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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导板手术以面部为
导向的治疗计划

作者：【巴西】Christian Coachman, DDS, CDT, Lauren Bohner, DDS, MSc, PhD,  Newton Sesma, DDS, MSc, PhD

摘要

数字化资源被用于计算机辅助种植计划中。本病例报告介绍了一

种面部引导的种植计划，用于计算机导板手术和即刻临时修复体的戴

入。数据采集包括照片、口内模型扫描和CBCT扫描。在参考线的基

础上创建了一个微笑框架，并将其叠加到口内模型上，以便引导虚拟

蜡型制作。将虚拟蜡型叠加到CBCT扫描上，以确定种植体的位置。

引言

数 字 化 技 术 的 进 步 ， 如 口 内 扫 描 仪 和 锥 形 束 计 算 机 断 层 扫 描

( C B C T ) ， 允 许 虚 拟 种 植 治 疗 计 划 基 于 以 修 复 为 导 向 的 种 植 计 划 理

念。1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治疗计划中既考虑到外科手术也考虑到

修复的需求，使种植治疗的进行具有更好的安全性和可预测性。

在涉及复杂修复操作的病例中，不仅是颌面关系，而且面部特征

也是决定种植计划的重要因素。3, 4 因此，通过创建一个虚拟患者来

模拟治疗计划，可以改进数字化工作流程，从而促进专业人员与患者

之间的交流。虚拟复制患者的主要必要条件包括通过口内扫描获得的

牙列数字化文件和CBCT扫描的硬组织与口外面部软组织的结合。5, 

6 

此外，在设计蜡型时，必须考虑面部表情，以改善美学和功能治

疗效果。7, 8 因此，采用数字化微笑设计(DSD)，根据照片上的参考

线和面部表情，确定理想的牙齿比例。9

尽管如此，如今最大的挑战仍然是将面部参考从二维照片结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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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1.数字化微笑设计。(A,B)根据面部参考线和理想

的牙齿比例理念，在二维照片中创建了一个微笑框

架。(C)进行三维数字化蜡型制作并呈现给患者。

图2.叠加照片、口内扫描和CBCT扫描。

三维虚拟模型上，Nemo微笑设计软件

(Nemo微笑设计，Nemotec，西班牙

马 德 里 ) 目 前 已 被 用 于 解 决 这 一 难 题 ，

允 许 D S D 与 虚 拟 模 型 和 C B C T 扫 描 叠

加 。 4 ,  1 0 本 病 例 报 告 展 示 了 如 何 利 用

照片上创建的微笑框架来改善计算机引

导种植计划的美学效果。

病例报告

一 位 2 8 岁 女 性 就 诊 于 私 人 牙 科 诊

所，要求美学和功能修复。既往史和临

床检查显示，上颌牙列缺失，传统总义

齿修复，下颌牙列缺损。可见上颌牙槽

骨过多，因此颌间距离减小。

在向患者提出不同的治疗方案后，

选择用种植体支持的固定修复体替代旧

义齿来修复咬合关系协调。在修复操作

前，需要纠正上颌牙槽骨高度，以增加

修复体空间。

因 此 ， 取 上 下 颌 印 模 并 通 过 技 工

室 扫 描 使 印 模 数 字 化 。 此 外 ， 取 咬 合

记 录 、 拍 照 片 和 C B C T 扫 描 ( 双 扫 描 技

术 ) ， 为 治 疗 计 划 提 供 数 据 。 按 照 数 字

化微笑设计(DSD)方案，使用DSDapp 

3 D 创 建 一 个 基 于 理 想 牙 齿 比 例 的 微 笑

框架(图1a，b)。此外，基于上 颌弓扫

描和微笑框架的叠加进行虚拟蜡型制作

(图1c)。由于牙齿的位置与患者面部和

微笑相协调，牙科种植体的位置由数字

化蜡型决定。使用软件程序(Nemo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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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3.(A)多功能导板。(B)去骨导板。(C)手术导板。(D)临时义齿。

图4.使用多功能导板引导基底导板的位置和固位针的钻孔。(A)计算机辅助设计（CAD）显示基

底导板(蓝色)、多功能导板(橙色)和咬合记录(粉色)。(B)做手术切口松解粘膜。(C)使用多功能

导板，在咬合记录的辅助下，引导基底导板的就位。(D)钻孔，用固位针固定基底导板。(E)将基

底导板和多功能导板连接到口内。

笑 设 计 ， Nemotec， 西 班 牙 马 德

里 ) ， 对 照 片 、 口 内 扫 描 和 C BC T

扫描进行叠加和分析(图2)。

在 确 定 治 疗 计 划 后 ， 在 手 术

操 作 中 使 用 了 三 种 手 术 导 板 ： 一

个 多 功 能 导 板 、 一 个 基 底 / 去 骨

导 板 ， 还 有 一 个 手 术 导 板 。 手

术 导 板 是 使 用 3 D 打 印 技 术 ( 3 D

系 统 ， P r o J E T  3 6 0 0  M J P ) 进

行 虚 拟 设 计 和 打 印 的 。 此 外 ，

使 用 切 削 机 ( I A  R o l a n d  d w x -

5 0 ) 制 造 出 一 种 计 算 机 辅 助 设 计

/ 计 算 机 辅 助 制 造 ( C A D - C A M )

的 临 时 修 复 体 ， 如 图 3 所 示 。

手 术 操 作 在 局 部 麻 醉 下 进

行 ， 做 软 组 织 垂 直 松 解 切 口 。 在

基 底 导 板 上 固 定 多 功 能 导 板 ， 用

多 功 能 导 板 确 定 固 位 引 导 针 的 位

置(图4)。同一基底导板也被用作

骨 成 形 术 的 去 骨 导 板 ( 图 5 ) 。 然

后 ， 将 种 植 导 板 固 定 在 基 底 导 板

上 ， 用 于 引 导 以 修 复 为 导 向 的 虚

拟计划确定的种植体定位(图6)。

在 使 用 多 功 能 导 板 检 查 种 植 体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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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同一基底导板作为去骨导板以确定牙槽嵴骨成形

术。(A)计算机辅助设计基底和去骨导板(蓝色)。(B)去

骨导板在口内就位。(C，D)手术去骨修整牙槽嵴。

图6.种植导板用于定位虚拟设计确定的种植体位置(A)

计算机辅助设计种植导板(绿色)和基底导板(蓝色)。(B)

在口内将种植导板固定在基底导板上。(C)在种植床上备

洞。(D)种植体植入。(E)在由虚拟设计确定的修复体引

导的位置上植入种植体。

图7.多功能导板可以用来检查种植体的位置。(A)计算机

辅助设计显示多功能导板(紫色)固定在基底导板(蓝色)

上。(B)多功能导板在口内就位。(C)多功能导板用于检

查种植体的位置。

置 后 ( 图 7 ) ， 在 钛 帽 上 制 得 即 刻 临 时 义 齿

(图8)，且临时修复体可即刻负重(图9)。

讨论

本病例展示了数字化资源为促进牙科

种植修复治疗计划带来的益处。复杂的修

复治疗通常涉及需要手术纠正且常与美学

不满意有关的错颌畸形。在本病例中，上

颌骨高度过高，在无术前治疗的情况下，

无法戴入有适当垂直距离的全口义齿。骨

成形数字化设计并利用去骨导板转移到外

科手术操作中。同样，牙科种植体的位置

根据未来修复体的需要虚拟确定。

以修复为导向的种植计划，使外科手

术 和 制 造 修 复 体 的 修 复 治 疗 计 划 联 系 起

来。该技术包括一个虚拟计划，其中外科

导板是数字化设计的。因此，可以将虚拟

计划的种植体植入位置转移到外科手术。

2 使 用 这 项 技 术 ， 牙 科 种 植 体 植 入 与 传 统

手 术 相 比 ， 具 有 更 好 的 安 全 性 和 可 预 测

性。

数字化资源还可用于面部引导的治疗

计划，使根据面部参考制作的虚拟蜡型和

微笑相协调。4, 10  运用与虚拟模型相关

的照片和CBCT是一个可靠的操作，改善

图5

图7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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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9.手术后即刻的情况。

图8.切削一个临时义齿用于即刻负重。(A)计算机辅助设计。(B)将临

时义齿在口内就位。(C)将临时基台固位在种植体上。(D、E)临时义齿

在口内就位后，将钛帽连接到修复体内，(F，G)修复体即刻负重。

了 修 复 治 疗 的 治 疗 效 果 。 1 2  结 合 使 用 D S D a p p  3 D 与

N e m o 微 笑 设 计 软 件 ， 使 基 于 面 部 的 D S D 与 虚 拟 模 型 和

CBCT扫描融合，这在临床实践中对模拟治疗计划及促进

团队专业人员和患者之间的交流非常有帮助。6

结论

技 术 资 源 和 多 个 患 者 相 关 的 数 据 组 在 本 病 例 报 告 中

以数字化方式相结合，改进了种植治疗的治疗计划并产生

了更可预测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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