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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排后牙先排下后牙方法对全口义齿制作稳定与固位
的体会

孙士良*

平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京� 100123

摘� 要：全口义齿排牙是在上下颌工作模型上进行，同时还要依据确定了的正确颌位关系、面部标志和口内无牙

颌的解剖标志，所以排牙时应特别注意保持正确的颌位关系。据本人多年的排牙经验，充分了解利用制作全口义齿

排后牙先排下后牙法、常规排牙法、美观原则、后牙功能原则、牙槽嵴顶原则、功能牙合平衡原则、中立区原则，制

作出符合患者要求的全口义齿。利用排后牙先排下后牙方法能够制作一副适合患者的全口义齿，以提高义齿的稳定固

位，增强咀嚼效率，恢复口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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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eth��rst,�the�conventional�arrangement�method,�the�aesthetic�principle,�the�functional�principle�of�posterior�teeth,�the�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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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ures�that�meet�the�requirements�of�patients.�The�method�of�arranging�the�posterior�teeth��rst�can�make�a�complete�denture�

suitable�for�patients,�so�as�to�improve�the�stability�of�denture�retention,�enhance�masticatory�e�ciency�and�restore�oral�function.�

In�this�paper,�the�author�summarized�the�experience�of�the�method�of�arranging�the�posterior�teeth��rst�to�stabilize�and�retain�the�

FRPSOHWH�GH�WX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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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随着我国人民健康水平的极大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普遍改善，人均寿命延长。统计显示，我国老年人群无

牙颌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约为�％。我国于����年步入老龄社会结构。随着“社会老龄化”，今后��年老年

人口绝对数目将达�亿多，无牙颌老年人数将是个庞大的数字>��。怎样进行人工牙列的排列是制作全口义齿的重中之

重，义齿的咬牙合直接决定着义齿修复的成败。通常，前牙排列重点考虑审美，并且兼顾发音，而后牙排列则倾向发

挥良好的稳定和咀嚼功能>��。常规排牙法包括上颌排牙法与下颌排牙法。其中上颌排牙法虽然前牙能够保持美观，但

不易将人工后牙排在牙槽嵴顶，导致牙合平面较高；下颌排牙法则易将牙排于牙槽嵴顶，牙合平面降低，但先排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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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再排上前牙时，前牙的丰满度及精准度较差。本人在工作中常采用排后牙先排下后牙，排前牙按常规上颌排牙的方

法。临床实验表明，这种排牙方法修复效果好、操作简单、义齿稳固，修复的满意度、咀嚼频次与咀嚼效率都有明显

提升，既获得了美观丰满度，也避免了下后牙不易排在牙槽嵴顶的缺点。本文对关于排后牙先排下后牙方法对全口义

齿制作稳定与固位的体会做如下概述。

二、全口排后牙先排下后牙法遵循的原则

（一）美观原则

制作精良全口义齿可以恢复患者面下部的生理形态，增强整体面部的协调性>��。美观丰满度主要体现在人工前牙

的排列，人工后牙的排列也起到一定的美观作用。

���唇部丰满度

颌蜡堤突度决定唇部的丰满度，同时应尽可能参照患者天然牙存在时的旧照片、旧义齿，并且结合患者主观审美。

���前牙区

人工牙列应与颌弓形态及临床取得的上下颌蜡堤的外形弧度要协调，这直接决定患者面部的外貌。不同颌弓形

态，对应的不同的牙列弓形。上下前牙应与蜡堤唇弓弧度保持一致。

���浅覆盖、浅覆牙合

根据临床在患者口内取得上下颌蜡堤，前牙排牙要以蜡堤牙合平面为基础，形成浅覆盖、浅覆牙合。前牙的深覆

牙合、深覆盖会阻碍牙合平衡和发音>��，还会影响前伸切导斜度和髁导斜度；在没有发音和美观的问题时，前伸髁导

斜度也可以影响覆盖的宽度。

（二）后牙功能原则

全口义齿使用时优良的固位性和稳定性，可显著提高咀嚼功能，因此人工后牙排列时应遵循一定的原则。

（三）牙槽嵴顶原则

为避免会有不良的杠杆破坏力，使全口义齿固位且稳定，要严格遵守人工牙应排在牙槽嵴顶这一排牙原则。在

严重吸收的下颌牙槽嵴，尽量按照吸收后牙槽骨的形态来调整后牙的倾斜角度，尽可能将第一磨牙放在最低平的牙

槽骨区域>��。这样既可以让全口义齿在行使功能时牙合力垂直传递到牙槽嵴顶上而不发生偏移，又能够保证下颌义

齿稳定性。

（四）功能牙合平衡原则

全口排牙必须达到平衡咬牙合，若咬牙合不平衡，会造成基托边缘不密和，全口义齿的松动、牙槽嵴吸收、支持

组织的健康破坏。当天然牙做侧方和前伸动作时，牙列间仅有少部分牙有接触，这种咬合不会影响正常的口颌功能系

统健康。但全口义齿却与之不同，其只有部分牙齿接触（非三点接触），义齿的稳定性受到破坏，无法行使良好的咀

嚼功能。所以全口义齿在执行功能时有自己的特点。

（五）中立区原则

天然牙位于向内的唇、颊肌与向外的舌肌的平衡力之间，天然牙丧失后，此平衡缺牙间隙形成中立区>��。当牙列

缺失后，上下颌牙槽骨吸收角度不一致，造成上下颌弓位置不协调。因此上前牙应排在偏牙槽嵴的唇向，上后牙应排

在牙槽嵴的颊向，且舌尖应排在牙槽嵴顶上。下后牙应排在牙槽嵴偏舌向，且颊尖应位于牙槽嵴顶上。此时人工牙列

位于中立区，舌、颊向有平衡的作用力，有利于恢复口颌功能，有利于义齿的固位和稳定>��。

（六）先排下后牙方法

经过多年实践排牙经验的积累发现，常规上颌排牙法的>��缺点在于不易把下颌后牙排在牙槽嵴顶上，误差很大。

利用排后牙先排下后牙方法，能够保证下颌后牙排在牙槽嵴顶的位置，然后再排上颌后牙，这样很容易达到排后牙的

准确性，容易恢复面部的丰满度及全口义齿的稳定性固位力。

���常规上颌排牙方法

上颌蜡堤所形成牙合平面的前部与患者双侧瞳孔间水平线平行，后缘与患者的鼻翼与耳屏水平线平行。排牙先排

列上前牙，然后下前牙、再上后牙，最后下后牙的顺序进行。排列完成后进行各方向平衡牙合调整，形成牙龈、修整

基托、包埋、冲蜡、充填热凝胶、热处理、打磨抛光>��。

���排后牙先排下后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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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颌蜡堤牙合平面与磨牙后垫���处平齐（临床上按此标准进行水平颌位关系和垂直距离关系定位）。上颌前牙排

牙与常规上颌排牙方法相同，更容易根据蜡堤弧度、突度形成完美的唇部丰满度及容易形成正常的覆牙合覆盖。先排

下后牙法包括：

（�）按标准排上前牙方法

排上前牙列，然后排下前牙，形成浅覆牙合覆盖。

（�）排下颌后牙本人的方法

在磨牙后垫中点的颊舌两侧取两点与同侧下颌尖牙远中邻面区中点取一点，连线构成一个三角形，再以下颌尖牙

远中邻面区中点为顶点画一条三角形中线，此中线即为下颌前磨牙至第二磨牙中央沟的连线，以此排列下颌磨牙，可

完全保证下颌磨牙舌尖位于偏舌侧牙槽嵴顶上，符合中性区原则及牙槽嵴顶原则，后牙功能原则。

（�）排下后牙要从垂直方向、侧方向和前后方向三个方向指导排下后牙>���

垂直方向控制牙合平面的上下高度�按补偿曲线排列�曲线的曲度后缘投射在磨牙后垫���上；侧方向是调整后牙的

颊舌侧位置；前后方向是控制末端磨牙不能超过磨牙后垫前缘。

（�）下颌排牙法

需先在下颌牙槽嵴上设定第一磨牙准确位置。如牙槽骨吸收严重，则将下颌第一磨牙尽量排列于下颌牙槽嵴的最

低点>���，这样排牙有助于下颌义齿的稳定，有助于把牙合力直接传导至下颌牙槽嵴顶上，利于发挥最佳咀嚼效率。排

牙时首先将下颌第一磨牙颈部偏向颊侧和远中，然后排上颌第一磨牙，微调整使两个牙对应各项数值准确并最广泛均

匀接触；再排下颌第二磨牙，接着排同侧上颌第二磨牙，最后按序排列下颌第二、第一双尖牙，再对应排同侧上颌第

一、第二双尖牙，使之达到最广泛均匀的密切接触。

（�）对侧也采取排后牙先排下后牙方法

使两侧形成正确的横牙合曲线及补偿曲线，并进行正中、前伸、侧方平衡牙合调整，最后进行牙龈形成、基托修

整、包埋、冲蜡、充填塑料、热处理、打磨抛光等步骤。

三、相关研究进展

患者牙列缺失后，由于口腔咀嚼功能的丧失，肌肉发生萎缩，咀嚼功能、美观功能、发音功能、都明显受到损

伤，导致患者的生活质量、精神状态明显下降。此时进行合理的全口义齿修复，能够恢复患者的口腔功能，提升患者

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本文对全口排牙先排下后牙法进行了探讨，排后牙先排下后牙方法制作的全口义齿，相对于常规

上排牙法来讲，能够使所有下颌牙齿的牙尖均不会高于常规上排牙法牙合平面，降低牙合面与牙槽嵴间距离，从而降

低牙合力对义齿的扭力，增加全口义齿的稳定。还能够使下颌后牙更容易准确位于牙槽嵴顶线上，确保第一磨牙选排

在牙槽嵴最合适（或牙槽嵴最低）的位置。部分学者运用三位有限元法对全口义齿无牙颌下颌支持组织进行应力分

析，发现先排下后牙法制作的全口义齿修复产生的最大应力明显的小于上排牙法制作全口义齿。排后牙先排下后牙可

以使上下颌的补偿曲线和横牙合曲线相贴合，确保个方向咬合能达到多点或者三点平衡关系。全口义齿中通常上颌牙

固位较下颌牙差，先排下后牙方法能够尽量将人工牙位于中立区，获得最适宜的平衡关系，有利于下颌义齿的稳定，

也利于提高咀嚼功能及软、硬组织的保健。本人分别选取��例无牙牙合患者作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上

排牙法，观察组采用排后牙先排下后牙法，结果显示出观察组的修复效果优良率提升�����％，满意度提升�����％。

可见排后牙先排下后牙法的修复效果、咀嚼次数和咀嚼效率、主观满意度都好过于常规排牙法及下排牙法，具体参见

《全口义齿修复排后牙先排下颌后牙的临床效果》。

四、小结

排后牙先排下后牙法制作的全口义齿在咀嚼效率、稳固性和舒适感三个方面优于常规上颌排牙法及下排牙法制作

的全口义齿。最后怎样运用简单高效的方法来满足每一位全口义齿修复的患者是本人仍需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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