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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概述 

本研究旨在評估多種代表性口腔生物膜去汙方法在不同植體表面的效果。研究對象佩戴裝有粗糙（GC 

Aadva®植體）和機加工表面植體的硬樹脂固定器4天，以自然累積牙齒表面的牙菌斑。分別使用浸泡

生理鹽水的紗布（G）、超聲波刮治器（US）、空氣砂粒噴射（Air）、旋轉不銹鋼儀器（Rot）和Er:YA

G激光（Las）測試去汙方法的效果。控制組（Cont）未進行任何去汙處理。進行掃描電子顯微鏡（SE

M）檢查以進行定性分析，並培養細菌以計數菌落形成單位（CFU），進行定量分析。結果顯示，G和R

ot在機加工表面植體上去除了大部分生物膜。G、Air和Rot在粗糙和機加工表面植體上去除的生物膜顯

著多於US。此外，G在機加工表面植體上去除的生物膜顯著多於Las。粗糙和機加工表面植體之間的分

析顯示，Cont、G和US在機加工表面植體上的清潔效果優於粗糙表面植體。 

研究背景與動機 

牙科植體廣泛用於恢復咀嚼功能和美觀，但可能出現生物學和機械併發症。近年來，對植體周圍炎的盛

行率的研究顯示其比先前認為的要高。植體周圍炎的治療成功與多個因素相關，但目前尚未在臨床上或

實驗上確立去汙受污染表面的標準技術。 

研究方法 

研究共納入11名參與者，他們在上頜佩戴裝有6個粗糙或機加工表面植體的硬樹脂固定器4天，以累積

牙菌斑。隨後，採用不同的去汙方法進行測試，並進行SEM檢查和細菌培養以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研究發現 

G和Rot在機加工表面植體上去除了大部分生物膜，而G、Air和Rot在去除粗糙和機加工表面植體上的生



物膜方面優於US。此外，G在機加工表面植體上去除的生物膜顯著多於Las。比較粗糙和機加工表面植

體，機加工表面植體的清潔效果普遍較好。 

研究結論 

根據定性和定量分析，浸泡生理鹽水的紗布和旋轉不銹鋼儀器在去汙受污染植體表面方面可能有優勢。

相比之下，空氣砂粒噴射在定性分析中並不是首選。此外，除了Er:YAG激光外，所有去汙方法在定性和

定量分析中都顯示在清潔機加工表面植體方面優於粗糙表面植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