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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口腔显微镜在前牙美学修复中的应用效果。方法：以 2015年 3 月—2025
年 2月为研究时间，择取期间内在本院口腔科接受前牙美学修复治疗的患者中的 100例为研究

对象，依照患者治疗时间顺序予以分组，对照组（50例）采用传统修复技术治疗，观察组（50
例）采用口腔显微镜下修复治疗，从治疗有效率、咀嚼功能评分、美观程度评分、语言功能评

分、患者满意度展开数据研究，对比治疗效果。结果：统计研究表明，通过口腔显微镜下修复

治疗的观察组患者咀嚼功能评分、美观程度评分、语言功能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治疗有效率、

患者满意度更高，数据差异明显，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分析表明，口腔显微镜在

前牙美学修复中的应用效果显著，有效恢复患者口腔功能，改善美观程度，达到理想的修复效

果，建议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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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Oral Microscope in Aesthetic Restoration of Anterior Te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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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oral microscope in aesthetic restoration of anterior teeth.
Method: From March 2015 to February 2025,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ho received aesthetic restoration
treatment for their anterior teeth in the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 at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treatment time. The
control group (50 cases) received traditional restoration techniques,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50 cases)
received restoration treatment under an oral microscop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treatment efficacy,
chewing function score, aesthetic degree score, language function score,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to
compare the treatment effects. Result: Statist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o underwent restorative treatment under an oral microscope showed significantly better scores
in chewing function, aesthetics, and language function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eatment
efficacy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were higher, and the data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 P＜0.05， H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oral microscopy in
aesthetic restoration of anterior teeth is significant, effectively restoring patients' oral function, improving
aesthetics, and achieving ideal restoration results. It is recommended to promote its application.
[Keywords] Oral microscope; Aesthetic restoration of anterior teeth; Application effect

1 前言

牙齿不仅在咀嚼食物能力和语言功能方面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还会对人们的面容美观产生一定影响。前牙美学

修复是口腔医学领域的重要分支，是以改善前牙区域美观度

为核心的口腔修复技术，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疗方法，其结合

了多种治疗手段和技术，目标在于恢复牙齿的形态、功能与

美学特征，以满足患者日益增长的美学需求，达到最佳的美

学修复效果。近年来，人们对于美的追求越来越高，拥有一

口洁白健康的牙齿可以提升一个人的气质和魅力，所以很多

人会选择口腔修复治疗，从而使面部外观更加美观协调。前

牙美学修复融合材料学、数字化技术与个性化设计，已成为

现代口腔美学修复的主流方向[1-2]。前牙区是面部美学表现的

核心区域，其修复效果直接影响患者的面部协调性、自信心

及社会交往能力。在前牙美学修复中，传统修复技术是在常

规肉眼直视下进行修复治疗，常因操作视野受限、细节辨识

度不足等问题，导致修复体边缘密合性、颜色过渡自然性及

微观形态仿真性难以达到理想效果。随着“精细治疗”观念

的提出，显微技术在口腔临床上的应用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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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随着显微技术的引入为口腔治疗提供了革命性的工具支

持。口腔显微镜不仅应用于根管治疗，还扩展到牙周病、修

复、种植、整形等多个领域，成为现代口腔治疗的重要工具

[3-4]。口腔显微镜是一种利用高倍放大和清晰照明功能的医疗

设备，是专门为口腔治疗设计的手术显微镜，主要用于口腔

临床治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口腔显微镜凭借其高分辨率

成像、多级放大功能及精准照明系统，显著提升了术区可视

化水平。未来，口腔显微镜技术将继续优化，提高治疗效果

和患者体验感。本文旨在通过对 100例接受前牙美学修复治

疗的患者采用传统修复技术治疗与口腔显微镜下修复治疗

对照研究，对两种方式的治疗有效率、咀嚼功能评分、美观

程度评分、语言功能评分、患者满意度进行对比分析，系统

评估口腔显微镜下前牙美学修复的临床效果，以期为提升前

牙美学修复的精准性与可重复性提供科学依据，推动牙科显

微镜技术的标准化应用，具体内容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研究筛选出 100例于 2015年 3月—2025年 2月期间在

本院口腔科接受前牙美学修复治疗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

患者治疗时间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50例）。

观察组患者男 27例，女 23例；患者年龄（20—65）岁，均

值（41.75±4.37）岁；对照组患者男 26例，女 24例；患者

年龄（22—63）岁，均值（42.33±4.42）岁；两组数据比较，

P＞0.05，无显著性差异。纳入标准：前牙美学修复指征；年

龄≥20周岁；依从性良好；沟通能力良好；同意参与研究；

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先天疾病；严重心脑血管疾病；

肝肾等器官功能不足；传染性疾病；严重精神障碍；语言障

碍；认知障碍；妊娠及哺乳期妇女；不愿配合研究工作。

2.2 方法

2.2.1 对照组采用传统修复技术治疗。

给予患者口腔检查，包括牙齿缺损范围、颜色、形态及

咬合关系，评估患者牙周健康及邻牙状况。根据患者口腔问

题及患者的需求，选择直接树脂修复或间接修复方案[5]。去

除病变组织，清除龋坏、变色牙体组织或外伤导致的缺损部

分，暴露健康牙本质。根据缺损范围预备合适的洞形，确保

树脂充填后具备足够的固位力和抗力形。对预备后的牙面进

行酸蚀处理，增加表面粗糙度以提升树脂粘接强度[6-7]。使用

比色板对比邻牙颜色，选择与天然牙色匹配的树脂材料。在

牙面涂布粘接剂后光照固化，形成稳定的粘接层[8]。逐层堆

塑美学树脂材料，恢复牙齿形态和咬合功能[9]。通过雕刻器

械调整树脂外形，模仿天然牙纹理和边缘嵴。每层树脂充填

后用光固化灯照射，确保材料完全固化[10]。使用抛光器械调

整修复体表面形态，消除边缘台阶，并进行高度抛光以恢复

自然光泽。调整咬合高点，避免因咬合干扰导致修复体折裂

或脱落[11-12]。

2.2.2 观察组采用口腔显微镜下修复治疗。

全面评估患者牙齿颜色、形态、缺损范围及牙龈健康状

况，分析咬合关系和邻牙接触点。通过诊断蜡型或数字化设

计模拟修复效果，与患者沟通确认美学目标[13]。显微镜辅助

精准去除龋坏组织，预备美学洞斜面，45°斜面或浅凹斜面，

扩大粘接面积并隐藏修复边缘。牙面处理，酸蚀牙釉质形成

微孔结构，必要时喷砂清洁，选择适配的粘接系统，降低术

后敏感。选用遮色树脂模仿天然牙本质颜色，使用半透明树

脂模拟釉质通透性，切端叠加透明树脂增强层次感[14-15]。在

牙本质与釉质层间加入染色树脂，模仿天然牙斑块或纹理。

显微镜引导下分层充填，按牙体解剖结构分层充填，依次恢

复牙本质主体形态和釉质半透明层，光照固化每层树脂。使

用成形片或硅胶导板恢复邻面接触点，避免食物嵌塞[16]。显

微镜下修整，精细打磨修复体边缘，消除白线或灰线，确保

与牙体无缝过渡。梯度抛光器械从粗到细抛光，最终实现镜

面效果。检查咬合关系，避免修复体过高或早接触，定期随

访观察修复体颜色稳定性、边缘密合度及患者舒适度。

2.3 观察指标

在本次研究过程中，整合分析两组不同修复治疗方案的

效果，对两组的治疗有效率、咀嚼功能评分、美观程度评分、

语言功能评分、患者满意度进行对比，以此作为研究价值体

现依据。

2.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通过 SPSS 23.0软件系统实现，利

用 x2对计数资料(%)进行检验，利用 t对计量（x±s）检验，

若 P＜0.05，研究意义显现，若 P＞0.05，无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两组治疗有效率比较，见表 1。

表 1 两组治疗有效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

组
50 31（62.00%） 18（36.00%） 1（2.00%） 49（98.00%）

对照

组
50 22（44.00%） 21（42.00%） 7（14.00%） 43（86.00%）

x2 4.732

P ＜0.05

3.2 两组患者咀嚼功能评分、美观程度评分、语言功能

评分比较，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咀嚼功能评分、美观程度评分、语言功能评分

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咀嚼功能评分 美观程度评分 语言功能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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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 50 91.73±3.45 93.47±3.39 94.24±3.78

对照组 50 79.52±3.61 81.09±3.58 81.93±3.66

t 17.936 16.572 17.295

P ＜0.05 ＜0.05 ＜0.05

3.3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

组
50 34（68.00%） 15（30.00%） 1（2.00%） 49（98.00%）

对照

组
50 21（42.00%） 20（40.00%） 9（18.00%） 41（82.00%）

x2 5.165

P ＜0.05

4 讨论

近年来，随着口腔医学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口腔问题越

来越重视，口腔修复应运而生，借助生理适应性的人工修复

体恢复口腔功能。随着美学需求的提升，前牙修复逐渐从功

能性恢复转向个性化美学重建。前牙美学修复是通过调整牙

齿形态、颜色、排列及牙龈协调性，解决因缺损、变色、畸

形或排列异常导致的美观问题，在恢复口腔功能的基础上，

实现与面部比例、肤色、唇形等自然协调的个性化美学效果，

是一种以改善前牙的美观度为目的的修复方式。传统修复治

疗依赖医师经验与肉眼操作，存在视野局限性和细节处理不

足的问题，易因细微误差导致修复体与天然牙的形态、纹理

及透光性不匹配，出现边缘密合度差、邻接关系不良等缺陷。

口腔显微镜的引入为这一领域带来技术革新，其能够通

过放大牙体预备的微观结构，辅助医师精确控制切削角度、

边缘线形态及粘接界面处理，从而提升修复体的生物相容性

与长期稳定性。而且显微技术的应用已突破单一治疗领域，

从根管治疗扩展至美学修复全流程[17]。口腔显微镜通过高倍

放大和清晰照明，使医生能够清晰地观察到牙齿内部的细微

结构，包括髓腔、根管及其变异形态，打破了传统治疗中视

野局限性和感觉依赖性的限制，使得治疗操作更加精准，可

显著提高治疗精确性。在减少操作不确定性及损伤方面，通

过显微镜医生操作可以减少对牙齿和周围组织的损伤，进而

提升患者治疗的舒适度和满意度。有研究表明，使用口腔显

微镜修复的前牙在表面光滑度、边缘密合性改善方面及患者

满意度方面等指标上明显优于传统修复技术[18]。这一结果证

明了，口腔显微镜的高倍放大和照明功能可显著提升粘接界

面处理、分层充填精度及边缘抛光的细节控制，尤其适用于

复杂病例的微创修复。

本次研究中，通过口腔显微镜下修复治疗的观察组患者

咀嚼功能评分、美观程度评分、语言功能评分明显优于对照

组。在咀嚼功能方面，显微镜下修复治疗可精确调整修复体

边缘及咬合面形态，减少咬合干扰，提升咀嚼效率及咬合功

能，而且通过放大视野，医生能更早发现咬合高点，避免术

后反复调改对咀嚼功能的负面影响。在美观程度方面，显微

镜可清晰观察牙体预备边缘、贴面厚度及牙龈形态，修复体

颜色过渡、表面纹理的仿真度更高，显著提升美观程度评分。

而且显微镜下可精准控制修复体颈缘位置，减少对牙龈的机

械刺激，长期美学效果更稳定。在语言功能方面，显微镜下

可精细调整前牙切端形态及邻接关系，改善因修复体过厚或

边缘不密合导致的发音障碍，治疗后患者发音清晰度恢复更

快，这与显微镜下修复体表面光滑度更高、邻接点定位更精

准密切相关。综合效果方面，口腔显微镜为医师提供了清晰

明亮的视野和高倍率的观察，使得医师能够准确诊断和治疗，

本研究中口腔显微镜下修复治疗的观察组治疗有效率可达

98.00%，且患者对功能与美观的满意度更高。

综上所述，口腔显微镜在前牙美学修复中的应用效果显

著，显著提高了修复的精准性和微创性，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功能，清晰观察到牙齿的微小细节，确保牙体预备的精确性

和边缘的密合度，更好地恢复患者口腔功能，改善美观程度，

达到理想的修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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