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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种植与传统固定义齿修复牙列缺损的疗效
对比
郭彩 （平邑县平邑卫生院，山东平邑  273300）

摘要：目的：探究口腔种植与传统固定义齿修复牙列缺损的效果。方法：选取 2019 年 12 月 ~2020 年 5 月收治的 68 例牙列缺损患者，按照

修复方法不同分为种植组 34 例和固定组 34 例。种植组采用口腔种植修复，固定组采用传统固定义齿修复。对比两组功能修复效果。结果：

种植组咀嚼功能、美观度、舒适度、满意度、固定功能评分均高于固定组（P＜ 0.05）。结论：相较于传统固定义齿修复，口腔种植的修复

效果更佳。

关键词：牙列缺损；口腔种植；传统固定义齿修复

牙列缺损不仅影响牙齿美观，还会严重降低患者的咀嚼
能力和生活质量，是临床常见的牙科疾病之一。以往临床针
对牙列缺损多采用固定义齿或活动义齿进行修复，但在固定
效果和舒适度方面均存在不足。为此，临床上引进并实施了
一种新兴修复牙列缺损的方式，即口腔种植，且取得了较为
理想的应用效果。本研究旨在对比口腔种植与传统固定义齿
修复牙列缺损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12 月 ~2020 年 5 月我院收治的 68 例牙列缺
损患者，按照修复方法不同分为种植组34例和固定组34例。
种植组男 19 例，女 15 例；平均年龄（36.02±1.21）岁。固
定组男 18 例，女 16 例；平均年龄（35.13±4.11）岁。两组
一般资料比较无显著差异（P ＞ 0.05），具有可比性。所有
患者均知情且同意参与本次研究。

1.2 修复方法

1.2.1  固定组
固定组采用传统固定义齿修复。患者拔牙后 3 个月到院

复查，确定伤口完全愈合后进行下一步的修复设计。基牙预备，
印模制作临时冠。针对患者临时冠使用过程中的实际咬颌情
况进行综合评价，指导患者正确佩戴义齿，同时告知患者注
意事项，叮嘱患者做好义齿的清洁工作，如有不适应及时就医。
1.2.2  种植组

种植组采用口腔种植修复。种植前先检查种植体周围情
况、患者疼痛感、牢固程度等，结合患者的牙槽骨密度及高
度进行合理设计修复方案。指导患者取仰卧位，消毒，局麻，
在牙槽嵴顶部作 H 形或 L 形切口 , 定位钻定位，扩孔，植入
种植体，种植体到位后，卸下种植体携带器，去掉导板，旋
入愈合基台，缝合软组织。术后连续服用 3 d 抗生素 , 术后
2~6个月,选择基台,印模后制备上部结构,并给予患者佩戴。

1.3 观察指标

修复完成后3个月后到院复查,对比两组功能修复效果，

包括咀嚼功能、美观度、舒适度、满意度、固定功能，各项
均总分 5 分，评分越高越好。

1.4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P＜ 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种植组咀嚼功能、美观度、舒适度、满意度、固定功能

评分均高于固定组（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功能修复评分对比（ ±s，分）

指标 种植组（n=34 例） 固定组（n=34例） t P

咀嚼功能 4.27±0.37 3.52±0.55 9.272 0.000

美观度 4.71±0.30 3.07±0.78 16.168 0.000

舒适度 4.55±0.33 2.57±1.02 15.545 0.000

满意度 4.68±0.22 3.32±0.84 16.383 0.000

固定功能 4.32±0.51 2.93±1.13 9.283 0.000

3 讨论
牙列缺损属于口腔修复中较为常见的疾病之一，随着现

代医疗技术的发展，口腔种植技术在临床中得到了广泛引入
和推广。与传统固定义齿修复技术相比，口腔种植修复不但
能够更好地解决牙齿固位不佳、缺乏美观性等问题，还在一
定程度上有利于种植牙功能的提升。本研究结果显示，种植
组咀嚼功能、美观度、舒适度、满意度、固定功能评分均高
于固定组（P ＜ 0.05），可见相较于传统固定义齿修复，口
腔种植的修复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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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竭的效果更好。
综上所述，连续性血液透析治疗肾功能衰竭的效果显著，

临床应用价值较高，值得进一步推广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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