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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磁附着固位技术是近年间口腔修复学领域出现的一种新的固位技术。
磁性附着体是继简单附着体、精密附着体后的第三代附着体。
磁附着固位技术具有应用简单，使用方便，不传递侧向力等多项优点，一经问世便得到了修复医生和
广大患者的欢迎。
这项技术目前已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成为修复医生改善修复体同位的有效措施，也成为口腔
修复学发展的研究方向之一。
这是一门年轻的技术，因为他的时间还不长，人们对他的应用技术、应用经验、应用规律还缺乏更多
的了解。
因为新，还有许多新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就需要进一步通过实践和探索来回答这些问题。
这本书就是作者二十多年来关于磁附着固位技术的研究思考，它囊括了国内外关于磁附着固位技术的
研究经验，特别是作者及其团队在这一领域中多年的精心研究。
它包括了：磁性附着体、磁性材料的研制，磁性附着体的设计和测试，磁体的生物磁学效应，磁性附
着体的生物力学效应，磁性附着体的固位特性，磁性附着体对咀嚼效能的影响及磁性附着体在不同修
复体中的不同应用经验，种植磁附着体以及对磁性附着体仍存在的问题的思考。
将这些研究成果和临床经验总结出来奉献给广大读者朋友，奉献给中国的修复医生们是一件有益的事
情。
大家能够从这些研究和经验总结中获益，提升对磁附着同位技术的认知程度，帮助我们提高对磁性附
着体的应用水平。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口腔修复的磁附着固位技术>>

内容概要

　　磁附着固位技术是近年间口腔修复学领域出现的一种新的固位技术。
磁性附着体是继简单附着体、精密附着体后的第三代附着体。
磁附着固位技术具有应用简单，使用方便，不传递侧向力等多项优点，一经问世便得到了修复医生和
广大患者的欢迎。
这项技术目前已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成为修复医生改善修复体同位的有效措施，也成为口腔
修复学发展的研究方向之一。
这是一门年轻的技术，因为他的时间还不长，人们对他的应用技术、应用经验、应用规律还缺乏更多
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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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附着体应用的禁忌证　　  五、在基牙数量少的情况下，减少基牙负载的方法索引后记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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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磁性附着体与卡环共同固位的部分覆盖义齿即在一副可摘部分义齿上，既采用磁性附着
体，也采用卡环做为固位体。
在余留牙上设置牙合支托，采用基牙与粘膜共同支持。
通常用于缺牙区大，而可用于设置磁性附着体的余留牙根较少的情况。
（三）磁性附着体与其他附着体共同固位的部分义齿除卡环外，磁性附着体还可与其他机械式附着体
，如杵臼式附着体、杆式附着体、套筒冠等结合起来共同实现可摘部分义齿同位。
可在不同基牙上设置不同的附着体，还可在套筒冠上再设置磁附着体，形成磁附着一套筒冠。
用于解决应用一种附着体所不能解决的部分义齿的固位和稳定问题。
（四）应用冠外磁性附着体的可摘部分义齿即将磁性附着体的衔铁铸接在基牙冠缺牙侧的邻面，在义
齿基板的组织面相应部位设置闭路磁体。
义齿依靠磁力同位，并通过衔铁将部分袷力传递到基牙上，亦为基牙与粘膜组织共同支持。
设置衔铁的基牙通常应设计为2个单位以上的联冠。
义齿上通常需采用导面式栓道增加义齿的稳定性。
主要用于缺牙多的单侧或双侧游离端缺失。
（五）应用磁性附着体的过渡性可摘部分义齿当原有可摘部分义齿的基牙龋坏或折断后，在余留牙根
面设置磁附着体，代替原基牙上的卡环，使义齿保持原有的固位和稳定。
这种方法通常作为制做新义齿前的过渡义齿。
（六）应用磁性附着体的分部式可摘义齿在少数后牙非游离端缺失时，若牙合龈距较高，牙冠外形倒
凹大，可将义齿的牙合舌（腭）面及牙合支托，铸造成一整体，在其内面设置衔铁，另用塑料制做义
齿的颊侧部分，在衔铁相应部位设置闭路磁体。
分别从舌（腭）侧和颊侧戴入义齿的牙合舌（腭）部和颊侧部，两部分靠磁力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整
体，利用牙颈部倒凹实现固位，通过牙合支托部分传递牙合力，通常为基牙支持式。
三、种植一磁附着式修复体种植式修复体具有广泛的适应证，有效的支持，良好的固位和稳定等优点
，是目前和未来最有前景的修复形式，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需种植体数量多，手术创伤较大，手
术要求高、制做技术复杂，后期清洁维护不便以及费用较高等。
将种植体技术与磁附着技术结合起来，将种植体的螺丝固定式上部结构改为磁吸附式上部结构；将种
植体与修复体问的固定连接改为可摘式连接；将单一的种植体支持改为种植体一粘膜一颌骨共同支持
，将需要多的种植体改为需要较少的种植体。
用这种方法，将种植体和磁性附着体的优点结合起来，可弥补各自的不足，特别是显著扩展了两者的
应用范围，简化了应用技术。
应用种植磁附着体解决无牙颌患者的全口义齿固位是非常有效且相对简单的途径。
通常设置两只种植磁附着体即可使单颌总义齿获得良好的固位与稳定，与种植固定式全口义齿相比，
具有种植体数量少，手术损伤小，制做技术简单，便于清洁维护，费用低等诸多优点，今后将成为全
口义齿修复的重要固位方式。
此外，应用种植磁附着体设计固定一活动式义齿，也将成为种植义齿修复的一种新的方式。
四、磁性附着体固位的颌面赝复体颌面缺损赝复是口腔修复学中最富有挑战性的领域。
与牙列缺损相比，颌面缺损虽数量较少，但对患者的影响和修复意义却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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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一本迟到的书，从开始构思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其间四易其稿，2004年已基本完成，但由于
工作忙一直没有定稿。
在友人们的一再催促下，2007年我终于又拿起了笔，了却这一已久的心愿。
今天这本书终于面世了，不知道能不能经得起读者朋友们的检验。
磁附着固位技术是我进入修复学研究领域的第一个课题。
我对磁附着技术的关注起源于对赝复体固位技术的思考。
八十年代后，传统的固位方式已远不能满足颌面赝复体的固位要求，寻找一种更为便捷、更为有效的
固位形式便成了我的一个目标。
最早见到磁附着修复技术的资料是在我1986年刚刚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
当时我正冥思苦想希望找到一种更好的赝复体固位的方式，偶尔从《国外医学一口腔分册》杂志上读
到了程祥荣教授发表的一篇题为“磁铁固位的覆盖义齿”的综述。
这篇文章使我眼前一亮，这不就是一种很有前景的固位方式吗！
从这个意义上讲，程祥荣老师应该是我研究磁附着固位技术的领路人。
磁附着技术就这样进入了我的视野，在随后的学业中，我将磁附着技术作为自己的研究生课题，开始
了漫长的探索之路。
为弥补材料学知识的不足，我前往西安交通大学与工科学生们一起学习铁磁学；为解决磁性附着体所
需材料，我与钢铁研究总院合作研制新的耐温型钕铁硼磁体，与陕西钢铁研究所一起研制耐蚀软磁合
金。
至今我还记得，寒冷的冬日，在去宝鸡工厂的长途汽车上的颠沛，酷热的夏夜，在冶炼炉前等待的焦
虑，和那些在工厂四面透风的实验室里，在布满油污的机加车间里度过的一个个日日夜夜。
终于，我的辛劳结出了果实，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没有任何实物资料的情况下，研制出了我国自
己的Z-I型磁性附着体。
当时的喜悦真的不亚于我女儿的降生。
现在看来，它与国外的产品，与我们现在拥有的第二代、第三代产品相比显得那么粗陋，但它毕竟是
我在磁附着研究技术中的一个可喜的开始。
Z-I型磁附着体的初步研制成功，为解决赝复体和义齿的固位问题提供了新的手段，我和同事们将其用
于临床，解决了许多用常规方法难以解决的修复体固位问题，获得了满意的疗效。
此后，我把更多的关注投向解决磁性附着体的腐蚀和生物学效应等问题，在随后多年的研究中，我和
我的学生们一直在探讨与磁附着相关的各种问题，虽然为此耗去了很多的心血，但是终于形成了我们
自己的磁附着技术体系。
1997年，一个机遇出现在我的面前。
远在日本的同行从文献检索中得知了我们的研究，专程从日本赶到西安与我们洽谈磁附着技术合作研
究，并邀请我赴日本参加国际磁附着技术研究工作。
这一机会，为我深入进行磁附着技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在位于名古屋的著名的爱知学院大学齿学部，我见到了我敬爱的导师，前日本修复学会主席平昭谦二
教授，这位德高望重又仁慈谦和的老人热情地接纳了我，为我创造了极好的学习、工作条件，使我对
磁附着技术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我的友人田中贵信教授也向我伸出了温暖的帮助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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