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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式可摘局部义齿与普通可摘局部义齿修复治疗牙列缺损 

合并中重度磨损患者的对比研究 

赵祥鹤，孙 凯 

北京市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  北京 

【摘要】目的 针对于牙列缺损合并中重度磨损患者治疗中应用垫式可摘局部义齿与普通可摘局部义齿

修复治疗的效果分析。方法 此实验开展时间为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9 月期间，所有分析依据均为至本院

口腔科接受治疗的 120 例牙列缺损合并中重度磨损患者，按照 1-120 数字随机编号法进行分组，每组分别纳

入 60 例，给予比对组 60 例患者以普通可摘局部义齿修复治疗策略；给予探析组 60 例患者以垫式可摘局部

义齿修复治疗策略，最终对两组患者一年后治疗效果作出比较，观其优劣差异。结果 实验结束后，两组患

者在总体治疗有效率方面、治疗前后患者咀嚼功能评分、口腔健康评分、护理满意度方面均呈现出明显差

别性，探析组 60 例患者总体治疗效果更为优秀。结论 通过给予两组患者以不同形式的治疗策略后，充分

体现了垫式可摘局部义齿治疗方案的优势性，无论在咀嚼功能改善上、生活质量的提高上、佩戴舒适度上

及患者总体满意度方面均具有显著改善、提高和保证，其应用价值巨大，值得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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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pad 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 and common 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 repair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wear and tear 

Xianghe Zhao, Kai Sun 

Beijing Fengtai Hospita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Beijing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pad 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 and common 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moderate and severe wear. Methods Th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from 
September 2021 to September 2022. All analysis was based on 120 patients with dental defects combined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wear were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1-120 numerical random numbering method. 60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comparison group with common partial denture repair strategy; 60 patients in the analysis 
group were given partial denture repair strategy. Finally, the treatment effec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he experiment, the two group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overall treatment efficiency, chewing function 
score, oral health scor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overall treatment effect of 60 
patients in the analysis group was better. Conclusion by giving two groups of patients in different forms of 
treatment strategy, fully embodies the pad of 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 treatment advantage, whether on the 
chewing function, th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of life, wear comfort and overall satisfaction hav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mprove and guarantee, its application value is huge, worthy of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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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更新交替，人口老龄化趋势愈加明

显，相应的老年性疾病也随之接踵而至，牙齿缺损

便是口腔科较为常见类疾病，其症状表现多为：牙

齿酸痛，咀嚼困难等症状表现，不仅对患者牙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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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造成破坏，还对面部美观造成影响，为患者生

活质量带来极大不便和影响，此情况若未能得以及

时有效的治疗，最终便会导致中重度磨损，有甚者

还会累及颞颌关节发生病变，故此，针对此类疾病

临床务必要提高重视程度，尽早予以治疗[1]，临床

中通常采用充填治疗或重建修复治疗手段进行干

预，如：可摘义齿和固定义齿等，细化了解：关于

可摘义齿主要是通过天然牙和缺牙区剩余牙槽嵴进

行支持，来达到使患者牙体恢复形态及功能的目的，

此类治疗手段的应用优点在于方便清理、价格低廉、

安全性较高等[2]，另外，通过相关专家研究显示：

以垫式可摘局部义齿应用于牙列缺损合并中重度磨

损患者的治疗中，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和咬合功

能恢复效果理想可人[3]，鉴于此：下文将以对比形

式，呈现其优势性以及治疗效果，进行详尽表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实验开展时间为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9 月

期间，所有分析依据均为至本院口腔科接受治疗的

120 例牙列缺损合并中重度磨损患者，按照 1-120
数字随机编号法进行分组，每组分别纳入 60 例，给

予比对组 60 例患者以普通可摘局部义齿修复治疗

策略；给予探析组 60 例患者以垫式可摘局部义齿修

复治疗策略。实验间 120 例患者基础资料：比对组

患者：男性占数为：32 例、女性占数为：28 例，年

龄分布情况为：52-72 岁、均值为（58.65±7.65）岁；

探析组患者：男性占数为：34 例、女性占数为：26
例，年龄分布情况为：53-71 岁、均值为（58.55±
7.71）岁。所有患者基础资料分配均采用相关软件

予以处理，无差别性（P＞0.05）。 
1.2 治疗方法 
（1）比对组 60 例患者给予普通可摘局部义齿

治疗方案。（2）探析组 60 例患者给予垫式可摘局

部义齿治疗方案。（3）具体流程为：①治疗前：对

两组患者均在治疗前实施常规口腔检查，对其它牙

周疾病予以治疗。②确定与评估：医护人员需依据

患者牙齿的缺失数目、部位等方面作出评估，以此

来对于患者的实际修复需求做到了解掌握，再对义

齿类型及材料选择进行确定[4]。③拔除：将患者出

现松动或无法保留的牙齿予以拔除，再对患者对于

可摘局部义齿的适应症符合情况作出确认后，再行

治疗操作[5]。④做好观测和确定：医护人员需通过

模型观测来对义齿位置进行确定；⑤修复：通过参

照模型，来对牙齿尖部、边缘嵴等进行修复。⑥义

齿的制作环节：义齿的制作需选取大小合适的牙列

托盘采用藻酸盐完成[6]。⑦进行调改：支架完成后，

通过试戴的方式来对就位、密合以及固位稳定性进

行确认，再结合患者下颌间隙作出适当调改[7]。⑧

随访：在患者试戴一个月后，对患者进行是否存在

不适，确定最佳颌位，上述治疗期限均为一年，每

六个月复查一次[8]。 
1.3 观察指标 
通过针对两组患者以不同形式的治疗策略后，

观察患者在总体治疗有效率方面、治疗前后患者咀

嚼功能评分、口腔健康评分、护理满意度方面的差

异性。判定标准细化为：①患者在咀嚼功能、颜面

外形方面均恢复正常且固定良好无松动情况，此为

优；②患者在咀嚼功能、颜面外形方面基本恢复正

常，固定效果良好基本无松动情况，此为良；③患

者在咀嚼功能、颜面外形方面均恢复较差或出现恶

化情况，固定差且存在松动情况，此为差；④通过

自拟咀嚼功能评分表予以评估，分值高低代表优劣；

⑤关于生活质量方面包括对患者生理、心理、疼痛

功能进行评分，分值高低代表优劣；⑥关于满意度，

通过随访来对患者佩戴舒适度以及面容改善度情况

进行调研记录，来予以满意度评估。 
1.4 统计学方法 
调研中所有数据资料均运用 SPSS20.0 系统实

行专业分析，当中计量数据计均数±标准差，两组差

别比照运用 T、χ2检测。计数数据运用百分率（%）

代替，若两组对照结果表明 P＜0.05，则说明实验价

值显现。 
2 结果 
3 讨论 
牙齿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较为重要的角色，

牙齿的好坏直接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优劣，因此，

若牙齿出现问题需及时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进行干

预，方可使生活质量得以保障[9]。在我们日常生活

中随着时间和年龄的不断消逝和增长，每个人的牙

齿均会显现（磨耗、松动、咬合异常）类情况的发

生，一般此类情况的出现会直接造成牙齿呈中重度

磨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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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总体治疗效果比较（x±s、n、％） 

组别 
咀嚼功能比较 生活质量比较 

效果比较 满意度比较 
治疗前 治疗后 生理功能 心理功能 疼痛与不适 

比对组 60 10.11±0.52 17.06±0.73 13.45±1.76 16.19±2.55 11.08±1.59 45/75 44/73.3 

探析组 60 10.09±0.46 17.06±0.73 15.88±2.03 19.59±2.78 13.12±1.49 56/93.3 55/91.7 

 
临床表现症状多以口角偏低、牙齿酸痛、垂直

高度降低类现象，对人们日常咀嚼功能造成极大影

响[10]。可摘局部义齿修复是目前临床中较为常用的

治疗此类病症的先进手段，是一项较为人性化的治

疗技术，生活中患者可自行摘戴义齿修复体，是通

过固位装置和基托来对义齿的稳定性作出保障，进

而达到修复效果。但具相关资料呈现：关于对普通

可摘局部义齿修复的效果评价是：存在折断现象[11]。

鉴于此：本文将垫式可摘局部义齿修复技术应用于

探析组患者中，观其效果：探析组患者在总体治疗

有效率方面、治疗前后咀嚼功能评分、口腔健康评

分、护理满意度方面的所有呈现，均更为优异于比

对组患者，实验意义显现，优劣性显著。究其原因：

主要优势在于：（1）一方面通过对颌面间隙的调改

来增加接触面积，使其可均匀分布和受力，进而达

到对缓解肌肉、改善咀嚼功能、神经功能目的。（2）
另一方面还可抑制髁突前移，使其恢复正常垂直距

离、使关节压力减轻，使患者疼痛症状得到缓解。

（3）最后由于垫式义齿同牙齿的接触面广，在义齿

的固定及稳定性上均有所提高，令患者在佩戴时感

觉舒适，避免暴露牙间缝隙，避免食物嵌顿现象出

现。 
综合上述：通过给予探析组与比对组患者以不

同形式的治疗方案后，垫式可摘局部义齿治疗技术

的优势性已显现无疑，包括对患者咀嚼功能的改善、

对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患者佩戴舒适度和患

者总体满意度方面均呈现理想效果，故得以结论：

相较于普通可摘局部义齿修复治疗方案在牙列缺损

合并中重度磨损患者的治疗效果来看，垫式可摘局

部义齿修复治疗技术更为优异，效果更为突出，临

床应用价值良好，前景甚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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