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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齿基托树脂是一种口腔修复常用的材料，

目前临床上主要使用传统的热凝基托树脂和 Den-
sply 公司的 Lucitone 199 不碎胶树脂。近年来，

Ivoclar-vivadent 公司推出了生物功能性义齿修复

系统，即BPS系统，使用BPS注塑树脂。临床研究

表明，基牙龋坏、牙龈炎、牙周炎及口腔组织炎

是活动义齿修复后的常见并发症，常导致修复治

疗失败，而这些并发症均由微生物引起，因此修

复材料表面的微生物滞留能力已受到众多的关

注[1]。本实验对BPS注塑树脂、热凝基托树脂、不

碎胶树脂基托表面血链球菌、黏性放线菌和白色

假丝酵母菌的黏附能力进行了研究。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QC-20 血丝粉（热凝基托树脂）、Lucitone 199
不碎胶树脂（Densply 公司，美国），BPS 注塑树脂

（Ivoclar-vivadent 公司，列支敦士登）。
1.2 试件

按照 15 mm×8 mm×2 mm 的尺寸制作蜡型，

根据各材料的操作要求进行包埋、装盒、充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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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比较 BPS 注塑树脂、热凝基托树脂和不碎胶树脂表面的微生物黏附能力。方法 将 BPS 注塑树

脂、热凝基托树脂和不碎胶树脂试件进行微生物体外黏附实验，采用菌落形成单位计数法测定血链球菌、黏性

放线菌和白色假丝酵母菌黏附量的大小。结果 血链球菌和白色假丝酵母菌黏附实验中，培养 24、48、168 h
后，热凝基托树脂组与 BPS 注塑树脂组和不碎胶树脂组间微生物黏附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BPS 注塑

树脂组和不碎胶树脂组间微生物黏附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黏性放线菌黏附实验中，培养 24 h 时，

热凝基托树脂组和 BPS 注塑树脂组间微生物黏附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培养 48、168 h 时，热凝基托

树脂组与不碎胶树脂组和 BPS 注塑树脂组间微生物黏附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BPS 注塑树脂和

不碎胶树脂较热凝基托树脂更能减少血链球菌、黏性放线菌和白色假丝酵母菌在其表面的黏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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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esion of oral microorganisms on three different denture base resins LIU Li, WANG De-fang,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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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adhesion ability of oral microorganisms to BPS resin, heat-polymerized
resin and Lucitone 199 in vitro. Methods The quantification of the attached Streptococcus sanguis, Actinomyces
viscosus and Saccharomyces albicans on the surfaces of the BPS resin, heat-polymerized resin and Lucitone 199
were assayed by means of clone forming unit（CFU） method in vitro. Results After 24, 48, 168 hours, in the
quantification of the attached Streptococcus sanguis and Saccharomyces albicans,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were ob-
served between groups of heat-polymerized resin and BPS resin, heat -polymerized resin and Lucitone 199（P<
0.00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of BPS resin and Lucitone 199（P>0.05）. In the quan-
tification of the attached Actinomyces viscosus, after 24 hours,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between groups
of heat-polymerized resin and BPS resin（P<0.05）.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between groups of heat-
polymerized resin, BPS resin and Lucitone 199 after 48 and 168 hours（P<0.05）.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heat-polymerized resin, BPS resin and Lucitone 199 could decrease the adhesion of Streptococcus sanguis, Actino-
myces viscosus and Saccharomyces albi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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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浴、抛光，分别制作 BPS 注塑树脂、热凝基托

树脂和不碎胶树脂试件各 30 个，将 3 种试件各

分为 A、B、C 3 组，每组 10 个。
1.3 实验菌株和培养条件

实验选用的国际标准菌株及其培养条件具体

见表 1。

1.4 方法

1.4.1 血链球菌黏附实验 取血链球菌菌种接种

于牛心、脑浸液血琼脂平板，于 37 ℃、5％CO2、
95％N2 厌氧培养箱中培养 48 h。连续传至第 3 代

无杂菌者作为实验用菌种。挑取牛心、脑浸液血

琼脂平板表面上的菌落，用 1 mol·L－1 PBS 洗涤，

3 000 r·min-1 离心 15 min，弃上清液。1 mol·L－1

PBS 洗 涤 沉 淀 的 微 生 物 ， 3 000 r·min -1 离 心

15 min，重复 3 次。最后沉淀的微生物用 1 mol·L－1

PBS 稀释，用分光光度计调整细菌浓度至 A540 nm=
0.6。

将每种树脂的 A、B、C 组分别置于 9 份8 mL
的牛心、脑浸液培养基中，并放入 1 mL 的实验

菌液，封口后在微生物适宜环境下培养 24 h，取

出 3 种树脂 A 组的 10 个试件分别进行菌落形成

单位（clone forming unit，CFU）计数。用无菌 PBS
液清洗非附着菌块后，将各试件分别放入 12 mL
无菌 PBS 液中超声振荡洗涤 1 min，洗涤液进行

10 倍系列稀释为 1/1 000 后，用微量取样枪选择

能准确计数的最佳稀释度样液 10 μL 滴于牛心、

脑浸液血琼脂平板表面，均匀涂布开后厌氧培养

48 h 进行菌落形成单位计数，每个试件涂布 3 个

平板，取其平均值为菌落形成单位计数量，并根

据稀释倍数换算成试件单位面积的菌落形成单

位。培养 48、168 h 后，分别取出 3 种树脂 B、C
组，其他操作同前。
1.4.2 黏性放线菌黏附实验 黏性放线菌体外黏

附实验和菌落计数方法同血链球菌。
1.4.3 白色假丝酵母菌黏附实验 取白色假丝酵

母菌菌种接种于普通血琼脂平板，在普通培养箱

中普通培养 48 h。连续传至第 3 代无杂菌者作为

实验用菌种。白色假丝酵母菌体外黏附实验和菌

落计数同血链球菌。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AS 6.12 软件对菌落形成单位数进行统

计分析，各组数据经转换后进行两两之间的方差

分析。

2 结果

培养 24、48、168 h 后，试件表面细菌的黏

附结果见表 2。统计分析结果可见，在血链球菌

和白色假丝酵母菌黏附实验中，培养 24、48、
168 h 后，热凝基托树脂组与 BPS 注塑树脂组和

不碎胶树脂组间微生物黏附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BPS 注塑树脂组和不碎胶树脂组间微

生物黏附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黏性

放线菌黏附实验中，培养 24 h 时，热凝基托树脂

组和BPS 注塑树脂组间微生物黏附量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培养 48、168 h 时，热凝基托

树脂组与不碎胶树脂组和 BPS 注塑树脂组间微生

物黏附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培养

时间的增加，3 种细菌在 BPS 注塑树脂和热凝基

托树脂表面的黏附量逐渐增加（P<0.001）。

菌种 编号 培养基 培养条件

血链球菌 34 牛心、脑浸液血琼脂平板 厌氧，36.7℃

黏性放线菌 ACTT19246 牛心、脑浸液血琼脂平板 厌氧，37℃

白色假丝酵母菌 ATCC76615 普通培养基和血琼脂平板 需氧，37℃

表 1 国际标准菌株及其培养条件

Tab 1 Strains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nd their
conditions of culture

3 讨论

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使用活动义齿的人越来越多。同时由于修复材料

及技术的发展，每副义齿的平均使用寿命也明显

增加，使得制作活动义齿的基托材料成为口腔黏

表 2 树脂试件的微生物黏附实验结果/×105 CFU·mm-2

Tab 2 Results of the microorganisms adhesion to the surfaces of resin pieces/×105 CFU·mm-2

血链球菌 黏性放线菌 白色假丝酵母菌

热凝基

托树脂

BPS注
塑树脂

不碎胶

树脂

热凝基

托树脂

BPS注
塑树脂

不碎胶

树脂

热凝基

托树脂

BPS注
塑树脂

不碎胶

树脂

24 2.25±0.23 1.42±0.25 1.80±0.31 1.57±0.20 1.20±0.12 1.36±0.24 1.06±0.12 0.70±0.10 0.86±0.13

48 4.11±0.49 2.75±0.21 3.20±0.70 2.85±0.30 1.44±0.16 1.90±0.45 1.96±0.43 1.04±0.35 1.21±0.41

168 5.64±0.44 3.38±0.39 3.90±0.27 3.89±0.22 2.57±0.44 3.28±0.44 4.35±0.40 3.12±0.51 3.46±0.39

培养

时间/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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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组织的潜在病原菌因素 [2]。在口腔微生物环境

中，链球菌是最早滞留在树脂基托上的菌属，放

线菌为义齿菌斑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引起义齿性

口炎的致病菌主要为假丝酵母菌，因此本实验选

择这几种细菌对几种基托树脂材料进行了对比研

究。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BPS 注塑树脂相比传

统的热凝基托树脂能减少微生物黏附，从而更加

有利于口腔软硬组织的健康，减少义齿性口炎、
基牙龋坏、牙周炎等的发生。但 BPS 注塑树脂采

用胶囊分装，使用成本大大增加，想要大规模使

用仍有很大难度。相比较而言，不碎胶树脂使用

成本低，且在实验中显示出与 BPS 注塑树脂较为

相近的生物学性能。
热凝基托树脂和不碎胶树脂都采用传统的水

浴法制作，该方法所需设备简单，操作步骤易

学，但是容易使基托产生气泡和垂直距离抬高，

导致义齿基托收缩变形。BPS 注塑树脂为加压加

热固化型，与常规加热固化型树脂比较，材料通

过加压注流的方法，在精确地加压加热条件下使

树脂充分聚合固化 [3]。制作出的树脂基托具有强

度高、密度好、气泡少、抗磨及抗折力高等优

点[4]。比较传统的热凝树脂、注塑树脂及微波聚合

树脂，发现注塑树脂在适合度上优于另外二者，

而多孔性、抗弯强度等差别无统计学意义[5]。
通过实验，笔者提倡逐步淘汰传统的热凝基

托树脂，采用生物性能更佳的树脂基托材料替代。
但是本实验采用单一菌种进行体外培养基培养的

方法进行比较研究，与口腔内复杂的微生物环境

还有区别，还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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