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侧对位等情况，若是患者眼部受伤 [4]，则需要对眼外

肌与周围伤的情况作出一定的了解，例如断裂、挫伤等，

以及眼球的内部结构与位置等情况是否出现了一定的

变化，视神经的走行区是否出现骨折以及其对颅内脑

组织所产生的影响，若出现脑脊液漏出的情况应准确

滴将漏出的部位找出并为临床中后续的治疗提供可靠

与准确的数据。应用螺旋 CT 成像而得到的图像，便能

够应用多平面重建的方法，建立起三维立体的图像，

对于多斜位、冠状位以及矢状位等进行合理地调整，

使得显示出来的图像能够更加准确与直观，结合表面

遮盖法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到患者面部外形所出现的

一系列变化，并对患者骨折线的走形以及其对周围结

构所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仔细地观察，同传统的图像相

比而言，其能够进行多角度的、立体的与旋转地观察[5]，

整体地对患者的病情进行显示。

在对颌面部外伤进行诊断时，由于颌面部外伤在

制定临床治疗方案时需要掌握患者详细的临床病状[6]，

因此，对于颌面部外伤的诊断，耳鼻喉科、口腔科、

眼科等均有着十分严格的诊断要求。对于骨质方面，

要了解患者骨折处的具体骨折形状，并且要对骨折处

与周围骨质关系、断端移位等方面均做到心中有数，

在双侧对位方面，对于眼部周围的创伤要保证对于眼

外肌的具体情况进行精准、明了的掌握，并且对眼球

的内部结构、形态以及位置等是否发生改变均要进行

检查；对于神经方面：要对患者进行详尽检查，了解

患者的神经管部位是否出现骨折，特别要确定的一点

则是患者的颌面部外伤是否仅仅为外伤，对于颅内的

脑组织是否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脑脊液是否存在着漏

出现象，若出现漏出，则应将漏出的精准部位标出 [7]，

为下一步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提供可靠的数据保障，

提高临床方案制定的准确程度。

螺旋 CT 在诊断时所需要的时间是极端的，临床的

实际操作也相对较为便捷，不需要患者做出体位上的

改变，仅仅保持着平躺的姿势便可以，不会对患者造

成其他方面的痛苦，检查的结果十分准确并全面，能

够很好地满足对患者临床诊断的需要，对于患者日后

的复查也能够提供原始的诊断资料，并且，对患者进

行螺旋 CT 成像的检查很少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这

也能更好地对患者数据的有效性与准确性进行保持，

螺旋 CT 在临床中的这一系列应用特点使得其在临床中

的应用不断广泛，笔者认为，在日后螺旋 CT 必然会是

对面部外伤患者进行诊断的首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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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利用共振频率分析法观察不同的种植体植入扭矩值对种植体稳定性以及骨结合效果

的影响。方法  根据纳入及排除标准选择牙缺失患者41例，共62枚种植体，手术由同一种植科医生操作完成。

根据种植体植入就位后的所测最终扭矩值(Itv)进行分组: A 低扭矩组，Itv为 21～ 30 N·cm; B中扭矩组，

Itv 为 31 ～ 40 N·cm; C 高扭矩组，Itv 为 41 ～ 50 N·cm，应 Osstell Mentor 共振频率分析仪于种植体

植入时测量 ISQ 和记录 Itv，并于患者术后三个月进行牙修复时测量 ISQ 值，得出每组的平均 ISQ 值，之后

得出曲线。结果  ISQ 与 Itv 存在强正相关性。比较同一时间点三组的 ISQ 值，可见术中即刻 C组＜ B组＜ A

组 (P ＜ 0.05) 术中各扭矩组间有明显差异（P ＜ 0.05）；术后 12 周 A 组和 B 组，A 组和 C 组扭矩组间 ISQ

值有明显差异（P ＜ 0.05），而 B组和 C组 ISQ 值无明显差异；A组 ISQ 值增加幅度最大，B组次之，C组最

小。结论  Osstell Mentor 能良好评价和监测种植体稳定性，ISQ 与 Itv 均为评价种植体初期稳定性的客观

指标，Itv 为 31 ～ 40 N·cm 时，种植体稳定性最佳。

【关键词】  Osstell Mentor；OSSTEM-TSIII；种植体；骨结合

牙种植技术是修复牙齿缺失的最佳方法，已经

广泛的应用于临床，如何获得高成功率备受关注。

Osstell Mentor 测量仪通过共振频率来检测种植体的

稳定性，该系统中有一个 Smartpeg（传感器），它依

靠传感器上的螺丝连接到种植体或基台上，Smartpeg

收到来自 Osstell Mentor 设备上的探头的磁脉冲的刺

激，产生共振频率。共振频率的结果转换成 1-100 的

数值显示在测量仪的屏幕上，数值越大，稳定性越好，

种植体 - 骨结合越好。本项目研究比较不同植入扭力

时 , 应用 Osstell Mentor 测量仪测量种植体 - 骨结合

的数据 , 经过统计学分析得出种植体植入扭力与种植

体 - 骨结合的相关曲线，探寻其最佳植入扭力 , 以提

高种植体 - 骨结合率 , 为口腔种植体植入后得到最佳

骨结合提供依据，指导临床种植牙在种植过程中的手

术操作，从而增加种植体初期稳定性，增加种植牙的

成功率。

1   资 料 和 方 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患者年龄＞ 18 岁，无明显全身系统性

疾病 ; 下颌磨牙区单颗或多颗牙缺失；骨量充足，无

需骨劈开、骨挤压、植骨等复杂手术；拔牙术后 3 个

月及以上；拟种植术区无软组织缺损。术前 X 线片示

骨质完全愈合；患者依从性好，能按时定期复查，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不符合纳入标准者 ; 有糖尿病、骨质

疏松症等系统性疾病；口腔卫生极差；重度吸烟、嗜

酒等不良嗜好；术区曾接受骨增量手术；术区有肿瘤、

慢性骨改变以及放疗病史有酒精和药物滥用史；急慢

性系统性疾病可能影响手术进程或者继发性弥补治疗

和再治疗以及相关的其他疾病。

1.2 临床资料

种植体初期稳定性测量与分析：按上述标准，本

研究共纳入 41 例病例，其中男 23 例，女 18 例，年龄

25 ～ 73 岁，共 62 枚种植体。

1.3 实验材料

奥齿泰种植系统（OSSTEM-TSIII，韩国）；卡

瓦种植机（KAVO，德国；共振频率分析仪（Osstell 

ISQ，瑞典）；计算机数字化 X 线成相系统（西门子，

德国）。

1.4 方  法

患者排除手术禁忌并签署同意书，术前给予常规

服用抗生素，由同一口腔种植科医师严格按照患者实

际情况选择相应种植体及手术方式进行手术，术中严

格遵守 Struaman 外科操作手册。依据术中种植体植

入扭矩值 ( Itv，Insertion torque value) 的不同，

进行分组：A 低扭矩值组 ( 21 ～ 30 N·cm) 16 颗；

B 中扭矩组 ( 31 ～ 40 N·cm) 19 颗；C 高扭矩组 ( 

41 ～ 50 N·cm) 27 颗，继而置愈合基台，软组织减

张缝合；术后第 12 周利用 Osstell Mentor 共振频率

分析仪测量种植体的稳定性，获得种植体植入稳定系

数 ( Implant Stability Quotient，ISQ 值 ) 从而评

估不同种植体的术后稳定性。

具体测量方法：种植体完全就位后，首先旋下愈

合帽，将 OSSTELL 测量仪配套的 Struaman SLA 种植体

测量专用连接杆安装在种植体上，按照 OSSTELL 的标

准测量方法，使用 Osstell ISQTM 垂直于测量杆在每

颗种植体的近远中向和颊舌向各测量 1 次，记录种植

体稳定系数，最后采用记录其平均值。取出共振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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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棒，种植体接愈合基台，缝合创口。术后 3 个月

复查，即一期术后 12 周复诊行 X-ray 检查，种植体周

骨质未见异常吸收者取膜修复，同时卸愈合基台并清

洗，生理盐水冲洗种植体周围，接共振频率感应棒，

按同样方法测量种植体稳定系数，记录数据后接回愈

合基台。所有材料的收集和记录均由同一人完成，并

进行患者基本资料 Excel 数据建档。

1.5 记录指标

患者基本资料；手术情况：种植体大小（直径、

长度），术区骨质、植入扭矩值，特殊情况等；ISQ：

3 次测量的平均值。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6.0 统计学软件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

分析。线性相关分析 ISQ 与 ITv；线图观察不同初期稳

定性种植体（以 ISQ 和 ITv 分组） ISQ 随时间变化趋

势；配对样本 t检验对比各种植体不同时期 ISQ差异。

检验水准双侧α=0.05。

2   结    果

2.1 所有患者情况

所有种植体均存活，没有出现松动等情况，影像

学检查未见种植体周围明显骨吸收，并进行后期种植

修复 : 患者满意修复效果，并能正常行使功能，1 个

月后复诊，种植修复体行使功能良好，患者均满意修

复体。

2.2 种植体初期稳定性

本研究中 41 例患者 62 枚种植体植入扭矩为

20 ～ 50Ncm， 平 均 值 为（38.79±9.08Ncm）； 初 期

稳定系数为 65 ～ 87，平均值为（74.37±5.06）。

线性相关分析 ISQ 与 ITv，两者相关系数 r=0.783，

P <0.05，ISQ 与 ITv 呈强正相关（图 1）。

图 1 种植体初期稳定系数与植入扭矩值分布图

2.3 各扭矩值组间 ISQ 值与时间点的观察

比较同一时间点三组的 ISQ 值，可见术中即刻 C

组＜ B 组＜ A 组 (P ＜ 0.05) 术中各扭矩组间有明显差

异（P ＜ 0.05）；术后 12 周 A 组和 B 组，A 组和 C 组

扭矩组间 ISQ 值有明显差异（P ＜ 0.05），而 B 组和 C

组 ISQ 值无明显差异；A 组 ISQ 值增加幅度最大，B 组

次之，C组最小。

3   讨    论

ISQ 种植体稳定性测量仪是一种较为先进的便携

式手持设备，属于非侵入式技术，它的原理是通过共

振频率来检测和判断、评估种植体的稳定性［1］。该

系统中有一个传感器，正是利用这个传感器上的螺丝

将其连接到种植体或基台上。在进行测量时，测量仪

传感器会受到来自手持设备上探头的磁脉冲的刺激，

从而产生共振频率［2］。这一共振频率可以直接反应种

植体的稳定性大小。仪器会将共振频率的结果转换成

1 ～ 100 的数值显示在测量仪的屏幕上，通常情况下，

判断稳定性的原则是“数值越大，稳定性越好”。

只有恰当的种植体植入扭力才能获得良好的初期

稳定性，种植体稳定性可以预测种植体是否形成骨结

合，但如何判断种植体植入扭力与种植体 - 骨结合的

关系一直是种植体研究领域的难点，以前对于种植体

骨结合的判断主要根据 x 线片和主观的临床观察，缺

乏客观统一的衡量标准。而且多为国外数据收集，缺

乏种植体骨结合后稳定性的测量数据。本项目研究比

较不同植入扭力时,应用Osstell Mentor测量种植体-

骨结合的状况 , 经过统计学分析得出种植体植入扭力

与种植体 - 骨结合的相关曲线，探寻其最佳植入扭力 ,

以提高种植体 - 骨结合率 , 为口腔种植体植入后得到

最佳骨结合提供依据，指导临床种植牙在种植过程中

的手术操作。本研究初期稳定系数平均值为 74.37，高

于文献同类数据 70.35 和 73.77 [3 ～ 5]，但差异大小略

有不同。研究差异可能要考虑以下因素：①种植体差

异②共振频率分析仪差异，目前尚未见关于不同分析

仪测量对比研究，尚不能排除仪器产生系统差异的可

能。③颌骨差异。④其它：个体差异，测量方法等。

通过该临床研究我们得到如下启示 : ①本研究表

明种植体稳定系数与植入扭矩值呈强相关性，与多数

学者的结果相似。②为了获得更好的骨结合，达到满

意的修复效果，我们认为 Itv 为 31 ～ 40 N·cm 时，

种植体稳定性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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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蜡型和口腔数码摄影的在美学修复
中的联合应用

俞雪琴

宜兴市口腔医院修复科 ,江苏 宜兴  214200

【摘 要】  目的  观察口腔数码摄影及诊断蜡型制作的联合运用，在前牙美学修复中的应用效果。方

法  选取需要行前牙修复的患者 136 例，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68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 3D-Master 比

色板比色进行常规美学修复。实验组在常规美学修复基础上联合运用口腔数码摄影及术前诊断蜡型的制作来

完成美学修复。观察两组临床效果和患者满意度。结果  实验组修复体形态、边缘密合度、和颜色色调与对

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患者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  诊断蜡型联合口腔

数码摄影为临床上前牙美学修复方法选择上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 口腔数码摄影技术；诊断蜡型；前牙美学修复

DIAGNOSIS OF TYPE WAX AND ORAL DIGITAL PHOTOGRAFHY COMBINED APPLICATION IN 

PROSTHODONTICS

YU Xueqin

The apartment of Prosthodontics，the stomatological hospital of Yixing City，Jiangsu 

Province Yixing 2142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oral digital photography and the joint use of 

the diagnosis of type wax, during the repair of anterior tooth aesthetic application effect. 

Methods  choose a repair anterior teeth of 136 cases of patients,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n = 68). The control group using conventional 3 d 

- Master color board color for regular aesthetic repai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aesthetic repair joint use of oral digital photography 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 preoperative diagnosis of type wax to complete aesthetic repair.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wo groups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storation edge 

form, fit, and color is tonal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mpared with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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