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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体修复牙邻面牙体缺损的临床疗效及其对龈沟液炎性因子与氧化应激

分子水平的影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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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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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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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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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牙邻面牙体缺损患者#按治疗方式

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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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对照组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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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体修复牙邻

面牙体缺损的临床疗效确切#可能与其能够减轻龈沟液炎性反应与氧化应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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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

=

I6.?;

%

7;;7G5J

.

59;170A6859;7CC7GJ;8;97

*

!

U/5:C

<

Z56/C/1:5

I

*

!

/18:5FF57/C18597C6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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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邻面牙体缺损是指牙体硬组织与生理解剖外

形出现程度不一的异常!表现出正常牙体形态"邻接

关系及咬合受到破坏!其中发育畸形"酸蚀症"磨损"

牙外伤是其主要诱因$

#

%

#临床上需予以缺损修复以

改善牙体组织的完整性!既往多采用树脂直接修复或

者填充牙体缺损!但损伤面积相对较大时难以达到良

好的临床效果!且存在聚合收缩"污染等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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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

体由于高度抛光!因此!其边缘密合度较高!牙面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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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为压体缺损修复的首选方式!合金是传统嵌体

的制作材料!其机械性能较好!但与牙齿颜色存在差

异!难以达到牙齿的美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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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体

是最新研发的美学嵌体!与牙齿的密合度较好且颜色

一致!但关于其是否会诱导炎性因子及自由基等刺激

物质释放的报道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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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体修复牙邻面牙体缺损的临床疗效及对龈沟

液中炎性因子与氧化应激分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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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收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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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牙邻面牙体缺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均与牙邻面牙体缺损诊断标准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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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体缺损!但

咬合关系大致正常!牙齿未见松动!牙周组织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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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片检查提示牙槽吸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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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或者无吸收!牙

尖未见阴影+患牙均为单颗前牙恒牙#排除牙周炎病

史+接受过正畸治疗+妊娠或者哺乳阶段+心肝肾等器

官未见异常#将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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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对照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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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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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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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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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体预备(将暂封物去除!在龋损显示剂

下将腐质清除!磨除悬釉!并于龈上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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龈阶!

缺损较深者需实施局部排龈#颌面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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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修复!髓腔固位#再按一步印模法制备硅橡胶印

模!并于预备体边缘"轴壁及髓壁注射轻体硅橡胶印

模材料!排龈处理者需排龈线取出的同时于牙体颈部

边缘进行注射!直到印模硬固后将牙列印模取出#采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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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体#试戴时需全面观察外形"颜

色"邻接关系"边缘密合度"就位情况等#采用特定的

树脂水门汀实施黏结!在完全固化前将多余树脂水门

汀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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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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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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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评估患牙修复

体完整性&修复体表面比较完整!未见折裂或者裂

纹'"边缘密合度&不卡探针!基牙与修复体未见缝

隙'"颜色匹配&邻牙与修复体牙色的透光度及明暗度

一致'及继发龋&修复体周围的牙组织伴颜色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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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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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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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临床疗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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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修复体完整性"边缘

密合度"颜色匹配及继发龋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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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炎性因子水平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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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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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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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氧化应激分子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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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照组!

VRU

及
YV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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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牙龈情况比较
!

治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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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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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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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牙龈

情况均较治疗前改善!研究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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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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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邻面牙体缺损是口腔科的多发性疾病!不仅影

响美观!还可破坏牙齿邻接关系及咬合!降低患者生

活质量#填充法是牙邻面牙体缺损的常规疗法!但其

于口内直接进行填充!难以恢复牙齿的天然临接关

系!影响整体的临床效果#嵌体修复是近年来治疗牙

体缺损的新型方法!能够利于牙尖与功能的恢复!增

强牙齿耐久性与强度!且于口腔外模型上予以制作!

能够确保和牙面的移行!同时能够利于修复体边缘菌

斑的减少!避免局部的渗漏!且存在较高的美观性及

耐磨性$

!+,

%

#

金嵌体为牙体缺损修复的传统材料!存在耐久性

好"强度高"硬度大等优势!其稳定性及耐腐蚀性虽优于

钴铬合金"镍铬合金等材料!但较长时间后仍存在一定

程度的腐蚀!引起颜色改变!且可导致牙龈外观暗沉!并

可降低其强度!使材料及牙根断裂的可能性增加$

'

%

#

;+

F5̂

铸瓷是以玻璃为基质的瓷块!含细小的石晶核!半

透性与色泽较好!但相关研究报道!邻面牙体缺损采用

;+F5̂

嵌体修复的临床效果并不理想$

)

%

#

U/5:C

<

Z56/C

嵌体为微瓷聚合系统!由于添加高

含量的瓷填料能够显著提高其散射效果与光透性!且

其颜色"形态及弹性与自体牙差异不大!能够避免牙

本质与嵌体的应力集中!避免牙体断裂!并达到现代

的美观需求$

#"

%

#同时
U/5:C

<

Z56/C

嵌体增添了纳米

级填料!能够明显提高其耐受性!防止牙齿的过度损

耗#本研究显示!采用
U/5:C

<

Z56/C

嵌体修复的研究

组修复体完整性"边缘密合度"颜色匹配及继发龋均

显著优于采用
;+F5̂

修复的对照组!说明
U/5:C

<

Z56/C

嵌体的临床效果肯定$

##

%

#

临床研究报道!嵌体铸造能够诱导细胞免疫反

应!引起牙周局部的微生态变化!引起牙龈出血"牙龈

炎等$

2

%

#龈沟液主要来源于微生物及上皮组织破坏

产物"细胞间质液"血浆等!通过检测其成分可反映牙

龈组织的改变$

#$

%

#

=N+#

$

主要于细菌及内毒素刺激下

由巨噬细胞与单核细胞分泌!可促进其他炎性因子的

释放!并可导致破骨细胞的活性增强!同时也可使骨

细胞钙素合成受到抑制!对骨代谢形成破坏!从而影

响骨组织吸收$

#(

%

#

=N+!

是机体最强的炎性因子!多来

自于单核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细胞等!可刺激炎性因

子的释放!导致全身炎性反应!是机体组织损伤及炎

性反应程度的特异性指标$

#2

%

#

=N+'

是多源性的炎性

细胞因子!对
L

淋巴细胞"噬碱性粒细胞及中性粒细

胞的趋化作用比较强!能够造成炎性细胞集聚!并产

生大量活性物!

=N+'

表达过度时能够导致组织不同程

度的受损$

#*

%

#

LP>+

'

作为一种单核因子!主要经巨

噬细胞与单核细胞合成并分泌!是造成创伤炎性反应

与免疫受损的关键因子#本研究发现!

$

组治疗后
=N+

#

$

"

=N+!

"

=N+'

"

LP>+

'

均有上升!但研究组上升幅度更

小!提示嵌体修复能够引起不同程度的炎性反应!但

U/5:C

<

Z56/C

嵌体修复对牙周组织的刺激更小!可能

是因为
U/5:C

<

Z56/C

嵌体与正常牙周组织相容性更

好!能减少腐蚀物生产!从而减轻炎性反应!对牙齿功

能有保护作用$

#!

%

#

有研究指出!嵌体修复能够诱导氧自由基的大量

产生!导致细胞内脂质出现过氧化!影响牙槽骨吸收!

且可导致牙周组织出现损伤$

#,

%

#

@U4

水平能够直

接反映机体过氧化程度!并能间接提示氧自由基对于

组织细胞造成的损伤程度#

VRU

能够减少氧自由基

对于细胞产生的损伤!并可使受损细胞得到及时修

复#

YVD+Ŵ

作为机体一种抗氧化酶!能够清除脂质

过氧化物!缓解自由基诱导的损伤#本研究显示!

U/5+

:C

<

Z56/C

嵌体修复后研究组
@U4

"

VRU

及
YVD+Ŵ

均优于对照组!进一步说明
U/5:C

<

Z56/C

嵌体修复能

够抑制氧自由基的过度释放!缓解局部氧化应激反

应#此外本研究发现!

U/5:C

<

Z56/C

嵌体修复后牙龈

情况显著改善!进一步证实其能够保护牙龈状态#

综上所述!

U/5:C

<

Z56/C

嵌体修复牙邻面牙体缺

损的临床疗效确切!可能与其能够减轻龈沟液炎性反

应与氧化应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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