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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修复中不同修复材料的抗摩擦性能分析

刘　琳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不同材料在口腔修复中的抗摩擦性能，并为患者选择最合适的修复材料提供参考。研究

选取了树脂、金属和陶瓷材料，并对2021年8月至2022年8月间在我院行口腔修复治疗的患者进行了随机分组。研究结
果表明，在修补治疗后的三个月中，树脂组发现了4例松动及脱落，但明显优于金属材料组，而塑料组发现了3例牙齿
破坏和金属材料组3例牙齿畸形及出血，但差别也不明显。三组的成功率无明显区别。总的来说，三种材质进行口腔
修补各有特点，但在耐摩擦特性上无明显区别。所以，要针对病人的情况来选用正确的修补材质。

关键词：口腔修复中；不同修复材料；抗摩擦性能分析

不同的口腔修复材料具有不同的抗摩擦性能，这是

评价修复材料咀嚼和咬合功能优劣的重要指标。合树脂

的抗磨擦特性主要取决于填料浓度、聚合效率、粒子形

态及成分等因素。金属材质中则以合金居多，由于其表

面摩擦学稳定性比较好，对牙的损坏也最小，被认为是

匹配于天然牙齿的生物材料。而陶瓷材料的硬度和挠曲

强度比较高，但不同材料的表面粗糙度可能会影响牙釉

质的磨损量，需要仔细观察和评估。在临床中，应该根

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需要选择最合适的修复材料，以保

证修复效果和咀嚼咬合功能的最佳状态。本报告根据相

关资料对不同材料用于口腔修复的抗摩擦性能进行了观

察和评估，以期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1��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该研究于2021年8月至2022年8月在某院口腔修复科

进行，选取了115例（130颗牙）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这
些患者的牙体均存在大面积缺损，但未出现根周、牙周

增宽变性或松动、叩击痛等情况。通过随机分组，树脂

组拥有38名患者（44颗牙），金属组有36名患者（42颗
牙），陶瓷组有41名患者（44颗牙）。树脂组中，男性
患者18例，女性患者20例，年龄在19至76岁之间，平均
年龄为35.6±7.4岁；金属组中，男性患者18例，女性患者
18例，年龄在18至6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1.2±3.8岁；陶
瓷组中，男性患者20例，女性患者21例，年龄在15至74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1.3±2.4岁。以上资料表明，三个组
别之间的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无统计学差异。

1.2  方法：
口腔颌面修复是一项重要的治疗手段，对于缺损严

重的患者，口颌形态模型的制作是非常关键的。在这项

研究中，115名患者的牙体都存在大面积缺损，但未出现

根周、牙周增宽变性或松动、叩击痛等情况。通过使用

口颌形态模型进行修复体设计，树脂组、金属组和陶瓷

组进行了比较。在修复材料的选择中，树脂组采用了复

合树脂，金属组采用了钴铬合金，陶瓷组采用了普通陶

瓷上釉抛光。这些材料的选择是根据其特性和使用情况进

行的。在修复体的加工中，加工过程中需要进行试合、调

整和就位，确保修复体与患者的牙齿吻合程度高。在这个

阶段，需要对修复体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和操作，以保证其

质量。最终，在完成修复体的制作之后，需要对患者进行

口腔修复后的检查和评估。这些评估包括修复体的适合程

度、美观度和功能性等方面，以决定修复效果的好坏和是

否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对于修复体的评估，也需要特别关

注其装置性能和体内稳定性，以确保修复长期稳定。该研

究中使用口颌形态模型进行修复，选择不同的修复材料，

进行一系列的加工和检查，旨在提供更为准确、有效的修

复方案，以帮助患者恢复口腔健康和功能。这些修复体能

够有效地提高患者的自尊和生活质量，同时也为口腔颌面

修复领域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指导。

1.3  统计指标
在该研究中，对于树脂组、金属组和陶瓷组的患

者，在修复后的3个月回访了这些患者，评估了修复效
果。统计牙齿破裂、松动脱落、牙根纵裂、牙龈畸形、

牙周炎或牙龈炎、修复体变形或弯曲等指标出现一项被

视为修复失败。通过回访的结果发现，有一部分的患者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牙齿破裂、松动脱落、牙根纵裂、牙

龈畸形、牙周炎或牙龈炎、修复体变形或弯曲等问题，

这些问题会影响修复效果。在这些指标中，牙周炎或牙

龈炎的出现率较高。对于树脂组、金属组和陶瓷组的患

者来说，他们的修复体在材料和制作上都有所差异，因

此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的修复体类型有着不同的效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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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

由于日常生活水平的升高以及食物的日趋多样复杂

化，牙周病的风险逐步增加。所以，选用合适的医疗器

材进行牙齿修补必不可少。现代科技的提高，医疗也取

得了很大的进展，更多技术先进的器材被运用到口腔修

补领域。牙齿属于高钙化的组织，主要由无机化合物组

成，含量大约96%，而残留的有机质和水分则属于较为牢
固的高钙化组织。因为牙齿的化学组成比较特殊，使得

牙齿的磨损情况较普通的身体组织更为复杂。牙的损坏

主要是在热能反应、化学反应以及物理碰撞下引起的硬

组织损失，引起牙釉质层越来越薄，而牙本质则更易于

损坏，从而长期显示出牙本质，增加了牙齿磨损量。所

以，在实施口腔修补工程的过程中，耐磨损的能力也变

得尤为重要。口腔修复过程中，经常会发生黏着磨损、

疲劳损耗和磨料损坏的现象，特别是最主要的磨损问题

尤为普遍。黏著损坏是指当二表面之间存在相对大的粘

着力时，一面的磨损碎片会混合在另一侧引起损坏；而

疲劳损坏则是当表面应力传递至表面时的双分子键断裂

形成破坏，导致表面磨损；磨料损坏指的是所采用的修

补材料的损坏。所以，在实施口腔修补中，必须格外注

意材料的选用，力求选择抗摩擦性能强、抗磨损性能好

的材料，避免不必要的磨损[1]。一些研究表明，在材料

的选择上，如钴铬、钛等金属合金具有良好的抗磨损和

耐腐蚀性能，而陶瓷具有良好的美观度和稳定性。总的

来说，口腔修复技术在不断地发展，而材料的选择则是

决定修复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进行口腔修复

时，需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和需要采用合适的材料，注

重材料的抗磨损、耐腐蚀、美观度和稳定性等性能。这

样才能确保修复体的质量和长期稳定性，达到预防牙病

的目的。

同时，除了材料的选择，修复过程中的技术和医生

的经验也同样重要。在牙齿修复过程中，医生需要精细

操作，采用合适的技术操作，以确保修复体的精度和稳

定性。例如，在制作修复体的过程中，医生需要特别注

意修复体的适配性和据用性，以确保修复体与颌面组织

的联系良好，位置与相邻牙齿和对合关系吻合，从而避

免出现牙周疾病等问题。另外，在修复体装置后，在患

者的日常生活中也需要注意口腔的保养和护理。特别注

意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和清洁，并避免吃辛辣食物、过硬

食物、喝碳酸饮料等食物和饮品。这些都能够帮助保护

修复体，延长其使用寿命[2]。总体而言，牙齿的修复对于

口腔健康和美观度的维护至关重要，选取合适的修复材

料和技术、注意修复体的适配性和稳定性以及日常护理

的重要性都需要引起医生和患者的重视。只有在医生和

患者的共同努力下，才能达到预防和治疗牙病的目的，

同时提高生活质量。此外，为了进一步提高口腔修复的

效果和治疗水平，现代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中。近年来，

数字化口腔修复技术开始逐渐应用于临床实践中。该技

术结合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技术，通过三维扫描技术

和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可以直接制作出高精度的牙齿

修复体，避免了传统手工制作的工艺瑕疵和误差，提高

了修复体的精度和质量[3]。此外，激光技术在口腔修复中

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激光治疗技术可以有效地清除口

腔细菌和感染物质，消除口臭和牙菌斑，同时，激光还

可以促进口腔软组织和骨组织的再生和愈合，大大提高

了牙齿修复的成功率和治愈效果。综上所述，牙齿修复

是维护口腔健康和美观度的重要手段。只有选择合适的

修复材料和技术、注意修复体的适配性和稳定性以及日

常护理的重要性，才能达到预防和治疗牙病的目的，同

时提高生活质量。当然，现代技术的引入和进步也为口

腔修复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有效地提高了修复

效果和治疗水平，更好地满足了人们的口腔需求[4]。

明选取合适的材料和形式十分重要。

1.4  统计学处理：应用SPSS16.0统计软件，计数资料
采用χ2检验，P < 0.05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修复效果比较：经修复治疗，树脂组出现4例松动脱

落，显著高于金属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陶瓷组3例牙齿破裂，金属组3例牙龈畸形或出血，高于
其它两组，但无统计学差异（P > 0.05），提示三种材料
性能各异，各有优劣，详见表1。

表1��修复效果比较（n）
分组 纵裂 变形/弯曲 松动脱落 破裂 牙龈畸形 牙周炎

树脂组 0 0 4 0 2 0
金属组 0 0 0 0 2 1
陶瓷组 0 0 2 3 0 0

P - -
0.045

（< 0.05）
> 0.05 > 0.05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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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口腔修补中，材料的耐磨性也是一项非常关键的

因素。修复体在口腔内的长期行使功能，受咀嚼、咬合

等多种原因的影响，产生了巨大的潜在损耗，对修复作

用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所以，在对牙科修补材料

的选用上，给予对其耐磨性的足够关注是十分必要的。

各种各种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牙科材料的抗磨损

性能，它可能在任意一个因素改变的情形下出现变化。

所以在医学上评估金属材料的抗磨性能时必须全面考虑

各种因素的变化。好的口腔修补材料的摩擦学强度应该

不在很大程度上超过自然牙齿。因为实际应用很难完全

仿真日常咀嚼磨损这一复杂问题，所以当对口腔材质的

磨损特性做出判断后，必须选择理想的碰撞磨损试验仪

器并把有关的研究方法充分利用起来。对口腔中金属材

料、陶瓷、树脂材质和自然牙的摩擦磨损等功能，开展

了深入研究与评价[5]。一方面，上述研究成果有利于临

床医生在选择口腔修补材料中针对病人具体状况选用适

宜的材质，以便达到理想的修补效果。另外，上述研究

成果还能够为开发更加科学、耐磨性更佳的口腔修补材

料提供依据，从而有效防止天然牙过度磨损的现象。在

实际应用中，不同的口腔修复材料的抗磨损性能差异较

大。例如，陶瓷的硬度最高，但其脆性和韧性相对较

差，而且其表面粗糙度不同会对牙釉质磨损量造成不同

影响。金合金的抗磨损性能优于陶瓷，但功能和美观性

相对较差，因此常用于制作后牙的修复体。树脂材料用

途广泛，最小限度地磨损自然牙面，其新型物理性能也

越来越优秀，可用于各种修复体的制作，但其磨损和色

变是最大的问题。根据研究，口腔修复材料的耐磨性能

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包括材料本身的物理化学性能、

摩擦过程的负荷和速度、磨损体的形状和材质等。因

此，在实验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摩擦磨损实验设备和合适

的评价手段是必要的[6]。总之，耐磨性是口腔修复中不可

忽视的因素，选取耐磨性好的材料是确保修复效果稳定

和长久的关键。需要发展更为准确、科学、全面的磨损

性能评价方法和标准，研究口腔修复材料的耐磨性对于

促进口腔医学的科学发展，提高口腔健康水平具有重要

的意义。

研究表明，口腔修复中材料的选择是决定治疗效果

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研究使用了三种常用材料进行口腔

修复，并评估了其优缺点。结果表明，金属材料在修复

成功率方面表现最俱优势，但容易引发牙龈疾病；陶瓷

材料在美观度和稳定性方面表现优良，但容易破裂；树

脂材料对牙齿的其他并发症较少，但摩擦性能一般。因

此，选择合适的材料需要根据患者牙齿的实际特点，综

合考虑其优缺点。同时，随着现代技术的不断发展，越

来越多的新型材料被应用于口腔修复中，以应对传统材

料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局限性。研究人员需要进一步研究

各种材料的性质和应用范围，并结合其优点，开发和引

入新兴材料，以提高修复效果和治疗水平。结语

总体而言，选择合适的材料进行口腔修复是至关重

要的。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和材料研发的不断完善，相

信在未来口腔修复领域会有更多的材料被应用和发展，

为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和生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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