轴向的检查成为可能，

2mm钻备洞时配合使用平行导板进行唇舌向轴向的检查。种

植体就位后，连接角度基台，使种植体旋转位置最优，尽可

能的避免对基台进行研磨调整（图2a-c）。   

为帮助口内就位，手术器械盒内包含无菌角度基台，其

切端稍弯曲，相较于直柱形基台更易于在种植体旋转就位（图

3）。小角度调整基台，检查咬合，使唇侧牙龈缘位置理想，

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调整基台，简化后续修复治疗过程。

减少对基台的操作

为遵循OAOT原则，试戴临时冠时，根据临床情况，在直

基台或角度基台上制作临时树脂帽，同时使用修改自人工牙的

树脂贴面（图4a-c）。口内将树脂帽与树脂贴面粘接，使用最

少量的树脂，避免毒性树脂单体直接污染软组织（图5a-e）。

使用标准基台和临时帽使临时冠制作更为快捷简便，同

时遵循OAOT原则。

穿龈外形

临时冠就位时，初始穿龈外形最好为凹形，以为牙龈乳

头愈合提供最大空间。穿龈外形为凸形或过凸使牙龈缘根向

移位，在唇颊侧带来不利影响（图6a-c）。软组织边缘稳定

后，用刷子在临时冠近远中面充填少量树脂，根据Bichacho

和Landsberg提出的理论，给牙龈乳头适当压力，以这种方

法，关闭任何间隙，优化穿龈外形。

唇颊侧，牙龈缘或牙冠顶点可通过调改临时冠进行调整

（图6d，e）。为减少水门汀残留，使水门汀在修复体就位

时可溢出，可于临时冠腭侧切二分之一处钻磨0.75mm直径

小孔。

  

逐渐调整修复体优化穿龈外形

印模制取

为遵从OAOT理念，假设基台未经调整，理想的方式制

图2a-c：术中连接15度角度基台（a）；

种植体精确旋转调整（b）；检查轴

面的旋转调整（c）。图2a 图2b

图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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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基台印模。在与口内基台完全相同的基台上制作的印模帽

使得在不取下基台的同时转移其准确位置（图7a，b）。基

台和技工室替代体在印模内就位，如果认为此基台不适合正

式修复体，可选择NobelProcera基台（Nobel Biocare）或改

良基台（图7c）。 

 

不取下基台制取印模

基台

材料

根据文献，钛、铝和氧化锆是仅有的允许软组织附着

于基台上的材料。Van Brakel等人的研究表明，在生物学性

能方面，钛与氧化锆并无区别，氧化锆材料三个月后龈沟

深度略占优势。金合金使种植体钛表面的附着根向移位，但

Linkevicius和Apse的研究并不支持该结论。体外实验见4小

时后金合金附着菌斑更少，但体内实验见4天后金合金菌斑

附着量大于钛或氧化锆。故目前关于不同材料生物学性能的

优劣在文献中并未得到统一结论。

体外及体内实验采用玻璃陶瓷全冠修复时，氧化锆和

金合金基台较钛基台美学效果更好。当侧切牙种植位点较宽

时（>6.5mm），选择3.3mm或3.5mm直径种植体可使用氧化

锆基台。然而，市面上大部分小直径种植体，考虑到机械强

度，其修复选择中并不包括氧化锆基台。在这些病例中多使

用商品化钛基台或3-D切削基台。在这种情况下，唇颊侧软

组织厚度需大于2mm，这是Van Brakel等要求的厚度，避免

人眼辨别出的钛基台和氧化锆基台间光线反射的差别。

形态

粘接固位修复体的水门汀残留是种植体周围炎的致病

因素之一。Linkevicius等通过体外实验证实，基台-冠边缘

深度与基台表面残留水门汀量正相关。这是一项支持使用

NobelProcera个性化基台的证据。然而，这些个性化基台常

有明显的倒凹区，被认为是龈沟内残留水门汀的危险因素。

小直径种植体，因基台直径减小，提供冠修复体固位的摩擦

行 业 热 点

图3：手术器械盒，包括3.0、NP、
RP角度基台（NobelActive系
统）。

图4a-c：使用成形塑料（UNIFAST 
III，GC）和饰面壳制作临时

帽（a）；15度角度基台就位

后（b）；临时帽就位（c）。

图3 图4a

图4b 图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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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减小，在基台切端区域制备两个小的机械固位沟可防止

冠松动（图8）。

 

小直径基台固位力最大化

冠

缺牙间隙较小时，植入3mm Nobel Active种植体，仅可

采用钛基台，标准基台或NobelProcera基台。有两种材料的

全冠选择：金属烤瓷冠或全瓷冠。

IPS e.max （义获嘉伟瓦登特）

侧切牙区因唇腭向厚度问题，钛基台进行全瓷修复会

有限制。当牙齿较厚时，这种修复选择有可能获得可接受的

美学效果（图9a-d）。相反，当厚度不足时，这类全瓷冠有

时美学效果的缺点会大于优势。这种病例中，对于二硅酸锂

内冠，应选择高度不透明瓷块，并需要足够厚度，以尽可

能遮盖钛基台颜色，故其模仿邻牙的效果会相应减弱（图

10a-d）。 

金属烤瓷冠

相反，采用金属烤瓷冠修复窄、小牙齿，则可以减小内

冠厚度，采用贵金属合金材料或钯（至0.3mm或0.4mm），

利于分层烤瓷（图11a-c和图12a-d）。然而，穿龈区域仍是

图5a：临时帽与饰面壳粘接。腭侧观显示所用树脂量较少。

图5b-d：饰面壳粘接后，重衬，抛光。

图5e：临时冠粘接后。

图6a-e：推挤唇侧牙龈（a）；临时冠

建立凹陷状轮廓（b）。临时冠

效果：切端形态在美学效果中

扮演重要角色（c）；用毛刷添

加树脂，使牙龈高点远中移动

（UNIFAST III；d）；临时修复

体优化穿龈外形（e）。

图5a

图5b 图5c 图5d

图5e

图6a 图6b 图6c

图6d 图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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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a - c：标准基台上的树脂转移

帽（a）；从未取下过的基台

上的转移帽（b）；聚醚印模

（Impregum，3M ESPE; Rim-
lock印模托盘，Zhermack; c）中

将转移帽与替代体就位。

图8：钛基台上制备粘接固位形。

图9a-d：IPS e.max高不透明度内冠(a)；初始的临床情况和X线片（b，c）；一年后复查（d）。

图10a-c：女性患者微笑相，可见#12的IPS e.max修复体（a）。特写照片：可见不透明内冠（b）；X线片（c）。

图10d：#22瓷贴面的美学效果优于#12种植修复体的e.max全冠。

图8

图7a 图7b 图7c

图9a 图9b 图9c 图9d

图10a 图10b 图10c 图10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