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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对 Ceramco、Shofu、Noritake和 V ita共 22种不同颜色的乳光瓷样本的反射荧光进行测量和分

析。方法 　采用分光光谱仪测量乳光瓷样本的 L3 、a3 、b3 值 ,计算反射模式下的荧光 (色差 )。绘制荧光光谱曲

线。按品牌和颜色因素对反射荧光均值进行完全随机设计的方差分析 ,组间用 SNK - q检验 (α = 0. 05)。结果 　

经方差分析 ,不同品牌乳光瓷粉的反射荧光均值总体不等或不全相等 ( P < 0. 05) ,经 SNK - q检验 , V ita与其他品

牌乳光瓷的反射荧光均数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其余反射荧光均值两两之间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05)。结论 　4种品牌乳光瓷粉的平均反射荧光由大到小依此排列为 : Noritake、Shofu、Ceramco、V ita。不同品牌乳

光瓷的反射荧光光谱分布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400nm以下 ,荧光峰值出现在 390nm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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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 bjective　To measure and analyze the reflection fluorescence of four opal enamel porcelains. M ethods

　Twienty two samp les with differernt shades, which came from four opal enamel porcelains (Ceramco, Shofu, Noritake and

V ita) were used. The C IE L3 a3 b3 of each samp le was measured with Color - Eye 7000A spectrophotometer and the

reflection fluorescence ( color difference) of each samp le was calculated and spectra curves were p lotted. According to the

p roduct and the shade factors, the average values of the relfection fluorescence were compared by AVNOA, and the

intergroup s by SNK - q test (α = 0. 05). Results　There existed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reflection fluorescence among

different p rouducts ( P < 0. 05 ). The average reflection fluorescence value of V ita was lower than that of other three

p roducts ( P < 0. 05) , which were not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 P > 0. 05). Conclusion　The sequence from high to low

based on the average value of the reflection fluorescence was: Noritake, Shofu, Ceramco, V ita. The difference in the

reflected fluorescence spectra distribution among different p roducts lied below 400nm and the fluorescent peak appeared in

390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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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光瓷对可见光谱中的短波产生散射 ,在反射

和透射光照射下 ,呈现蓝灰色和红橙色的“宝石效

应 ”。天然牙在紫外线照射下会发出蓝色的荧光 ,

使日照下的天然牙显得白而亮 [ 1 ]。当用 365nm的光

照射天然牙的牙本质上时 ,荧光发出的波长峰值为

440 ±10nm,荧光使得晦暗的牙齿增加了亮度 ,但不

改变其透明度 [ 2, 3 ]。制造商在瓷粉中加入稀土氧化

物 ,如 :铈、铕、铯、锆、钒、铋等来产生荧光性 [ 4, 5 ]。

乳光瓷同时具有乳光和荧光两种光学性能。目前有

关乳光瓷荧光效果的测量与分析的报道较少 ,为此

本实验选择市售 4种品牌的乳光瓷粉 ,测量其反射

荧光 ,根据反射光谱绘制荧光光谱曲线 ,为研究及使

用乳光瓷提供参考依据。

资料和方法

1. 材料 :选择市售 4种品牌的乳光瓷粉的基本

情况见表 1。

　　2. 样本制作 :用不锈钢制作内径为 38mm,高为

1. 1mm,侧壁厚 5mm,轴壁内聚度为 2°的中空圆柱

体。用蒸馏水调配瓷粉后置于中空模具内 ,在震荡

器上震荡 ,使多余水分溢出 ,取出瓷粉片 ,放在烤瓷

专用蜂窝架上 ,置于烤瓷炉 ( Programat P200, Ivoclar

V ivadent, U. S. A. )内烧结。由于厂家推荐使用的 4

种瓷材料的烧结温度接近 ,因此统一采用 Shofu乳

光瓷的烧结程序。烧结完成后用千分尺测量烤瓷样

本周边均匀分布的 5个部位的厚度值和中心厚度

值 ,平均厚度 1 ±0. 1mm和直径 33 ±1mm的样本纳

入本实验 ,每一种颜色的瓷样本制作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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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测色仪器 : Color - Eye 7000A分光光谱仪

( GretagMacbeth Instruments Co. , New W indsor, NY,

USA)。反射模式下的照明和观察几何条件为 C IE

d /8°,测量孔径为 25. 4mm。在标准黑色盒 (L
3

=

0. 00、a3 = 0. 00、b3 = 0. 00)和标准白色瓷砖 (L3 =

93. 99、a3 = - 0. 38、b3 = 2. 72)下将分光光谱仪校

零。用标准白色荧光瓷砖 (C IE W hiteness: 137. 27 )

校正标准光源D65。仪器具有包括紫外光 ( ultraviolet

included, UV - In ) 和 排 除 紫 外 光 ( ultraviolet

excluded, UV - Ex)两种模式。各色标准背景均由

GretagMacbeth生产。每个样本测量 3 次 ,取其均

值。

4. 反射荧光 ( fluorescence - reflection, FL -

Ref) :为反射光的 UV - In和 UV - Ex两种模式下 ,

测量得到的样本色差。

公式为 : FL - Ref = △Eab
3

= [ (L I
3

- LE
3 ) 2

+

( aI
3

- aE
3 ) 2

+ ( bI
3

- bE
3 ) 2

]
1 /2

,其中下标 I和 E

分别表示 UV - In和 UV - Ex两种测量模式。
表 1　4种品牌乳光瓷粉

品牌 厂家 产地 颜色 批号

Ceramco Dentsp ly International Inc U. S. A white 3090840

medium 3021916

light 6003753

clear 4352 - C

Shofu Shofu Inc Japan 60 60372

59 100334

58 100346

57 50361

occlusal 10350

super lucent 70342

white 50017

T 50350

m ilky 50355

amber 50316

Noritake Noritake Kizai Co. , L im ited Japan LT0 4765

LT1 6100

incisal aureola 6024

sun bright 4412

creamy white 0E923

creamy enamel 6044

T blue 5635

V ita V ita Zahnfabrik H. Rauter GmbH & Co. Germany T2 7489

　　5. 反射荧光差谱曲线 :在可见光谱 360～750nm

(间隔 10nm)的范围内和 UV - In和 UV - Ex两种模

式下 ,测量不同品牌乳光瓷样本反射光谱的平均反

射率 ,将两种模式下的平均反射率相减 ,求得各个波

段的平均光谱反射率的差值 ( % ) ,以光谱的波长值

为 X轴 ,平均差谱波长反射率差值 ( % )为 Y轴 ,绘

制样本的差谱曲线即为反射荧光差谱曲线。

6. 统计方法 :将反射荧光值分别按品牌和颜色

因素用完全随机设计的方差分析 ,组间用 SNK - q

检验 (α = 0. 05 )。统计软件使用 SAS 8. 0 ( SAS

Institute Inc, Cary, NC)。

结 　　果

1. 不同品牌乳光瓷 FL - Ref均数的比较 :测得

UV - In与 UV - Ex两种模式下的不同品牌乳光瓷

的色参数 L
3 、a

3 、b
3 均数 (表 2) ,根据色差公式计

算 FL - Ref均值见表 3。不同品牌乳光瓷粉的 FL -

Ref均值经方差分析 ,乳光瓷的 FL - Ref值均数总

体不等或不全相等 ( P < 0. 05) ,经 SNK - q检验 ,

V ita与其他品牌乳光瓷的 FL - Ref均数差别有统计

学意义 ( P < 0. 05) ,其余 FL - Ref均值两两之间的

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表 2　UV - In与 UV - Ex模式下乳光瓷的 L3 、a3 、b3 均数

乳光瓷色名
UV - In

L3 a3 b3

UV - Ex

L 3 a3 b3

ceramca white 67. 97 - 0. 51 - 0. 25 67. 85 - 0. 62 - 0. 04

ceramca medium 61. 70 - 0. 45 0. 78 61. 41 - 0. 58 1. 05

ceramca light 67. 13 - 0. 35 0. 66 66. 77 - 0. 47 0. 94

ceramca clear 60. 89 - 0. 98 - 2. 59 60. 54 - 1. 11 - 2. 34

shofu 60 59. 46 - 0. 83 3. 27 59. 24 - 0. 82 3. 57

shofu 59 61. 21 - 0. 88 - 0. 05 60. 98 - 0. 88 0. 28

shofu 58 61. 22 - 0. 74 - 0. 44 61. 06 - 0. 71 - 0. 03

shofu 57 64. 44 - 0. 78 0. 04 64. 31 - 0. 76 0. 41

shofu occlusal 64. 22 - 0. 92 3. 36 64. 30 - 0. 87 4. 01

shofu super lucent 61. 78 - 1. 55 - 4. 70 61. 59 - 1. 51 - 4. 20

shofu white 68. 31 - 1. 09 1. 14 68. 24 - 1. 10 1. 55

shofu T 61. 51 - 1. 29 - 1. 76 61. 40 - 1. 26 - 1. 28

shofu m ilky 83. 65 - 1. 04 3. 33 83. 69 - 1. 04 3. 83

shofu Amber 58. 76 2. 39 13. 63 58. 82 2. 49 14. 04

Noritake LT0 63. 42 - 0. 54 0. 44 63. 19 - 0. 63 1. 20

Noritake LT1 60. 92 - 1. 40 0. 14 60. 69 - 1. 48 0. 76

Noritake incisal aureola 66. 87 - 0. 24 18. 05 66. 80 - 0. 25 18. 32

Noritake sun bright 56. 12 5. 40 18. 25 55. 98 5. 34 18. 42

Noritake creamy white 85. 03 - 0. 94 7. 93 84. 96 - 1. 00 8. 24

Noritake creamy enamal 74. 26 - 1. 54 4. 80 74. 09 - 1. 60 5. 25

Noritake T blue 63. 42 - 1. 58 - 6. 57 63. 24 - 1. 73 - 5. 77

V ita T2 68. 22 - 1. 05 3. 17 68. 16 - 1. 11 3. 23

表 3　不同品牌乳光瓷粉的 FL - Re f值 (X ±S )

品牌 n Mean s

Ceramco 12 0. 410 0. 113

Shofu　 30 0. 477 0. 141

Noritake 21 0. 548 0. 242

V ita　　 3 0. 127 0. 0542

　　2. 相同品牌不同颜色的乳光瓷粉的 FL - Ref值

比较 :方差分析表明 : Ceramco和 Noritake不同颜色

的 FL - Ref均数总体不等或不全相等 ,经 SNK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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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 Ceramco medium、clear乳光瓷的 FL - Ref均数

之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 , 而 white、

medium、light之间 , white和 light与 clear之间的乳

光瓷的 FL - Ref值均数两两之间差别没有统计学意

义 ( P > 0. 05 )。Noritake LT0、LT1、T blue 之间 ,

LT1、incisal aureaia、creamy enamel 之 间 , incisal

aureaia和 creamy enamel与 sun bright、creamy white

之间的乳光瓷的 FL - Ref值均数两两之间差别没有

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其余颜色乳光瓷的 FL -

Ref值均数之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

Shofu不同颜色的 FL - Ref均数总体相等 ( P >

0. 05)。

3. 荧光差谱曲线 (图 1示 )。

图 1　乳光瓷的反射荧光差谱曲线

讨 　　论

1. 荧光的测量方法 :在分光光谱仪的反射测量

模式下 ,用标准D65光源下的 UV - In和 UV - Ex模

式测量荧光样本 ,计算两次测量色参数之间的色差 ,

并将其作为 FL - Ref值 [ 6, 7 ]。因为在标准光源 D65

下 , UV - In模式测得的色参数含有被激活的荧光光

谱能量 ,而 UV - Ex模式测得的色参数不含被激活

的荧光光谱能量 ,因此比较同一荧光样本在两种条

件下的色参数所得到的色差 (△E
3
ab ) ,实际上反映的

是反射光模式下的荧光发射量。同法在透射光模式

下也可测量荧光样本的透射荧光发射量 [ 7 ]。

2. 反射荧光差谱曲线 :采用反射光模式下的色

差评估物质的荧光 ,无法直接看到荧光的波长。如

果在标准D65光源下的 UV - In和 UV - Ex两种条件

下 ,将乳光瓷样本在同一波段的反射率相减 ,即可求

得乳光瓷样本在各个波段的光谱反射率差值 ,即差

谱 ( subtraction spectra) ,可代表反射模式下的荧光

发射光谱 [ 8, 9 ]。绘制的反射差谱曲线即为乳光瓷样

本的反射荧光差谱曲线。通过该曲线可以较直观地

看出荧光出现的波长位置。通过 UV - In和 UV -

Ex模式所得到的色差 (△E3
ab )表示反射光模式下的

荧光发射量 ,能够从总体上反映样本的荧光特性 ,而

采用荧光差谱分析 ,则能够更进一步发现样本的荧

光光谱的波段范围和总的趋势。由此可见两种方法

的结合应用 ,能够更科学和全面地反映样本的荧光

特性。从差谱曲线可看出 ,不同品牌乳光瓷光谱分

布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400nm以下 ,荧光峰值出现在

390nm位置 ,不同品牌的乳光瓷样本的峰值高低有

差别 ,峰值由高到低依次为 : 32. 69% (Noritake)、

32. 17% ( Shofu )、28. 07% ( Ceramco )、24. 77%

(V ita) ,与天然牙牙本质发出荧光的峰值波长 440nm

以及脱矿后的牙本质的荧光峰值在 529nm有差异。

本实验乳光瓷的荧光峰值高低与反射荧光值一致 ,

说明乳光瓷的反射荧光光谱曲线与反射荧光值表达

荧光发射量是一致的。

3. 乳光瓷的反射荧光值 :本实验 4种品牌乳光

瓷粉的反射荧光值范围为 0. 08～0. 89,平均反射荧

光值由大到小依次排列为 : Noritake ( 0. 548 ±

0. 242)、Shofu ( 0. 477 ±0. 141 )、Ceramco ( 0. 410 ±

0. 113)、V ita (0. 127 ±0. 054)。V ita 95乳光瓷的反

射荧光值均数明显低于其他品牌。金瓷冠的可接受

色差值为 1. 7[ 12 ] ,因此本实验所测乳光瓷粉的反射

荧光值 (色差值 )均在可接受范围内。反射荧光值

与样本的厚度有关。有研究表明 ,厚度为 2mm复合

树脂的反射荧光值为 1. 6～2. 4,而厚度为 1. 0mm复

合树脂的反射荧光值仅为 0. 6～1. 7,因为样本越厚 ,

紫外光穿透越深 [ 7 ]。荧光可增加金瓷冠的亮度 ,但

不改变其透明度。因此 ,在选择瓷粉制作金瓷冠时 ,

应综合考虑乳光瓷的光学参数 ,如颜色、乳光值、透

明度、遮色性能等。若要增加金瓷冠的亮度 ,可选用

高荧光值的乳光瓷。

荧光使得牙齿增加了亮度 ,为了模拟这种效果 ,

瓷粉生产厂家根据所需要的颜色和荧光值 ,加入不

同的稀土元素 [ 13 ]。因此今后有必要对瓷粉中掺杂

的稀土元素作进一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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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唇钙化上皮瘤 1例

韩 　莹 　安金刚

　　一、临床资料

患者 ,男 , 29岁。两月前发现右侧上唇近口角处有一小

肿物 ,黄豆大小 ,质软 ,无压痛 ,局部无发红 ,皮温不高 ,无发

痒 ,全身无发热 ,无咽痛 ,牙痛史。曾于外院就诊 ,给予抗生

素口服 ,具体药物名称不详 ,无明显疗效。近一周来 ,患者自

觉肿物增大较明显 ,局部略有肿胀不适。

检查 :右侧口角上方局部膨隆 ,半球形 ,直径约 2cm,肿

物较表浅 ,边界清楚 ,活动 ,与表面局部皮肤粘连 ,有压痛但

不明显 ,质软 ,表面皮肤多须根 ,色暗红 ,无发红破溃 ,未及颌

下及颏下区肿大淋巴结。临床诊断为右侧上唇皮脂腺囊肿。

局麻下 ,在右侧鼻唇沟处肿物表面做梭形切口 ,切除肿

物表面和肿物粘连的部分皮肤 ,可见肿物恰位于皮肤下方 ,

潜行剥离摘除肿物 ,术中见肿物包膜完整。囊腔内含有黄褐

色清亮液体 ,及白色豆腐渣样内容物。

二、结果

患者一周后复查 ,上唇基本对称 ,创口愈合良好 ,无红肿

渗血。病理诊断为 :钙化上皮瘤。

三、讨论

钙化上皮瘤又称 Malherbe良性钙化上皮瘤或毛母质

瘤 , 是好发于头颈部的良性肿瘤 [ 1 ]。因其在组织学和超微

结构方面与毛发基质相似 ,目前多认为来源于毛发乳头 ,而

钙化是继发性改变 [ 2 ]。有作者报道 ,全身各部位发生的钙化

上皮瘤中 ,头颈部占 51. 8% ,四肢占 37. 7% ,另有 10. 5%发生

在躯干部 [ 3 ]。

本病以青少年较为多见 ,生长缓慢 ,一般无自觉症状 ,少

数有压痛感。病变可与真皮相粘连而随皮肤被动移动 ,很少

与表皮粘连。可为质硬包块 ,因其内部钙化所致。其表面皮

肤可正常也可微发红或浅蓝色 ,此时易于血管畸形混淆 ,也

可发生破溃 ,感染流脓。本病还需与皮脂腺囊肿、皮样表皮

样囊肿 ,皮肤纤维瘤 ,淋巴结炎等相鉴别 [ 4～7 ]。此外 ,本病也

可多发 [ 6 ]。因其临床表现较为多样 ,且发生率相对较低 ,所

以本病临床诊断困难 ,常被误诊。有作者报道 45例皮肤钙

化上皮瘤 ,误诊率达 84. 4% [ 5 ]。我们所报告的病例临床诊断

为皮脂腺囊肿 ,病理证实为钙化上皮瘤。

该病病理检查尤为重要 ,镜下看到影细胞是重要诊断依

据 [ 6 ]。病理学检查并不困难 ,但应注意是否存在细胞异形

性 ,以判断恶性程度 ,一般无须鉴别 ,但若全部由基底细胞样

嗜碱细胞组成需与基底细胞癌鉴别 [ 7 ]。临床上遇到儿童青

少年头颈部硬性结节时应考虑到本病 ,以免延误治疗 [ 5 ]。

该病治疗方法为手术切除。肿瘤包膜完整 ,肿物若与其

上方真皮粘连 ,应将皮肤组织一同切除 ,完整切除后一般无

复发 ,预后良好。虽有局部侵袭性 ,复发及恶变的报道 ,但临

床上极为少见 [ 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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