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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釉质酸蚀结合自酸蚀黏接树脂边缘微渗漏的体外实验研究"

杨春侠'

!霍炳鑫'

!刘丽静'

#

!李常青%

"唐山市协和医院'

'(

口腔牙体牙髓科#

%(

口腔正畸科!河北唐山
)*&)))

$

!!

摘
!

要#目的
!

评估选择性釉质酸蚀结合自酸蚀黏接%全酸蚀和自酸蚀黏接
&

种不同黏接系统处理窝洞后充填树脂边缘微渗

漏的影响&方法
!

在
&)

颗无龋坏离体人磨牙的颊舌侧制备盒状洞形"大小约
0""_&""_&""

$!分为
&

个组!每组
')

颗牙!

第
'

组窝洞用
&0X

磷酸预处理牙釉质结合可乐丽菲露
!U>@=$

黏接#第
%

组窝洞用
&0X

磷酸和
&S!K=

1

?9>@=$%

黏接#第
&

组窝洞

用可乐丽菲露
!U>@=$

黏接&

&

个组窝洞均充填复合树脂后进行
0))

次冷热循环!

%()X

亚甲基蓝染色!平行牙长轴方向将其片

切!体视显微镜观察树脂边缘染料渗漏情况&结果
!

'

组和
%

组边缘微渗漏值相似!有好于
&

组的趋势!但三者之间实验结果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0

$&结论
!

选择性釉质酸蚀结合自酸蚀黏接是一种有效的黏接方法&

关键词#选择性釉质酸蚀#

!

全酸蚀黏接#

!

自酸蚀黏接#

!

微渗漏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7

文章编号#

'*3%DEF00

"

%)'*

$

'*D%&'ED)&

!!

全酸蚀黏接技牙体硬组织效果明确#但是技术敏感度高#

操作复杂+由于自酸蚀黏接剂操作简单而深受临床医师的欢

迎并推广+但是自酸蚀黏接剂的
N

,

值较高#相对于磷酸而

言#它们在釉质上形成的脱矿很浅+因此#一个独立的磷酸酸

蚀釉质步骤能够增强自酸蚀黏接剂的黏接强度'

'

)

+本研究的

目的是评估选择性釉质酸蚀结合自酸蚀黏接#全酸蚀和自酸蚀

黏接
&

种不同黏接系统处理窝洞后充填树脂后经过冷热循环

刺激后边缘微渗漏的情况+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FR

颗离体
'

周左右的人磨牙#要求!牙

冠形态正常#无龋坏#无脱钙#无充填修复体#无楔状缺损#未做

过牙髓治疗#肉眼观察牙冠颜色正常#放大镜观察牙体无隐裂#

无其他缺陷+将表面的软组织清洗干净#并超声清洁去除表面

色素及牙石#随后常温浸泡生理盐水中保存+所有离体牙均来

自唐山市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离体人磨牙的颊舌侧制备

盒状洞形$大小约
0""_&""_&""

&#先使用
)(%X

双氯苯

双胍己烷溶液冲洗窝洞后随机分成
&

组#第
'

组为实验组应用

选择性釉质酸蚀结合自酸蚀黏接#第
%

组为对照组应用全酸蚀

黏接#第
&

组为对照组应用自酸蚀黏接+

&

个组窝洞均充填复

合树脂+

$(/

!

仪器与试剂
!

全酸蚀剂!

&0X

磷酸$

&S U!4U

公司#美

国&%全酸蚀黏接系统!

!K=

1

?9.@=$%

$

&S U!4U

公司#美国&%自

酸蚀黏接系统!

5?9#<IK?9!U.@=$

$

[P<#<#

L

公司#日本&%光固化

复合树脂!

.9#P;KIK?C?@O4-\!C)%

$株式会社松风公司#日

本&#

&Si&0)

$

&SU!4U

公司#美国&%光固化机!

-9$

光固化灯

$赛特力公司#法国&%冷热循环仪!

A5D0)'C

$苏州威尔实验用

品有限公司&%硬组织切片机$上海齿科材料厂&%扫描电镜!

,YA75,Y!DFR))

$

,YA75,Y

公司#日本&%体式显微镜!

-9KJ#D

S'%0

体视显微镜$

-9KJ#

公司#德国&%

%()X

亚甲基蓝$上海试

剂三厂&%游标卡尺$哈尔滨量具厂&+

$('

!

方法

$('($

!

试件的制备
!

第
'

组窝洞用
&0X

磷酸预处理牙釉质

&):

#随后使用大量清水冲洗
&):

#吹干窝洞%然后用
!U.@=$

处理剂处理窝洞
%):

#用由弱到中程度的气流进行彻底干燥#

涂布
!U.@=$

黏接剂#轻吹使之均匀分布#

-9$

光固化机光照

%):

+第
%

组窝洞用
&0X

磷酸处理
&):

#大量清水冲洗
&):

#

轻轻吹去窝洞表面过多的水分#但保持表面湿润#然后涂布

!K=

1

?9.@=$%

黏接剂#轻吹使之均匀分布#

-9$

光固化机光照

%):

%第
&

组用
!U.@=$

处理剂处理窝洞
%):

#用由弱到中程度

的气流进行彻底干燥#涂布
!U.@=$

黏接剂#轻吹使之均匀分

布#

-9$

光固化机光照
%):

+所有洞底涂布
.9#P;KIK?C?@O

4-\!C)%

#厚度小于
'""

#

-9$

光固化机弱光引导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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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充填
&Si&0)

复合树脂#

-9$

光固化机弱光引导光照

F):

+所有试件在冷热循环仪进行
0))

次冷热循环#每循环
'

次#在
0W

和
00W

水浴内停留
&):

+将所有试件根尖用蜡封

闭#并分别在距离充填体边缘
'""

之外的所有牙面均匀涂布

两层透明指甲油#待其彻底干燥后#浸泡于
%()X

亚甲基蓝液

%FH

后'

&

)

#流水彻底冲去牙体表面染料#不易去除部分用橡皮

杯蘸浮石粉抛光去除+以上操作均为同一人+试件用硬组织

切片机沿牙体长轴自充填体颊舌向进行片切#体视显微镜下观

察#用游标卡尺测量每个样本颈壁染料渗透深度#每个切片分

别测量冠方和根方渗透深度#取平均值作为测量数值+微渗漏

确定评分以及渗透深度数值均为本院从事牙体工作
'3

年的刘

丽静副主任医师评定+

$('(/

!

微渗漏评价标准'

F

)

!

)

#

F

级评价标准进行评分!

)

级!

无染料渗入%

'

级!染料沿洞壁渗入#深度不超过
'

"

&

牙合壁%

%

级!染料沿洞壁渗入#深度不超过
%

"

&

牙合壁%

&

级!染料沿洞

壁渗入#深度平齐洞底%

F

级!染料渗入髓腔+

$('('

!

扫描电镜观察黏接界面与树脂和牙体硬组织的黏接情

况
!

所有试件平行于牙长轴#连续切
'""

的薄片#再分别随

机选取每组中的
&

片试件#用
')X

的盐酸溶液涂擦
'):

#流水

充分冲洗*超声波洗涤器洗涤
')"K=

#空气中彻底干燥%对试件

片进行真空喷镀金膜处理#随后使用扫描电镜观察试件片黏接

界面的形态特点+

$(1

!

统计学处理
!

标本测量染料渗漏情况#取平均值#计量数

据采用
8b5

表示#各组用统计学软件
!4!!'F()

进行数据处

理#试件的渗透深度采用方差分析#检验水准为
%

^)()0

#以

!

$

)()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充填体边缘微渗漏检测
!

&

组中大多数标本都有不同程

度的染料渗入+

'

组的实验结果和
%

组的实验结果接近#有好

于
&

组的趋势#但三者之间实验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见表
'

*图
'

+

表
'

!!

&

组标本的微渗漏情况

分组
(

评等级

) ' % & F

平均值

$

""

#

8b5

&

!

'

组
'* ' * 3 % ) '(&'Eb)('03 )(00)

%

组
'* ) * R ' ' '(&*0b)('ER )(R)*

&

组
'* ) F R % % '(0*)b)('*3 )(&E3

/(/

!

扫描电镜观察
!

图
%

为使用扫描电镜得到的第
'

组至第

&

组样品的
!US

形貌图+由图可以看出在冷热循环
0))

次后

牙釉质和黏接剂黏接紧密#

&

组冷热循环
0))

次后牙釉质黏接

疏松可见明显裂缝#见图
%

+

!!

注!

7

为
'

组%

.

为
%

组%

5

为
&

组+

图
'

!!

体视显微镜下
'

组"

%

组"

&

组样品的边缘微渗漏的情况$

_R)

&

!!

注!

7

为第
'

组冷热循环
0))

次后牙釉质黏接界面%

.

为
%

组冷热循环
0))

次后牙釉质黏接界面%

5

为
&

组冷热循环
0))

次后牙釉质黏接界面+

图
%

!!

&

组样品的
!US

形貌图

'

!

讨
!!

论

!!

边缘微渗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修复体与牙体间的密合

程度#是评价修复体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0

)

+复合树脂固有的

聚合收缩特性会造成复合树脂与牙体组织的黏接面产生收缩

应力#导致树脂充填物边缘发生微渗漏#从而引起术后敏感和

继发龋'

*

)

%黏接剂的黏接强度#溶解性和操作特性#可湿性是其

重要的影响因素'

3

)

+

检测微渗漏的方法有很多种#染料染色法是最常用的方法

之一#通过观察染料是否渗入牙体和修复体之间以及染料渗入

的深度来评价修复体黏接效果'

R

)

+修复体与牙体之间的良好

黏接是成功修复的必要条件'

E

)

+目前常用的黏接剂分为全酸

蚀和自酸蚀两类#

SP=J2

等'

')

)指出#三步法$酸蚀
D

冲洗
D

黏接&

依然是黏接系统的黄金标准+

全酸蚀黏接技术选择酸蚀剂是充分酸蚀牙釉质#创造出理

想的微机械固位酸蚀模式以及轻度酸蚀牙本质#避免胶原纤维

过度暴露两者之间达成平衡#目前实验研究尚无完全符合该原

理的酸蚀处理剂+在本次研究中#全酸蚀黏接系统
!K=

1

?9.@=$

使用的是
&0X

磷酸凝胶型酸蚀牙釉质+磷酸不仅可以有效地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R

月第
'&

卷第
'*

期
!

-#>S9$5?K=

!

7P

1

P:;%)'*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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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牙体玷污层#使牙釉质表面脱矿并形成蜂窝状结构#重复

性能良好%而且磷酸处理后可增加牙釉质表面的粘着力#有利

于黏接系统的渗透其中+在本研究中#从电镜扫描超微形态观

显示#全酸蚀黏接系统
!K=

1

?9.@=$

在冷热循环
0))

次以后牙釉

质和黏接剂黏接界面都很紧密+虽然在本研究中全酸蚀系统

的边缘微渗漏性大多数在
'

级或
%

级#但是在真正的临床实际

操作中#保持整个酸蚀面均匀而恰当的湿度还是比较困难的+

全酸蚀黏接系统由于在临床可操作性无法定量#在酸蚀后需要

冲洗#操作步骤比较多#冲洗以及牙本质表面的湿度难以控制

好#因而黏接效果可能出现较大偏差'

''

)

+

,9?9=

等'

'%

)研究了

&

位临床医师分别用传统全酸蚀系统$

&0X

磷酸&和自酸蚀黏

接系统处理牙釉质表面#然后用同一种黏接剂进行黏接#再测

定其黏接强度+其结果表明#在磷酸组中#黏接强度因临床术

者的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而在使用自酸蚀黏接统这组则不

存在这种明显差异+说明自酸蚀黏接系统能降低临床操作过

程的技术敏感性因素对黏接效果的影响+

自酸蚀黏接系统与传统的全酸蚀系统相比较有其自身的

很多优点+自酸蚀黏接系统省略了独立的酸蚀操作步骤#不需

要处理剂的冲洗*吹干#可有效避免过度干燥使胶原纤维网塌

陷以及全酸蚀黏接的过度润湿#减少了对牙髓及牙本质小管的

不良刺激#减轻治疗后的不良过敏反应+自酸蚀黏接系统也存

在着诸多不足#因为其省略了处理剂冲洗*吹干#并且黏接界面

残留部分细菌和薄膜#水分没有完全清除至树脂渗透及固化不

彻底#导致玷污层内部网状微渗漏的出现#直接影响黏接效果

的长期稳定性'

'&

)

+本实验中自酸蚀黏接系统
!U.@=$

牙釉质

黏接界面在冷热循环
0))

次后牙釉质黏接疏松可见明显裂缝+

本研究结果显示用全酸蚀黏接剂产生的边缘微渗漏小于自酸

蚀黏接剂#这有可能自酸蚀黏接剂酸蚀牙本质时使胶原蛋白暴

露#黏接剂尽管含有亲水基因和疏水基因#能包裹暴露的胶原

蛋白#但是在湿润环境下黏接剂还存在微乳化不全和聚合不

全'

'F

)

#因而混合层中仍存在极其细小的裂隙足以让染料渗入+

在本研究中#选择性釉质酸蚀结合自酸蚀黏接技术是先使

用
&0X

磷酸预处理牙釉质#然后再结合自酸蚀黏接系统+磷

酸酸蚀使釉质去除玷污层内部分细菌*牙体预备产生的碎屑

等#更好地脱矿形成凹凸不平的表面结构#这样树脂单体更好

地渗入并更紧密的聚合#形成的树脂突连续完整#可能降低微

渗漏发生'

'0

)

+此方法有效地避免了全酸蚀黏接系统对牙髓刺

激和把握牙本质.湿/的难题和自酸蚀黏接系统对于牙釉质尤

其是未经打磨的牙釉质处理不够的缺点#同时获得了比自酸蚀

黏接系统更强的黏接+此方法加深了对牙釉质的处理#弥补了

自酸蚀处理剂对牙釉质处理的不足#同时仍保留了自酸蚀系统

中对牙髓的保护等优点+在本研究中#选择性釉质酸蚀结合自

酸蚀黏接在电镜扫描超微形态观察显示#冷热循环
0))

次后牙

釉质和黏接剂黏接都很紧密#未见明显裂隙+选择性釉质酸蚀

结合自酸蚀黏接技术对于冷热变温之后的抗疲劳现象有了很

大的改善%本研究结果显示#选择性釉质酸蚀结合自酸蚀黏接

和全酸蚀黏接的边缘微渗漏情况都优于自酸蚀黏接#但三者之

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0

&+

S#=P

c

#

等'

'*

)发现#在

使用自酸蚀黏接剂前进行预酸蚀或在黏接剂和树脂之间加用

疏水层树脂#可使复合树脂充填后的微渗漏状况优于单独使用

自酸蚀黏接剂+

本研究结果提示#在临床工作中#自酸蚀黏接应用于树脂

黏接前用磷酸预处理牙釉质#特别可以应用于前牙树脂贴面修

复和
-

类洞的树脂修复中+选择性釉质酸蚀结合自酸蚀黏接

在临床中不失是一种有效的黏接方法#有待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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