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医学研究: 2022 年 4 卷 9期

ISSN: 2705-0939(Print); 2705-0475 (Online)

72

3D打印可摘局部义齿基托的临床应用

苗 淼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系 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目的：观察 3D 打印可摘局部义齿基托与失蜡铸造可摘局部义齿基托的差异，探讨 3D 打印可摘局部义齿基托的

可行性。方法：选取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4 月就诊于唐山市中医医院口腔科门诊的 36 例牙列缺失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

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18 例。研究组男 10 例，女 8 例，年龄 58-84 岁，平均（69.67±7.81）岁；对

照组男 9 例，女 9 例，年龄 58-82 岁，平均（68.5±7.86）岁。其中，观察组患者利用 3D 打印基托模型进行活动义齿修复，

对照组患者采用传统失蜡铸造基托模型进行活动义齿修复。比较两组患者义齿基托的吻合度，患者佩戴的舒适度及两种方式

制作活动义齿的精确度以及两组患者咀嚼功能的恢复情况。结果：研究组患者佩戴义齿的舒适度较对照组有一定优越性，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D 打印制作的活动义齿基托的精确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

组患者的咀嚼功能恢复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3D 打印可摘局部义齿基托具有较高的

精确性，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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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pplication of 3D Printing 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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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3D printing 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 base and wax lost casting 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 base, and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3D printing 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 base. Methods: 36 patients with dentition
loss who were treated in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 of Tangshan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April
2020 to April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18 patients in each group. In the study group, there were 10 males and 8 females, aged 58-84 years,
with an average of (69.67 ± 7.81) year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9 males and 9 females, aged 58-82 years, with an average of
(68.5 ± 7.86) years. Among them,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repaired with the 3D printed base model,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repai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wax lost casting base model. To compare the fitting degree of denture base, the
comfort degree of patients wearing and the accuracy of two kinds of removable dentures, as well as the recovery of masticatory
fun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mfort of wearing denture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accuracy of the removable denture base made by 3D printing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recovery of masticatory function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3D printing 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
base has high accuracy 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words: Prosthodontics; 3D printing; Denture; Base

牙列缺损是口腔患者常见的疾病之一，它不仅关系人的

容貌，更影响口颌系统的咀嚼功能、语言功能甚至消化系统

的消化功能，直接关系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活动义齿价格低

廉、操作简单，是目前临床治疗牙列缺损的常用手段，适用

于各种牙列缺损的修复。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及修复材料的

更新，口腔修复技术不断完善，人们对义齿模型的精确性及

舒适性、美观度要求更高。3D 打印是一种以“逐层打印”

为特点的快速成型技术[1]，广泛应用于口腔内科学、口腔修

复学、口腔种植学以及口腔正畸学等领域。3D 打印技术能

够快速、精准打印修复体及模具，主要用于局部活动义齿金

属支架及全口义齿的制作，且可根据患者个体需求满足其个

性化需求。本研究纳入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4 月就诊于唐

山市中医医院的 36 例牙列缺损患者为研究对象，利用 3D 打

印和失蜡铸造两种方法制作可摘局部义齿基托，比较两种方

法制作出的义齿的基托吻合度、患者佩戴的舒适度、精确度

及患者咀嚼功能的恢复情况，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4 月就诊于唐山市中医医院

口腔科门诊的 36 例牙列缺失患者为研究对象。依据随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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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表法，将 36 例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18 人），

分别采用 3D 打印和失蜡铸造两种方法制作可摘局部义齿基

托。其中，研究组男 10 例，女 8 例，年龄 58-84 岁，平均

（69.67±7.81）岁；对照组男 9 例，女 9 例，年龄 58-82 岁，

平均（68.5±7.86）岁。纳入研究的患者均适合活动义齿修

复，缺隙牙 2-3 颗，均为连续牙缺失且处于下颌磨牙区及磨

牙后区，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牙列缺损区域差异等基线

指数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唐山市中医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治疗方法

研究前，对两组患者的口腔结构、基牙及牙周进行基础

检查，对基牙松动或牙髓炎患者先给予根管治疗。研究组采

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义齿基托，选用 3Shape 扫描仪 D700（丹

麦）扫描，获取患者口腔牙列三维信息，利用 AutoCAD 2016

软件设计局部缺失牙可摘义齿基托，将制作好的 CAD 文件

上传三维义齿修复体蜡型 3D 打印机，逐层打印。静待树脂

蜡型沉积成型后抛去支撑材料并进行脱模包埋铸造，冷却后

取出铸件。对照组采用传统方法制作局部义齿基托，选择 3

位经验丰富的技师（工龄＞10 年）进行模具制作。具体流程

为：填充倒凹、铺蜡，复制琼脂印模，翻制磷酸盐耐火材料

模型进行并进行表面处理，制作义齿基托蜡型，带模包埋铸

造，待模型冷却后取出行抛光处理，适当调整基托位置以便

正常就位。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采用两种方法制作的可摘局部义齿基托

的佩戴舒适度；两种方法制作的可摘局部义齿基托的精确度；

患者佩戴义齿 1 个月后，采用电话回访的方式调查义齿的咀

嚼功能恢复情况及整体使用效果患者对义齿修复的主观感

受最佳计 5 分，最差计 1 分，以分值的高低评价两种方法制

作的可摘局部义齿咀嚼功能的恢复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 sx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 X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资料比较

研究组患者 18 人，男 10 例、女 8 例，年龄 58-84 岁，

平均（69.67±7.81）；对照组患者 18 人，男 9 例、女 9 例，

年龄 58-82 岁，平均（68.5±7.86）岁；经比较，两组患者

性别、年龄组成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表 1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男/女） 年龄（岁）

研究组 18 10/8 69.67±7.81

对照组 18 9/9 68.5±7.86

t/χ2 0.47 0.428

P 1 0.658

2.2 两组患者佩戴舒适度比较

研究组 18 例患者的平均佩戴舒适度为 89.17%，对照组

的平均佩戴舒适度为 87.41%，研究组的佩戴舒适度高于对照

组，有一定优越性，但未见统计学差异（P＞0.05）。

表 2 两组患者义齿佩戴舒适度比较

组别 例数（n） 舒适度（%）

研究组 18 89.17%

对照组 18 87.41%

P 0.20

2.2 两组患者可摘局部义齿基托的精准度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基托精准度为 91.21%，对照组为 85.51%，

两组相比具有显著性统计学差异（P＜0.01）。

表 3 两组可摘局部义齿基托的精准度比较

组别 例数（n） 精准度（%）

研究组 18 91.21%

对照组 18 85.51%

P 0.0001

2.3 两组患者咀嚼功能恢复情况的比较

患者佩戴义齿 1 个月后，经电话回访研究组患者咀嚼功

能恢复情况的评分为 4.2±2.3，对照组患者咀嚼功能恢复情

况的评分为 3.3±0.8，两组相比具有显著性统计学差异（P

＜0.05）。

表 4 两组患者咀嚼功能的恢复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n） 咀嚼功能

研究组 18 4.2±2.3

对照组 18 3.3±0.8

P ＜0.001

3 讨论

牙列缺损是多数中老年人面临的口腔疾患，全口多数牙

齿缺失会导致颌间高度下降，引起一系列的口腔问题：一是

口内缺牙处的牙龈会逐步萎缩，牙槽骨也会逐步吸收；二是

缺失牙两侧的牙齿向缺牙间隙倾斜，周边的牙齿以及对合牙

齿发生缓慢的移动及错位，容易诱发龋病或者牙周炎；三是

出现辅助发音功能障碍，前牙缺失导致唇齿音、齿音和舌齿

音的发音不清，对日常语言交流造成影响；四是咀嚼能力受

限，牙齿要上下对合起来才能行使咀嚼功能，前牙的缺失影

响食物的切割，后牙的缺失影响食物的研磨，最终增加消化

系统的负担。同时，牙列缺损是影响容貌的主要因素之一，

完整的牙列能维持面部结构稳定。如前牙缺失，失去对唇部

的支持，唇部内陷，影响患者的美观[2]。如上下牙列缺损，

余留牙都无对颌牙接触，使面下 1/3 距离缩短，鼻唇沟加深，

面部皱纹增加，面容显老。

蜡型制作是临床上制作口腔义齿基托的主要方法，该方

法技术成熟但受技师水平、包埋材料等外界因素的影响较大，

其制作时间长、步骤复杂、效率低、成品精度难以得到保证，

有一定局限性[3]。近年来，3D 打印快速成型技术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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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技术具有高精准度、高效率及操作便捷、节省时间等多方

面优点，大大降低了义齿修复的材料及人工成本[4]，目前正

逐步应用于口腔义齿基托制作中，并取得了一定成果[5]。

随着扫描技术、成像技术以及快速成型技术等数字化技

术的发展，3D 打印技术日益成熟。3D 打印是一种利用光固

化和纸层叠等技术实现快速成型的新型数字化技术，它以三

维数学模型数据为基础[6]，其工作原理与普通打印机基本相

同，将其与电脑连接，通过电脑启动打印机内的原材料，通

过层层叠加的方式最终转化数字化模型文件为精细化实物。

光固化成型技术（SLA），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发展最为成

熟且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快速成形技术。光固化成型技术的

打印材料为液态树脂，在一定波长的紫外光（250 nm～400

nm）照射下立刻引起聚合反应，快速固化，可以生产尺寸精

度很高且细节复杂的零件。3D 打印的原材料为光固化树脂，

光固化树脂稳定性优良，具有高强度、高弹性、低黏度以及

固化迅速等特点[7]，是口腔医学领域广泛应用的高分子材料

之一。光固化树脂制作出的可摘局部义齿基托模型韧性更好、

不易变形和折断，具有较高的精准度，铸件与患者口腔结构

的吻合度优于普通义齿，患者佩戴的舒适度明显高于普通义

齿，推动基托制作由传统的失蜡铸造方式向数字化、自动化

和精确化转型。

在口腔医学领域，3D 打印为义齿修复开辟了崭新的治

疗模式，促进可摘局部义齿基托制作由传统的失蜡铸造方式

向数字化、自动化和精确化转型[8-9]。3D 打印制作义齿基托

通过扫描技术获取患者口腔牙列数字化模型信息，依据初始

模型扫描进行基托设计及制作，完成 3D 建模，以其特有的

喷头为基础，直接加工可摘义齿基托的特殊树脂蜡型，再结

合传统包埋铸造获取金属支架，避免了传统多次带模制作造

成的模型损坏。

本研究利用 3D 快速成型技术，打印可摘局部义齿基托，

观察 3D 打印可摘局部义齿基托与失蜡铸造可摘局部义齿基

托在患者佩戴舒适度及基托模型精准度方面的差异。我们观

察到，3D 打印组 18 例患者的基托佩戴舒适度普遍优于传统

失蜡铸造组患者，虽然两组数据相比在舒适度方面未见统计

学差异，但是研究组患者的主观感受较对照组更舒适、易于

接受；在基托模型精准度的比较上，研究组患者的基托精准

度明显高于对照组，3D 打印制作出的基托与患者口腔吻合

度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学者

Amal 等[10]利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的树脂义齿支架铸件在光洁

度、硬度、强度、吻合度等方面均优于传统蜡型铸件。乔建

勋等[11]对比研究了 3D 打印活动义齿支架与传统活动义齿支

架临床应用中的差异，观察发现 3D 打印活动义齿支架在舒

适度、美观度及个性化等方面均优于传统活动义齿。本研究

与 Amal、乔建勋等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证实了 3D 打印

活动义齿支架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效果。

综上所述，本研究初步证实利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可摘

局部义齿基托有一定可行性，较传统失蜡铸造方法造有较大

的优势。但由于临床样本容量较少，研究的局限性较大，因

此临床应用的可行性尚需今后大样本研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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