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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采用纳米树脂美学修复前牙缺损牙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2010一O1—2015-01于 

该院就诊的192例牙科疾病(前牙缺损牙)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所用材料的不同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 

组各96例。观察组采用纳米树脂美学修复前牙缺损牙，对照组采用常规复合树脂修复前牙缺损牙。对两组 

疗效进行观察比较。结果 观察组发生充填物脱落1例，牙髓炎 1例，成功率为97．92％，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59．3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采用纳米树脂美学修复前牙缺损牙可使修复体表面恢复 

光滑、形态较为完整、密合程度高、美观牙齿，降低修复体着色、变色或折裂的可能性，抑制牙龈炎和继发龋的 

发生，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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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0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nano resin in the treatment of dental defects in the 

anterior teeth．Methods One hundred and ninety·two patients with dental defects(anterior teeth)were collected from 

January 20 10 to Janualy 20 1 5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with 96 

cases in each group．Tim dental defects of the ohservation group were repaired by the nano resin，and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repaired by the conventional composite resin．The curative effec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Results In the ohservation group，the filler mater of the defected teeth fell out in 1 case and pulpitis OC- 

curred in another case．The successful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97．92％)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59．38％)(P<0．01)．Conclusion The nano resin aesthetic repair of dental defected teeth can 

restore the smooth surfaee of the defected teeth，form more complete，tighty—sealed and beautiful teeth，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coloration，discoloration and fold crack of the repaired body，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gingivitis and 

secondary c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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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牙包括虎牙、小门牙和门牙，位于口腔前部， 

总l2颗，左右上下各三颗。在临床中缺损较为常 

见，多由外伤或龋齿等造成，对患者咀嚼功能、发音 

功能及外形美观均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J̈。随着 

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牙齿的外形美观的追求逐 

渐升高。二十一世纪以来，发现了临床效果较好的 

纳米树脂、复合树脂、纳米粘接剂等美容前牙缺损牙 

的材料。因纳米树脂操作方便、不吸附于器械、易于 

雕琢、成形快、抛光后色泽耐看、接近牙色等特点，已 

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中。本次研究选取 192例前牙 

缺损牙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不同牙缺损修复方 

式进行治疗，取得较满意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0-01～2015-01我院牙科 

收治的192例前牙缺损牙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 

所用材料的不同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观察组 

96例，男 52例，女 44例，年龄 18～48(23．48± 

6．26)岁；深度缺损：龋92个，楔形缺损63个；制备 

后牙洞均为Ⅳ类、V类洞型；对照组96例，男49例， 

女47例，年龄2O一48(25．04±7．37)岁；深度缺损： 

龋94个，楔形缺损64个；制备后牙洞均为Ⅳ类、V 

类洞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洞型种类及深度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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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人标准：(1)符合临床诊 

断标准。(2)活髓牙、可正常咬合、无牙周病变。 

(3)摄片显示，有龋齿损伤，但无穿髓以及根尖周病 

变发生。(4)外伤牙未发现露髓或根折。(5)自愿 

签署同意书。排除标准：精神类疾病、肝肾功能不 

全、心脏病等患者 。 

1．3 治疗方法 治疗前 ，两组患者均行麻醉。(1) 

观察组：采用纳米树脂(FiltekTM Z350划，3M，美国) 

对前牙缺损牙进行修复。步骤如下：①制备洞形。 

使用橡皮障进行隔湿，彻底清洁牙面，使用锐利球钻 

去除龋损组织，对洞形进行修整，不作预防性扩展。 

②垫底。采用衬洞材料进行垫底。③比色。采用树 

脂专用比色板进行比色，用黑色挡板作为背景。④ 

在涂布粘接剂之前保持牙面干燥度，后用小棉签将 

3M自酸蚀粘接剂(美国)加压均匀地涂布 15 S，用 

气枪吹成薄层，约为0．2O～O．25 mm，肉眼见表面湿 

润便可行 10 S光照。⑤分层填充。根据色调，依照 

3 M纳米树脂分层填充指示卡，采用树脂充填器把纳 

米树脂贴紧牙体组织并进行适当的加压分色以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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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 mm之间，每层光照时间不少于20 s。首层树脂 

需完全固化。⑦细节处理。抛光、打磨，避免发生微 

渗漏的情况。(2)对照组：采用常规复合树脂(淮北 

金邦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丙烯酸环氧树脂，HO-2 

型)对前牙缺损牙进行修复。常规去腐，清洁牙面、 

隔湿吹干、洞深垫底衬洞、涂粘接剂，选取复合树脂 

逐层填充固化，抛光、打磨，完成治疗。 

1．4 疗效判定标准 两组均在修复半年后进行疗 

效评估，成功：牙冠功能以及外形恢复良好，充填物 

未出现松动脱落，无缺损，边缘无着色及变色等现 

象，未发生龋坏、牙髓炎症状。失败：临床症状无变 

化或加重 。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4．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露±s)表示，组问 

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检验，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观察组成功94例，失败2例 

(2．08％)，成功率为97．92％；对照组成功57例，失 

败39例(40．63％)，成功率为59．38％，两组比较差 

层充填修复外形。⑥光照。光源与树脂的距离保持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后疗效分析[n(％)] 

注：‘Fisher确切概率法 

3 讨论 

3．1 临床中前牙缺损是口腔科常见疾病，前牙缺损 

主要是因为前牙发生龋变进而导致各类牙体缺损或 

由外伤导致的冠折等，大部分的患者选择采用瓷冠 

类修复术进行修复治疗，相对而言直接利用纳米复 

合树脂进行前牙缺损修复的患者较少。近年来复合 

树脂在fI缶床中大量使用，不仅可进行前牙的美学修 

复，还可应用于后牙窝洞、正畸中托槽粘固等。特别 

是在前牙的美学修复治疗中，与烤瓷牙相比具有美 

观经济、迅速直接、保存更多牙体组织等优点。由于 

口腔材料学的不断发展，复合树脂材料的构成颗粒 

已经发展至纳米级别，其在临床修复中的应用技术 

El趋成熟 。 

3．2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纳米树脂)牙缺损 

修复成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常规复合树脂)，仅出 

现牙髓炎1例，充填物脱落 1例，与对照组相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1)。提示纳米树脂对前牙缺 

损牙的美学修复成功率高，同时有效恢复牙冠功能， 

改变牙体着色和变色情况，降低牙髓炎发生率和充 

填物脱落率。考虑主要是因为复合树脂是有机填充 

料，属于有机树脂的一种类型，通过采用表面处理技 

术处理后，组合引发体系后可对牙体进行修复。其 

具有较高的物理性能、热膨胀系数与牙齿相近、凝固 

时体积无明显变化等优点 J。而纳米树脂与复合 

树脂相比，其充填材料颗粒直径更加微细，仅保持在 

0．005—0．01 m间，与可见光波波长相比较短，具 

有较强的耐磨性。将其应用于前牙缺损牙的修复治 

疗中，疗效持久且稳定，修复体的颜色与正常牙齿相 

近，光泽度、色泽更加自然；同时其耐磨性较好，牙体 

表面遇摩擦力后，仅会对一个纳米单位的颗粒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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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损，与传统微充填材料相比丢失的颗粒极小，具有 

微渗漏、抗压强等优点，其放射阻射性、抛光性能等 

与传统复合树脂相比较优 J。但纳米树脂对前牙 

缺损牙的美学修复治疗中仍然需要酸蚀牙体表面， 

刺激牙髓，因此继发性牙髓炎的发生不可避免，但对 

疗效无明显影响。 

综上所述，纳米树脂对前牙缺损牙进行美学修 

复治疗可获得更自然美观的效果，虽然对牙髓炎、充 

填物脱落等无法完全避免，但其临床修复成功率高， 

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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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血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同型半胱氨酸(Hey)和生长抑素(ss)联合监测在 

脑卒中后血管性痴呆(VD)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30例脑卒中后血管性痴呆患者为VD组、30例脑卒中 

(非血管性痴呆)患者为脑卒中组和30名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分析VD组、脑卒中组的危险因素及相关病 

史，比较三组间血 BDNF、Hey和 ss水平差异 ，不同严重程度 VD患者血 BDNF、Hcy和 Ss水平差异。结果 

(1)VD组、脑卒中组高血压病史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VD组血BDNF、SS水平低于脑卒中 

组、对照组(P<0．01)；VD组血 Hcy水平明显高于脑卒中组和对照组(P<0．01)；(3)不同严重程度VD患者 

血 BDNF、Hcy和 ss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动态观察 VD患者血 BDNF、Hey和 SS 

水平，有利于血管性痴呆的早期诊断和评估病情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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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BDNF，Hcy and SS in the diagnosis of vascular dementia after stroke LI Shao—hui，LI Mao—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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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0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cerebral blood sourc~of nerve neurotrophic factor(BD— 

NF)，homocysteine(Hey)and somatostatin(SS)combined with monitoring in the diagnosis post—stroke vascular de— 

mentia(VD)．Methods Thirty patients with VD after stroke were selected as VD group，30 patients with cerebral 

apoplexy(non vascular dementia)as stroke group and 30 heahhy people as the control group．The risk factors and 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