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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勇老师是长期工作在口腔临床第一线的具有丰富经验的大师级人物，在广大患者
和口腔同行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不忘学习、研究、总结。因
此，他收集最新的国内外学科发展信息并编著成书，奉献给读者，这是值得大家学习
的。

作为医学美学分支之一的美容牙科学，已成为口腔医学领域发展最快的专科之一，
覆盖了口腔临床包括颌面外科、修复科、内科、正畸科各科内容。编著本书需要有坚实
的口腔医学基础及美容基础知识，更要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我们所熟悉的刘勇老师
长期在教学医院的口腔颌面美容整形外科工作，是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他将三十年的
经验总结成书，亦值得各位同仁尊重和敬仰。

美容牙科有较强的主观性，患者本人与医生相互沟通之后，临床医师才能用专业知
识帮助患者从各种方法中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本书较详细地介绍了当今国内外最常用
的文字、图像、计算机和软件工具在本学科中的临床应用方法，使之成为临床医师随时
可用的实用技术，实乃患者之福。

衷心希望本书的出版对国内牙科美容医师的培养和学习起到积极的作用。

上海健威整形美容医院院长

张威博士

2015年 3月 10日



前 言

我们每个人对美和艺术的感知是不同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人对美的判断标准
都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民族、种族和周围环境。在完美外貌与包括生理和心理因素
在内的人生哲学之间，维持良好的平衡是很有必要的。

对美的感知和观念能唤起人们不同程度的情绪反应，并通过我们的文明、我们的社
会、我们的个人经历以及个人生活，影响着我们自身。

最近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 /3的患者认为他们对美是有需要的。相对男性而言，女
性对美的需求更甚，这在所有的社会经济阶层的人群中都存在。

美的标准随时代和时尚而发生变化。在今天，面部美更多基于 “化妆”而不是天
然美。然而，在面部美的标准中，完美的微笑是面部美的一个重要特征，有面部完美微
笑的人有很多优势。面部 60%～70%的视觉感知来自于口腔。

一个和谐的微笑不仅仅来自美丽的嘴唇，如果没有健康的牙龈以及排列整齐、健康
自然的牙齿，甜美的微笑便无从谈起。正因为微笑是美丽面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患者对
美有更高的要求，通过美学修复、牙周手术或种植修复来增加微笑之美的企求有增无
减。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我们不说美容口腔医学，而更准确地称之为美容牙科学。

化妆品可以使人美丽动人，但那只是暂时的。创造一个不会因晚上卸妆而消失的微
笑，才是更长久的解决方案。龈牙美学的基础标准已经建立起来了，并且应当成为每一
位临床医生审美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口腔临床医生应该更多参与，而不只是纸上谈
兵。在分析龈牙美学标准时，医生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在进行正畸、手术和 /或修复
治疗前，确定患者重建微笑时需要做的主要改变。

现代口腔医学的目的是以最小的组织损伤，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从而还患者一个
甜美的微笑，并且达到长期、可预测性的效果; 同时，还不会对余留牙结构的整体性造
成破坏。当需要为患者重建微笑时，临床医生应有相应的评估能力使重建的微笑与面部
整体和谐。

尽管美观可能是患者的唯一目标，也是治疗想要达到的效果，但正畸、牙体治疗、
牙周治疗以及种植修复治疗却很复杂。近年来，美学正畸的发展不仅受益于使用微种植
体或者普通种植来移动牙齿以达到理想的位置关系。黏结剂、复合树脂和全瓷材料的推
陈出新，推动了口腔美学修复的发展，现在也可以为前后牙提供非常自然的直接和间接
修复，几乎能以假乱真。

牙周治疗越来越倾向于采用骨组织、结缔组织瓣和组织工程的方法进行组织改善，
但首要也是最重要的是要维持牙周组织的健康，矫正牙龈组织的不协调，从而获得美观



协调的牙龈外形。
针对不同类型的牙齿缺失 ( 从单颗牙到多颗牙的缺失) ，种植技术是一种革命性的

治疗方式。美学区的种植治疗不仅需要获得功能方面至关重要的良好骨整合，更重要的
是保存或重建修复体周围协调的种植体周牙龈外形，从美学角度来看这一点非常必要。

关于种植治疗的长期预后，骨整合已不再是主要问题。软组织及穿龈轮廓、修复体
的外形和颜色，都必须与邻近的天然牙尽可能保持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治疗效果的
稳定性应该不是问题。

如今，对美学的要求可能优先于对功能的要求。对 “完美”的要求持续增长，需
要达到的标准也越来越高。对大多数病例来说，要想达到完美的治疗效果就需要进行更
多的治疗，而这种完美的持久性是不可预知的。为了使大多数临床病例获得更好的美学
效果，医生不断努力，然而，生物学却给了我们痛苦的一课: 耐心是一种美德。

为了追求完美，患者需要接受手术和修复治疗，而这些治疗在开始前往往是难以评
估预后的。令人惊讶的是，那些想要获得完美效果的患者，在治疗之前就已认可并接受
无数次临床治疗是必需的这一现实。

将某些病例分期进行，并观察每个阶段的进展，在进行下一阶段的治疗前花时间对
每个阶段进行评估，这反过来也为人体组织的成熟、协调和稳定提供了时间。在等待移
植组织成熟、稳定的同时，良好的临时修复体通常能够满足患者过渡时期的需要。这样
做可使临床医生避免急于求成，在自然允许的条件下尽快完成，获得最想要的结果。临
床医生懂得每一个病例应按他自己的标准来完成，必须给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治疗，这是
医生的责任。

美容牙科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如今，一个迷人的微笑是在社会上获得成功的
重要资本。微笑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快乐的表情揭示人的内心。快乐
是微笑的源泉，而有时微笑也可以成为快乐的源泉。微笑的美观不仅由嘴唇以及牙齿的
形状、位置和颜色决定，也由牙龈与面部的整体协调性决定。

微笑的协调性取决于以水平面、垂直面和矢状面作为参考的美学标准。世界上语言
种类无数，但微笑通行无阻。真正美丽的微笑是永恒的。

本书由刘勇、罗燕艳统稿，具体分工如下: 第一章、第二章、第九章、第十章、第
十一章由刘勇执笔，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由罗燕艳执笔，第六章由肖慧执笔，第七
章由马树林执笔，第八章由卢燕波执笔，第十二章由周国清执笔。书中的错漏之处在所
难免，恳请各位同行指正。

刘 勇

2015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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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美容牙科学美学概论

第一节 微笑还是不微笑

口腔内牙齿是反映全身状态的一面镜子。口腔牙齿状态与其他重要器官间的关联已
有广泛阐述，而口腔牙齿也对全身健康有较大的影响。

美的定义一直在变化。基于现有认知及治疗计划的制订，应该跨学科进行治疗，包
括正畸科、牙周科、牙体牙髓科、种植科以及修复科。

现在的患者不仅希望医生手到病除，更需要美观。面部外观 ( 面部对别人产生的
吸引力) 对身体健康亦存在一定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为 “不仅是没有
疾病或不虚弱，而是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这三方面均处于良好状态”。研究结果证
实，美容治疗对患者的心理以及全身健康均有明显影响，可以在许多方面满足患者对美
观的要求。不同的患者对美观的要求不同，这种差异尤其体现在对面部下半部分的要求
上。调查结果显示，任何社会阶层的女性对美观的要求均显著高于男性。然而，当患者
对美容治疗的要求明显不合理甚至是病态时，比如说那些身体有畸形的患者，对他们的
要求我们应慎重考虑。

临床医生必须采用科学的方法，结合实验的策略有条不紊地达到美观的目的，以得
到稳定的可以接受的最终治疗效果。

一、美观的影响

当代社会强调外表的重要性，将外表美观视为事业成功、生活安康的表现。事实
上，外表的美观在社会心理学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可以决定个体的社会地位。自尊心是
一个人生活安康的重要指标之一。医务工作者不可轻视患者对美学的要求，正如世界卫
生组织定义的那样，心理状态失衡可能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研究结果证实，外表美观对行为的影响伴随人的一生。
( 1) 幼儿会更长时间地注视更好看的面容，婴儿更容易被漂亮面孔吸引。
( 2) 老师会更喜欢长得好看的孩子。
( 3) 能力相近的学生，长得好看的可以获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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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孩子长得越好看，老师的期望值越高，从而孩子能获得更好的学习环境。
( 5) 作业方面，如果小孩外表比较吸引人，那么他的分数大约比平均分高 5%，反

之则低 7%。
( 6) 如果自认或公认外表不如他人，学生的学习成绩可能下降更多。
( 7) 雇员的外表和公司的效率有一定的联系。
( 8) 我们的大脑似乎更容易被漂亮的人所吸引，希望那个漂亮的人给予我们一个

正面的回应，或者是那个漂亮的人本身就是个回馈。
( 9) 外表漂亮与否在社会心理学方面起重要作用，可能会影响某个人在社会上的

地位、生活安康水平及自尊心。
( 10) 所有自尊心方面的失衡均会影响健康，并可能在生物学层面上有所反映。

二、牙齿美学

只有 1 /2的成人对自己的笑容满意，所以当人们说 “我想要好看的笑容”时，他
们实际的意思是 “我想要更好看的笑容”。他们需要看起来美，对自己感觉良好。因
此，改善患者的笑容可以改变其人生价值。

大部分患者对面部的美学要求与牙齿相关。修复缺失牙、美白牙齿是主要诉求。咨
询牙齿美学相关问题的大部分患者出于社会和心理的考虑，如改善自己的笑容以及面部
下 1 /3的形态可改善面部特征并提升自信心，通过专业的牙科美学治疗可以改善生理特
征。这对患者的社会关系有正面促进作用。

牙医、技师以及患者对美观笑容的定义可能会有差异，这种差异说明治疗效果有差
异，说明了治疗过程中良好沟通的重要性。在一个完整的治疗计划中涵盖特定的美学治
疗，这体现了医生的专业性，因为他们帮助改善了患者的心理健康甚至全身健康。

需要注意的是，若非美学治疗对患者和牙科医生很重要，我们在牙科方面也不会取
得如此长足的进步。美学上更迷人的微笑无疑已成为研究人员、制造商、临床医生以及
患者心中治疗成功的定义。

三、微笑关乎生活质量

如今，各个社会经济阶层对牙齿的美学治疗都有相当的需求，而且口腔颌面部的美
观对社会心理的重要作用也已被广泛接受。整齐美观的牙齿、自然美丽的笑容、良好的
生活质量和生活康乐紧密相关。改善笑容可以改变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增强自信，在人
生的每一个阶段皆是如此。

在 Patel的研究中，与笑容相关的生活质量和衡量牙周健康的指标紧密相关，比如
美学区域的松动牙数目、缺失牙数目以及牙龈退缩程度。牙周组织的健康与微笑之间有
如下的相关性。

( 1) 探诊深度 4～6 mm的牙齿越多，患者微笑时嘴张开得越小; 呈现病理性松动
的牙越多，患者微笑得越拘谨，更笑不露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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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口腔美学区域，牙龈退缩的位点越多，微笑时露出的牙齿越少。
( 3) 牙周健康影响笑容及生活质量。
( 4) 牙周健康欠佳 ( 牙齿过长、露龈或口腔异味) 很可能会影响患者表达积极情

绪，从而影响自我形象以及与他人的互动。
上述情况可通过牙周炎治疗以及有效维护口腔卫生得以改善。
现今，面下 1 /3对整个面部美观至关重要。面下 1 /3的美学治疗有助于提高患者自

信，更乐观面对生活。改善面部的美观可增强患者自信，塑造开朗的性格。AL-Omiri等
的研究结果表明，种植修复对改善患者对牙齿的满意度及其日常生活有积极的作用。个
人的性格特征如神经质、开放、随和以及过分自我均可能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和对自身
的满意度。

四、老年人的微笑

衰老现象伴随着一定的生理学、病理学改变，甚至是不美观的改变: 牙周组织的退
化可能会让人感觉牙齿过长，引起失牙、牙间缝隙; 由于使用和磨损造成牙齿形态以及
长度的改变; 牙齿排列不整齐以及嘴唇的塌陷。随着年龄的增长，上颌牙的外露越来越
少，下颌牙却越来越多。老年人常常希望自己看起来年轻一点。

近十年来，老年人对美观的要求急剧上升。老年人口的数目以及比例呈上升趋势，
并且会继续上升，因为人均寿命平均每年增长 3 个月。现在，老年人的心态愈发积极，
希望外表看起来更年轻。这些 “年轻的老年人”的需求对临床医生，尤其是对种植科
医生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他们在治疗过程中必须兼顾美观和功能两方面。

( 一) 最近的研究结果

( 1) 患者对现有笑容与他们对之前笑容的满意度不太相关，有轻视现有笑容的趋
势。

( 2) 三位老人中就有一位希望可以改善他们的微笑或者牙齿的外观。
( 3) 老年人群对改变的主诉如下: 排齐牙齿 ( 46%) ，改善牙齿的形状 ( 20%) ，

改善牙齿的长度 ( 11%) 。
( 4) 希望做出的其他改变包括修复缺失牙，改善口腔颌面部软组织如嘴唇以及颊

部的形态，改善露龈笑、牙龈退缩等不良的牙龈形态，重新制作修复体等。
( 5) 近一半 ( 47%) 的老年人已美白过牙齿或者希望美白牙齿。
值得注意的是，82%的受访者对正畸治疗、种植修复有一定认识，76%的受访者对

烤瓷牙有一定认识。

( 二) 老年患者通过牙科治疗改善笑容的需求日益增加

( 1) 愈发关注牙科美学。
( 2) 需要维护治疗: 老年人对外观及微笑的改善被视作一种成功。然而，有研究

结果指出，牙齿的外观对于老年人并没有像年轻人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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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与单纯改善牙齿功能的治疗相比，患者更容易接受改善个人形象及社会关系
的治疗。

( 4) 对牙齿美白的需求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升高。
( 5) 与美白牙齿相比，人们更重视牙齿的排列及形态。

( 三) 老年患者在当今社会的需求与时俱进

( 1) 对健康和美观的诉求与日俱增。
( 2) 对颊部治疗以改善笑容的需求与日俱增。
( 3) 愈发意识到笑容欠佳对个人形象以及自信有负面影响。
尽管老年人愈发意识到美观的重要，对笑容美观的需求却随着年龄增长下降，因为

他们更重视生活总体是否安康，以及导致他们身体虚弱的健康问题。

第二节 面部的美学

要改善笑容应由外到内对面部进行分析。一些参数决定笑容从美学角度讲是否美
丽。

一、面部

面型是影响笑容的美学质量的重要因素。一些心理学实验研究了面部的对称性是否
影响外表的吸引力。结果显示，不论是男性或是女性，吸引力和面部对称均无显著相关
性。自然的轻微不对称对面部吸引力的影响并不明显。完全对称的面部，至少是那些用
图像生成的完全对称的面部，有时让人觉得怪异，或是缺乏生动。由于缺少了天然的微
小不对称，导致面部显得冷漠且呆滞。在漂亮的模特脸上常常能看到左右面部不对称的
情况 ( 图 1－1) ，因此，漂亮的面部可以有功能性的不对称。

笑容的对称性与面部的矢状面中线密切相关。口颊部笑容的对称性取决于上颌切牙
的中线。如果其中一颗切牙发生扭转便会产生视觉干扰，从而扰乱牙齿排列的相对对
称。事实上这种不对称恰恰避免了单调的几何形态。不对称的牙列或笑容不一定不美
观。虽然看第一眼时并不明显，事实上当目光总是集中在一侧面部时容易造成视觉紧
张。

牙齿周围软组织的健康和形态是魅力笑容的重要组成部分。露龈笑的患者常伴有面
部下半部过长的这种颜面不协调而破坏面部美观。这些不协调有时伴随着更复杂的解剖
形态异常: 如安氏Ⅱ类错、下颌后缩、鼻部突出、牙槽骨前突及上颌畸形等，需要进
行正颌外科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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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唇部

现代社会，一个灿烂的笑容会展现漂亮的嘴唇、健康整齐的牙列以及和谐的牙龈外
形。

前牙美学区被嘴唇包绕。微笑时，嘴唇的位置会随着肌肉的收缩以及唇的形态而变
化。情绪不同时，笑容的大小也会有所不同。

上唇笑线或笑线为上唇的位置，下唇笑线为下唇与上颌牙的相对位置。前牙牙龈的
形态应与上唇笑线的形态相对应 ( 图 1－1) 。

( a) ( b)

( c) ( d)

( e) ( f)

图 1－1 前牙牙龈的形态应与上唇笑线的形态相对应

( a) 实线表示假想的上唇线; ( b) 说话时的嘴唇位置，露出上前切牙的 1 /3; ( c) 在

勉强笑时，露出了侧方后牙区的牙龈; ( d) 高位唇线; ( e) 中位唇线微笑，露出龈缘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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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龈乳头; ( f) 低位唇线微笑，龈乳头仅有尖端可见。

笑容有不同的动态阶段: 自然的笑容、自发的笑容、夸张的笑容和勉强的笑容。自
然微笑时，40%的患者是不会露出牙龈的，有 11%的人在夸张大笑时也不会露出牙龈。
在自发的微笑后，再勉强地笑时，89%的人会露出龈缘，年龄、性别和种族会有所不
同。

笑容的发出由嘴唇、牙齿、牙龈及牙槽骨这三个部分参与。这三者间的相互关系决
定了一个笑容的唇线是高、中还是低。

三、笑线

笑线决定了笑时可见的牙齿及牙龈的范围。它是微笑时上唇下缘沿着上颌牙齿的一
条假想线。笑线的位置随着性别、年龄、嘴唇长度、喜悦的程度以及嘴唇的弧度而变
化。笑线也可以定义为固定组织 ( 牙齿和牙龈) 和活动组织 ( 嘴唇，特别是上唇) 的
相互位置关系。

约 10%的患者为高位唇线，其上颌前牙会全部暴露，并露出不到 2 mm 的牙龈。
“高位唇线微笑”会导致“露龈笑”: 暴露全部牙面的同时还有过多牙龈，从侧面观察
时牙龈暴露比正面更多。通常认为露龈笑至少会露出 3～6 mm的牙龈。许多有露龈笑的
患者在笑时还会表现出牙龈的不对称。这种情况有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的趋势，并且可
在约 10%的个体中观察到。其中，女性的发生率高出男性 1倍，以至于人们常把这样的
笑容认为是女性化特征。虽然高位唇线不能算是美观标准的一部分，但在一定程度上它
却是年轻的标志。暴露 2～3 mm的牙龈通常不被认为是露龈笑。

约 70%的患者为中位唇线，其上颌前牙暴露 75% ～100%，而牙龈仅暴露邻间龈乳
头。中位唇线微笑 ［图 1－1 ( e) ］时嘴唇的位置最理想，全部上颌牙面及邻面龈乳头
都可见，釉质上方露出约 1 mm的牙龈。暴露约 1 mm 的牙龈微笑被认为是最美观的笑
容。根据 Paris和 Faucher ( 2003) 的研究，约 70%的人群为中位唇线 ( 女性 74%，男
性 63%) 。

约 20%的患者为低位唇线，其上颌前牙暴露约 25%。这种唇齿相互依存的关系决
定了笑容是否有魅力，以及修复治疗的必要性。低位唇线微笑 ［图 1－1 ( f) ］时不露
出牙龈，从美学角度讲可以接受。微笑时无法看到牙龈可能有以下原因: 上颌垂直向高
度不足、上唇较长以及老年患者上唇肌肉松弛，或者因为患者微笑时，其佩戴的上颌义
齿的牙齿部分露出较短。低位唇线通常会令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约 20%的患者为
低位唇线 ( 女性 12%，男性 30%) ，并且此比例会随着年龄增大而升高。
最为协调的微笑是在微笑时可见到所有上颌切牙的颊面，既没有过多的牙龈暴露，

又没有下唇覆盖上切牙的情况。嘴唇的状态如图 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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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b) ( c)

图 1－2 嘴唇的状态
( a) 闭口时嘴唇静息状态; ( b) 说话时的嘴唇; ( c) 微笑时的嘴唇位置。

四、上唇

上唇高度是从鼻根到上唇下缘所测得的距离，范围在 20～25 mm，通常女性比男性
略短。

过短的上唇 ( 常短于 20 mm并且可活动) 可能是造成露龈笑的主要影响因素。

( 一) 上唇线的位置可能因以下因素而改变

( 1) 功能———静息、说话或微笑 ［图 1－2 ( a) 、( b) 、( c) ］。
( 2) 支撑———天然牙列或义齿。
( 3) 形态———薄型或厚型。
( 4) 高度水平———高、中、低。

( 二) 唇部的支撑是靠牙列来提供的

( 1) 如果牙齿向内倾斜，那嘴唇会看起来较薄 ［图 1－3 ( a) 、( b) ］。
( 2) 如果牙齿向外倾斜，那嘴唇会看起来较丰润 ［图 1－3 ( c) ］。
如果嘴唇过厚，处理方法: 减少化妆，做正畸治疗、小的切除性手术。
如果嘴唇太薄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使之变得丰润: 化妆产品，如唇

笔、唇膏或唇彩; 夸张的化妆手段，如文唇 ［图 1－3 ( d) ］; 注射胶原或透明质酸
［图 1－3 ( e) ］; 植入脂肪微粒和透明质酸或显微手术; 利用装饰物，如唇环、舌钉或
美牙钻 ［图 1－3 ( f) 、( g) ］。

如果上唇使上颌牙龈过度暴露，可能的原因是上颌骨较高、上唇功能亢进或上唇较
短、鼻唇距离较短。

这些不美观的形态可使用以下方法处理: 牙周美学手术、上唇注射肉毒杆菌、上唇
前庭沟成形术、上颌手术、正颌外科手术及正畸、鼻整形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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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b)

( c) ( d)

( e) ( f)

( g)

图 1－3 各型嘴唇
( a) 上唇和下唇很薄; ( b) 唇彩，使薄型上唇的轮廓更丰满，让笑容更为自信;

( c) 一名 15岁的女孩，用了大量唇膏使唇形过于肥大; ( d) 一个专业模特的嘴唇，使用
化妆来强化第一印象; ( e) 采用胶原注射，人工增加嘴唇的丰满度; ( f) 一名 15岁女孩的
下唇唇环; ( g) 右上切牙的美钻，右上唇缘还有一颗美人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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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下唇

理想美观的笑容是指上颌中切牙的切缘应在下唇之上并与下唇轮廓协调，下唇应与
上颌牙切缘的轮廓相协调，下颌切牙的切缘应与下唇在同一水平 ( 图 1－4) 。

图 1－4 一名 22岁女孩自然美丽的微笑
上颌切缘与下唇轮廓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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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然牙的组织结构与色彩

第一节 牙齿色泽分布及特点

牙齿色泽虽然存在个体差异，但总体的分布有一定范围，牙科工业依据这方面的研
究成果设计生产造牙树脂、陶瓷材料和育成的人工牙以及用来比色的色标系统。

一、牙齿组织结构对牙色泽的影响

( 一) 牙冠的光学特性

牙齿的牙冠部分由釉质、牙本质和牙髓三层组织构成。釉质的主要成分是羟基磷灰
石和少量水及有机物，方向一致的釉柱贯穿釉质全层，具有较高的透明特性。釉柱与有
较高折射能力的柱间质形成类似于光纤的效果，使光线透过釉质时有较单纯的反射、吸
收、透射光路。牙本质的结构比较复杂，使入射光线散射，因而牙本质的透明度远逊于
釉质。牙髓位于牙体深层，对牙齿色泽的影响甚至不如牙龈明显。

不同个体釉质结构 ( 厚度、矿化程度、釉柱方向等) 的微妙差别，会影响到它对
可见光谱中某些波段吸收或反射的能力，从而表现出色相和明度的微小差异。如果在釉
质发育期受到干扰 ( 如摄入过量氟、钙摄入量不足、疾病造成全身代谢紊乱等) 会不
同程度地影响釉质的透明度。

牙本质是牙冠结构的主体，它对光线吸收或反射的特性决定了牙齿颜色的基调。正
常牙本质的色谱范围局限于黄色、浅棕色或深棕色，继发性牙本质可能呈鲜艳的黄色或
透明的灰色，有时可能有深色的斑块出现。如在牙本质发育期服用四环素，则会形成低
明度的黄色、橙黄色的牙本质 ( 四环素牙) 。

所谓荧光现象是指材料吸收光线后释放出更长波长的光，使物体看起来更明亮更生
动。因为牙本质中的有机物含量更高，所以天然牙的荧光现象主要发生在牙本质。牙本
质荧光越多，色饱和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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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釉质与牙本质对牙齿色泽的综合影响

天然牙齿的色泽受到釉质表面对光的反射，以及釉质和牙本质对光的散射与折射的
综合影响。釉质的透明度和色相 “过滤”了外界投射到牙本质的光线，对牙本质的色
相有影响，而釉质同时也吸收从牙本质反射和折射的光，对自身的色相、彩度和明度产
生微妙的影响。有人把二者之间这种相互影响的状况比喻为盛有液体的玻璃瓶，我们所
看到的颜色是液体和玻璃瓶各自颜色相互影响的结果。

( 三) 光线照射影响牙齿颜色的因素和变化规律

当光线照射到牙齿上时，光线的传播路线会发生如下四种改变: ①光线在牙齿表面
的镜面反射; ②光线在牙齿表面的漫反射; ③牙体硬组织深层对光线的吸收和散射; ④
由牙龈散射来的光线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在体外将牙齿的釉质磨除，剩余的牙本质的颜色与整个牙齿的
颜色高度一致，从而证实了牙齿的颜色主要与牙本质相关，而釉质主要散射蓝色波段的
光线，对牙齿的颜色的作用较小。

牙本质对波长为 300 nm、325 nm、380 nm和 410 nm的紫外线存在荧光峰值，相应
发出波长为 350 nm、400 nm、450 nm 和 520 nm 的荧光，釉质对波长为 285 nm 和 330
nm的紫外线存在荧光峰值，相应发出波长为 360 nm、410 mn的荧光。具有与天然牙齿
相同荧光性的修复材料可减少同色异谱现象。

二、牙冠色泽的总体范围

世界各地学者对牙齿颜色的调查研究表明，天然牙的颜色范围广、变异大，在不同
种族、性别、年龄、生活区域的人群之间都可能存在差异。有专家提出，要涵盖所有可
能出现的牙齿颜色，可能需要高达 400种色彩的表色系统。

根据以往学者的测量分析，正常情况下人牙齿的色泽分布有一定范围，介于黄色调
和红色调之间，稍偏黄。而对一个没有经验的观察者来说，牙齿的颜色是介于白色和黄
色之间的。以往很多研究者使用不同的颜色测量方法测量活体或离体牙齿的颜色，但由
于测量仪器、光照条件和受测对象不同，测量结果存在较大的变异。

国内外使用测色仪器测量牙齿颜色的研究结果依 CIE1976L* a* b* 测色系统的分类
结果见表 2－1，这可以使我们对天然牙色泽的总体范围有一个大致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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