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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At present,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vertical dimension, vertical dimension of rest position is mostly used to 

reduce mean rest position gap, and combined with experience of physician, finally determine the vertical dimension of complete 

denture, this dimension is not necessarily maybe the optimal vertical dimension of patients.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vertical dimension determined by functional view on repair satisfaction of complete 

dentures in patients with edentulous jaw, according to self-control functional and traditional approach.  

METHODS: A total of 40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the repairs of complete dentures, the vertical dimension was determined by 

functional and traditional approach to manufacture complete dentures, respectively. The dentural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ith 

edentulous jaw was tested, after the patients wore their dentures 3 month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The satisfaction of complete dentures manufactured by functional approach was superior to that 

by traditional approach (P < 0.05). Functional approach can determine the vertical dimension of the repair of complete den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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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目前临床上进行全口义齿修复时，对于垂直距离的确定，多采用息止颌位垂直距离减去息止颌间隙均值，并结合医

师的经验，最终确定全口义齿的垂直距离，单此距离不一定就是患者的最适的垂直距离。 

目的：通过自身对照比较功能法和传统法确定全口义齿垂直距离对无牙颌患者全口义齿修复满意度的影响。 

方法：40例进行全口义齿再修复的患者，分别采用功能法和传统的方法确定垂直距离，制作完成全口义齿。戴用 3个月以

后，测试无牙颌患者对义齿的满意度。 

结果与结论：功能法制作的全口义齿满意度高于传统法(P < 0.05)，说明功能法可确定再修复全口义齿的垂直距离。 

关键词：全口义齿；功能；垂直距离；满意度；自身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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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确定合适的全口义齿垂直距离的主观和客

观指标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廉云敏

等
[1]
通过关节前后间隙的大小来评定适宜的垂

直距离。但进行全口义齿修复的患者多为老年

人，无法应对复杂的仪器检测。为了简化临床

操作，提高义齿的舒适性和减少复诊调改的次

数，本文应用自身对照法，分别采用功能法确

定全口义齿的垂直距离，和传统法确定垂直距

离制作2副义齿，比较两者的满意度。 

 

1  对象和方法 

 

设计：自身对照。 

时间及地点：实验于2008-02/2010-05在

吉林市第二中心医院口腔修复室进行。 

对象：2008-02/2010-05在吉林市第二中

心医院口腔科就诊的全口牙列缺失患者40例，

其中男19例，女21例。年龄60~75岁。所有患

者表现为：面部下1/3的距离减小，唇红部显窄，

口角下垂，鼻唇沟变深，颏部前突，呈苍老面

容，同时伴随旧义齿人工牙尖窝形态消失。 

纳入条件：①要求患者身体健康。②无明显

颞下颌关节疾病。③无精神疾患。④知情合作，

签署知情同意书。⑤再次进行全口义齿修复，

前1副全口义齿戴用时间为6~10年，垂直距离

明显降低。 

方法： 

传统法义齿制作：两次印模法制取全口印模，

灌注石膏模型，采用自凝塑料制作上下颌暂时

基托，以息止颌位垂直距离减去息止颌间隙   

3 mm的方法确定垂直距离，常规包埋、去蜡、

填塞、热处理后制作完成。 

功能法义齿制作：两次印模法制取全口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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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注石膏模型，制作自凝塑料上下颌暂时基托。上颌颌

堤采用红蜡片制作，常规形成颌平面；下颌颌堤采用软

化点45~47 ℃的软蜡制作。在相当于下颌第一磨牙的位

置前留出1 mm的间隙，形成在双侧后牙区分段的蜡堤。

将上颌颌托戴入患者口中，然后将下颌颌托置于47 ℃

的恒温水浴箱中。当软蜡均匀软化后，将下颌颌托纳入

患者口中，嘱患者进行快速吞咽运动，不要有意识做咬

合动作，然后再重复2次上次的操作至下颌颌堤不再有

明显的高度改变为止。用冷水使软蜡硬化。记录患者此

时的垂直距离，常规完成义齿制作。最终使2副义齿的

基托范围、磨光面形态及人工牙排列位置等基本相同，

所有全口义齿均由同一技师制作，同一医生试戴。先试

戴传统法制作的全口义齿3个月，然后试戴功能法制作

的全口义齿3个月，6个月后调查患者试戴义齿的满意度

填写满意度调查问卷。 

满意度调查：参考李超宏等
[2]
设计的全口义齿满意

度调查表，稍作修改，采用问卷方法调查。问卷评分

内容包括5个方面，分别为全口义齿外观、语音功能、

咀嚼功能、稳固性和舒适性。调查时由同一牙科医生

先进行简短的面谈和临床检查，然后根据患者的主观

感觉及检查结果对相关内容进行评分，最高为10分，

最低为0分。分为满意(> 8分)、一般(6~8分)、不满意(< 

6分)。 

修复前后的垂直距离测量：分别将旧义齿和新义齿戴

入患者口中，用wills尺记录患者鼻底到颏底距离，作为

修复前后的垂直距离对照并记录。 

主要观察指标：观察患者对2副全口义齿在外观、

语言、咀嚼、稳固和舒适方面的评价和计分。 

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12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

析。满意度的比较采用配对t 检验，满意率的比较采用

配对卡方检验。检验水平α=0.05。 

 

2  结果 

 

2.1  实验对象数量分析  所有40例患者均进入最终分

析，无脱失。 

2.2  基线资料  见表1。 

2.3  两种方法制作的全口义齿的满意度  两种类型再

修复全口义齿在各使用3个月后进行的满意度评价结

果，除外观差异和咀嚼方面差异不显著外，在语言、稳

固和舒适程度方面功能法义齿组优于传统法义齿组，见

表2。 

2.4  两种方法制作的全口义齿修复前后的垂直距离 

功能法测定垂直距离，所得息止颌间隙数值在2.5~   

6.0 mm之间，而常规采用的息止颌间隙的均值仅为

2.0~3.0 mm。 

2.5  不良反应  所有患者未出现不良反应。 

 

 

 

 

 

 

 

 

 

 

 

 

 

 

 

 

 

 

 

 

 

 

 

 

 

 

 

 

 

 

 

 

 

 

 

 

 

 

 

3  讨论 

 

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要求医疗质量的最

终确定标准是患者的评价。无牙颌患者戴全口义齿后

对使用效果的主观感受和满意程度被称为全口义齿满

意度
[3]
。全口义齿满意度受到诸如义齿材料、口腔解剖

条件、患者身体健康和心理状况、医患关系、义齿使用

经验以及经济状况等方面的影响
[3-5]
。本文采用自身对照

 表 1  实验对象基线资料
Table 1  Baseline 

No. Sex
Age

(yr)

颞下颌关

节疾病

精神

疾患

全口牙

列缺失 

首次全口

义齿修复 

前一付全口义

齿戴用时间(年)

垂直距

离(mm)

 1 M 60 No No 是 No 6.5 65.4

 2 F 70 No No 是 No 6.0 61.5

 3 F 72 No No 是 No 7.0 54.4

 4 F 65 No No 是 No 7.0 53.5

 5 M 75 No No 是 No 8.0 52.3

 6 F 61 No No 是 No 9.0 60.5

 7 M 69 No No 是 No 10.0 52.2

 8 M 74 No No 是 No 7.0 60.1

 9 F 61 No No 是 No 8.0 50.8

10 M 70 No No 是 No 8.5 57.9

11 M 62 No No 是 No 6.5 56.4

12 F 68 No No 是 No 9.5 55.2

13 F 63 No No 是 No 6.0 51.9

14 M 76 No No 是 No 7.0 59.4

15 F 65 No No 是 No 10.0 60.0

16 M 63 No No 是 No 8.0 60.7

17 F 72 No No 是 No 7.5 56.0

18 F 68 No No 是 No 8.0 53.1

19 M 60 No No 是 No 6.0 62.4

20 F 60 No No 是 No 6.0 54.0

21 M 73 No No 是 No 9.0 64.3

22 F 60 No No 是 No 6.0 58.4

23 F 70 No No 是 No      6.5 51.0

24 M 61 No No 是 否 7.5 57.2

25 F 71 No 无 是 否 8.0 49.9

26 M 61 No 无 是 否 8.0 60.2

27 M 70 No 无 是 否 10.0 57.5

28 F 64 No 无 是 否 9.0 60.2

29 M 65 No 无 是 否 7.5 55.4

30 F 63 No 无 是 否 8.0 57.4

31 M 70 No 无 是 否 7.0 54.6

32 F 60 No 无 是 否 6.5 53.2

33 M 72 No 无 是 否 7.0 61.5

34 F 63 No 无 是 否 6.0 54.1

35 F 71 No 无 是 否 8.5 49.2

36 M 73 No 无 是 否 6.0 62.4

37 F 64 No 无 是 否 7.5 48.7

38 M 60 No 无 是 否 10.0 59.4

39 F 70 No 无 是 否 6.5 50.7

40 M 63 No 无 是 否 9.0 49.8

 表 2  两种确定垂直距离方法全口义齿满意度
Table 2  Vertical dimension of two methods denture 

satisfaction                   (x
_

±s, n=40, score)

Item Traditional denture Functional denture 

Appearance 2.809±0.670 2.890±0.728 

Language 3.152±0.816 3.401±0.612
a

 

Mastication 3.230±0.776 3.323±0.837 

Steady 3.498±0.690 3.515±0.715
a

 

Easement 3.060±0.641 3.255±0.629
a

 

a

P < 0.05, vs. Traditional den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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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对方法，更具有评价2种义齿制作方法的客观性。  

息止颌间隙法是确定全口义齿的垂直距离最常用

的方法
[6]
，临床工作中发现对于旧义齿垂直距离偏低的

患者来说，单纯利用息止颌间隙法确定再修复的全口义

齿的垂直距离，患者往往开始很难适应新义齿的情况。

临床上不得不分次加高或者降低垂直距离以获得适合

特定患者的垂直距离。复诊次数增多。于旧义齿磨耗严

重，垂直距离明显减低的无牙颌患者进行全口义齿再修

复时候，新义齿的垂直距离的测定尤为关键。因为长期

戴用垂直距离过低的全口义齿，长期牙列缺失或全口义

齿修复多年，过度磨耗的无牙颌患者的颞下颌关节关节

凹有发生向前改建的可能。周秦等认为，牙列长期缺失,

或总义齿人工牙重度磨损致垂直距离过低,下颌骨及牙

槽嵴严重吸收时,患者颌面部形态可发生一系列改变,其

颞下颌关节凹有浅平状改建的趋势
[7]
。因此对于这类患

者进行全口义齿修复时不容易确定。传统法在临床上比

较常用，但是息止颌间隙变度较大：艾荷秀等
[8]
实验确

定老年人息止颌间隙在1~7 mm之间均属与正常范围。

胡燕萍等
[9]
通过垂直距离与颅颌结构相关性的头影测量

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本试验中通过功能法测定垂直

距离得出的息止颌间隙的数值与上述研究得出的结果

近似。虽然总体上低于息止颌间隙的均值2.0~3.0 mm.，

但是从患者对修复后的全口义齿满意度来看，患者更倾

向于息止颌间隙相对较大的功能法制作的全口义齿。 

患者的吞咽活动为不受医患双方主观控制的，非随

意性的功能活动。虽然参与吞咽活动的肌肉与咀嚼、言

语和呼吸活动有关，但吞咽一经开始，其他活动均暂行

停止，直至吞咽完成。因此利用吞咽时口腔闭合对软蜡

堤产生的颌间压力，来确定软蜡堤的高度，可排除咀嚼

肌的影响。可以避免患者有意识的过度咬合，导致测定

垂直距离时得出过低的结果。传统的确定垂直距离的方

法更多依赖于医师的经验和患者的理解以及配合程度，

缺乏客观量度指标。在本实验中下颌蜡堤采用分段设计

可以减少蜡堤受到压力产生形变的阻力，可以避免出现

蜡堤过高的现象影响测定结果。 

由此可见应用吞咽功能确定再修复的全口义齿的

垂直距离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作为临床上再修复全口

义齿垂直距离确定的可行的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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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创新性： 

提供证据：以“吞咽；颌间压力；垂直距离；自身对

照；满意度”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数据、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光盘板)近

10年的文献，未见有相似的研究成果。 

创新点说明：采用利用吞咽时颌间压力对蜡堤高度的

影响，来计测垂直距离，与以往研究多为在患者失牙状态

下的试验指标测定明显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