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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下颌吸附性义齿修复对全口无牙颌患者咀嚼功能及
满意度的影响

林长春*

广西柳州市柳北区北雀路林长春诊所��广西�柳州��545000

摘�要：目的：分析下颌吸附性义齿修复对全口无牙颌患者咀嚼功能及满意度的修复的患者。方法：以信封法分

为对照组��例和观察组��例。对照组采取传统方式制作义齿进行全口总义齿修复治疗，观察组患者采用下颌吸附性义

齿修复，在咀嚼功能、义齿相关情况和治疗满意度方面进行观察。结果：对照组患者的咀嚼功能（����������）%、

咬合力（������������）�EV、佩戴舒适感（�������� ���）分、义齿稳定性（����������）分、语言能力

（�����������）分较差于观察组患者的（����������）%、（������������）�EV、（����������）分、（����������）

分、（����������）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观察组的治疗满

意度为�����%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结论：对全口无牙颌患者实施

下颌吸附性义齿修复可有效改善患者的咀嚼功能，义齿稳定性较好，佩戴舒适，患者满意度较高，在临床实践中具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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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口腔修复是利用人工装置恢复各种缺失牙及其辅助组织和颌面部各种缺损并保持其相应的生理功能的一门临床科

学>��。当前临床常用的口腔修复技术为活动义齿修复，此修复技术是相对固定义齿而言，可以摘戴的义齿利用天然牙

和黏膜作为支撑，通过卡环固定在剩余天然牙上，同时利用基托使义齿保持适当的位置，行使咀嚼功能，可以自行摘

戴，是中老年患者常用的口腔修复技术>��。此修复技术虽能快速恢复患者的咀嚼功能，但餐后会一定程度上在活动缝

隙或其他部位残留食物残渣，因此，每次餐后均需取出清洁，且晚上需放置在专用的活动义齿泡腾水或清洁药水中进

行彻底清洁，维护操作繁琐且具有一定的经济负担。有研究表明，下颌吸附性义齿修复具有良好的舒适感和稳定性，

固位效果明显。

1��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该次研究选取在口腔科行下颌吸附性义齿修复的��例患者，按照信封法将其分为对照组（�� ���例）和观察组（��

 ���例）。对照组男性��例，女性��例；最小年龄��岁，最大年龄��岁，平均年龄为（����������）岁；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例，初中�例，高中�例，大专及以上��例。观察组男性��例，女性��例；最小年龄��岁，最大年龄��

岁，平均年龄为（����������）岁；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例，初中�例，高中��例，大专及以上��例。两组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纳入标准：①患者及家属知晓该次研究目的并自愿签署知情同

意书；②患者无相关禁忌证>��；③患者目前存在全口无牙颌并对义齿修复存在需求。排除标准：①患者对义齿材料过

敏；②患有颞下颌关节疾病者；③患有精神疾病、痴呆者；④偏瘫等疾病至生活不能自理者；⑤合并口腔相关疾病或

感染者；⑥患者存在认知功能障碍，不能主动配合该次研究顺利进行。

�����方法

对照组采取传统方式制作义齿进行全口总义齿修复治疗。观察组采取下颌吸附性义齿修复，具体内容如下。

修复方法：选取光固化树脂材料为托盘，放入患者口腔，查看托盘大小合适程度，修整边缘。涂托盘粘接剂于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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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上，用硅橡胶取模。取模过程中，修整印模，制作完成终印模。固定、转移颌位关系，最终完成排牙。在试戴时，

检查患者佩戴的舒适度和咬合关系。若患者出现咬合不良现象，及时调整，制作完终义齿。

�����观察指标

①治疗�个月后对全部患者展开复诊，对比两组之间修复后的咀嚼功能、咬合力、佩戴舒适感、义齿稳定性、语

言能力。义齿稳定性以及佩戴舒适感通过自制量表进行测评总分值为���分，分值越高，表示治疗效果越优秀。通过

咬合力测定仪测试咬合力；咀嚼效率通过称重法展开检测，指导患者分别用左右两边牙齿咀嚼��次花生，并收集咀嚼

物于蒸馏水均匀混合、过滤、称重，并将前后变化同时对咀嚼效率进行计算。②治疗满意度通过自制调查测评卷（通

过预测试，此问卷内部具备一致性信度�URQEDFK＇Vα� �����，效度系数� �����）>��由患者或家属协助填写，其内容主

要是患者对治疗效果的各项评价，总分值为���分，依据结果将其分为�个等级，非常满意为（���a��分）、满意为

（��a��分）、不满意为（�����分）。

�����统计学方法

采用6366����对研究对象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数据采用（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表示，使用χ�

对数据进行校验；��������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结果

�����两组患者咀嚼功能及义齿相关情况比较

观察组修复后咀嚼功能、咬合力、佩戴舒适感、义齿稳定性、语言能力的评分分别为（����������）%、

（������������）�EV、（����������）分、（����������）分、（����������）分，均优于对照组的（����������）%、

（������������）�EV、（�����������）分、（����������）分、（�����������）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

表1��两组患者的咀嚼功能及义齿相关情况比较（ ）

组别 咀嚼功能（%） 咬合力（�EV） 佩戴舒适感（分） 义齿稳定性（分）

观察组（�� ���） ���������� ������������ ���������� ����������

对照组（�� ���） ���������� ������������ ����������� ����������

�值 ����� ����� ������ ������

�值 ������� ������� ������� �������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非常满意有��例，满意��例，不满意有�例，满意度为�����%，对照组非常满意有��例，满意�

例，不满意有��例，满意度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表2��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 ��（�����） ��（�����） �（����） ��（�����）

对照组 �� ��（�����） �（�����） ��（�����） ��（�����）

χ�值 ������

�值 �������

3��讨论

口腔修复学的任务是研究口腔牙、颌及颌面部各种缺损及畸形的病因、机制、症状、诊断、预防和治疗方法，利

用各种人工装置恢复、改进、重建或矫正患者的各类先天畸形、后天缺损或异常的口腔颌面部系统疾病，从而恢复、

改进其应有解剖学形态，长期维持其生理功能，以促进患者的身心健康>��。当前临床对于口腔修复患者多采用活动义

齿和吸附性义齿修复为主要修复方式，其中活动义齿对于缺失单颗牙、多颗牙或全口牙都可采用，具有适用范围广、

磨除牙体组织少、患者能自行摘戴清洁、便于维护、修复费用相对较低等优点。传统的边缘成形、印模技术均与临床

医生的经验有关，受临床医生技术的影响，印模膏印可有不同变换形式，同时由于舌侧、系带黏膜以及唇颊等组织整

塑难度较大，整塑力度直接影响整塑效果，进而对固位或固位失败影响较大，部分患者可能引发黏膜疼痛、溃疡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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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症，最终影响义齿佩戴效果>��。下颌吸附性义齿修复利用移动性黏膜使义齿边缘保持封闭状态，有利于咀嚼、吞咽

时产生临时负压，防止患者讲话过程中出现义齿上浮现象，提升义齿固位和稳定性。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全口无牙颌患者实施下颌吸附性义齿修复可有效改善患者的咀嚼功能，义齿稳定性较好，佩戴舒

适，患者满意度较高，在临床实践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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