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医学美学美容》官网与投稿：http://www.yxmx1992.com

DOI：10.3969/j.issn.1004-4949.2025.02.027                          

口腔数码摄影在口腔美容修复中的应用及对患者

面部美学、满意度的影响

蒋小龙
（甘谷县中医医院口腔科，甘肃  天水  741200）

[摘  要]目的  探析口腔数码摄影在口腔美容修复中的应用对面部美学、满意度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22年3月-2024年2月甘谷县中医医院收治78例口腔美容修复患者，以随机单双号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每组39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比色法完成美学修复，观察组采用口腔数码摄影完成美学修复，比较

两组修复效果、美学效果、满意度、PES指数。结果  观察组色泽、形态、整齐度、密合度、舒适度5

个方面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修复体整体形态、边缘密合度、修复体颜色评分高于对照

组（P＜0.05）；观察组满意度为100.00%，高于对照组的87.18%（P＜0.05）；观察组近中龈乳头、远中龈

乳头、唇侧龈缘水平、牙槽突外形、软组织形态、软组织色泽及质地评分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与常规比色法相比，在口腔美容修复中应用口腔数码摄影可提升修复效果、美学效果、满意度以及PES指

数，满足人们对于面部美学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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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Oral Digital Photography in Oral Aesthetic Restor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Facial Aesthetics and Satisfaction

JIANG Xiaolong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 Gangu County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shui 741200, Gansu,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oral digital photography in oral aesthetic restor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facial 

aesthetics and satisfaction. Methods  From March 2022 to February 2024, 78 patients with oral aesthetic restoration admitted to 

Gangu County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re selected,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by the random single and double number method, with 39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completed aesthetic restoration 

by conventional colorimetry method,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completed aesthetic restoration by oral digital photography. The 

restoration effect, aesthetic effect, satisfaction and PES index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cores of color, 

shape, alignment, fit and comfor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cores of 

overall shape, marginal fit and restoration colo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100.00%, which was higher than 87.18%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cores 

of mesial gingival papilla, distal gingival papilla, labial gingival margin level, alveolar protrusion shape, soft tissue morphology, 

soft tissue color and textu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colorimetry method, the application of oral digital photography in oral aesthetic restoration can improve the 

restoration effect, aesthetic effect, satisfaction and PES index, which can satisfy people’s pursuit of facial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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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美容修复（oral aesthetic restoration）是

一种旨在改善口腔外观和功能的医疗手段，不仅

可以解决口腔功能问题，还可通过对面部美学的

改善，提升患者的自信心和生活质量[1-3]。近年

来，口腔美容修复技术日新月异，其中常规比色

法和口腔数码摄影应用较为广泛。常规比色法依

赖医生的经验和视觉判断，难以精确匹配复杂

颜色，光线、背景等因素也会对修复效果产生影

响。口腔数码摄影通过数码照片，可以更客观地记

录和分析牙齿颜色，能够捕捉细微的颜色差异，提

高美学修复的精度，减少主观误差，同时及时提供

可视化结果，易于存储和传输，方便后续的跟踪

和对比[4]。本研究结合2022年3月-2024年2月本院

收治的78例口腔美容修复患者临床资料，探析常

规比色法、口腔数码摄影在口腔美学修复中的效

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2年3月-2024年2月甘谷县

中医医院收治78例口腔美容修复患者，以随机

单双号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39例。对

照组男28例，女11例；年龄18~41岁，平均年龄

（24.73±3.52）岁。观察组男27例，女12例；年

龄18~42岁，平均年龄（25.01±3.48）岁。两组性

别、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

究可比。本研究患者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具有口腔修复

治疗指征，需行美学修复者；②年龄18~42岁；

③基牙稳定，附着龈宽度合适，冠根比例协调

者；④治疗配合度较佳者；⑤能够接受规律随访

者。排除标准：①牙体松动者；②伴有牙周健康

疾病者；③口腔卫生较差者；④既往接受过牙齿

正畸治疗者；⑤失访脱落者。

1.3  方法

1.3.1对照组  采用常规比色法完成美学修复：处理

干净牙齿表面，选择自然光或标准光源，避免强

光直射，确保光线均匀。选择合适的比色板，从

不同角度观察牙齿，注意牙齿的整体色调、亮度

和透明度，将比色板放在牙齿旁边，分区域（如

切缘、中部、颈部）比色，选择最接近的颜色。

在病历中详细记录所选颜色，将比色结果传递给

技工室。修复体制作完成后，再次进行比色，确

保颜色匹配。将修复体试戴在患者口中，观察颜

色匹配情况，确认颜色匹配后，将修复体固定。

1.3.2观察组  采用口腔数码摄影完成美学修复：

确保牙齿表面干净，无食物残渣、牙菌斑或其他

污染物，选择高分辨率的口腔专用数码相机，准

备反射镜、牵拉器等辅助工具，以便更好地拍摄

口腔内部。调整相机的白平衡设置，确保色彩准

确，根据环境光线调整曝光，避免过曝或欠曝。

挑选与自身牙体颜色相近比色卡3~5个，将其与

自身牙体放置于灰色背景下（18%），使用相机

从不同的角度拍摄正面微笑前牙区域影像。将拍

摄的照片导入计算机，使用专业的图像处理软件

进行分析，将拍摄的照片导入计算机，使用专业

的图像处理软件进行分析，制作诊断模型，与患

者沟通，参照其年龄、肤色等对诊断模型进行优

化，调节模型。修复体制作返回后，与订单中颜

色比对无误后，为患者进行修复体试戴，待患者

确认修复体颜色满意后，将其与患牙粘接，并精

细调整患牙的粘接和咬合关系，确保佩戴成功。

1.4  观察指标

1.4.1评估两组修复效果  从色泽、形态、整齐度、

密合度、舒适度5个方面评价修复效果，各方面评

分范围0~5分，得分越高表示修复效果好[5]。

1.4.2评价两组美学效果  依据美国加利福尼亚牙科

协会制定的5分制，评价指标主要包括3个方面，

分别为修复体整体形态、边缘密合度、修复体颜

色，各方面评分范围0~5分，得分越高表示美学效

果好[6]。

1.4.3调查两组满意度  采用科室自主研发的问卷

调查表进行，该问卷涵盖了3个关键维度：治疗

效果是否符合患者预期、患者是否会向他人推

荐此种口腔修复治疗方法，以及若有机会重新

选择，患者是否会再次选用该修复技术，满分为

100分。其中≥90分为非常满意，75~89分为一

般满意，＜75分为不满意。满意度=（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总例数×100%[7]。

1.4.4评价两组PES指数  采用周围软组织红色美

学指数（pink esthetic score, PES）评价[8]，包括

近近中龈乳头、远中龈乳头、唇侧龈缘水平、

牙槽突外形、软组织形态、软组织颜色、软组

织质地7个项目，各项目按0~2分计分，0分为最

差、2分为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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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6.0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x- ±s ）表示，采用t 检

验；计数资料以[n （%）]表示，采用χ 2检验。

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修复效果比较  观察组色泽、形态、整

齐度、密合度、舒适度5个方面评分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1。

3  讨论

口腔美容修复作为口腔领域常用的修复方

式，通过将传统口腔修复学和医学美学相结合，

不仅能为患者有效保证患者本身的口腔功能，同

时能使患者获得更好的美学结果。传统的比色法

虽然简便易行，但却受制于医生技术、环境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使患者难以获得理想的修复结

果。口腔数码摄影技术通过专业的口腔摄影设

备，可以客观准确的获得患者口腔内患牙情况，

确保口腔美学修复的精细化，具备良好的临床应

2.2  两组美学效果比较  观察组修复体整体形

态、边缘密合度、修复体颜色评分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2。

2.3  两组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3。

2.4  两组PES指数比较  观察组近中龈乳头、远

中龈乳头、唇侧龈缘水平、牙槽突外形、软组

织形态、软组织色泽及质地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4。

表 1  两组修复效果比较（ ，分）

表 2  两组美学效果比较（ ，分）

表 4  两组 PES 指数比较（ ，分）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色泽

4.03±0.25

4.58±0.30

8.795

＜ 0.05

形态

4.01±0.26

4.47±0.32

6.967

＜ 0.05

近中龈乳头

1.13±0.12

1.36±0.15

7.477

＜ 0.05

远中龈乳头

1.12±0.13

1.35±0.16

6.967

＜ 0.05

唇侧龈缘水平

1.15±0.12

1.37±0.15

7.152

＜ 0.05

软组织形态

1.20±0.14

1.35±0.20

3.837

＜ 0.05

密合度

4.06±0.28

4.55±0.33

7.071

＜ 0.05

边缘密合度

4.08±0.28

4.65±0.31

8.521

＜ 0.05

软组织颜色

1.19±0.12

1.38±0.21

4.906

＜ 0.05

整齐度

4.04±0.27

4.52±0.31

7.292

＜ 0.05

修复体整体形态

4.19±0.31

4.66±0.32

6.588

＜ 0.05

牙槽突外形

1.11±0.13

1.34±0.17

6.712

＜ 0.05

舒适度

4.07±0.30

4.56±0.32

6.976

＜ 0.05

修复体颜色

4.05±0.30

4.62±0.33

7.982

＜ 0.05

软组织质地

1.18±0.13

1.36±0.22

4.399

＜ 0.05

n

39

39

n

39

39

n

39

39

     注：* 与对照组比较，χ2=5.343，P ＜ 0.05。

表 3  两组满意度比较 [n（%）]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n

39

39

一般满意

11（28.21）

10（25.64）

非常满意

23（58.97）

29（74.36）

不满意

5（12.82）

0

满意度

34（87.18）

39（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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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前景。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色泽、形态、整齐度、

密合度、舒适度5个方面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

观察组修复体 整 体 形 态 、 边 缘 密 合 度 、 修 复

体 颜 色 评 分 高 于 对 照组（P ＜0.05）；观察组

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近中

龈乳头、远中龈乳头、唇侧龈缘水平、牙槽突

外形、软组织形态、软组织色泽及质地优于对

照组（P ＜0.05），提示口腔数码摄影技术在口

腔美学修复中应用价值确切。究其原因在于，

首先，口腔数码摄影技术可以精确的记录患者

的口腔状况，包括牙齿颜色、形状、排列等细

节，更为精确地记录患者的实际需求，制定出

更为贴切且适宜的口腔修复方案[9]。其次，通过

口腔数码摄影技术，可更加清晰地观察患者牙

齿和周围组织的颜色和形态，从而更好地模拟

自然牙齿的外观和功能，使得口腔美学修复能

够更加贴近患者的自然牙齿，且其利用照片制

定详细的治疗计划，确保每一步都清晰明了，

从 而 提 高 美 学 修 复 效 果 [ 1 0 ， 1 1 ]。 再 者 ， 由 于 口

腔数码摄影技术可以提供更准确的修复方案，

确保每次比色结果的一致性，精确的颜色匹配

和详细的图像分析减少了修复体的返工率，提

高了整体治疗质量，避免人为因素对修复体制

作产生影响，因此患者往往对修复结果更加满

意[12-14]。此外，通过数码摄影技术，患者还可

以更直观的看到修复前后的对比效果，进一步

增 强 其 满 意 度 。 最 后 ， 通 过 口 腔 数 码 摄 影 技

术，可以为医生提供客观的、量化的数据，数

据 可 以 轻 松 存 储 在 电 子 病 历 中 ， 方 便 随 时 查

看 和 对 比 ， 从 而 帮 助 医 生 更 好 地 评 估 治 疗 效

果，有助于医生在治疗后对患者进行定期的复

查和跟踪[15]，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提高治疗效

果和患者的满意度。

综上所述，口腔数码摄影技术能够提高口腔

美学修复的精准度和效果，不仅可以提升患者的

满意度和治疗效率，也能够为未来口腔美容修复

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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