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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纤维桩修复是口腔美学修复中的重要技术，是进行口腔冠桥修复等美学修复的重要基础。
《口腔美学修复实用教程：纤维桩修复技术》是我国第一部以纤维桩为核心的临床应用指导工具书，
主要内容包括桩核系统的临床选择思路、纤维桩的优势和适用范围、纤维桩的历史和性能特点、纤维
桩的牙体预备、纤维桩的粘接、纤维桩核系统形成的具体流程等6个章节，200余幅彩图。
《口腔美学修复实用教程：纤维桩修复技术》保持了作者刘峰医师多年来系列美学修复专著的写作特
色，语言精练、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令读者直观、轻松地掌握纤维桩修复技术相关的正确理念、实
用技术等内容，可以作为我国口腔医生学习纤维桩修复技术的首选指导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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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峰，医师，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一直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门诊部特诊科进行口腔修
复临床工作。
刘峰在口腔美学修复、口腔数码影像学、口腔色彩学、附着体义齿、双重冠义齿以及医患交流、患者
管理等方面均有一定的研究，具有相当的临床经验和心得，经常受到各级各地口腔医学会、口腔医院
及各大公司邀请，在全国各地作大型讲学，在国内美学修复界有一定影响。
刘峰就以上专题在国内专业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数十篇；2004年参编了《口腔临床新技术新疗法》，在
其中撰写了《美学修复基础与临床》、《精密研磨义齿》的绝大部分内容；2006年主编了国内第一本
关于口腔医疗影像学的专著《口腔数码摄影》；本次编著的美学修复个人专著《口腔美学修复临床实
战》是国内第一本口腔美学修复原创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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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桩核系统的临床选择思路 一、桩核系统的基本作用 二、桩核系统对牙根应力分布的影响 三、
桩核系统的临床选择思路 1.固位问题 2.抗力问题 第二章纤维桩的优势和适用范围 一、金属铸造桩核修
复的问题 1.弹性模量的问题 2.避免牙体组织折裂的方法 3.牙本质肩领的局限性 4.桩长度的局限性 二、
纤维桩的优势 1.纤维桩对于桩长的要求 2.牙本质肩领对于纤维桩修复的意义 3.纤维桩的其他优势 三、
纤维桩核系统的应用禁忌 1.无法保证粘接效果时 2.较大程度改变牙体长轴时 3.咬合过紧时 第三章纤维
桩的历史和性能特点 一、纤维桩的历史 二、纤维的成分 三、增强纤维的含量 四、纤维桩的锥度 五、
纤维桩的表面形态 六、纤维桩的表面处理 七，纤维桩的透光性 八、纤维桩的x线阻射性能 第四章纤维
桩的牙体预备 一、初步牙体预备 二、纤维桩的数量选择 1.前牙区域 2.前磨牙 3.磨牙 三、桩道的制备 
第五章纤维桩的粘接 一、纤维桩粘接的特点 1.根充物对于树脂粘接的影响 2.根管清洁程度对树脂粘接
的影响 3.根管内粘接对光照的影响 4.粘接间隙的影响 二、粘接材料的选择 1.粘接系统的选择 2.粘接树
脂的选择 三、纤维桩核系统的形成方法 四、与纤维桩粘接相关的其他临床问题 1.根管口部分的适当扩
大 2.试桩的必要性 3.纤维桩的裁切 4.粘接树脂的导入 5.纤维桩的表面处理 6.光固化灯强度对粘接的影
响 7.纤维桩透光性对粘接的影响 五、漏斗形根管的处理 六、下颌第二磨牙c形根管的纤维桩应用要点 
第六章纤维桩核系统形成的具体流程 一、全酸蚀粘接系统 1.全酸蚀粘接剂+粘接树脂+核树脂的使用流
程 2.全酸蚀粘接剂+一体化树脂的使用流程 二、自酸蚀粘接系统 三、自粘接粘接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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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粘接材料的选择 1.粘接系统的选择一般来讲，全酸蚀粘接系统的粘接强度最高
，自酸蚀粘接系统次之，自粘接系统的粘接强度相对较低，几乎所有的体外实验都得出这样的结果。
 但纤维桩的粘接是典型的根管内粘接，除了前述的根管内部的碎屑、处理剂等不易清除的问题外，全
酸蚀粘接系统中的酸蚀剂同样很难从根管中彻底冲洗去除（图5.3）。
根管内一旦有残留酸成分就会对树脂固化产生明显影响，因此从实际操作风险角度分析，自酸蚀粘接
系统的粘接效果更可靠，这一点已被很多研究证实。
 另外，酸蚀剂对于牙龈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刺激，因此当患牙缺损比较严重、没有完整的牙本质肩领时
，采用自酸蚀粘接系统相对更安全一些。
 自粘接树脂在实验室中测量的粘按强度一般都低于自酸蚀粘接系统处理后的粘接强度，但其优势是步
骤少、应用简便、操作时间短，应用在纤维桩粘接中可以明显缩短操作时间，同时大大降低因隔湿问
题造成的粘接失败。
因此，自粘接树脂应用在纤维桩粘接具有明显的意义和优势。
 2.粘接树脂的选择树脂根据固化形式分为光固化树脂、化学固化树脂和双固化树脂，纤维桩粘接过程
中需要选用正确的粘接树脂类型。
 由于纤维桩粘接是典型的根管内粘接，光难以到达深入的根管环境，树脂的光固化反应不易被激发，
因此不能采用纯光固化的粘接树脂。
 化学固化粘接树脂在根管内可以完全固化，因此理论上是可以用于纤维桩粘接的。
但是，化学固化粘接树脂的固化需要一定的时间，通常在4～5分钟左右。
这就对粘接中的隔湿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粘接是影响纤维桩修复成功与否最重要的因素，隔湿是决定粘接是否成功的必须条件，粘接过程时间
的长短与隔湿失败的风险密切相关。
因此，选择粘接系统和粘接树脂时，操作步骤及等待时间是一个决定操作风险高低的重要因素。
 从这一点考虑，化学固化粘接树脂4～5分钟的固化时间是难以接受的，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很可能
发生隔湿不佳的问题，直接影响粘接效果。
同时，长时间的等待过程中还可能造成桩的微动，而在树脂固化过程中的内部动度很可能会造成粘接
内部或树脂与根管壁之间的微裂隙，这就会为以后的微渗漏、脱粘接留下隐患。
 因此，最适宜用于纤维桩粘接的是双固化树脂，首先通过光固化机制迅速引发暴露在根管口的树脂固
化，形成纤维桩的“初期稳定性”，并利用纤维桩的导光性引发接近根管口部分的树脂的固化。
对于根管深部、光线难以到达的部分，则依靠化学固化机制达到树脂的完全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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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口腔美学修复实用教程:纤维桩修复技术》保持了作者刘峰医师多年来系列美学修复专著的写作特色
，语言精练、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令读者直观、轻松地掌握纤维桩修复技术相关的正确理念、实用
技术等内容，可以作为我国口腔医生学习纤维桩修复技术的首选指导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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