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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冷光美白的二种比色板与牙齿间色差的比较
徐英新!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口腔医学中心" 广东深圳"&!C($*$

!摘"要" 目的!通过比较U296A60 @<6MM2F6<与U296><86F:8?G32?8$+I76M98Y比色板在评价冷光美白疗效中色标与对

应牙齿的色差"评价哪种比色板与接受冷光美白的牙齿颜色匹配性更好& 方法!#(!% 年 & 月至 #(!* 年 % 月接受

>8;=0?冷光美白的患者 *( 例"根据评价疗效所采用的比色板不同随机分为 U296A60 @<6MM2F6<比色板组和 U296

><86F:8?G32?8$+I76M98Y比色板组"# 组均分别在治疗前后比色"并拍摄记录比色结果的数码照片& 比色请 # 位医

师分别独立进行"如果选择一致"共同的选择即为对应色标"如果选择不一致"再请第 $ 位医师裁决& 照片拍摄条

件设定为'全牙列正面口内像"拍摄比例 ! q$"光圈 a##"快门速度 !K#(("闪光灯强度 7KC"/]R值 #((& 用 X:=9=I

M:=A软件分析照片"测量牙齿与对应色标的色度值"计算色差值& 色度值的测量请 $ 位医师分别进行"每位医师对

每张照片重复测量 # 遍"每张照片的 * 人次测量数据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后"取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 采用成组

设计的两样本均数 E检验比较 # 组色差值& 此外还分别记录了 # 组漂白后提高的色阶数& 结果!U296A60 @<6MM2F6<

和U296><86F:8?G32?8$+I76M98Y比色板与牙齿色差值分别为 &'(* D!'.! 和 $'$) D!'$*"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g%'*C"!B('((!$& U296A60 @<6MM2F6<比色组漂白后色阶提高 $'*$ D!'.&"U296><86F:8?G32?8$+I76M98Y比色组漂

白后色阶提高 #'#$ D!'(!& 结论!U296><86F:8?G32?8$+I76M98Y比色板与接受冷光美白的牙齿在颜色匹配方面更

好"判断冷光美白疗效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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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96><86F:8?G32?8$+I76M98Y2M̂8998Y469F:8? b29: 9:8F=<=Y=19889:" M=292MAY818YY8? 20 L3?G20G9:8

8118F9=1F=<? <2G:99==9: b:298020G'

?@AB:9!7"

d==9: ^<86F:20G# ]:6?8G32?8# @=<=Y?2118Y80F8

""随着人们对牙齿美观重视程度的提高"冷光美白

开展得日趋广泛& 在牙齿漂白前"医生需要向患者交

待可能达到的疗效& 目前评价漂白疗效的主要方法

是将U296A60 @<6MM2F6<比色板的色标按照所谓从,白-

到,黑-的顺序重新排列"!* 块色标从 ! 到 !* 编号"

称为色阶"在漂白前后分别比色"根据漂白前后提高

的色阶数量评价疗效& 美白剂的厂商认为通过冷光

美白可提高 %到 C 个色阶"但该比色板的色标在色彩

空间中是弥散分布的"重新排列后仍然不完全是从

,白-到,黑-"同时其色标与接受冷光美白的牙齿间存

在较大色差"会影响疗效评价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

U296><86F:8?G32?8$+I76M98Y比色板是一种新

型牙齿漂白专用比色板"其色标主要依照亮度排列"

具有规律性& 本研究通过比较这 # 种比色板在评价

冷光美白疗效中色标与对应牙齿的色差"评价哪种

比色板与接受冷光美白的牙齿颜色匹配性更好"更

适用于冷光美白疗效的评价&

CD资料与方法

C'C"研究对象

本研究获得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北京大学深

圳医院口腔医学中心接受>8;=0?冷光美白!普洋科

技公司"美国$治疗的,黄牙-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C k$) 岁"平均!#.'( D&'C$岁&

纳入标准'年龄 !C 岁以上"身体健康#牙列完整"牙

齿排列整齐"无明显牙体缺损"无修复体#牙齿主色

调基本正常& 排除四环素牙及氟斑牙&

C'E"治疗过程

清洁牙面"去除菌斑"使用牙龈保护剂保护牙

龈"涂布 >8;=0? 美白凝胶">8;=0? 冷光美白仪光照

!# 420"连续进行 $ 次&

C'F"疗效评价

按进入实验的顺序将 *( 位患者交替纳入 # 组"

分别为U296A60 @<6MM2F6<比色组及U296><86F:8?G32?8

$+I76M98Y比色组"每组 $( 人& 术前及术后均对牙

齿比色"术前比色请 # 位不参与治疗的医师根据患

者所在组分别独立使用 U296A60 @<6MM2F6<!U296"德

国$或 U296><86F:8?G32?8$+I76M98Y!U296"德国$比

色板进行比色"如果选择一致"共同的选择即为对应

色标"如果选择不一致"再请第 $ 位医师裁决& 术后

比色在治疗结束后 ! 周复查时进行"此时患者的牙

齿颜色比较稳定"由未参与治疗及术前比色的 # 位

医师进行"必要时请第 $ 位医师裁决比色结果& 由

于比色主观性强"所有参与比色的医师进入实验前

都接受了严格的颜色识别训练以保证比色尽量

准确&

U296A60 @<6MM2F6<比色板的 !* 块色标重新排列

顺序为'>!%-!%>#%+#%-#%@!%@#%+$%-$%+%%>$%

-$'&%>%%@$%-%%@%#U296><86F:8?G32?8$+I76M98Y

比色板的 !& 块色标主要根据亮度"结合饱和度进行

排列" 顺序为'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7#'&%&7$!图 !$&

图 CDU296A60 @<6MM2F6<!-$和U296><86F:8?G32?8$+I76M98Y!>$比色板

G&H2()CDU296A60 @<6MM2F6<!-$ 60? U296><86F:8?G32?8$+I76M98Y!>$ M:6?8G32?8

"

C'L"色标与牙齿色差值的计算

将所选色标与患者上中切牙置于同一平面内"

切缘相对"使用带有 !(( 44微距镜头和环形闪光

灯的专业数码相机!@60=0"日本$进行拍照以记录

比色结果"使用X:=9=M:=A软件对记录比色结果的照

片进行分析"计算色差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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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拍摄按照美国美容牙科协会 !-48Y2F60

+8096<-MM=F2692=0"--@+$全牙列正面口内像的标

准"手动模式"手动对焦"拍摄比例 ! q$"光圈 a##"

快门速度 !K#(("闪光灯强度7KC"/]R值为 #((&

色度值的测量及色差值的计算方法'使用 X:=I

9=M:=A .'( 软件!-?=̂8"美国$打开照片"选择,图像

(

模式
(

T6̂颜色-",矩形框-选取牙齿及色标中

!K$ 中间点"选择,图像
(

直方图-" 分别测量所选

取位点的T!亮度$%6!红绿度$%^!黄蓝度$色度值

!图 #$& 由于 X:=9=M:=A 软件下的 T6̂值与国际照

明委员会!@=442MM2=0 /098Y0692=06<ZF<62Y6G8"@/Z$

T

$

6

$

^

$不同!T

X:=9=M:=A

值范围'( k#&&"6

X:=9=M:=A

值范

围'( k#&&"^

X:=9=M:=A

值范围'( k#&&#T

$

@/Z

值范围'( k

!(("6

$

@/Z

值范围' j!#( k!#("^

$

@/Z

值范围' j!#( k

!#($"因此"进行数据分析前需要将 X:=9=M:=A 软件

下的 T6̂ 转换为 @/Z的 T

$

6

$

^

$

"转换公式为'

T

$

@/Z

gT

X:=9=M:=A

i!(( K#&&"6

$

@/Z

g!6

X:=9=M:=A

j!#C$ i

#%(K#&&"^

$

@/Z

g!^

X:=9=M:=A

j!#C$ i#%(K#&&

*#+

& 完成

转换后即可对牙齿及其所对应的比色板色标的色度

值进行差值计算得到色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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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小误差"请未参与本实验比色及治疗的另

外 $ 位医师分别独立测量照片的数据"每位医师对

每张照片都测量 # 遍#为避免术前与术后照片同时

出现可能影响测量者"每次测量只测术前照或术后

照#为避免前次测量结果可能影响再次测量"各次测

量均间隔 ! 个月以使测量者忘记前次结果& 每张照

片的 * 人次测量数据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后"取平

均值作为最终结果&

C'M"统计学分析

应用 ]X]] !)'(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两组色

差值的比较采用成组设计的两样本均数 E检验"检

验水准
(

g('(&&

图 ED色度值的测量

G&H2()ED786M3Y8F=<=Y\6<38M

"

ED结果

E'C"两种比色板与牙齿间色差

U296><86F:8?G32?8$+I76M98Y比色板与牙齿间

色差明显小于 U296A60 @<6MM2F6<比色板与牙齿间色

差!表 !$&

E'E"漂白后提高的色阶数

U296><86F:8?G32?8$+I76M98Y组漂白后色阶提

高 #'#$ D!'(!"最多提高 %"最少不提高#U296A60

@<6MM2F6<组漂白后色阶提高 $'*$ D!'.&"最多提高

."最少不提高& 两组数据间的比较不具有临床意

义"因此未作统计学分析"仅供术前向患者交待疗效

时参考&

表 CD# 种比色板与牙齿间色差!

#

#D$$

8+.*)CD@=<=Y?2118Y80F8̂ 89b880 9889: 60? 9b=

[20?M=1M:6?8G32?8M!

#

#D$$

U6Y26̂<8M U296A60 @<6MM2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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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讨论

冷光美白是近年来开展得比较广泛的牙齿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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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项目"该项目在应用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

在术前向患者尽量接近实际地交待预后"建立患者

合理的疗效预期"以避免术后医患纠纷的发生&

能够科学合理地交待预后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要

有疗效判定的标准及工具& 比色板具有直观%使用

方便%低成本的优点& 漂白疗效的评价不要求完全

精确"使用有限色标数的比色板作为疗效评价的参

考是可行的"但比色板色标的设计要满足漂白疗效

评价的要求& 牙齿漂白的实质是通过使用氧化剂氧

化分解色素分子"提高牙齿的亮度"同时降低饱和

度"因此"比色板的色标也应主要按照亮度变化排

列"同时兼顾饱和度& 另外"为保证可操作性及结果

的准确"色标与牙的颜色要尽量匹配*%+

&

有以亮度为基准设计的和以色调为基准设计的

两种比色板"长期以来漂白疗效的评价都使用 U296I

A60 @<6MM2F6<比色板"该比色板是以色调为基准设

计"而漂白的疗效主要体现在亮度的变化"U296

><86F:8?G32?8$+I76M98Y比色板是以亮度为基准设计

的"从这一角度评价"后者在漂白比色中更有意义&

为评价哪种比色板的色标与牙齿颜色更匹配"

我们设计了本实验"纳入了临床开展冷光美白项目

的主要对象///,黄牙-人群"其主色调基本正常"

颜色均匀"有的已经很白"有的釉质透明度稍高"有

的由于牙齿的磨耗釉质稍薄"有的接受了正畸治疗

而导致色素沉着*&+

&

本研究在前期预实验中"采用配对设计"即对同

一组牙齿同时用两种比色板进行测量"再用软件计

算两种比色板的色差"然后按配对设计方法进行色

差的比较"结果发现"尽管对参加实验的医师进行了

培训"当 # 种比色板同时出现时"评价者仍然会倾向

于选择他认为颜色最接近的比色板进行认真地比

色"而在使用另一块色差较大的比色板比色时"其对

色标的选取过程就显得略草率"这种主观偏倚很难

消除"明显影响了实验结果& 考虑到 U296A60 @<6MM2I

F6<比色板一直以来都被作为漂白评价的金标准"随

机对照实验也是可选择的设计方案"本研究最终采

用随机对照设计& 另外"是否进行颜色识别训练对

比色结果影响也较显著"为保证比色尽量准确"本研

究中所有参与比色的医师都严格接受了颜色识别训

练& 疗效评价及色度值测量中"多人评价%多人测色

等设计也是为了尽量减小误差** jC+

&

使用X:=9=M:=A软件测量牙齿色度值的方法早

在 !( 多年前就有学者进行了实践*) j!(+

"使用这一

方法的关键是拍摄照片的质量"所有照片的曝光条

件%曝光量%构图比例%牙齿位置%色标的位置都必须

严格按照实验设计执行& 但即使严格执行拍照条

件"每张照片的曝光量也会存在差异"带来色度值绝

对值的误差& 本研究由于计算的是同一张照片 # 个

测色点色度值的差值"理论上可以消除相同方向的

误差& 实验中测色的位点选在牙齿或色标的中央"

是因为此点测得的色度值更具代表性"能反映牙齿

或色标的整体颜色情况&

U296><86F:8?G32?8$+I76M98Y比色板与牙齿色

差值更小的原因可能在于其研发过程更科学"其先

确定应用的目标人群"后采集目标人群的色度值"通

过数理统计方法找到色彩空间中与目标人群平均色

差最小的若干点"初步确定若干个色标"通过在人群

中的实际应用检验"最终确定色标"这对我们今后进

行新型比色板的研究与设计具有启示意义*%+

&

总之"在本研究的样本及实验条件下"U296

><86F:8?G32?8$+I76M98Y牙齿漂白专用比色板与接

受冷光美白治疗的牙齿在颜色匹配方面更好"判断

冷光美白疗效更加准确& 如果用该比色板比色"

,黄牙-漂白后通常可以提高 ( 至 % 个色阶"该结果

也可作为术前交待预后的参考&

必须指出的是"本研究使用X:=9=M:=A软件所进

行的色度值测量是一种间接测量方法"如果实验条

件具备"选择一种测色准确的比色仪直接测色可能

会得到更接近真实值的实验数据"有待在将来的研

究中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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