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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固化复合树脂对口腔美容修复患者牙龈指数的影响

刘广源，李超霞，李文天
（东营市第二人民医院口腔科，山东  东营  257330）

[摘  要]目的  分析在口腔美容修复中应用光固化复合树脂对患者牙龈指数的影响。方法  选取2023年

2月-2024年2月于东营市第二人民医院行前牙美容修复的80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

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40例。对照组应用玻璃离子修复，研究组应用光固化复合树脂修复，比较两

组牙龈指数、牙齿美观度、修复效果及不良事件发生情况。结果  研究组治疗后1、3个月牙龈指数均低于

对照组（P＜0.05）；研究组牙齿颜色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牙齿形态、牙齿排列评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修复总有效率（95.00%）高于对照组（92.50%），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随访1年，研究组不良事件发生率（2.50%）低于对照组（17.50%）（P＜0.05）。结论  在口

腔美容修复中应用光固化复合树脂的效果良好，可有效改善患者的牙龈指数，促进牙龈健康，且耐久性更

好，不易出现松动、脱落等不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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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Light-Cured Composite Resin on Gingival Index in Patients Undergoing Oral 
Aesthetic Restoration

LIU Guangyuan, LI Chaoxia, LI Wentian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 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Dongying, Dongying 257330, Shandong,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light-cured composite resin on gingival index in patients undergoing oral aesthetic restor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ho underwent anterior teeth aesthetic restoration in 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Dongying from 

February 2023 to February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tudy group 

by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4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glass ionomer restoration, and the 

stud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light-cured composite resin restoration. The gingival index, dental aesthetics restoration effect and adverse 

even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gingival index of the study group at 1 and 3 months after treatment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tooth color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ental morphology and tooth arrangement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restoration in the study group (95.00%)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92.50%),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n the study group (2.50%)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17.50%) (P<0.05). 

Conclusion  Follow-up for 1 year, the  application of light-cured composite resin in oral aesthetic restoration has a good effect.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gingival index of patients, promote the gingival health, and has better durability. It is not prone to loosening, falling 

off, or other adverse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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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美容修复（oral aesthetic restoration）是

指通过牙科材料和技术手段，对牙齿及口腔软硬

组织进行修复和改善，以恢复其功能、形态和美

观的综合治疗过程。口腔美容修复可用于处理多

种原因导致的牙齿缺损问题，如外伤导致的牙齿缺

损、龋齿等，帮助提升口腔的美观性、改善牙齿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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嚼能力[1，2]。目前牙齿填充的材料主要有光固化复合

树脂、玻璃离子两种，其优势劣势各有不同，其

中光固化复合树脂可塑性好、操作简单、经久

耐用，而玻璃离子具有抛光性、耐磨性好的特

点[3]。本研究结合2023年2月-2024年2月于东营市

第二人民医院行前牙美容修复的80例患者临床资

料，旨在进一步明确光固化复合树脂对口腔美

容修复患者牙龈指数及牙齿美观度的影响，现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3年2月-2024年2月于东营

市第二人民医院行前牙美容修复的80例患者为

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研

究组，每组40例。对照组男18例，女22例；年龄

23~62岁，平均年龄（42.34±1.48）岁；修复牙

齿数量43颗；患牙类型：龋齿所致缺损22例，外

伤所致缺损18例。研究组男17例，女23例；年龄

22~61岁，平均年龄（42.36±1.55）岁；修复牙齿

数量42颗；患牙类型：龋齿所致缺损24例，外伤所

致缺损16例。两组性别、年龄、修复牙齿数量及患

牙类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

究可比。本研究所有患者及家属均知情同意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均符合口腔美

容修复相关适应证；②年龄18~65岁；③依从性

良好，能够配合随访。排除标准：①合并精神

疾病者；②中途退出研究者；③合并血液疾病

者；④存在传染性疾病者。

1.3  方法  对患者牙齿进行彻底清洁，清理牙齿损

害部分组织、坏死的牙周组织等，使牙面和修复

体之间形成适合的衔接面与角度。使用锥形钻对

患牙进行修理，使之形成倒凹形。患牙牙间隙较

宽可进行酸蚀处理。牙釉质不全者进行牙釉质打

磨，龋齿则要固定缺损牙洞。完成前期准备工作

后进行酸蚀处理，时长30 s，而后实施光照固化，

时长20 s。最后经比色工作调和光固化复合树脂、

玻璃离子，并将其分别用于研究组和对照组，逐

层进行填充，压实并有效固化，邻面进行磨光，

直达满意效果。

1.4  观察指标

1.4.1检测两组牙龈指数  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后

1、3个月对患者的牙龈指数进行评估，按4级评分

法，分值0~3分，0分即为健康，3分表示牙龈有严

重炎症，伴红肿、出血等情况。选择患牙唇面、

舌面的近中、正中以及远中6个点位进行观察，以

平均值为最终结果。

1.4.2评估两组牙齿美观度  术后1周采用自拟量表

评价患者的牙齿美观度，从牙齿颜色、牙齿形

态、牙齿排列3个层面分析，分值0~3分，0分为

差，1分为可，2分为良，3分为优，分数越高表示

患者的牙齿美观度越好。

1.4.3评估两组修复效果  修复后缺损、疼痛等症状

消失，牙齿咬合正常，为显效；修复后牙列恢复

正常，疼痛等症状缓解，牙齿咬合基本正常，为

有效；不良症状未得到有效缓解，为无效。总有

效率=（显效+有效）/总例数×100%。

1.4.4记录两组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随访1年，统计患

者发生牙齿松动、脱落和变色等不良事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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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t检验；计

数资料以[n（%）]表示，行χ 2检验；等级资料采

用秩和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牙龈指数比较  研究组治疗后1、3个月牙

龈指数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1。

2.2  两组牙齿美观度比较  研究组牙齿颜色评分低

于对照组（P＜0.05）；两组牙齿形态、牙齿排列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两组修复效果比较  研究组修复总有效率高于对

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  两组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比较  研究组不良事件

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4。

表 1  两组牙龈指数比较（ ，分）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t

P

治疗后 1 个月

1.42±0.14

1.56±0.11

4.973

0.000

治疗前

1.92±0.11

1.91±0.13

0.371

0.711

治疗后 3 个月

0.45±0.07

0.67±0.09

12.203

0.000

n

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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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牙齿断裂、龋 齿 是 口 腔 科 比 较 常 见 的 疾

病，且近年来其发病率逐渐升高，此类疾病的

发生多和外伤、饮食习惯及遗传因素相关[4，5]。

上述口腔问题不仅会对牙齿美观性产生不良影

响 ， 还 可 能 损 害 牙 龈 、 牙 齿 咬 合 能 力 及 牙 周

健康，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社交等，需积极

处理。玻璃离子在口腔修复中应用广泛，适用

于乳牙修复、非永久性充填及根面龋治疗，但

其硬度和耐磨性较低，易磨损和折裂，且色泽

匹配度欠佳，固化后的强度较低，不适合用于

承受较大咬合力的后牙区 [6]。相比于玻璃离子

材料，光固化复合树脂的机械强度和耐磨性更

好，透明度和美观性更佳，广泛适用于多种牙

齿修复场景，尤其在前牙美学修复和承受较大

咬合力的部位表现出确切的优势 [7，8]。本研究

以光固化复合树脂材料为主，选择玻璃离子进

行对比，进一步明确各种材料的优劣势，以期

为临床医生在口腔修复治疗中选择合适的材料

提供科学依据，从而优化治疗方案，提高治疗

效果和患者满意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修复总有效率高

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证实两种材料均能够达到较好的修复效果。分析

原因，光固化复合树脂流动性及粘稠度适中，修

复操作比较简单，与牙齿之间能够实现牢固的粘

接，并形成了较为密闭的空间，减少了缝隙，故

修复效果好[9-11]。而玻璃离子同样具有良好的粘

接性，其生物相容性也比较好，不易刺激牙髓，

因此也具有较好的修复效果[12]。研究组治疗后

1、3个月牙龈指数均低于对照组（P＜0.05），提

示从长远来看，光固化复合树脂更有利于牙龈健

康。分析原因，光固化复合树脂材料具有较强的

可塑性，且其机械性强，在进行修复操作中便于

塑形，形成了较好的边缘密合性，另外该材料的

生物兼容性较好，对牙龈组织基本无显著刺激作

用，不易导致过敏、炎症等情况[13]。同时，因光

固化复合树脂材料的表面光滑，故而不易黏附食

物残留，从而减少了牙菌斑形成及其对牙龈健康

的影响，其可个性化修复的特征也可以进一步减

表 2  两组牙齿美观度比较（ ，分）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t

P

牙齿形态

2.56±0.05

2.58±0.09

1.229

0.223

牙齿颜色

1.92±0.15

2.23±0.11

10.540

0.000

牙齿排列

2.71±0.02

2.72±0.04

1.414

0.161

n

40

40

表 3  两组修复效果比较 [n（%）]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Z

P

显效

33（82.50）

32（80.00）

无效

2（5.00）

3（7.50）

有效

5（12.50）

5（12.50）

总有效率

38（95.00）

37（92.50）

n

40

40

0.312

0.755

     注：* 与对照组比较，χ2=5.000，P=0.025。

表 4  两组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比较 [n（%）]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n

40

40

脱落

0

3（7.50）

松动

1（2.50）

2（5.00）

变色

0

2（5.00）

发生率

1（2.50）*

7（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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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修复过程中对牙龈造成的刺激作用[14，15]。相对

而言，玻璃离子虽然生物相容性好，但因其耐久

性差、强度低，故使用一段时间后仍可能对牙

龈造成刺激[16]。研究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

照组（P ＜0.05），说明光固化复合树脂的耐久

性更好，修复后不良事件发生几率更低。光固化

复合树脂材料强度高，尤其是高抗压强度和抗磨

损强度，可在口腔内长期发挥功效而不易出现

松动、脱落情况，尽管修复早期的色泽不如玻

璃离子，但因其表面光滑、耐磨等特性，使得其

在长期使用后也不易变色[17，18]。研究组牙齿颜色评

分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牙齿形态、牙齿

排列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可见研究所用两种材料在恢复牙齿形态和排列上

的效果均较好，但早期时玻璃离子颜色更佳。

综上所述，在口腔美容修复中应用光固化

复合树脂的效果良好，可有效改善患者的牙龈指

数，促进牙龈健康，且耐久性更好，不易出现松

动、脱落等不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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