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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ji Tsuzuki

目前修复材料和制作技术多种多

样，为各种适应证提供了理想

的修复方法。通过与高水平技师的配

合，和对颜色的理解，我们可以获得

效果非常优秀的修复体。

模仿天然牙列是修复体制作过

程中的最大挑战。修复体的自然外观

总是由多种不同特性、特征所决定，

故修复体的制作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

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观察、学

习并辨别出微小的细节，在每天的工

作中一步一步提高。模仿天然牙列的

基础是理解健康牙齿及瓷材料的特

点。光学特点的再现尤其具有挑战

性，需要对颜色有深入理解。一些光

学特点，如反射、透射和荧光性等，

对修复效果的成功有很大贡献。

模仿天然牙光学特征时，基本

结构由三层构成：透明性，半透明性

和不透明性。然后基于3-D颜色理念

进行表面染色。尽管新一代的材料

（如多色氧化锆）越来越流行，分层

上瓷技术完全由手工完成，仍是制作

美学修复体不可缺少的技术。本文通

过两个病例报告展示了一种已被证实

的技术。文中采用了IPS e.max Ceram 
Selection Enamel和Effect两种材料，以

及IPS Ivocolor染色剂和釉液（均来自

Ivoclar Vivadent）。两个病例中重现

天然牙的光学特点都较有挑战性。然

而，模仿自然仍是可能的！

病例1
初诊情况和治疗计划

一位约50岁的患者，因意外事故

导致#11和#21根折。患牙无法保留。

小心拔除后，唇侧软组织发生明显吸

收。沟通后，患者选择种植修复。种

植治疗前，应对唇侧软组织进行处

理。目标是在高笑线的情况下调整牙

龈缘形态，获得完美的术后效果。由

于软组织缺损过大，考虑到美观和口

腔卫生维护的需要，最终采用牙龈瓷

制作了可摘式种植上部修复结构。从

美学角度看，两颗中切牙的位置非常

重要，展现了患者的个性特点。此

外，中切牙是牙齿连续性的起始点，

是其他牙齿对称性的参考点。因此，

——前牙区复杂全瓷修复

图1：#11和#21种植体愈合后的情况。

图2：氧化锆基底冠。其半透明性为修复体最终的美学和颜色效果提供了良好基础。

图2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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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中切牙修复后应有个性特点，应仔细制作。对于本病

例，从修复角度看，应考虑到患者前牙的不对称性。下前牙

拥挤，与对颌牙无咬合接触。

在功能恢复方面，缺牙区近远中间隙较小。统筹考虑到

手术和修复的要求，于#11和#21处植入种植体（图1）。骨

结合后，采用螺丝固位联冠修复（图2）。

堆瓷过程中的灵感

全瓷冠堆瓷过程中，应非常仔细地完成以下步骤：

（1）控制不透明性，这将影响明度；（2）采用透明或不透

明材料进行切端个性化制作。对于第一点，根据基底冠材料

不透明性的不同，即使基底冠透明度很高，通过Deep Dentin
或Power Dentin（IPS e.max Ceram）也可获得合适的明度。

为重现天然牙颜色，理解光的透射和反射非常重要。同样，

娴熟地使用效果瓷（如，荧光瓷和乳头瓷）也很重要。这时

我们将选择IPS e.max Ceram Selection Enamel和Effect材料。

采用这套优秀的瓷粉，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获得生动的效果。

图3-5展示了分层堆瓷过程。

为使种植修复体达到完全的美学融入，除了牙齿形态

和颜色外，应确保表面纹理与口腔环境相适应。为使表面

纹理尽量自然，应给予其相应的细节特征（如表面光泽）。

表现光泽度影响光的反射，因此影响颜色表现。考虑到这一

因素，我们不得不更加仔细地调整表面纹理。该病例采用了

IPS Ivocolor染色和上釉系统进行表面的最终完成。

结果

完成后的全冠通过螺丝固定在种植体上，评估最终效

果。通过刻意营造上前牙的不对称性，最终效果更加自然。

牙龈缘调整到了理想位置。牙齿（全冠）和软组织相得益

彰。患者的个性特点得到了非常完美的重现。尽管这是一个

具有挑战性的复杂病例，对于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来说，结果

喜人，超出了治疗前的预期（图6&7）。

图3：使用IPS e.max Zir Press G4模制作人工牙龈。使用IPS e.max Ceram Deep Dentin A3确定全冠的基准不透明度。然后，（1）
IPS e.max Ceram Dentin A3.5，（2）IPS e.max Ceram Power Dentin A3.5，（3）IPS e.max Ceram Selection Light Absorberfog和Light 
Absorbertaupe，分层堆瓷。在乳白色瓷层上我们堆出了一个漂亮的反差颜色。

图4：随后，堆塑（4）IPS e.max Ceram Special Incisal grey和Cervical Transpa orange，（5）IPS e.max Ceram Selection Special 
Enamel quartz和IPS e.max Ceram Opal Effect 2（OE 2），模仿牙颈部的颜色层次。为完成切端的特征，我们使用了（6）IPS e.max 
Ceram Mamelon light，（7）IPS e.max Ceram Selection Light Reflector salmon，（8）IPS e.max Ceram OE 1，（9）IPS e.max Ceram 
Selection Light Absorber taupe，（10）IPS e.max Ceram Power Incisal以及（11）IPS e.max Ceram Deep Dentin BL 3 and OE 2。
图5：此外，直接在唇面和舌面制作发育叶效果。为达成这一目的，我们使用了（12）IPS e.max Ceram Deep Dentin A3和Occlusal 
Dentin orange，以重现切端的颜色层次。切端的半透明性由唇面堆塑的瓷层和腭侧回切部分的量决定。

图6&7：我们可以恢复牙齿和软组织的美观和功能。修复体颜色的恢复非常自然，拥有许多个性化特点。

图8：初诊情况：除了颜色和形态不匹配外，也可见功能问题。

图9a&b：#22治疗前后对比。通过手术治疗和临时修复体塑形软组织。

图10：IPS e.max LT A1制作的基底冠。

图5

图8

图11

图4

图7

图10

图3

图6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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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2
初诊情况和治疗计划

治疗时患者约50岁，因前牙的美学问题前来就诊。

#23-#12的修复体出现问题，颜色不协调，无法满足患者的

需要。可以注意到患者有轻微深覆牙合。#23与对颌牙接触

充分。此外，#22可见牙槽嵴垂直向和水平向吸收。因牙齿

丧失而出现的软组织吸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图8）。

该患者需要较为复杂的治疗以获得良好的美学效果。

首先进行了牙槽嵴植骨。基于术前检查，随后完成了软组织

重建。目标在于获得和谐的牙龈形态（图9a&b）。对于本

病例，牙槽嵴的水平向吸收将对全冠的唇向延伸产生不良影

响，所以充分的组织量非常重要。临时修复体制作完成后，

最终修复效果便可以确定，可据此制作最终修复体。我们应

注意到，美学修复体制作时，医师和技师的紧密协作非常重

要。当然，患者也应参与到计划和治疗过程中。治疗目标由

大家共同确定，以获得大家都能满意的优异效果。

修复体制作

基底部分（冠和桥）由 IPS e .max Press（ Ivoc la r 
Vivadent；图10）二硅酸锂基玻璃陶瓷制作完成。分层堆瓷

完成的全瓷冠中透明性的重建较为困难，因此在先前的染色

过程中增加了一些对比效果（图11）。此外，通过部分回切

技术，可较好地发挥材料特点。IPS e.max Press为美学修复

体的制作带来了无限可能。本病例中，基底结构进行了相

应的回切，因此获得了一个完美的基础结构。随后分层堆

瓷形成唇面。完成内部颜色分布和牙齿形态调整后，采用

IPS Ivocolor复制表面特点。与传统染色剂不同，这些染色剂

可在低温下（710℃）烧结。需外染的原因是希望调整饱和

度、个性化特征等，以及修正内部结构的表现。

IPS e.max Ceram为低融瓷粉。为了在上釉烧结时调整

表面纹理，必须仔细操作，采用适当的烧结程序。对于本病

例来说，需要完成个性化染色，染色—烧结过程不得不相应

延长。表面纹理的控制变的更加困难。因此，IPS Ivocolor则
是一款优秀的产品，可以在较低温度下烧结，可以避免表面

纹理的丧失。在最终上釉调整时，可以看到精致的表面纹理

和染色区域得到保留。通常模仿天然牙的个性特征，我们的

目标在于获得非常自然的外观。本病例也使用了IPS e.max 
Ceram Selection。我们获得了光的透射和反射的成功结果：

完美再现了自然的颜色和景深（图12-14）。

结论

IPS e.max Press最重要的优势在于其结合了高水平的

美学效果与优异的强度。入射光在IPS e.max Press二硅酸锂

玻璃陶瓷中的表现与天然牙类似。这确保了最大程度的美

学效果。此外，这种材料有许多可能，能带给我们诸多灵

感。IPS e.max Ceram Selection、IPS Ivocolor，以及IPS e.max 
Ceram Power Dentin和Power Incisal ceramic等的配合使用，

最大化地拓展了最终美学效果的可能。在未来，IPS e.max全
瓷系统的应用范围将进一步扩展。

致谢：我们希望感谢H i r o y u k i  Ta k i n o和Yu s u k e 
Yamaguchi医生提供的病例。

图11：通过基底冠内染色增强其对比度。图12&13：戴冠后：修复体与口腔环境达到了很好的融入。满足了美学和功能要求。

图14：表面纹理和特征。

图12

图14

图11

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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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将种植体植入在合适的位置对

种植体支持的修复体的美观及功能效

果尤为重要。因此，应依据治疗方案

准确地植入种植体。计算机辅助的、

在导板指引下进行种植体植入（导航

技术）凭借其不断提升的计划性以及

良好的将治疗计划直观精确地传递到

手术过程中的作用，较传统的徒手操

作更具优势，因此日益受到欢迎。因

此，导板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为种植体

植入提供美观以及解剖保障的巨大进

展，患者的满意度也逐渐提高。

近期发表的体内外 m e t a 分析

研究显示种植体植入位点的偏差为

1.12mm，而在根尖这一数值达到了

1.39mm。计算机复制导板的精确性与

数据采集及手术过程均息息相关。传

关于作者

Dr. Marco Tallarico
地址：Via di Val Tellina, 116

00151 Rome Italy
邮箱：me@studiomarcotallarico.it

传统印模技术与扫描技术即数字化
印模制作种植导板精确性研究：随
机对照临床试验的初步报告

Marco Tallarico，Erta Xhanari，Fabio Cocchi，Luigi Canullo，Franco Schipanie，Silvio Mario Meloni

图1：在全数字化组进行口内数字化印模的制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