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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排牙与传统性排牙的临床效果分析

韩晓辉牟月照

【摘要】目的：对比分析个性化(sPA)排牙法与传统性排牙法的临床效果，探讨更理想的个体化美观要求。

方法：对临床上符合要求的患者，随机采用SPA排牙法或传统性排牙法完成义齿制作，然后进行临床效果观察和

患者对义齿的满意度调查，结果进行x2检验。结果：两种方法患者接受率分别为95．00％和94．59％，差别无显著

性(尸>0．05)，满意率分别为67．50％和40。54％，差别有显著性(P<0。05)。结论：个性化排牙法与传统性排牙法能

够同样地被患者接受，而且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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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anaIyze the clinicaI efrects of dentures with SPA(sex，personality，age)setting up and

trad“ional tooth amngement．Methods：77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nd rand咖1y仃eated with SPA or traditional method．

C“nicaJ e行bcts and satisfaction were investigated aner the patientS woreⅡ1eir dentures one month．And tl】e results were

statisticaly analyZed by Chi—Square test．Re鲫lts：T11ere was no sigllificant di腩rence bet、veen觚o methods in me rate of

patients’ acceptance，(95．00％VS．94．59％，p>0．05)；while sigIlificant di舵rence was folHld in the rate of patients’

satisfaction，(67．50％VS．40．54％，P<O．05)．Conclusio哪：SPA method can be accepted by patients as well as仃aditional

method and can obtain good results．

Key woriIs：dentures；perSonali够set—up；satisfaction

个性化排牙法是在传统性排牙法的基础上，根据

患者的性别(Sex)、个性(personality)、年龄(age)等

因素，对前牙的排列作适当调整来模拟天然牙列常见

的微小缺陷，从而是使前牙排列突现患者个性特征、

满足患者审美要求的一种排牙方法，又叫SPA排牙

法。如何使义齿在具有良好的功能、组织保健作用的

同时，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然美，作者将SPA排牙法

用于临床取得满意效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自2003年10月至2005年4月

收集符合至少包括上颌前牙全部缺失采用可摘义齿修

复这一纳入标准的患者77例，其中男性46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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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例，年龄27～74岁，平均年龄54．4岁。

1．2方法

(1)将77例患者按接诊顺序编号，然后用随机数

字表法随机分为两组。第一组为sPA排牙组，第二

组为传统排牙组，具体分布情况见表1。分别用两种

排牙方法制作完成义齿。患者在试戴义齿并进行调整

合适后，继续戴用1个月复诊。由患者及其家人同事

等给出综合评价：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表1 两种排牙法病例分布情况

分组 病例数年龄(岁) 男 女 全口单颌局部可摘

SPA法 40 29～74 29 11 11 9 20

传统法 37 27～73 17 20 14 5 18

合计 77 27～74 46 31 25 14 38

(2)传统排牙组按照徐君伍主编口腔修复学教材

第四版所讲的方法Ⅲ，常规制取印模灌制石膏模型，

进行颌位记录，上胎架，选牙排牙，完成义齿制作，

最后进行试戴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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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PA组常规制取印模灌制石膏模型，用SPA

方法确定上颌前牙的骀堤平面。上唇较短时可用传统

方法确定，上中切牙切缘露上唇下缘下2mm，只是

在排牙时将人工牙盖嵴部磨薄紧贴齿槽嵴，从而保持

上前牙的长度掩盖上唇短的缺陷。上唇较长时可减小

上中切牙切缘暴露的长度甚至上中切牙切缘平齐上唇

下缘，从而保证面部协调。然后进行颌位记录，上船

架。选牙排牙时要在传统的基础上考虑到患者的性

别、个性、年龄。

①性别的考虑：一般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肤色

较白者，选用颜色较白、唇面圆突、切角圆钝、色泽

光亮的人工牙，而且侧切牙要明显小于中切牙。排牙

时两颗中切牙可不完全对称的稍显内翻，即以远中面

为支点近中面稍向唇侧扭转。上前牙排列整体上规则

协调。这样可显示女性的温柔秀丽之美。而男性尤其

是肤色较黑或喜好抽烟喝茶者，选用颜色稍黄、唇面

方平、切角较锐、色泽稍暗的人工牙。排牙时两颗中

切牙可不完全对称的稍显外翻，即以近中面为支点远

中面稍向唇侧扭转。上前牙排列可不规则，但整体上

协调和谐棱角分明。这样可显示男性的刚强健壮之美。

②个性的考虑：人工前牙的选择首先要根据患

者颌弓的大小、形态及面部形态，确定出可供选择的

人工前牙的大小和形态的范围。在此之内可以考虑，

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者，选用型号较大、有一定厚度、

有棱角的人工牙。身材丰满圆胖者，选用浑圆的人工

牙。身材纤细者，选用型号较小、有薄细感的人工

牙。性格豪爽刚毅者，选用唇面方形、表面凹凸显

著、有棱角的人工牙。中切牙可稍外翻，人工牙排列

不能太刻板。性格活泼开朗者，选用唇面方形人工

牙，人工牙排列也不能太刻板。性格斯文内向者，选

用唇面较方圆，特别是颈部较圆的人工牙，中切牙可

稍内翻，人工牙排列要整齐对称。精神饱满思路活跃

者，加大中切牙和侧切牙切缘之间在牙长轴方向的差

值，但原则上不超过1mm。性格特点不明显者减小

中切牙和侧切牙切缘之间在牙长轴方向的差值，甚至

差值降为零【2】。另外作者还根据自己对人群的观察，

按照自己以及患者的审美观，将有些患者的个别人工

牙进行了稍微的重叠、扭转、唇侧或舌侧移位排牙。

③年龄的考虑：年轻患者，选颜色稍白、色泽光

亮的人工牙。排牙时让尖牙的牙颈部略向唇侧突起，

甚至将尖牙略唇向错位。牙冠暴露长度以及牙龈形态

要按健康自然牙的样子处理。这样可使患者显得健康

而且有生气。老年患者，选颜色稍黄、色泽稍暗的人

工牙。排牙时可磨改人工牙来模拟自然牙的磨耗状

态。牙颈部可暴露少许牙根，龈缘及牙龈乳头模仿老

年人的萎缩状态。甚至排牙时安排有散在的小间隙。

而且随着年龄增长，上前牙比下前牙暴露的要少Ⅲ。

这样可以使义齿与患者年龄相协调而显得十分自然。

2．结果

77例患者在试戴义齿并进行调整合适后，继续戴

用1个月复诊。然后让患者及其家人同事等从外观、

语言、咀嚼能力、稳固性、舒适度Ⅻ等方面进行考虑，

对义齿的临床效果给出综合评价，得到满意度调查结

果。见表2。

表2两种排牙法调查结果比较

方法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合计患者满意率惭)患者接受率∞)

注：患者接受率为满意与基本满意患者之和占患者总数的百

分比，患者满意率为满意患者占患者总数的百分比。

经x2检验：两种方法患者接受率比较P>0．05，

差别无显著性。两种方法患者满意率比较jp<0．05，

差别有显著性。

3．讨论

患者牙齿尤其是上前牙的缺失，会使容貌产生明

显变形。而容貌的变形会使患者心理失衡，导致自

卑、性格孤僻、情绪低落，影响正常工作、生活及社

交活动【5】，这就使口腔修复科医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医生制作修复体不仅要使患者满足生理上和

功能上的需要，还要使患者满足心理上的需要，从而

使其找回往日的健康和信心。这也与当今医学模式由

“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

转变相符合。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发展，

患者的审美要求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提高。因

此，自然的外观、逼真的色彩是人们对义齿提出的新

的要求，而传统意义上的洁白与整齐，已经不再是人

们所追求的唯一目标。sPA排牙方法也正是针对患者

对义齿修复要求的不断提高而产生和不断发展的。

采用SPA排牙法的最大优点在于它跳出了义齿

排牙过程中标准相对单一的圈子，从而避免了因人工

牙排列过于齐整而可能出现的“托牙相”或“义齿面

容”等不足。它是在传统排牙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对

人工前牙大小、形态、色泽的合理选择，排列位置、

方向、角度恰当的轻微改变，使义齿在具有良好的功

能、组织保健作用的同时，又能与患者的性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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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年龄相协调。凸现患者的个人气质、个性特征，

从而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然美。

对美的评价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不

同的患者和不同的医生，对SPA排牙法的认同程度，

自然也就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很明确，只要不呈现出

一种病态，自然就是一种美，这也是医学美学所要追

求的一个目标。世界上不可能存在自身条件一模一样

两个患者，也就不会存在适合于所有患者指导排牙的

万能通式。既然每一个患者有其自身的特点，那么，

患者最理想的义齿，一定也必然是各具特色的。所

以，在义齿制作选牙排牙过程中，将性别、个性、年

龄考虑在内显得更科学一些，从而使所制作的义齿与

患者本人更加协调而显得自然美观。在发音方面，由

于SPA排牙法基本遵循传统性排牙法的原则，同时

人的口腔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所以对发音效果的影

响，与传统性排牙法没有明显差别，反而有时会因为

人工牙排列与患者以前自然牙相近而使患者更容易适

应。然而不同年代、不同年龄及不同学历、不同收入

的患者，其审美观点有显著的差异【嗣。医生要制作出

符合患者要求的义齿，就必须对患者有充分的了解和

认识。这也是将来义齿自动化制作要克服的一个很大

的难题。只有充分与患者交流沟通，对患者有了充分

的认识与了解，并且不断加强医生自身的审美素养，

才会使SPA排牙法发挥到极致。

综上所述，SPA排牙法不是对传统排牙法的否

定，而是对它的继承、发展与完善。正因如此，个性

化排牙法与传统排牙法能够同样地被患者接受，而且

个性化排牙法能够更大程度的满足患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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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硫化物沉淀，也未见该材料机械性能方面的负

面报道，其原因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本实验各组合金铸件间金相结构元素构成比差别

不大，可认为TILITE V镍铬钛烤瓷合金具有较好的

铸造稳定性。

目前，随着国际市场齿科铸造用金属价格不断上

涨，以及环保意识的逐渐增强，合金铸造回收料的重

熔再铸普遍存在于齿科技工室实践。国内外学者对金

合金、银钯合金、镍铬合金、钴铬合金等材料的研究均

显示品质较好的齿科铸造合金可用于多次铸造口，5，q。

本实验对再利用镍铬钛烤瓷合金铸流性、铸件金相结

构及元素构成的研究，为该材料回收再利用作出了初

步探索。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从金相结构及元素构成上

推断再利用合金铸件机械性能、耐腐蚀性能、离子析

出情况以及金瓷结合性能等，可能与新合金铸件相近，

但对这些重要的性能指标仍必须进行严格的检测研究，

才能对该合金回收再利用的可行性作出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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