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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磨和抛光工艺对复合树脂材料的表面粗糙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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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论文研究了不同精磨、抛光工艺对两种复合树脂材料加工的表面粗糙度影

响，以及表面密封剂的使用对精磨、抛光处理后的表面粗糙度的影响。利用定制的不

锈钢模具制备 60 个 6×3mm（直径×厚度）的复合片，每 30 个为一组；30 个为

纳米填充复合材料（Z-350 3M EsPE），另外 30 个为微混合复合材料（Z-250 3M 

ESPE）。将两组试样再次随机分为 3 个子组并对其进行精磨、抛光加工。利用表面

光度仪对所有试样的平均表面粗糙度进行测量。根据制造商的指导要求，对精磨、抛

光后的试样涂上密封剂，再次进行表面粗糙度测量。利用 ANOVA、配对/非配对试

验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实验结果表明使用纳米填充复合材料的精磨抛光系统加

工出的表面比使用微混合复合材料所加工出的表面更光滑。 
 

关键字：精磨,抛光,复合树脂材

料引言： 
 

修复处理后的美观对于牙疾患者的心理健康影响和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是

等同重要的。近年来，随着人们审美的不断提高，牙医方面对修复用复合材料的

需求增加。材料表面质量是决定复合材料修复处理的重要因素；而材料的表面粗

糙度则影响着修复的褪色与否，并和精磨抛光加工系统以及所用的材料类型有密

切关系。适当的精磨和抛光可以实现高质量的美观修复并延长修复的后续使用寿

命。光滑的复合材料修复可以减少菌斑滞留、保持表面光泽并减少反复性腐烂。 
 

新型复合材料（如微混合、纳米填充）结合了杂化复合材料和微填充复合

材料的特性，有效改善了材料的机械性能，半透明度更好，表面光洁度更高。利

用不同设备对复合材料进行精磨和抛光，去除树脂的氧化层，留下更加粗糙的表

面。针对不同材料的恢复选取适当的表面精磨方式是非常重要的。本论文研究了

不同精磨、抛光工艺对两种复合树脂材料加工的表面粗糙度影响，以及表面密封

剂的使用对精磨、抛光处理后的表面粗糙度的影响。 
 

材料和方

法：试样备 
实验所用树脂复合材料为 A3 品级的 Z-350（纳米填充）和 Z-250（微混合）。使用 

Denstply 牌的密封剂。三种精磨抛光系统分别为 Shofu 精磨抛光装备、SOF-Lex 复合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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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抛光装备、Mylar Strips（Unident）。用不锈钢模具制备 60 个光固化树脂复合材料的

圆块，直径 6mm 深度 3mm。将不锈钢模具置于玻璃调板上，待测试的复合材料嵌入每

个圆块腔体内，扫去多余的复合材料。在模具上用聚酯带和载玻片密封好。利用石英-

钨卤素灯从圆块两边对材料进行 40 秒的光固化。光源和模具中的材料之间的距

离按照相关标准进行校准。最终制备出 60 个复合片。将所有试样放在 37℃的盛

有蒸馏水的培养皿中 24 小时。 

精磨抛光实验步骤、密封剂的使用和表面粗糙度的测量 
 

每种复合树脂的 30 个样品随机分成 3 个子组（n＝10）；分别用 Shofu、 

SOF-Lex 和 Mylar 系统对试样分别进行精磨抛光加工。使用 Shofu、SOF-Lex 系统

进行加工的两种材料，用金刚石精修钻以旋转运动进行 15 秒的表面磨削，冷却液为

水；以此来模拟修复材料的初始精磨。使用 Mylar 加工系统的材料在光固化后不再

进行精磨和抛光。利用表面光度仪对所有试样的表面粗糙度进行测量。 
 

然后，进一步研究表面密封剂对试样表面结构的影响，将 Denstply 牌的密封剂

涂在所有精磨抛光后的试样上，再次进行表面粗糙度测量；利用 ANOVA F 和配

对/非配对试验对得到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显示，Mylar 组的试样表面结构最光滑，Sof-Lex 系统加工出的

材料比 Shofu 系统加工出的要好。使用密封剂后的材料表面结构得到了极大的改

善。不考虑精磨抛光加工，也不考虑是否使用密封剂，纳米填充复合材料的表面

粗糙度值比微混合复合材料的表面粗糙度值要低（如表 1、2、3 所示）。 
 

表一：纳米填充复合材料的表面粗糙度值对比（使用三种加工系统；使用密封剂

前后） 
 
 
 
 
 
 
 
 
 
 

 

表二：微混合复合材料的表面粗糙度值对比（使用三种加工系统；使用密封剂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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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二为两种复合材料表面粗糙度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数值显示 

Mylar 组的 Ra 值最低，Sof-Lex 组的 Ra 要比 Shofu 组的低。所有的试样在使

用密封剂后 Ra 普遍降低，这说明密封剂的使用能改善了表面结构。 

表三：材料表面粗糙度的对比 
 
 
 
 
 
 
 
 

表三可以看出，使用密封剂前后，材料的表面粗糙度值没有统计上的显著

差异。但纳米填充复合材料（Z-350）的平均 Ra 值要比微混合复合材料（Z-250）

的平均 Ra 值低。 

结论： 
 

利用三种精磨抛光加工系统的两种复合材料的表面粗糙度值虽然没有统计

上的显著差异，但 Mylar 组的表面最光滑，其次是 Sof-Lex 组。Shofu 组的表面

粗糙度值最大。微混合材料和纳米填充材料相比，纳米填充复合树脂的表面结构在

三种精磨抛光加工下都较好。此外，在精磨抛光加工后，使用密封剂则显著改善了

两种材料的表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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