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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颌无牙颌患者缺牙时间长，牙槽嵴窄、低，

义齿承托区黏膜较薄，全口义齿固位效果不佳，

义齿稳定性差，易导致黏膜压痛。利用 Magfit 磁

性固位体使埋入牙根的衔铁和置于义齿内的磁体

形成的闭合磁路产生磁力，利用磁性固位体制作

的下颌全口覆盖义齿，可增强义齿的固位和稳定，

有效减少牙槽嵴的吸收。本研究以 Magfit EX600
磁性固位体为固位装置，采用自身对照、问卷调

查、追踪随访等方法观察其临床治疗效果。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Magfit EX600 磁性固位体（爱知制钢公司，

日本），齿科钴铬铸造合金、自凝树脂（贺利氏古

莎齿科公司，德国），Elite 成型硅橡胶（Zhermack
Spa 公司，意大利），聚羧酸锌黏固剂（Dentsply 公

司，德国），金刚砂车针以及专用的根管扩大钻、
ASCT 排龈线、常规义齿材料、722 型光栅分光光

度计（上海第三分析仪器厂），义齿由山西省人民

医院义齿加工中心制作。
1.2 病例选择

选择 2007 年 6 月至 2009 年 5 月在山西省人

民医院口腔科行下颌覆盖义齿修复的患者 21 例，

男性 12 例，女性 9 例，年龄 56～72 岁。患者均

为下颌除可利用的残根残冠外其余牙齿全部缺失，

且缺牙部位牙槽嵴中到重度吸收。基牙为 1～2 颗

尖牙或前磨牙，分布于牙弓两侧，基牙根长≥
8 mm，牙槽骨吸收在根长 1/3 以内。基牙均经过

完善的根管治疗和牙周治疗，剩余残根牙体组织

Magfit 磁性固位体改善下颌全口覆盖

义齿固位效果的研究

韩福胜，武彩霞，崔吉民，刘宇霞

（山西省人民医院口腔修复科 山西 太原 030012）

[摘要] 目的 探讨 Magfit 磁性固位体在下颌全口覆盖义齿修复中的临床应用。方法 采用 Magfit EX600 磁性

附着体对 21 例患者行下颌全口覆盖义齿修复，并对义齿的咀嚼效率、固位稳定、基牙健康状况进行 12 个月的

随访观察，采用吸光度法和称重法测量咀嚼效率。结果 黏固磁性附着体后，义齿的固位力和咀嚼效率明显提

高。患者对磁性固位覆盖义齿的固位效果满意，自觉义齿稳定性较好。结论 Magfit 磁性附着体能有效改善下

颌全口覆盖义齿的固位和稳定，提高咀嚼效率，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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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pplication of Magfit magnetic attachments in complete overdentures on mandibular HAN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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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complete overdenture on mandibular with magnetic at－
tachment. Methods Twenty-one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Magfit EX600 retained mandibular complete overden－
tures. The retention and masticatory efficiency of patients wearing mandibular complete overdentures were periodi－
cally observed for 12 months, and measured the chewing efficiency with the absorbency and weighing methods.
Results After the solid magnetic attached, the retention and masticatory efficiency of the dentures with magnetic
attachment improved obviously. All patient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comfortable and stability. Conclusion
Mandibular overdentures supported by magnetic attachment can be used to improve the masticatory efficiency and
re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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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较好。共使用磁性固位体 32 个，其中双侧放

置 11 例，单侧放置 10 例。
1.3 方法

1.3.1 基牙预备 基牙先截冠使根面平齐于龈水

平，根管基本预备方法同桩核预备，根管长度为

根长的 2/3 或 3/4，根尖保留 2～4 mm 根充物作为

根尖封闭区，上部保持 0.5～1.0 mm 牙本质肩领，

肩台宽 0.5 mm。制备防旋转沟，根面应预备成盘

状凹面，将备用的 Magfit 衔铁放在凹面处检测是

否有足够的空间来设置衔铁。颈缘形成肩台以保

证根帽密合，修整根面尖锐线角并抛光。
1.3.2 义齿制作 常规排龈 10 min，用低速手机

螺旋充填器将硅橡胶精细印模充满根管，将先前

取的初印模放入口中，取出清晰的工作印模，灌

注超硬石膏模型，制作铸造包裹型铸造钉帽，内

含磁性固位体衔铁，其吸附面应与牙颌平面平行，

并位于根面中央稍偏舌侧。试戴合适后用聚羧酸

锌黏固剂黏固于基牙根管内，将 Magfit 闭路磁体

准确地吸附在衔铁上，用树脂个别托盘二次法制

取下颌印模，确定正中关系，转移颌位关系，常

规制作义齿，局部需加铸网以增强义齿抗力，根

帽对应的义齿组织面预留磁体窝。
1.3.3 义齿试戴 将义齿在口内试戴，修改压痛

区，咬合调整。待义齿使用 1 周以上，口腔组织

基本适应新义齿时，再装磁体。将义齿基托板预

留的磁体窝底面钻开 2～3 mm 的小孔，在磁体窝

中放置适量自凝树脂，将磁体准确吸附于衔铁表

面，再戴上义齿，嘱患者作正中咬合，自凝树脂

凝固后取出义齿，磁体被牢固地固定于义齿基托

内，磨除多余树脂，修复完毕。
1.4 测量指标

1.4.1 主观感觉和随访 采用问卷调查对修复体

的固位、稳定功能、语音功能、咀嚼功能、外观

和舒适性进行评价。修复后义齿戴用 3、6、12 个

月时对基牙情况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包括根面有

无龋坏、基牙松动度、牙龈指数、义齿是否折裂、
磁体和衔铁是否脱落、固位力是否减小。
1.4.2 咀嚼效率测定 在黏固磁体前后对同一患

者的咀嚼效率进行测试，检测方法参照皮昕等介

绍的吸光度法和称重法。吸光度法：以花生米作

试料，每人每次 5 g，以正常速度咀嚼 20 s 后吐

在口杯内并反复漱口，漱口水一并吐入量杯用水

将吐出的咀嚼物稀释至 1000mL，充分搅拌 1 min，

静置 2 min 后，取其中上 1/3 混悬液放入 722 型

分光光度计上，在波长 590 nm 处测定其吸光度值

并记录。称重法：先用清水含漱，清洁口腔，给

去皮花生 4 g，咀嚼 20 s 后吐在容器内并漱净口

内咀嚼物残渣，以直径 2.0 mm 专用筛过筛，将未

过筛的残渣烤干、称重，计算咀嚼效率。
1.5 统计分析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矫治前后比较采用

配对 t 检验，以 P<0.05 判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磁性固位体修复的基本情况

磁性固位体黏固后，21 例患者对固位、外观

满意度为 100%，5 例患者初戴时感觉不适，1 个

月左右完全适应。在讲话与咀嚼运动时义齿无脱

位，无翘动，基托内基本无食物滞留现象，双基

牙组患者对固位效果满意度（97.3%）高于单基牙

组（91.7%）。经 12 个月随访观察，未发现衔铁桩

帽脱落、基牙龋坏和松动的现象，1 例基托内磁

铁在修复后 12 个月时脱落，重新自凝树脂黏固。
2 例患者出现以基牙为支点的前后翘动现象，将

磁体取下重衬后再次黏固，调后翘动现象消除。
2.2 吸光度法测定咀嚼效率

吸光度法咀嚼效率测定结果见表 1，磁性附

着体黏固前后 2 组间吸光度值无明显差异（P>
0.05），黏固后咀嚼效率均提高，较黏固前吸光光

度值明显增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称重法测试咀嚼效率

称重法咀嚼效率的测试结果见表 2，黏固磁

体后义齿的咀嚼效率较黏固前高，其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双基牙固位组咀嚼效率略高

于单基牙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磁性附着体黏固前后吸光光度值

Tab 1 The absorbence before and after bonding
the magnetic attachment x±s

组别 病例数/n 黏固前 黏固后

单基牙固位 10 0.247±0.067 0.618±0.036

双基牙固位 11 0.218±0.035 0.578±0.042

组别 病例数/n 黏固前 黏固后

单基牙固位 10 0.462±0.139 0.626±0.118

双基牙固位 11 0.569±0.251 0.736±0.239

表 2 磁体附着体下颌全口覆盖义齿的咀嚼效率变化

Tab 2 Comparison on the masticatory efficiency
before and after bearing the artificial
denture 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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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Magfit EX600磁性固位体采用闭合磁路设计

形式，即将磁体置于义齿中，将不具有磁性的衔

铁置于残根中，以衔铁将磁体两极连成回路，形

成闭合磁路，置于口腔内的磁场不会对邻近组织

造成伤害。近年来，程控激光焊接封闭技术的应

用使稀土类永磁体的防腐蚀性能显著提高，有效

地防止了磁体因腐蚀产生的退磁现象 [1]。由于下

颌半口义齿的固位力通常较差，Magfit EX600 磁

性固位体可提供 5.88 N 的固位力，故提高了残根

残冠的利用率 [2]。基牙的选择条件比其他方式固

位的义齿要宽松，对于传统固位体预后很差的牙

根应用磁性固位体修复，能取得较满意的效果。
在基牙的选择时，最好是尖牙和前磨牙区域，单

颌1~4 个，选择多个时最好左右对称分布或分散

分布，这样可提供更好的支持和稳定性能，防止

义齿翘动和旋转，减少基牙所受的侧向力，有利

于保护基牙的健康，减缓牙槽骨的吸收。同时，

保留天然牙根也就保留了存在于牙周膜等部位的

本体感受器，利于牙周组织的健康 [3]。本研究中

双侧基牙固位效果和咀嚼效率均好于单侧固位基

牙，基牙牙槽骨未见明显吸收，无基牙松动。
本试验对 21 例患者采用自身对照的方法，

对磁性固位体黏固前后的咀嚼效率进行对比研究

发现，磁性固位体黏结后，患者咀嚼效率较黏结

前有显著的提高（P<0.05），这表明磁性固位体应

用于下颌全口覆盖义齿能显著提高义齿的固位和

稳定，缩短病人的适应时间。赵铱民等 [4]发现：

磁性固位体全口覆盖义齿能够使咀嚼效率在较短

时间内得到显著的恢复。患者对义齿适应较快可

能是因为义齿在行使功能时通过牙周膜本体感受

器刺激了牙槽骨，保持了对食物精细的感触。
磁性固位体覆盖义齿属于混合支持式义齿，

磁体与衔铁间形成应力集中点，除对基牙造成创

伤外，义齿在此处易产生隐裂和折断，是造成修

复体失败的重要原因。许多学者认为：磁体与衔

铁之间必须有约 0.1 mm 的缓冲间隙，以免义齿承

受的力过于集中，导致基牙损伤 [5]。为了避免

在初戴义齿后基牙形成支点，采用可摘义齿在口

内试戴调改合适后，继续在口内戴用 1 周，使义

齿与口腔黏膜达到紧密接触后，再用自凝树脂将

磁体固定在义齿上，避免形成支点。同时，在磁

性附着体义齿修复后应定期复查，如有牙槽骨吸

收及时行义齿衬垫处理 [6]。本组病例全部采用铸

造基托加固，通过 12 个月观察未发现基托断裂；

2 例患者由于基牙远中牙槽嵴吸收产生以基牙为

支点的前后翘动现象，将磁体取下重衬后再黏固

磁体并调后，翘动现象消除。
经 12 个月随访观察，未发现衔铁根帽脱落。

对于基牙的选择应保证在牙槽骨内的牙根长度达

8 mm 以上。基牙龋病和牙周病是影响远期修复效

果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中无基牙发生龋坏。有 1
例基托内磁铁在修复后 12 个月脱落，可能缘于自

凝树脂黏固磁体时树脂调拌出现气泡。同时应对

患者作好口腔卫生宣教，嘱其按时复诊，才能保

证基牙长时间行使功能[7]。
随着新型磁性材料的开发和磁体结构的改进，

磁性固位系统将更加完善，磁性附着体作为一种

口内修复体，以其具有的诸多优势也会得到更加

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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