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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固化复合树脂在口腔美容修复中的作用探讨 
刘云 

(山东协和学院  山东济南  250000) 

摘要：目的：研究在口腔美容修复中光固化复合树脂的应用效果。方法：选择我院在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 84

例口腔美容修复患者，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42 例，进行烤瓷冠修复），实验组（42 例，采用光固化复合树脂材料修

复）。对比两组的修复后的效果和并发症发生率。结果：在此次研究中，实验组采用光固化复合树脂材料进行口腔修复，其修复优良

率明显优于对照组，并发症总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口腔美容修复中，采用光固化复合

树脂材料能够显著提高修复效果，且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该修复材料具有一定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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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口腔保健意识的提升，近年来进行口腔美容修复

的人数不断增加。口腔美容修复也称为牙齿美学修复，其目的

是通过重建口腔系统恢复患者咀嚼和语言功能[1]。在修复中医生

需具有现代医学审美，提升修复的美观性，制作出满足患者心

理需求的完美修复体。口腔美容修复中烤瓷冠修复是常见的修

复方式，其材料主要为镍铬合金、钴铬合金、金合金及全瓷冠。

烤瓷冠修复的缺点在于其材料多为合金材料，镍铬等离子游离

将导致牙龈跟牙冠结合处变黑，甚至引起过敏、崩瓷等情况。

为此因此医疗人员应采取有效的修复措施，本文以我院 84 例口

腔美容修复患者为例，研究光固化复合树脂材料在口腔美容修

复中的应用效果，具体研究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 84 例口腔

美容修复患者。通过随机分组法将其分为对照组（42 例，男性

25 例，女性 17 例，年龄 24-65 岁，平均年龄 41.25±7.43 岁）

和实验组（42 例，男性 23 例，女性 19 例，年龄 22-67 岁，平

均年龄 43.18±6.14 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

0.05。此次研究经患者同意，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对照组进行烤瓷冠修复，根据患者牙齿实际颜色进行牙齿

比色，选择合适的烤瓷牙冠颜色。将原有牙齿磨小后用模具取

患者牙齿形状制作烤瓷牙冠，配戴牙冠并调整，用粘和剂固定

牙冠。观察组采用光固化复合树脂进行修复，用器械对原有牙

齿进行打磨，用抛光膏对牙齿进行清洁，保持其表面湿润。牙

齿比色选择合适的颜色。将浓度 2%的 H2O2及浓度 0.9%的 NaCl

溶液混合后冲洗牙体。用正磷酸酸蚀牙面后使用清水冲洗牙釉

质表面，冲洗后吹干。将复合树脂覆盖于患牙并粘贴、固化，

最后采用橡皮轮抛光打磨。 

1.3 评估标准 

记录两组患者修复后的效果。修复效果分成优：修复体无

老化、变色、脱落、松动现象。  量：修复体存在轻度老化、

变色、脱落、松动现象；差:修复体老化、变色、脱落、松动现

象比较明显。修复优良率=（优例数+良例数）/该组总例数×

100%。记录两组修复后的并发症发生率，并发症为：牙齿断裂、

咬合不良、牙龈炎。并发症总发生率=（牙齿断裂例数+咬合不

良例数+牙龈炎例数）/该组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利用 SPSS17.0 软件对此次研究数据进行分析，率计数资料

采用χ2检验，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实验组、对照组修复优良率对比 

经修复后，实验组的修复优良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 

表 1 实验组、对照组修复优良率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优 良 差 修复优良率 

实验组 42 26（61.9%） 15（35.7%） 1（2.4%） 41（97.6%） 

对照组 42 15（35.7%） 21（50%） 6（14.3%） 36（85.7%） 

t - 5.765 1.750 3.896 3.896 

P - 0.016 0.186 0.048 0.048 

2.2 实验组、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经修复后，实验组牙齿断裂、咬合不良、牙龈炎发生率与

对照组均无明显差异，但并发症总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2： 

表 2 实验组、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牙齿断裂 咬合不良 牙龈炎 并发症总发生率 

实验组 42 1（2.4%） 0（0%） 0（0%） 1（2.4%） 

对照组 42 2（4.8%） 3（7.1%） 2（4.8%） 7（16.7%） 

t - 0.346 3.111 2.049 4.974 

P - 0.557 0.078 0.152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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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 

牙体缺损、牙齿畸形是常见的口腔疾病，这些疾病对患者

的交流和饮食造成严重影响，由于牙齿美观性较差，患者易产

生负面心理。随着人们的口腔保健意识增加，进行口腔美容修

复的人群越来越多，同时人们对修复材料的实用性及适用性要

求更为严格。 

牙齿美容修复技术起源于上 20 世纪 80 年代，在当时主要

以烤瓷冠修复为主，烤瓷冠修复能够使患牙恢复原有功能，且

能满足患者的美观要求[2]。烤瓷牙修复需将患牙磨小，再将制作

的烤瓷牙套上，该技术见效快且维持时间长。但受烤瓷冠的材

料影响，在牙龈跟牙冠结合处易产生黑线，患者牙龈将变得敏

感从而萎缩。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医学人员也在不断探索新

材料、新技术。 

光固化复合树脂的性能较为稳定，颜色与自然牙齿颜色相

近，修复后美观性较好，经美白后其美白效果可达 2-3 年,这一

材料在口腔美容修复中应用较为广泛[3]。光固化复合树脂由预聚

体、树脂单体构成，经紫外线照射其活性官能团受诱导会发生

聚合反应，在口腔美容修复中光固化复合树脂的操作较为简单。

同时这一材料不含有金属离子，不会使牙龈、牙冠结合处变黑，

该材料对牙龈的伤害较小。 

在本次研究中，对实验组使用光固化复合树脂，患者的修

复优良率明显优于对照组，且并发症发生率远低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该材料具有较好的使用效果。 

总而言之，口腔美容修复患者采用光固化复合树脂进行修

复，能够提高修复优良率，且并发症发生率较低，该材料有较

好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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