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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精密附着体在VI腔修复领域的应用日趋广泛，球帽式附着体作为一种冠外精密附着体，在生

物力学上的优势使其在1：3腔修复临床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或许能为复杂牙列缺损的修复开辟一条更好的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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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口腔修复技术的迅猛发展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口腔修复患者对义齿美观和功能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当

患者对于传统的三臂卡环固位的义齿的美观及其功能不尽

满意时，寻找另一种更美观、更耐用、更好用的义齿就成为广

大口腔修复医务工作者的当务之急，精密附着体义齿由此应

运而生并得到推广运用。附着体作为义齿固位的一类特殊

装置，可以解决义齿固位不良及美观的问题，这种特殊装置

是继卡环、套筒冠之后的另一类直接固位体【l一3J，其种类繁

多，在欧美国家应用较广泛，近几年在国内的临床应用也日

渐增多【4-5|，有关基础研究也已开展，尤其是球帽式附着体。

本文就其生物力学方面的研究及临床应用现状作一综述。

l球帽式附着体的筒述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部分组成的连接体称为附着体，始于

十九世纪末，由Carr，Pesseo，Roch等首先使用，但最早的报

道见于1923年。精密附着体是一种嵌锁型固位装置，其一

部分固定于基牙上，另一部分与义齿基托或桥体相连，起固

位支持和稳定作用。其种类繁多，有用于可摘局部义齿的冠

内、冠外精密附着体，有用于覆盖义齿的杆卡式附着体、磁性

附着体等等。精密附着体义齿是指由精密附着体提供固位

方式的可摘局部义齿，活动一固定义齿和固定桥。球帽式附

着体是一种冠外精密附着体，属于嵌锁型固位装置，钢性球

状的阳性部件通过烤瓷冠或根帽与牙体、牙根或种植体相

连，阴性的尼龙球帽相嵌于义齿支架上与金属球相互扣锁，

产生弹性摩擦力，最初为水平向球帽式附着体，即根帽式附

着体，主要用于覆盖义齿㈨6。近期，垂直向球帽式附着体由

德国学者以水平向球帽式附着体改良而来，与其它固位形式

结合，可用于肯氏I、Ⅱ、Ⅲ类牙列缺损及颌骨缺损的修

复[5·7I。

2球帽式附着体的力学研究

2．1附着体的应力分析试验证明，卡环卡抱的基牙在义

齿受力时，基牙会受到侧向力，而此力对基牙的牙周组织会

造成不利影响。缓冲型精密附着体在附着体的阴阳结构之

间有弹性装置，在远中游离缺损修复中，当义齿末端受力时，

基托下沉弹性结构使得附着体随之下沉，基牙受力明显减

小。与传统的卡环、支托相比，附着体在支持组织上产生的

应力要高，基牙运动也更大【8．9J，但在上颌远中游离缺损情况

下使用附着体较用I杆固位体对力的分散作用要好【l0I。目

前多数学者认为，使用附着体可导致应力增大，但这种应力

增大可通过将基牙夹板固定，增大基托面积，刚性义齿设计、

协调咬合等方法来控制¨l|，在附着体的弹性及刚性方面，无

论是实践或理论，目前仍有分歧。有学者主张采用缓冲式即

弹性附着体以减小基牙受力，同时延缓附着体金属的磨损和

疲劳，w11ite等人【12J的光弹实验表明弹性附着体可产生最强

的应力中断作用，刚性附着体在远中基牙上产生最大的应力

集中在牙槽脊上产生最小应力，这说明使用刚性附着体时，

义齿骀力主要由基牙承担，粘膜及牙槽嵴受力较小，而使用

弹性附着体时，则基牙受力减小，牙槽嵴分担的合力增

大【l引。肯氏Ⅱ类缺损使用附着体修复时，基牙的数目与应

力的分布相关联。国外有学者认为，使用冠外附着体义齿最

均衡的应力分布是将弱基牙联合起来(夹板固定式)，义齿与

基牙之间主张弹性连接，同时采用支托或坚硬的铸造支架。

使颌弓两侧彼此依靠，相互支持。起到均匀分散耠力的作用。

减少基牙的负担和口腔组织单位面积的负荷。Kratochivil

等[14】指出：在受垂直向力时，联合基牙可改善应力分布，使

得基牙及周围组织应力分布更均匀，远中基牙扭力下降。力

的传导更趋轴向；而单基牙时会由于产生远向的力而导致不

利的水平骨力量而使基牙趋于向远中倾斜，而Charkawi

等[15]报道，三联冠基牙应力与双联冠的无统计学上的差异。

无论如何，任何合理的设计都必须综合考虑牙列缺损情况、

基牙及牙周情况、粘膜和牙槽嵴条件等因素，选择适合类型

的附着体，最终使义齿袷力得到有利的分配。

2．2球帽式附着体的应力分析球帽式附着体是一种嵌锁

型固位装置，球型的阳性部件固定于基牙的烤瓷联冠上，阴

性部件与义齿基托相连起固定、支持、稳定作用。Banton等

认为，球形结构使得义齿在受到水平向力时，基托可以围绕

阳性球体轻微旋转，使基牙不致承受过大扭力【16]，其阴型部

分为尼龙帽，具有一定弹性，并且在不承受牙合力情况下，附

着体阴阳部分之间约有0．5～1 rnm的间隙，这样在行使功

能时通过弹性缓冲作用允许基托有少许垂直向运动以减轻

基牙负荷，使胎力更好地分散在基牙与牙槽嵴上，这样部分

压力被传递到后牙区，同时，附着体基牙采用短冠基牙设计，

基牙冠根比已发生改变，这些因素均可减轻基牙的侧向力。

因此有学者认为球帽式附着体比杆卡附着体更能均匀分布

应力于两侧牙槽嵴。国内郑元俐等报道附着体的基牙数由3

个减为2个时，支持组织应力无明显增加，而由2个减为1

个时，支持组织应力明显增加，是前者的9倍。与其它附着

体一样，在基牙牙周健康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双联冠基牙固

定球帽式附着体，基牙所受应力与三联冠的基牙无统计学的

差异，球帽式附着体靠摩擦固位，不依赖基牙牙冠外形而能

取得良好的固位。国内郑美华等通过对垂直型球帽附着体

固位力的测定及固位力的衰减实验[17,18】，认为该种附着体

的固位力随着就位偶位循环次数的增加而逐渐降低，可通
过更换不同颜色的塑料帽套调节固位力，以满足临床需要。

当然，在考虑整个基托支架的设计时，也可在基牙颊侧设计

卡环或在基牙骀面设计耠支托等，具体的设计要根据患者的

实际情况及基牙的状况来考虑。有研究表明，不同的卡环类

型的设计对基牙产生的应力也有差别【19·驯。

3球帽式附着体临床应用现状

1888年由Evans发明第一只齿科附着体以来，经过百年

的研究与开发，制作工艺取得不断发展，品种也日益增多，有

锁式、纽扣式、杆式、插销式、球帽式等多种迥然不同的形式，

各类附着体的安置部位、结构、固位原理各不相同，一般均能

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及要求采用附着体作为修复体的固位

方式来修复各类牙列缺损、牙列缺失以及颌面部的缺损，因

此使用精密附着体代替常规卡环式固位体来制作义齿，不仅

能增加义齿的美观，改善基牙的应力分布，增强义齿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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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提高义齿的咀嚼功能，而且还能使牙列缺损的修复多样

化，丰富了设计形式，为医生和患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余地，

可以用于固定义齿、可摘义齿、固定可摘联合义齿、覆盖义齿

和种植义齿上部结构中。但是，精密附着体在我国121腔修复

临床应用起步较晚，受条件限制，附着体固位的义齿在国内

早期的应用还不太广泛，国内最早的临床文献为冯海兰教授

1995年所报道，由于经济的发展及修复技术的提高．附着体

的应用日趋广泛，近期已进展到测定附着体义齿的咀嚼效率

并与传统可摘局部义齿比较￡21,22_】。相对其他精密附着体来

说，球帽式附着体的制作工艺比较简单，临床和技工操作难

度较小，比较容易推广应用，因而临床应用已有三十多年的

历史。早期的球帽式附着体主要是水平型球帽式附着体，多

用于覆盖义齿和种植覆盖义齿[23,24】。随着近几年来我国口

腔修复界加大精密附着体临床应用的力度，球帽式附着体的

临床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有学者认为球帽式附着体有利于

咬合力的轴向均匀分布，特别是其采用了应力吸收的弹性固

位系统，容许义齿轻微旋转，传递到口腔组织的力较弹性连

接的杆卡附着体小，对种植体的损害也小，比较符合种植体

和枯膜共同支持或粘膜支持覆盖义齿的设计要求，因而用于

种植覆盖义齿效果也比较理想[251；继而有学者将水平球帽

式附着体用于游离端和非游离端牙列缺损的修复，也取得了

满意的疗效。同时，球帽式附着体与其它种类附着体联合应

用的文章也不时见有报道ⅢJ。郑美华等最近引进了垂直型

球帽式附着体义齿用于颌骨缺损及各类牙类缺损的修复，认

为临床效果比较理想[5·引。

4绪语

SD球帽式附着体在口腔修复中的应用日趋广泛，是因为

它改善了义齿的固位力，提高了患者的咀嚼效率，从面使修复

体更加美观舒适，说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保留患

牙的意识逐渐增强，要求义齿有良好的固位和功能几乎成了

每一位需要义齿修复的患者的愿望，因此，加速引进国外先进

技术，开展高质量的修复方法是我国修复工作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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