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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贴面修复是从$/世纪2/年代开始应用于临床

的前牙美容修复技术。与树脂贴面相比，具有颜色

自然美观、不易着色、耐磨损、边缘适合性好等优

点 ;3<；与金属烤瓷全冠相比具有磨除牙体组织少、

对牙周潜在危害小等优点 ;$<；与全瓷冠相比具有牙

体预备简单，磨除牙体组织少和费用低等优点。基

于上述优点，瓷贴面修复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

然而，通过薄层瓷贴面来达到修复目的，尤其是美

观目的，就必须要考虑牙齿基底颜色、粘结材料颜

色、贴面瓷材料自身颜色等多方面因素。瓷贴面对

基底颜色（ 牙齿与粘结材料的综合颜色）的遮盖能力、

瓷材料对光线的透射率，都会对修复体最终颜色产

生直接影响。同颜色的瓷材料与人牙釉质薄片对光

线的通透性间的关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瓷材

料再现牙釉质美观性能的可能性。本实验对=)->?@A)
瓷贴面及人牙釉质片的透射率进行测定和比较，以

期为更好地实现全瓷贴面美观修复奠定基础。

$ 材料和方法

#’# 实验材料

B3、B.、B:色=)->?@A)瓷粉（ ()?1C@A公司，美

()*+,-.)瓷贴面及人牙釉质透射率的测定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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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0 目的 测定不同颜色不同厚度的=)->?@A)瓷贴面透射率的大小，并与相同颜色及厚度的牙釉质片的透射率

进行比较。方法 制作不同颜色（ B3、B.、B:色）、不同厚度（ 0’D0 ++、0’9D ++、3’00 ++）的=)->?@A)瓷贴面及不

同厚度的（ 0’D0 ++、0’9D ++、3’00 ++）B.色牙釉质片，用分光光度计测量其在可见光光谱范围内的透射率。结果

随着颜色的加深和厚度的增加，=)->?@A)瓷贴面的透射率逐渐减小。其中厚度对瓷贴面透射率的影响较大（ !E0’03），

而颜色对透射率影响较小（ !F0G0D）。当瓷贴面厚度达到0’9D ++及以上时，相同颜色的=)->?@A)瓷贴面与牙釉质

片的透射率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F0’0D）。结论 影响瓷贴面透射率的主要因素是贴面的厚度，=)->?@A)瓷贴面可

以再现自然牙齿所特有的通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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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012+3144烤瓷炉（ 5213公司，德国）；5678分

光光度计（ 93:*&公司，日本）；新鲜人离体上中切牙

（ ;$色）。

<’= 实验方法

<’=’< >)-2?31)瓷贴面试件的制备 将;<、;$、;@
色的>)-2?31)瓷粉分别用蒸馏水调拌后压入自制的模

具内，吸干水分后取出放入烤瓷炉内，按指定烧结

程序烧结成6 ++86 ++大小、< ++左右厚的瓷贴面

试件各6个。然后用$!8、!88、"88、A88、< 888号

水砂纸打磨至<’88 ++厚度（ 数字卡尺测量）。完成

后放入46B的酒精中超声波清洗6 +2?，取出备用。

<’=’= 牙釉质片的制备 用金刚砂片磨切牙釉质

片，然后用=!8、!88、"88、A88、< 888号水砂纸打

磨至<’88 ++厚度（ 数字卡尺测量）。完成后放入46B
的酒精中超声波清洗6 +2?，取出备用。

<’=’@ 瓷贴面及牙釉质片透射率的测量 将制备好

的瓷贴面及牙釉质片放置在5678分光光度计测试位

置上，测量其在可见光光谱范围内（ @A89A88 ?+）的

透射率，自动测量@次取平均值。所有试件测试完

成后按前述方法将试件打磨至8’76 ++厚度再测量其

透射率，同理测量8’68 ++厚度时的透射率。

! 结果

=’< >)-2?31)瓷贴面的透射率

>)-2?31)瓷贴面透射率的测量结果显示，随着颜

色的加深和厚度的增加，>)-2?31)瓷贴面的透射率逐

渐 减 小 。 两 因 素 方 差 分 析（ 1C& DC3E *03::2F2*312&?
;%G5;）表明，厚度对瓷贴面的透射率有显著性影

响（ !"8’8<），而颜色对透射率影响较小（ !H8’86）。

不同颜色和厚度的>)-2?31)瓷贴面的透射率见图<9=。

从图中可直观地看出，同一厚度不同颜色的瓷贴面

的透射率相差较小，同一颜色不同厚度的瓷贴面透

射率相差较大。

图 < 不同颜色的<’88 ++厚度>)-2?31)瓷贴面的透射率

I2J < KL)*1-30 1-3?:+2113?*) &F >)-2?31) :L)*2+)?: C21M N2FF)-)?1

:M3N) 31 1M) 1M2*O?):: &F <’8 ++

$’$ 牙釉质片的透射率

不同厚度;$色牙釉质片的透射率见图@。单因

素方差分析（ &?)DC3E *03::2F2*312&? ;%G5;）表明，不

同厚度牙釉质片的透射率有明显差异（ !P8’8<）。

图 $ 不同厚度;$色的>)-2?31)瓷贴面的透射率

I2J $ KL)*1-30 1-3?:+2113?*) &F >)-2?31) :L)*2+)?: 2? :M3N) ;$
C21M N2FF)-)?1 1M2*O?)::

图 @ 不同厚度;$色牙釉质片的透射率

I2J @ KL)*1-30 1-3?:+2113?*) &F )?3+)0 :L)*2+)?: 2? :M3N) ;$
C21M N2FF)-)?1 1M2*O?)::

$’@ >)-2?31)瓷贴面和牙釉质片的透射率的比较

对;$色牙釉质片和瓷贴面在@个不同厚度下的

透射率结果进行#检验，牙釉质片和瓷贴面在<’88 ++、

8’76 ++厚度时透射率没有显著性差异（ !H8’86），而

8’68 ++厚度时透射率有显著性差异（ !P8’86）。

" 讨论

@’< >)-2?31)瓷贴面

>)-2?31)瓷粉由美国()?D.31公司于$8世纪A8年

代推向市场，主要用于制作瓷贴面进行前牙美容修

复，以其强度高、美观性好、颜色稳定及边缘适合

性好受到了医生和患者的好评 Q@D6R。>M-2:1)?:)?等 Q"R

<44<年对"6个>)-2?31)瓷贴面进行了@年回顾性研究，

认为其在美观性、边缘变色、继发龋、牙龈激惹、

患者满意度等方面非常好，在边缘适合性、强度等

方面良好。陈吉华等Q7DAR通过对>)-2?31)瓷贴面修复体

半年、<年半、$年半的回顾性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

结论，认为其是前牙美容修复的理想材料。

@’$ 瓷贴面透射率的影响因素

瓷贴面的透射率与贴面材料内部的气孔率、颗

粒大小、材料颜色、样本厚度及测试光波长有关。

材料内部的气孔越少、颗粒越小，光线通过时发生

的散射和折射就越小，透射率就越大。样本厚度越

$%&· ·

$%&· ·



华西口腔医学杂志 第 !! 卷 第 " 期 !""" 年 #$ 月

#$%& ’()*+ ,-./*+0 -1 2&-3+&-0-45 6-07!! %&’" ()*)+,)-，!"""

!!!!!!!!!!!!!!!!!!!!!!!!!!!!!!!!!!!!!!!!!!!!!!!
（ 上接第 ./0 页）

123 4-56789 :4; 49&+)*<=69*=> *&679?)-=@9&67 96 ?)6@=> 9+A>=6@ ?)79B6
1:3; C6@ : D-=> C+A>=6@&>E #FGGE .（ /）：2/H2!’

1!3 I9+&7<)68& JKE L&&?9)- :%’ I<)&-M &N )>=7@9*9@M1O3; J96B=A&-)：

O*L-=PHQ9>> C6@)-6=@9&6=> 4&&8 R&;S TFG!：#.U!V;
1.3 W9)689)P9*X DR; I<) N969@) )>)+)6@ +)@<&? 96 )6B96))-96B 7*9)6*)

1O3; !@< )?; %)P Y&-8：O*L-=P UQ9>> C6@)-6=@9&6=> 4&&8 R&;E
/FGF：/VVU/$V;

1"3 Z9@=+5-= [E J@)B=-&95 \E %&+5-= JE )@ =>; 49&+)*<=69*=> =7A)*@7
&N +=-B96=> ,&6) -)7&-A@9&6 =-&56? &77)&96@)B-=@)? 9+A>=6@7：
R&679?)-=@9&67 ,=7)? &6 = @<-))U?9+)679&6=> N969@) )>)+)6@ =6=U
>M7971:3; R>96 D-=> C+A>=6@7 \)7E 0VV!E /.（ !）：!V/U!/0;

1]3 R&&8 J(E Z>=P9@@)- ::E ^)967@)96 _O’ _ +&?)> N&- @<) 9+A>=6@U
,&6) 96@)-N=*) *<=-=*@)-97@9*7 &N A&-&57 ?)6@=> 9+A>=6@7 1:3’ :
()6@ \)7S TFG0S "T（ G）：T‘‘"U#‘‘F’

1G3 4&-*<)-7 aS \)9*<=-@ K’ I<-)) U?9+)679&6=> 7@-)77 ?97@-9,5@9&6
=-&56? = ?)6@=> 9+A>=6@ =@ ?9NN)-)6@ 7@=B)7 &N 96@)-N=*) ?)b)>&AU
+)6@1:3’ : ()6@ \)7S #FG2S "0（ 0）：#..U#.F’

1F3 R&>>96B [^’ I<) A<M79*=> +)@=>>5-BM &N @9@=695+ =>>&M7 1O3’
_+)-9*=6 J&*9)@M N&- O)@=>7S D<9&：O)@=>7 K=-8S #FG!：.2U]G’

1#‘3 a)P967@)96 CS 4=687UJ9>>7 aS [>9=79 \’ c969@) )>)+)6@ =6=>M797 &N
= 6)P 7M7@)+（ Ca） N&- 75AA&-@96B =6 9+A>=6@U-)@=96)? *=6@9>)b)-
A-&7@<)7971:3’ C6@ : D-=> O=d9>>&N=* C+A>=6@7S #FF.S #‘（ 2）：2..U
2""’

1##3 R5>>96=6) (OS [96<&-6 I_’ 49&+)*<=69*7 &N ,&6)1O3 ee49>)X989=6
:KS \=97X aLS \&?=6 L_’ K-96*9A>)7 &N ,&6) ,9&>&BM’ J=6 (9)B&：
_*=?)+9* K-)77S $‘‘$：T]U2$’

1T$3 Q&7<=P J:S 4-56789 :4S R&*<-=6 Lf4; O)*<=69*=> >&=?96B &N
4-=6)+=-8 9+A>=6@7 =NN)*@7 96@)-N=*9=> ,&6) +&?)>96B =6? -)+&U
?)>96B1:3; C6@ : D-=> O=d9>>&N=* C+A>=6@7S #FF!S F（ 2）：2!.U2"‘;

1#23 J@)9B)6B= :IS =>UJ<=++=-9 ZcS %&*9@9 cQS )@ =>; ()6@=> 9+A>=6@
?)79B6 =6? 9@7 -)>=@9&67<9A @& >&6BU@)-+ 9+A>=6@ 75**)771:3; C+U
A>=6@ ()6@S 0‘‘2S #0（ !）：2‘"U2#];

（ 本文编辑 吴爱华）

大、着色剂浓度越深，对光线的吸收就越大，材料

的透射率就越小。本实验发现R)-96=@)瓷贴面和牙釉

质片的透射率都是随着样本厚度的增加及颜色的加

深而减小，其中厚度的变化对透射率影响最大，这

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相符合 1F3。颜色对R)-96=@)瓷贴面

的透射率影响较小，但当贴面厚度变小时，颜色对

透射率的影响增大。厚度和颜色对贴面透射率的影

响提示在临床上进行瓷贴面美容修复时一定要综合

考虑贴面的厚度和颜色，以取得较好的美观效果。

2;2 R)-96=@)瓷贴面和牙釉质透射率的比较

天然牙的色泽之所以看起来逼真自然，很大的

原因是因为牙釉质具有一定的通透性，可以让光线

很好的穿透，这样深层牙本质的颜色可以很好地映

射到牙齿的表层，使牙齿看起来有层次感。金属烤

瓷修复发展至今已有半个世纪，技术已经相当成

熟，价格也适中，但由于有一层不透明的金属层阻

碍了光线的穿透，使其颜色看起来缺乏层次感和深

度感，不能完美地模拟自然牙的色泽。而全瓷修复

体材料因具有一定的通透性而美观效果较好，越来

越多的患者开始选择全瓷修复系统。

本实验通过比较R)-96=@)瓷贴面和牙釉质片的透

射率，发现在#;‘‘ ++和‘;]. ++两个厚度时，二者

透射率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在‘;.‘ ++厚度时二者

的透射率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g‘;‘.）。这提示临床

上当瓷修复体达到一定厚度时，瓷材料与牙釉质的

透射率非常接近。如果牙齿底色与粘结材料混合颜

色可以达到正常牙本质底色，修复体的最终颜色即

有可能达到比色板所选定的颜色；而当瓷贴面厚度

低于一定量时，瓷贴面与牙釉质透射率的差异将会

影响对底层色的透射，从而对修复体的颜色产生影

响。因此，瓷贴面具有一定厚度也是美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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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陈吉华S 施长溪S 王 玫S 等; !FG例四环素牙烤瓷贴面修复的

临床观察1:3; 中华口腔医学杂志S 0‘‘2S 2G（ 2）：#FFU0‘0;
jRQ[% :9 U<5=E JQC R<=6B Ud9E ^_%L O)9E )@ =>’ R>969*=>
)b=>5=@9&6 &N !FG @)@-=*M*>96)7@=96)? @))@< @-)=@)? P9@< *)-96=@)
>=+96=@) b)6))-71:3’ R<96 : J@&+=@&>E 0‘‘2E 2G（ 2）：#FFU0‘0’k

1G3 R<)6 :QS J<9 RhS ^=6B OS )@ =>; R>969*=> )b=>5=@9&6 &N .!"
@)@-=*M*>96)H7@=96)? @))@< @-)=@)? P9@< *)-96=@) >=+96=@) b)6))-7
1:3; : ()6@S $VV.S 2G（ /）：2HG;

1F3 D8Z))N) ZaS K)=7) KaS Q)--96 QZ; f=-9=,>)7 =NN)*@96B @<) 7A)*H
@-=> @-=67+9@@=6*) &N >9B<@ @<-&5B< A&-*)>=96 b)6))- 7=+A>)71:3; :
K-&7@<)@ ()6@S /FF/S ""（ !）：!2!H!2G;

（ 本文编辑 李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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