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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高等学校教材：口腔材料学（第5版）（供口腔医学类专业用）》在第5版口腔材料学中，
增加了一些临床上广泛使用的新型复合树脂修复材料、新型粘接材料、新型全瓷材料、新型植入材料
，特别是增加了与CAD／CAM技术相关的义齿制作材料，例如切削成形的陶瓷材料和金属材料。
 为了更好地用于教学和学生学习，紧密联系临床实际，第5版《口腔材料学》在章节内容的编排方面
进行了较大的调整。
主要按照材料的用途进行划分章节，编排顺序按照先基础、后应用，先牙齿缺损充填修复材料、后义
齿修复材料的原则进行，基本上是按照临床上修复的顺序编排章节内容。
在内容上力求循序渐进，符合科学逻辑，避免内容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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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钛及钛合金的表面改性 为了进一步改善钛及钛合金人工牙根的生物活性、骨
传导性、抗腐蚀性和抗摩擦磨损性等性能，目前钛及钛合金人工牙根的表面通常都经过表面处理，处
理方法可分为机械方法、化学方法、物理方法和生物化学方法四大类。
 （一）机械改性方法 主要有切削、磨削、抛光、喷砂、激光蚀刻等，以及其他一些物理处理、表面
清洁方法。
改性的目的通常是为了在金属钛表面获得特定的形貌和粗糙度，清除表面的污染层。
一般此处理过程常作为其他表面改性方法的预处理程序。
 （二）化学改性方法 1.酸处理酸处理是为了去除金属钛表面的氧化层和污染物，以获得清洁和均匀的
表面。
常用的酸处理溶液是10％～30％硝酸和1％～3％氢氟酸的混合酸。
 2.碱热处理碱热处理是为了提高金属钛的生物活性，使种植体在体内可以生成仿生磷灰石，并借此与
骨组织形成结合，表现出类似生物活性陶瓷。
方法是将钛材料置于5～10mol／L的NaOH或KOH溶液中浸泡24小时，然后，蒸馏水漂洗、超声清洗
、40℃烘干、600～800℃热处理。
 3.过氧化氢处理过氧化氢可以改善金属钛的表面生物活性，其处理钛表面是一个化学溶解和氧化的过
程，方法较多，其中过氧化氢的浓度、处理时间、热处理的温度和时间等因素都会影响种植体表面的
结构和生物活性。
 4.溶胶—凝胶涂层主要是为了在钛种植体表面形成陶瓷涂层，以提高种植体的生物活性。
常用的方法是将钛酸醋的醇溶液加水制成胶体，再将钛片浸入，干燥后钛表面就形成凝胶膜，经高温
热处理得到具有高浓度的Ti—OH基团的结晶表面膜层。
 5.阳极氧化（微弧氧化） 该方法可以使金属钛获得特定的表面形貌，提高抗腐蚀性、生物活性和骨传
导性。
常用的阳极氧化电解液为稀酸（H2SO4、H3PO4、HAc等），依靠钛材料在电解液中产生的电弧放电
的能量，使得试件表面与电解液发生氧化反应。
该处理方法的优势在于：①表面氧化层与钛基体结合强度高、结构致密均匀；②通过调整工艺参数（
如电压、电解液成分等），可在较大范围内改变氧化层的结构和化学成分；③反应在常温下进行，操
作方便，易于掌握。
 6.化学气相沉积该方法可以提高金属钛的抗摩擦磨损性、抗腐蚀性和生物相容性。
气相的化学物质与钛基体表面发生化学反应，在表面沉积非挥发性物质。
方法是在高温下，混合气体与钛表面相互作用使混合气体中的某些成分分解，并在基体上形成一种金
属或化合物的固态薄膜或镀层。
 （三）物理改性方法 1.等离子体喷涂该方法可以在种植体表面形成一层陶瓷涂层，提高金属钛表面的
抗摩擦磨损性和生物活性。
其方法是利用等离子枪产生直流电弧，将涂层材料（陶瓷或金属）加热到熔融或半熔融状态，通过高
速气流使其喷射并沉积到金属表面，形成附着牢固的涂层。
目前临床使用的有钛浆喷涂及羟基磷灰石喷涂。
羟基磷灰石喷涂能提高种植体初期骨性结合的速度与强度，诱导骨组织迅速向其生长，然而，临床上
也发现羟基磷灰石在长期生物体环境下会发生降解和再吸收，使涂层变得不完整，由此降低涂层与钛
基体的结合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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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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