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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锆全瓷冠用于口腔修复的应用效果评估
分析
邓倩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贵州贵阳  550000）

摘要：目的：研究二氧化锆全瓷冠用于口腔修复的应用效果。方法：从我院随机挑选2020年1月至2021年7月收治的70例口腔修复患者，

分为常规组（n=35）和研究组（n=35），常规组采用镍铬合金烤瓷冠，研究组采用二氧化锆全瓷冠。比较两组患者的咬合能力、咀嚼功能、

美观程度、龈沟出血情况、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研究组患者咬合能力评分为（8.38±1.35）、咀嚼功能评分为（8.05±1.37）、

美观程度评分为（8.25±1.40），常规组患者咬合能力评分为（7.14±1.20）、咀嚼功能评分为（7.01±1.00）、美观程度评分为（7.18±1.32），

两组比较，差异显著（P＜ 0.05）。治疗前，研究组患者和常规组患者龈沟出血情况比较无显著差异（P＞ 0.05）；治疗后，研究组

患者 SBI 为（1.67±0.25）、GCD 为（2.54±0.24）mm，常规组患者 SBI 为（2.10±0.12）、GCD 为（2.40±0.05）mm，两组比较，差异

显著（P＜ 0.05）。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组（P＜ 0.05）。结论：在口腔修复中应用二氧化锆全瓷冠具有确切效果，

可有效改善患者咬合能力、咀嚼功能，提升美观程度，改善患者龈沟出血情况，且很少出现不良反应，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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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中，牙体和牙列缺损是常见的口腔疾病，
不仅影响牙齿美观，还影响咀嚼功能，不利于患者正
常饮食生活 [1]。针对该类疾病，主要是利用口腔修复
治疗方法，全冠作为口腔修复常见修复体，覆盖整个
牙冠表面，可以修复缺损牙齿形态、功能、美观。全
冠材料种类较多，以往常用金属铸造冠与金属烤瓷冠
进行修复，机械强度较高，可以有效改善牙齿边缘密
合度，但是美观性较差，化学性能不够稳定，有龈缘
染色等缺点，很难改善患者咀嚼功能。近几年，二氧
化锆逐渐应用在了口腔修复中，其具有较强抗压强度，
且生物相容性较好。本研究旨在观察二氧化锆全瓷冠
在口腔修复中的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我院随机挑选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7 月收治
的 70 例口腔修复患者，分为常规组（n=35）和研究
组（n=35）。常规组男20例，女15例；年龄24~47岁。
研究组男 19 例，女 16 例；年龄 23~47 岁。两组患者
基本资料对比无显著性差异（P ＞ 0.05），可比。

1.2  方法

常规组采用镍铬合金烤瓷冠。在牙体预备完成后，
利用镍铬合金烤瓷冠进行口腔修复治疗。首先磨除唇
面 1.5~2.0 mm，磨除切断 1.5~2.0 mm，把聚合度控制
在 2~5 范围内，在完成修复体后进行试戴，调整边缘
密合性。

研究组采用二氧化锆全瓷冠。行二氧化锆全瓷
冠修复预备处理，首先切断磨除量 1.5~2.0 mm，针
对唇侧和舌侧进行 1.0~1.5 mm 间隙预备，且把聚合
度控制在 6~8 范围内。邻面 1.0 mm 预备量，颈缘预
备 1.0 mm 宽度，位置在龈下 0.5~1.0 mm 范围肩台，

保证各线角圆钝光滑且连续 [2]。预备工作结束后，收
缩牙龈，暴露肩部肩台，制作印模，灌注模型，在自
然光下进行比色操作，患者试戴临时牙，1 周后戴全
锆冠，检验修复体咬合功能，在测试完成后，对牙面
进行消毒，黏牢修复体 [3]。

两组患者均给予口腔教育，叮嘱患者不要食用坚
硬或刺激性食物，及时进行口腔清洁，术后随访3个月。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咬合能力、咀嚼功能、美观程度、龈
沟出血情况、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观察。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量资料进行比较 t 检验，计数资料进行χ2 检验。
P ＜ 0.05 表示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咬合能力、咀嚼功能、美观程度评分情
况比较

研究组患者咬合能力、咀嚼功能、美观程度均优
于常规组（P ＜ 0.05），见表 1。

表1  两组咬合能力、咀嚼功能、美观程度评分情况比较（ ±s，分）

组别 n 咬合能力 咀嚼功能 美观程度

研究组 35 8.38±1.35 8.05±1.37 8.25±1.40

常规组 35 7.14±1.20 7.01±1.00 7.18±1.32

t 4.065 4.859 4.571

P ＜ 0.05 ＜ 0.05 ＜ 0.05

2.2  两组治疗前后龈沟出血情况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龈沟出血情况比较无显著差异
（P ＞ 0.05）；治疗后，研究组患者 SBI、GCD 值均
明显优于常规组（P ＜ 0.05）。见表 2。



81

医药科研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龈沟出血情况比较（ ±s）

组别 n
SBI GCD（mm）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35 1.60±0.20 1.67±0.25 2.24±0.15 2.10±0.12

常规组 35 1.59±2.22 2.54±0.24 2.25±0.16 2.40±0.05

t 0.254 4.859 1.025 6.968

P ＞ 0.05 ＜ 0.05 ＞ 0.05 ＜ 0.05

2.3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研究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组（P ＜ 0.05）。见表 3。

表 3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n（%）]

组别 n 边缘不密合 崩瓷 继发龋 牙龈变色 牙龈折断 合计

研究组 35 1（2.86） 1（2.86） 0（0.00） 0（0.00） 0（0.00） 2（5.71）

常规组 35 2（5.71） 2（5.71） 2（5.71） 1（2.86） 2（5.71） 9（25.71）

χ2 5.362

P ＜ 0.05

3 讨论
全冠是当下口腔修复常见修复体，医生结合患者

牙体缺损部分，通过各种金属、全瓷材料，把牙冠外

形和解剖结构进行恢复。金属烤瓷全冠牙齿颜色好，

光泽度较为稳定，耐磨性较好。镍铬合金烤瓷，在临

床中应用较为广泛，针对牙体缺损患者来讲，可以有

效改善患者龈沟出血情况，但是容易引起牙龈炎 [4]。

镍铬合金烤瓷通过磁性物质耐高温特性，制作成为成

品，虽然可以修复牙齿，但是因为镍铬会损伤到牙

周组织，进而影响到修复效果。而二氧化锆全瓷冠

核心成分是斜锆石，因为其耐磨损、耐腐蚀、耐高温，

加之其对光线具有通透性，通过牙白色基地冠，和人

体真牙有较高的相似性，且通过计算机辅助、激光扫

描等技术，可以有效提升模内冠精确度、边缘密闭性，

进而促使患者自身牙齿和制备材料更加贴合，有助

于患者牙齿修复 [5]。此外，镍铬合金烤瓷冠和人体真

牙贴合度相对较差，导致很难有效控制牙龈发炎、

牙龈出血等情况。二氧化锆有氧化锆成分，抗弯性、

抗折断能力较好，可以有效降低金属材料对牙周组

织的刺激，能够避免牙龈出血情况。加之，二氧化

锆组织相容性较好，促使其和患者基牙贴合度较好，

能够避免基牙和全瓷冠之间滋生牙菌斑，很少出现

牙龈炎情况 [6~7]。

本研究显示，治疗后，研究组患者咬合能力、咀
嚼功能、美观程度均优于常规组（P ＜ 0.05）；研究
组患者龈沟出血情况要明显优于常规组（P＜ 0.05）；
研究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组（P
＜ 0.05）。

综上所述，利用二氧化锆全瓷冠进行口腔修复效
果确切，能够改善患者咬合能力、咀嚼功能，提升美
观程度，改善患者龈沟出血情况，且不良反应发生率
较低，具有较高的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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