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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亮点： 

1 此问题的已知信息：Vitallium 铸造合金由于其独有的合金成分、明显的材料性能优势获得了在口腔修

复学应用中的广泛认可。 

2 本综述增加的新信息：Vitallium 铸造合金在骨科及肝胆外科等临床医学领域也有极其广泛而重要的应

用。 

3 临床应用的意义：Vitallium 铸造支架具有其他金属不可比拟的优势，虽然由于价格相对较高还未能普

及应用，但相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应用前景将会越来越广阔，也一定会

被越来越多的患者所接受和喜爱。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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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Vitallium的引进是铸造可摘义齿支架材料方面的一个突破性进展。 

目的：综述 Vitallium 的合金成分、材料性能优势、在临床医学及其他领域的应用。 

方法：应用计算机检索 Medline 数据库(1970 年 1 月至 2012 年 1 月)，以“alloying constituent，

performance superiority，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为检索词；应用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1970

年 1月至 2012年 1月)、万方数据库(1970年 1月至 2012年 1 月)，以“合金成分，性能优势，跨领域

应用”为检索词。 

结果与结论：Vitallium 由于其独有的合金成分、明显的材料性能优势获得了在口腔医学及临床医学如骨

科以及肝胆外科等其他领域的广泛认可。与常用钴铬合金相比较，Vitallium 具有较高的延展系数和维氏

硬度，在临床应用中用其铸造的义齿支架刚性较大，变形小，不易折断，美观且舒适易调改，拓展了修

复体的用途，延长了修复体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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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Vitallium is the breakthrough in the materials of casting 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alloying constituent, performance superiority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Vitallium in medicine and other fields. 

METHODS: A computer search of Medline, CNKI and Wanfang databases was performed for relevant 

articles published from January 1970 to January 2012 using the keywords of “alloying constituent, 

performance superiority,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respectively.  

RESULTS AND CONCLUSION: Vitallium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in oral medicine and clinical 

medicine because of its particular alloying constituent and excellent material performances. Compared with 

CoCr alloy, Vitallium has higher extension modulus and Vickers hardness. Therefore, the denture brac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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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of Vitallium have higher rigidity and little transformation, meanwhile they are beautiful, comfortable, and 

easy to change but difficult to break off in the clinical practice, which expands the use and prolong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denture.  

Key Words: biomaterials; biomaterial review; Vitallium; alloy composition; performance advantages; 

cross-cutting application; review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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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铸造可摘支架义齿是目前临床上牙列缺损修复中最常用的修复方法之一，近年来铸

造可摘支架义齿的制作及应用均已取得很多临床经验[1]。与塑料基托义齿相比，铸造支

架义齿具有基托薄、体积小、强度高等许多优势，但它对基牙的数量、分布、缺牙区牙

槽嵴的健康状况均有较高的要求。传统的铸造可摘支架义齿在整体支架设计上，因其材

料性能的限制，在临床应用中始终存在一定缺陷，如在基托设计上变化小，卡环的回弹

力差，且体积较大等[2]。多年来，研究者们一直在铸造支架的设计及材料上的选择上潜

心研究，试图寻找到一种全新的材料。Vitallium的引进是铸造支架材料方面的一个突破

性的进展。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来源  由第一作者应用计算机进行检索。以“合金成分，性能优势，跨领域应

用”为检索词，检索 CNKI 数据库(1975 年 1 月至 2012 年 1 月)、万方数据库(1975 年 1

月至 2012 年 1 月)。以“alloying constituent，performance superiority，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为检索词，检索 Medline 数据库(1975 年 1 月至 2012 年 1 月)。文献检索

语种限制为中文和英文。 

1.2  入选标准        

纳入标准：①文献内容与综述主题关联密切。②论据可靠的原创性文献。③观点明

确、分析比较全面的文献。 

排除标准：①文献内容与综述主题无重要关联。②内容重复。 

1.3  质量评估  对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进行如下评价：①随机分配原则。②评估时是否

采用盲法。③动物脱落情况或患者失访情况。文献的筛选和质量评价由两位作者独立进

行并交叉核对，如有分歧，通过讨论或由第一作者协助解决。 

1.4  数据的提取  计算机初检得到 125 篇文献，中文 55 篇，英文 70 篇。通过阅读标题

和摘要进行初筛，排除研究目的与此文无关的 43 篇，内容重复性研究 31 篇，Meta 分

析 22 篇，共保留 29 篇文献进行综述。 

 

2 结果 

 

2.1  Vitallium 铸造合金的合金成分  Vitallium 是一种高钴铬钼合金，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

就有在临床应用的报道，目前在口腔修复学临床工作中主要用于制作铸造可摘支架。目

前的研究指出它主要有 3 种类别[3]，分别为 Vitallium、Vitallium 2000 及 Vitallium 2000 

plus，目前应用较多的是 Vitallium 2000 和 Vitallium 2000 plus。Vitallium 2000 的主要

成分及其质量分数分别为钴约占 60%，铬占 28%-32%，钼占 5%-7%，锰低于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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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低于 0.6%。合金中铬和钼的作用是能提高合金材

料的强度和耐腐蚀性能；钼还能阻止金属结晶时的晶

粒变大，使结晶结构紧密，改善 Vitallium 合金的金

属耐疲劳性。Vitallium 在 730-1 100 ℃高温之间仍

能保持其高度的机械强度、抗热腐蚀性及抗氧化能

力，因此相比钛合金而言，解决了纯钛支架易氧化的

缺点，使其在临床上具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4-5]。 

 

2.2  Vitallium 铸造合金的材料性能优势  与常用钴铬

合金比较，Vitallium2000 的抗张强度基本一致，但其

具有较高的延展系数和较高的维氏硬度，因此，在临

床应用中，由 Vitallium2000 制作的可摘局部义齿显

示出了明显的优势，如使用其铸造的义齿支架刚性较

大，变形可能性小，长期应用后折断的可能性低，另

外在固位体的设计上，支架的卡环可以相对细小一

些，同样在保证义齿的固位的同时改善铸造支架义齿

卡环的美观性，增加了舒适度，并且较易调改，拓展

了修复体的用途，延长了修复体的使用寿命，同时基

托的设计也可以更灵活一些等 [6]。相比 Vitallium 

2000、Vitallium 2000 plus 无论是在延展系数上还是

维氏硬度上，实验数据都还要高一些，所以在临床应

用上也更为理想[7]。 

 

Vitallium 合金作为一种用于铸造可摘支架的高

钴铬钼合金，因其具有较高的维氏硬度与延展系数，

是应力传导的良好媒介，分散和减轻了牙齿和黏膜上

的压力。也正是基于这个独特的优势，Vitallium 2000

或 Vitallium 2000 plus 特别适合于制作分裂基托义 

齿[3,8]。因为分裂基托义齿，在局部义齿的基托上设

计一个裂隙，势必减小了基托中心区的强度，所以要

求制作义齿的材料要有一定硬度，不易变形，且不易

折断，并有一定回弹力。这样，具有良好物理性能的

Vitallium 2000 或 Vitallium 2000 plus 就成为了目前

独一无二的选择。 

 

应用 Vitallium 制作具有分裂基托的可摘局部义

齿时[9-10]，人工牙上承担咀嚼力后，不直接传导到邻

近的基牙上，因此基牙只承担由近中牙合支托传递的垂

直力，而不受其他扭力，从而有效保护了基牙，改善

了基牙的预后；人工牙上的咬合力基本垂直向下，由

于裂隙的存在，选用的 Vitallium 合金材料有一定硬

度，不易变形和折断，并有一定的回弹力，所以缺牙

区牙槽嵴受到的力也基本上是均匀而垂直向的力，这

个力可以使缺牙区牙槽嵴达到有效的功能性刺激，不

会出现因受力不均匀或受力不垂直而导致缺牙区牙

槽嵴吸收的现象[11]。  

 

2.3  Vitallium 在临床医学及其他领域的应用 

2.3.1  深冷处理技术在 Vitallium 合金中的应用  深

冷处理技术是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广泛应用的、

处理温度在-130 ℃以下的一种低温处理技术[12]。采

用该技术按照一定的处理曲线，将金属、陶瓷、玻璃

等材料在冷质中降至一定温度可诱发材料内部细微

的组织变化，并导致应力重新分布，从而改善材料的

强度、韧性、耐磨性、抗腐蚀以及生物相容性等多种

性能[13-15]。赵鹃等[16]和朱智敏等[17-19]以钴铬钼合金

为研究对象，实验探讨深冷处理对它们的拉伸力学性

能的影响，观察其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的变化，并深

入探究材料性能变化的原因。实验结果显示，适当的

降温、升温处理不会对口腔中熔、高熔合金中如钴铬

钼合金的几何形态产生明显的影响，但能提高合金材

料的弯曲弹性模量、抗弯强度、耐磨性和耐腐蚀性，

从而为临床材料的前期处理提出了良好的指导方向。 

 

Vitallium 合金的类别、成分及优势： 

 

 

 

 

 

 

 

 

 

 

 

 

 

 

 

2.3.2  Vitallium 铸造合金的毒理分析及应用  近年

来，随着人工材料和医学科学的发展，临床上有许

多患者也接受了具有硬组织某些特性的合金材料，

作为硬组织的替代物终身植入体内，此时，在考虑

合金材料本身的物理机械性能的同时还必须重视细

胞和组织对材料的相容性。尤其是在局部应用时，

Vitallium 合金的类别 

 

 

 

Vitallium 合金的成分及作用 

 

 

 

 

 

 

 

Vitallium 合金的优势  

Vitallium、Vitallium 2000及 Vitallium 

2000 plus，目前应用较多的是

Vitallium 2000和 Vitallium 2000 

plus 

Vitallium 2000的主要成分及其质量分

数 分 别 为 钴 约 占 60% ， 铬 占

28%-32%，钼占 5%-7%，锰低于

0.75%，硅低于 0.6%。合金中铬和

钼的作用是能提高合金材料的强度

和耐腐蚀性能；钼还能阻止金属结晶

时的晶粒变大，使结晶结构紧密，改

善 Vitallium 合金的金属耐疲劳性 

Vitallium 在 730-1 100 ℃高温之间仍

能保持高度的机械强度、抗热腐蚀性

及抗氧化能力，相比钛合金而言，解

决了纯钛支架易氧化的缺点；具有较

高的维氏硬度与延展系数，是应力传

导的良好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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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合金材料是否会对周围的组织细胞产生刺激或

毒性反应一直是临床工作者和患者共同关注的问

题，因为这关系到该材料的使用寿命和人体应用的

安全性，很多学者已对此展开了研究。孙皎等[20]选

择正常人牙龈细胞与 Vitallium 铸造合金直接接触，

实验模拟该材料在人口腔环境中的应用，以检测其

对牙龈细胞的毒性作用。从最终对 Vitallium 铸造合

金的细胞毒性测试结果中可以得出，无论是细胞形

态还是毒性级判断，均显示了该材料良好的细胞相

容性，具有临床指导意义。 

 

Vitallium 在临床医学中的应用： 

 

 

 

 

 

 

 

 

 

 

 

 

 

 

 

 

 

Vitallium 合金还具有较高的抗腐蚀性。程玮  

等[21]将钴铬合金与 Vitallium 合金在人工唾液中添加

低浓度氟离子后比较电流与电阻的变化，发现

Vitallium 合金的腐蚀电流密度不但没有增加，甚至

有所降低，说明在低浓度氟离子条件下，Vitallium

合金比较耐腐蚀。研究表明，Vitallium 合金耐腐蚀

性能相对较好是因为合金成分中的钼能不断起到快

速修补金属表面氧化膜的作用，从而阻止金属继续

发生腐蚀[22]。 

 

2.3.3  Vitallium 合金在骨科的应用   目前，

Vitallium 铸造合金因其良好的物理机械性能在口腔

修复学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且获得了良好

的临床评价。此外，在骨科等其他医学领域，作为

替代硬组织的缺损或缺失的主要材料，也发挥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23]，临床上的实际应用也有了多年的

历史。Vitallium 合金的主要成分是钴铬钼等，与不

锈钢相比机械强度大， 隙间腐蚀少，同时又比不锈

钢的含镍量低，所以人工关节及脊柱固定用材质在

20 世纪就几乎已经完全被 Vitallium 合金所取代[24]。

1939 年以来，Vitallium 合金一直用于各种人工假 

体[25]，也是 Vitallium 合金在临床上应用相对较早的

报道。膝关节单髁置换开始于 20世纪 50年代，1957

年，McKeever 就率先介绍了一个 Vitallium 胫骨平

台假体并将这种假体应用于临床，取得了满意的效

果[26]。 

 

一直以来在临床工作中，骨科用生物材料主要包

括金属材质、高分子材质、陶瓷材质、蛋白材质等，

其中一部分陶瓷材质和蛋白质材质是由动物提取精

炼或者靠物理化学方法加工而成，而其他材质则是人

工合成的。在所有的生物材料中，金属材质的应用历

史最久，据记载早在 17 世纪就开始用于人体。1913

年记载了不锈钢专利，但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才被广

泛用于外科领域，20 世纪 30 年代又研制出了

Vitallium 合金，当时还被称为活合金，至今仍广泛应

用。在临床应用中，用于接骨的金属钢板、螺钉及各

种髓内针仅用数月或数年后即被取出，所以耐久性、

机体亲和性及致癌性等均不成问题[24]。 

 

2.3.4  Vitallium 铸造合金在肝胆外科的应用  正常

情况下，人体胆管组织再生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发生

胆管损伤与胆管疾病，如胆管狭窄、胆管癌、胆管囊

肿、先天性胆管闭锁等，在临床上常常需要寻找合适

的材料进行修复或替代，尤其遇到缺损较大、损伤段

较长时处理起来就更为艰难。在能够保留奥狄括约肌

功能的前提条件下，采取合适的替代材料修复缺损胆

管，从而保持胆管的连续性和通畅性而将胆汁引流至

十二指肠则较符合正常的生理机制，避免绕过奥狄括

约肌胆管重建所引起的逆行感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27]。长期的肝胆外科临床手术病例跟踪表明，手术

中采用橡皮管修复胆管狭窄后，术后随着时间的推

移，胆管周围组织由于橡皮管的存在被刺激产生炎症

反应，结果造成修复后的胆管再狭窄，从而使原手术

失去了治疗意义；还有患者出现反复感染，甚至个别

患者产生严重的排异反应，最终形成胆结石，这些都

是临床工作者所不愿看到的。大量的临床报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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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降温、升温处理不会

对口腔中熔、高熔合金中

如钴铬钼合金的几何形态

产生明显的影响，但能提

高合金材料的弯曲弹性模

量、抗弯强度、耐磨性和

耐腐蚀性 

从最终对Vitallium铸造合金

的细胞毒性测试结果中可

以得出，无论是细胞形态

还是毒性级判断，均显示

了该材料良好的细胞相容

性，具有临床指导意义 

 

发现Vitallium合金的腐蚀电

流密度不但没有增加，甚

至有所降低，说明在低浓

度氟离子条件下，

Vitallium 合金比较耐腐蚀 

讨深冷处理对钴铬钼

合金拉伸力学性能

的影响，观察其扫

描电子显微镜图像

的变化，并深入探

究材料性能变化的

原因 

选择正常人牙龈细胞

与 Vitallium 铸造合

金直接接触，实验

模拟该材料在人口

腔环境中的应用，

以检测其对牙龈细

胞的毒性作用 

将 钴 铬 合 金 与

Vitallium 合金在人

工唾液中添加低浓

度氟离子后比较电

流与电阻的变化  

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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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Vitallium 管架桥行肝胆管-十二指肠或空肠的胆管

重建技术，特别是在近端胆管显露困难如肝门肿瘤、

致密瘢痕的情况下，近端可直接插入肝管内，术后总

的满意率高达 70%-80%
[28]。这可以说是 Vitallium 铸

造合金的临床应用中一项突破性的成果。 

 

3  讨论 

 

相比目前在口腔修复科应用的其他铸造金属材

料，如普通钴铬合金、钛合金等，Vitallium 铸造支架

具有其他金属不可比拟的优势，但其价格相对较高，

因此目前还未能达到普及应用，只是作为高档义齿被

一部分患者所接受。相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Vitallium 铸造支架的应用前景将会

越来越广阔，也一定会被越来越多的患者所接受和喜

爱[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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