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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固化复合树脂对前牙美容修复患者牙齿美观度、

牙周组织健康状况的影响

刘  玮，张  晗，张仕珍
（黔西南州中医院，贵州  黔西南  562400）

[摘  要]目的  探究在前牙美容修复中采用光固化复合树脂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2022年1月-2024年8月

黔西南州中医院收治的前牙美容修复患者60例，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30例。对照

组采用传统烤瓷进行前牙美容修复，观察组采用光固化复合树脂进行前牙美容修复，比较两组牙齿美观度、

牙周组织健康状况、并发症发生情况及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表面光滑度、颜色匹配、牙体形态评分低于对

照组（P＜0.05）；观察组GI、PLI及AL均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为3.33%，低于对照

组的20.00%（P＜0.05）；观察组牙齿修复美容满意度为96.67%，高于对照组的86.67%（P＜0.05）。结论  光

固化复合树脂可提升前牙美容修复患者牙齿美观度，改善牙周组织健康状况，降低并发症发生率，且患者

对牙齿修复美容满意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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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Light-cured Composite Resin on Dental Aesthetics and Health Status of Periodontal 
Tissue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Aesthetic Restoration of Anterior Teeth

LIU Wei, ZHANG Han, ZHANG Shizhen

(Qianxin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Hospital of TCM, Qianxinan 562400, Guizhou,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light-cured composite resin in the aesthetic restoration of anterior 

teeth. 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ho underwent aesthetic restoration of anterior teeth in the Qianxin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Hospital of TCM from January 2022 to August 2024 we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3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aesthetic restoration of anterior teeth with traditional dental porcelai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aesthetic restoration of anterior teeth with light-cured composite resin. The dental aesthetics, health status 

of periodontal tissues, complications and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cores of 

surface smoothness, color matching and tooth morpholog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GI, PLI and A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ll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3.33%, which was lower than 20.00%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dental restoration aesthetics satisfaction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6.67%, which was higher than 86.67%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Light-cured composite resin can improve the dental aesthetics of patients undergoing 

aesthetic restoration of anterior teeth, improve the health status of periodontal tissues,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ith higher dental restoration aesthetics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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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牙作为面部美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易因

意外碰撞、龋蚀等因素致使缺损，如果不能及时

修复治疗，会严重影响其美观和咀嚼功能[1]。传

统烤瓷前牙修复方法能恢复前牙形态、功能与颜

色，增强牙齿强度，稳定性和耐久性较好，但存

在牙体预备量大、可能引发牙龈问题、有崩瓷风

险、易致过敏反应等不足。而光固化复合树脂具

有操作简便、色泽美观、可操作性强等优点，在

口腔修复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2]。本研究旨在分

析光固化复合树脂在前牙美容修复中的应用效

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2年1月-2024年8月黔西南

州中医院口腔科收治的前牙美容修复患者60例，

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30例。对照组男11例，女19例；年龄18~50岁，平均

年龄（31.42±2.75）岁。观察组男13例，女17例；年

龄17~52岁，平均年龄（32.61±1.54）岁。两组性

别、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患者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前牙存在缺损；

牙髓活力正常或经完善根管治疗后无症状；无严重

牙周疾病。排除标准：对光固化复合树脂过敏者；

存在严重全身系统性疾病无法耐受修复治疗者。

1.3  方法

1.3.1对照组  实施烤瓷修复方法：行牙体预备，磨

除一定量的牙体组织，制取精确的印模，灌注石

膏模型，送技工室制作烤瓷修复体。烤瓷修复体

制作完成后，试戴合适，采用粘接剂进行粘接固

定，再次检查咬合关系，进行必要调磨，确保修

复体就位和咬合正常。

1.3.2观察组  采用光固化复合树脂：①牙体预备：

对患牙进行精准的牙体预备，去除龋坏组织、无

基釉以及薄壁弱尖等病变部分，同时最大限度地

保存健康牙体组织；②比色环节：将患牙与邻牙

进行颜色对比，通过比色操作，选择与邻牙颜色

最为相近的光固化复合树脂；③修复实施过程：

将光固化复合树脂按照分层充填的原则，填入窝

洞或牙体缺损部位，每层充填完成后，使用光固

化机进行光照固化，光照时间按照规定的时间进

行操作。在充填和固化过程中，根据牙体的解剖

形态进行精细塑形操作，使修复体能够恢复牙齿

自然形态。最后，对修复体进行全面打磨和抛光

处理，使其表面光滑，并与邻牙在形态和光泽上

协调一致。

1.4  观察指标

1.4.1评估两组牙齿美观度  采用USPHS对患者牙齿

美观程度进行评估，每项分数均为1~3分，评分越

低表明牙齿美观度越好。

1.4.2评 估 两 组 牙 周 组 织 健 康 状 况   牙 龈 指 数

（GI）：根据牙龈颜色、水肿、出血等情况评

估，分为0~3分，评分越高表明牙龈情况越差。

菌斑指数（PLI）：通过探针轻刮患者压面，结

合其菌斑量进行评估，分为0~3分，评分越高表

明牙菌斑越严重。牙周附着水平（AL）：采用探

针测量患者袋底与釉牙骨质界面的距离，距离越

大表明牙周健康越差。

1.4.3记录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  观察两组患者修复

后出现牙周炎、修复体脱落的情况。

1.4.4调查两组牙齿满意度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评估

患者对牙齿修复美容效果的满意度，问卷内容包括

修复体外观、咀嚼功能、舒适度，总分为100分，

分为非常满意（85~100分）、满意（60~84分）、

不满意（＜60分）。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

总例数×100%。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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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牙齿修复美观度比较  观察组表面光滑度、

颜色匹配、牙体形态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

见表1。

2.2  两组牙周组织健康状况比较  观察组GI、PLI

及AL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2。

2.3  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并发症发生

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3。

2.4  两组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牙齿修复美容满意度

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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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审美观念的转

变，口腔美容修复领域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

注。前牙作为面部美观的重要展示部分，其形

态、色泽和功能的完整性对于个人形象和社交

自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因此，寻求更加美

观、有效且持久的前牙美容修复方法成为口腔医

学研究的重点之一。传统的前牙修复手段在一定

程度上满足了部分患者的基本需求，但也暴露出

诸多局限性，并且修复后的牙齿呈现出明显的人

工痕迹，严重影响了整体美观效果。同时为了保

证修复体的固位和稳定性，烤瓷修复中常常需要

对牙体进行过度预备，这不仅削弱了牙齿的自身

结构强度，增加牙髓损伤的风险，而且可能引发

术后牙齿敏感等一系列并发症，给患者带来不必

要的痛苦和不便[4]。而且传统修复体与牙体组织

之间的边缘适应性较差，容易出现微渗漏现象，

这为细菌的滋生和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进而可

能导致龋齿、牙周炎等继发疾病的发生，降低患

者满意度和生活质量[5]。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表面光滑度、颜色

匹配、牙体形态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考

虑原因为光固化复合树脂有多种颜色可供选择，

能根据患者天然牙色泽、邻牙颜色及患者肤色等

因素，精确调配树脂颜色，使其与周围牙齿高

度协调。而且，光固化复合树脂的色泽稳定性提

高，在口腔环境中长期不易变色、褪色，保持修复

后牙齿美观持久。同时，光固化复合树脂可在未固

化时进行精细塑形，模拟天然牙的外形轮廓，修复

后的牙齿在色泽、透明度及外形轮廓上与邻牙高度

匹配，提升了患者口腔整体美观度[6]。观察组GI、

PLI及AL均低于对照组（P＜0.05）。分析认为，

表 1  两组牙齿修复美观度比较（ ，分）

表 2  两组牙周组织健康状况比较（ ）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表面光滑度

2.38±0.53

1.27±0.41

9.073

0.001

GI（分）

1.46±0.51

1.02±0.34

3.932

0.001

牙体形态

2.43±0.41

1.23±0.42

7.968

0.001

AL（mm）

2.57±0.71

1.96±0.67

3.423

0.001

颜色匹配

2.42±0.48

1.53±0.27

8.852

0.001

PLI（分）

2.01±0.42

1.59±0.63

3.038

0.002

n

30

30

n

30

30

     注：* 与对照组比较，χ2=13.484，P=0.001。

     注：* 与对照组比较，χ2=6.548，P=0.011。

表 3   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n（%）]

表 4  两组满意度比较 [n（%）]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n

30

30

n

30

30

牙周炎

2（6.67）

0

满意

14（46.67）

9（30.00）

非常满意

12（40.00）

20（66.67）

修复体脱落

4（13.33）

1（3.33）

不满意

4（13.33）

1（3.33）

发生率

6（20.00）

1（3.33）*

满意度

26（86.67）

29（9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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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传统修复材料，光固化复合树脂良好的可

塑性使其能精确适配牙体预备后的窝洞边缘，固

化后与牙体边缘高度密合，阻止了菌斑向龈沟内

渗透，减轻了牙龈免疫反应，避免细菌及其代谢

产物持续刺激牙龈组织[7，8]。且光固化复合树脂

固化后表面相对光滑，减少了对牙龈的机械摩擦

刺激，有利于维持牙龈组织的健康状态。另外，

在口腔咀嚼、刷牙等日常活动中，光滑的修复体

表面使牙龈组织免受额外创伤，保持其正常形态

与色泽[9]。在菌斑指标方面，光固化复合树脂材

料本身的化学结构使其具有一定的抗菌斑附着能

力，其表面不易被唾液中的蛋白质、糖蛋白等成

分吸附，从而减少了菌斑初始黏附的基质形成。

同时，光固化复合树脂修复体在口腔环境中能保

持相对稳定的理化性质，可避免发生腐蚀、析出

等表面性质改变，能更彻底地清除修复体周围的

菌斑，有效控制菌斑堆积，减少因菌斑引发的牙

周疾病风险[10，11]。在牙周附着水平方面，光固

化复合树脂与牙体组织的弹性模量较为接近，在

咀嚼受力时，能均匀分散咬合力至牙体及牙周组

织，避免局部应力集中对牙周膜、牙槽骨造成损

伤，维持牙周组织正常的生理结构与功能，保障

牙周附着水平稳定。相反，若修复材料弹性模量

与牙体差异过大，在长期咀嚼压力下，牙周附着

装置易受破坏，出现牙周膜撕裂、牙槽骨吸收等

问题，导致牙周附着水平下降[12]。同时，光固化

复合树脂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不会引发牙周

组织的免疫排斥反应，其在口腔内不会释放有害

物质，不干扰牙周细胞的正常代谢与增殖，为牙

周组织的健康生长提供稳定微环境，有助于维持

正常的牙周附着水平，保障牙齿的稳固支持[13]。

在并发症方面，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

照组（P＜0.05），表明光固化复合树脂与牙体的

微机械嵌合以及良好的粘接性能降低了修复体脱

落风险。主要是因光固化复合树脂在其固化过程

中能与牙本质、牙釉质紧密结合，形成牢固的粘

接界面[14]。且相较于一些粘接步骤复杂、对操作

环境要求苛刻的传统材料，光固化复合树脂操作

相对简便，在规范操作下能保证粘接质量，减少

因粘接不佳导致的修复体松动、脱落，进一步降

低了并发症发生率。满意度方面，观察组牙齿修复

美容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原因在于光

固化复合树脂可提升患者口腔功能体验与美观效

果，如患者术后牙龈健康，牙齿色泽、形态自然，

且较少遭受修复后并发症困扰，日常生活中的咀

嚼、社交自信心等方面得到提升[15]，这种全方位的

改善使得患者对修复治疗的满意度提高。

综上所述，光固化复合树脂可提升前牙美容

修复患者牙齿美观度，改善牙周组织健康状况，

降低并发症发生率，且患者对牙齿修复美容满意

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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