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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概述 

本研究旨在通過早期負載協議使用完全數字化工作流程，比較三種不同類型植體的植體存活率、周圍骨

水平和周圍軟組織一年的結果。24位患者，每位患者植入單顆植體，隨機分配到控制組（SLActive骨平

植體）、實驗組1（CMI IS-III Active植體）和實驗組2（CMI IS-III HActive植體）。所有假體均使用電

腦輔助設計/製造系統在三維模型上製作。在植入手術後4周植入臨時假體，並在12周後更換為最終的單

晶氧化鋯假體。在植體植入後的1、3、4、8、12、24、36和48週測量植體穩定性指數（ISQ）和周圍

軟組織參數，並拍攝根尖X光片。分析了控制組7個植體、實驗組19個植體和實驗組28個植體。三組間

就插入扭矩、手術至8週的ISQ值、48週的邊緣骨損失和周圍軟組織參數方面沒有顯著差異。在12至48

週的隨訪中，ISQ值在控制組與實驗組1及實驗組2間觀察到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在這項前瞻性研究的

限制內，後牙區單缺失修復的早期負載協議可作為一種可預測的治療方式，實現適當的初期穩定性。 

研究背景與動機 

根據Branemark最初的協議，為了獲得直接的骨-植體界面（骨整合），牙科植體需要在軟組織下沉澱3

至6個月。這種不負載期的理念是為了避免骨癒合過程中牙科植體的移動，這可能會干擾骨與植體之間

的骨整合，導致纖維包裹。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三臂隨機對照試驗，使用了三種不同類型的植體：SLActive骨平植體（控制組）、CMI IS-

III Active植體（實驗組1）和CMI IS-III HActive植體（實驗組2）。樣本大小的計算基於先前有關早期負

載的化學改性表面植體的研究。 

研究發現 

所有植體顯示在48週隨訪時，邊緣骨水平變化很小。相對於控制組，實驗組1和實驗組2的ISQ值在負載

後的12至48週顯著較高。 

研究結論 

這項前瞻性臨床研究使用完整的數字化工作流程進行了早期負載，結果顯示在下頜後牙區植體有高存活

率。此外，ISQ值、邊緣骨水平和周圍軟組織參數在1年隨訪期間顯示了可接受的結果。在本研究的限

制範圍內，所有三種類型的錐形植體使用早期負載協議顯示出了成功的治療方式，尤其是在負載後的IS

Q值方面，新型宏觀設計植體（實驗組）相較於控制組略有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