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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牙科之我见

卷 首 语DIGITAL & DENTISTRY

作者：陈亚明

腔数字化的发展令人瞠目，其发
展速度之快，已经远远超过我们口

的想象。
口内扫描仪的发展，体积从大到

小，从有线到无线，扫描的速度和精
度也在不断改善。同时，数字化的发
展已经涉及到口腔各个分支学科。随
之而来的是各个分支学科的融合和分
化，例如：嵌体修复在过去归属口腔
修复专业，很少有医生选择嵌体用于
修复广泛牙体缺损。CAD/CAM技术
的临床应用，实现了一次即可完成椅
旁修复，给医患双方都带来了极大的
便利，也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壁垒，专
科医院的牙体牙髓科也开始选择瓷
嵌体修复患者的广泛牙体缺损。嵌
体制作，也不再是属于口腔修复医生
的“专利技术”，现在还有谁能说只
有修复医生可以做嵌体呢？口腔数字
化在种植领域的应用，大家更加不陌
生，从10多年开始，CBCT进入口腔
临床，然后是口内扫描、3D打印机、
椅旁基台制作，到现在大家熟悉的种
植导板，如今已经发展到了可以使用
红外线实时种植手术导航，采用主动
式红外光学定位原理，建立手术部位
附近参照物及手术器械的坐标信息系
统，然后在术中对种植体的定位、角
度、深度进行实时引导。这给临床医
疗提供了便利性，也提高了临床医生
的工作效率，使得口腔医生可以非常

方便地进行较为复杂的口腔种植修复
治疗，有力地推动着种植学的发展。隐
适美的出现，更是颠覆了传统的正畸
治疗模式。有些数字化技术刚开始应用
时，可能显得有些稚嫩，但很快就显出
勃勃生机，在应用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完
善。这些都显示了数字化技术的无穷魅
力和给口腔临床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可
以预见，数字化技术目前并没有发展到
终点，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数字化技术渗
入到口腔医学领域，并且向着智能化进
一步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数字化口腔
诊所和医院，从管理，到医患沟通，再
到治疗方案都会有数字化技术相随，扫
描仪也有可能成为口腔医生人手一个的
必备工具，就如同现今的数字化通讯工
具移动手机一样。过去我们视为经典
的、需要刻苦努力才能完成的一些传统
技术，可能瞬间就会被数字化技术取
代。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与之
相关的各种口腔材料也应运而生，面对
这样一种局面，我们不应该感到沮丧，
而应该满怀热情地跟随口腔医学领域数
字化时代一起发展。数字化时代，对口
腔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学
习的知识也越来越多，有人说，这个世
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每一天都在变化，现
代口腔医生需要顺应其变，与时俱进，
不断学习，加强自身知识修养，才能够
跟上口腔医学飞速发展的步伐，否则，
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对新技术，新理
念持排斥态度，就一定会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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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颌10颗全瓷贴面数字化模型
与实物模型工作流程比较

作者：【希腊】Michalis Diomataris，Stavros Pelekanos & Michalis Papasta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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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医学院，于德国弗莱堡大学牙科学院获得

修复学博士学位。1994-2001年，任雅典国

立和卡波迪南大学牙科学院修复专业的临床

老师。曾发表多篇论文和摘要，参与编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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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以提高知识和教育水平。此外，他

还组织和举办研讨会和演示，并与希腊及外

国牙医合作，参加牙科修复直播，负责牙齿

修复部分。他与雅典国立卡波迪斯特拉大学

的牙科学院在口腔修复学方面也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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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09年在希腊雅典大学牙科学院获得

博士学位。2017年获得雅典大学手术牙科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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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原理》本科教育老师。2013年，他以上

颌中切牙IV类修复为主题的病例报道获全国

牙科院校研究生手术大赛一等奖。从2014

年开始，Michalis 医生于希腊雅典Stavros 

Pelekanos牙科诊所——AthinaSmile就职，从

事美学和修复学的临床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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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3

图6a

图4

图6b

图5

图7

图2a 图2b

图1：正畸治疗前前牙的初始照片。

图2a：正畸治疗后的前牙。  图2b：正畸治疗后口外照片。

图3：数字微笑设计，#13、12、11、21冠延长，10颗前牙修复。

图4：10颗前牙修复治疗石膏模型上蜡。

图5：数字微笑设计三维打印模型，带有一个模型壳。牙颈部切口作为手术入路，冠延长导板。

图6a & b：口内戴入冠延长手术导板。

图7：冠延长术后6个月的前牙牙周组织。

前言

前牙美学修复有不同的材料和治疗方案。传统工
艺，包括聚醚类或聚乙烯基硅橡胶取模、铸造、制作
代型、上蜡和热压陶瓷，都要求特殊工艺，且容易受
技术水平影响。口内扫描和数字取模提供了一种准确
的替代方法，将信息从口腔转移到技工室。与传统方
法不同，数字文件保存在电脑上，可以立即处理，也
可以任意择期。

修复材料中各种新产品，如压制或铣削陶瓷，提
供了更高的强度和更多功能；但对于较薄的修复体，
这些材料不能达到长石陶瓷等传统材料的美学效果。
近年来，随着患者对美学要求的提高，高度仿真修复
材料的需求也在增加。长石陶瓷最初用于制作全瓷修
复体，现已成为定制贴面修复的首选材料。近年来，
由于手工分层粉状/液体长石陶瓷美学效果好，且不需

过多预备牙体，因此又重新应用于临床。有最小的微
创预备，可以减少牙体组织磨除量，破坏性更小，这
正是患者所需。

但 是 ， 由 于 诸 多 不 定 因 素 ， 传 统 陶 瓷 制 作 方 法
被认为费时、受技术水平影响大，可预测性不佳，因
此，CAD/CAM可能是牙科医生和技师的一个更好选
择。CAD/CAM还可以将高强度陶瓷的制作时间缩短
90%。此外，工业瓷块更均匀，瑕疵少，与其它修复
方法相比，CAD/CAM修复更为理想。

就光学特征和CAD/CAM而言，如果没有技师
把控，单色美学材料不能达到前牙美学修复复杂的视
觉效果要求。为了克服单色修复的美学缺陷，出现了
三维分层结构的多色陶瓷瓷块。这些瓷块从颈部到切
端有颜色梯度，可以在同一瓷块中仿制牙本质和牙釉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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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a

图13

图9a

图10图9b

图11 图12a

图9c

图12b

图8b

图14

图8a：模拟硅胶导板。               图8b：模型口内照片。

图9a：借助模板进行牙体预备。       图9b：检查预备深度，使用硅胶导板，腭侧观。       图9c：最终预备牙体。

图10：硅橡胶取模。                 图11：TRIOS数字取模。    

图12a：临时修复体的数字设计。      图12b：口内临时修复(Telio CAD)。

图13：模型工作流程(耐火模具、陶瓷堆塑、修整、着色/上釉)。

图14：数字化工作流程(3D打印模型、CAD/CAM贴面、调整、着色/上釉)。

本病例报告从美学效果、修复周期及技术稳定性
等方面，比较了上颌10颗全瓷贴面的模型和数字工作
流程，供牙科医生和技师参考。

病例报告

35岁患者，主要希望改变前牙美学效果就诊(图
1)。为了将最终效果进行可视化，制作了诊断蜡型，
然后制作模型。正畸治疗是为了将牙排列到有利于修
复的位置，这样贴面时可以减少预备量，降低覆牙合。

1年后，患者接收最终修复治疗(图2a &b)。

材料和方法

按Coachman和Calamita的方法进行数字化微
笑设计，提出#15 -  25冠延长和贴面的修复方案(图
3)。同时制作常规诊断蜡型(图4)，数字模型和传统模
型的牙齿形状、比例一致。在数字模型导航下进行冠
延长，丙烯酸透明双冠延长导板指导牙周手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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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修复需要，修整牙龈和牙槽骨边界(图5 & 6)。
组织稳定6个月后(图7)，椅旁Telio CS C&B (Ivoclar 
Vivadent)制作模型(图8a & b)，使用硅胶导板进行
牙体预备(图9a-c)。用常规硅橡胶 (图10)和数字化
(TRIOS, 3型)两种方法取模(图11)。

采用Telio CAD (Ivoclar Vivadent)在Wieland
精选数控铣床，实现精确数字化可视。使用3Shape 
DentalDesigner 2015软件进行设计(图.12a & b)。
制作两套最终修复体。IPS Style (Ivoclar Vivadent)
用于实物模型上制作长石陶瓷贴面， IPS Empress 
CAD Multi (Ivoclar Vivadent)用于数字模型制作贴
面(图13&14)。两组贴面均进行口内试戴，比较长石
陶瓷贴面和CAD/CAM贴面的光学性能(图15a-c)。

由于两组中切牙长度略有差异，临床医生和患者

决定使用长石陶瓷贴面。按程序进行贴面粘接(图16a-
f )，1周后拍摄最终口内和口外照片(图17a–e)。

结果

与 传 统 印 模 技 术 相 比 ， 口 内 数 字 扫 描 是 一 种 理
想的临床替代技术。数字设计、模拟是牙科医生一种
强大的交流工具，虽然也需要使用电脑软件的特殊技
能。对于技工室的工作流程，除了染色/上釉外，大部
分制作过程需要更长的时间(耐火代型、陶瓷堆塑、修
整)。

该 病 例 虽 然 主 观 选 择 了 长 石 陶 瓷 贴 面 的 美 学 结
果 ， 但 实 物 模 型 的 要 求 会 更 为 苛 刻 。 由 于 降 低 了 难
度、复杂程度，更快速，减少了患者的不适，数字化
的方法往往是更好的选择(图 18a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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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a：试戴长石陶瓷贴面。    

图15b：试戴CAD/CAM贴面。

图15c：第一象限为长石陶瓷贴面，第二象限为CAD/CAM贴面，同时试贴。

图16a：橡皮障，# 11和21贴面试戴。    

图16b：32%磷酸酸蚀牙釉质30秒。    

图16c：涂布粘结剂。     图16d：贴面最后聚合。

图16e：抛光前贴面就位。     

图16f：拆除橡皮障后即刻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