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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1_98_E5_B1_80_E9_c22_646366.htm （1）摩擦力：义齿的

各部件和天然牙摩擦而产生的力称为摩擦力。义齿的摩擦力

有三种：弹性卡抱状态下产生的力、制锁状态产生的力以及

相互制约状态产生的力。 1）弹性卡抱力及其影响因素：进

入基牙倒凹区的卡环臂，受脱位力作用而向脱位方向移动或

有移动趋势时，脱位力F可分解为沿牙面切线方向的脱位作用

力F1垂直压向牙面的作用力F2.用于基牙的正压力F2，其反作

用力使弹性卡臂撑开。根据摩擦力一正压力×摩擦系数的公

式可知，当卡环臂给基牙产生正压力F2时，所产生的摩擦力f

就会抵抗沿牙面切线方向的脱位力F1，只有脱位力超过卡臂

与牙面间产生的最大静摩擦力时，义齿才会向脱位方向移动

。此种摩擦力的大小与下列因素有关： a.脱位力的大小和方

向：义齿脱位力指使义齿从就位道相反方向脱出的力。义齿

就位后，正常情况下所有部件对余留牙均无任何压力，只有

在侧向力或食物的粘脱力作用下，才使卡环臂对天然牙形成

作用力，从而产生摩擦力。在脱位力相等的条件下，脱位力

的方向与牙面间构成的角度α越大，对牙面的正压力越大，

所能获得的起固位作用的摩擦力也越大。 b.基牙倒凹的深度

与坡度：基牙指放置直接固位体的天然牙。基牙倒凹的深度

是指导线观测器的分析杆至基牙倒凹区牙面间的垂直距离。

在卡环臂的弹性限度内，倒凹深度越大，则产生的正压力越

大。但对义齿的固位来说，同样深度的倒凹，由于其坡度不

同，固位力亦有所不同。倒凹坡度指倒凹区牙面与基牙长轴



间构成的角度。该角度越大，坡度则越大。在倒凹深度相同

情况下，坡度越大，固位力越大。基牙倒凹的具体设计深度

依卡环材料的不同而定。 c.卡环的弹性：卡环的弹性越大，

受脱位力作用时对基牙牙面的正压力就越小，所能获得的摩

擦固位力也就越小。一般而言，卡环臂越长，则弹性越大，

固位力下降；卡环的类型与牙面可能达到的正压力有关，Ⅱ

型卡的卡环臂游离距离长，但可达到的最高压力反而比游离

距较短的Ⅰ型卡环臂小；卡环臂的横截面呈圆形者比半圆形

者弹性大，固位力弱。在相同的位移下，卡环臂越粗可达到

的正压力越大，固位力越大。 d.卡环材料的刚度和弹性限度

：卡环材料的刚度（指使材料位移的力与位移程度之比）越

大，在相同位移下所产生的正压力越大。所能获得的固位力

也越大。就目前临床所使用的卡环材料来看，铸造钴铬合金

刚性最大，用于0.25mm深的倒凹；钢丝弯制卡环弹性最大，

用于0.75mm深的倒凹；金合金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用

于0.5mm深的倒凹。需要注意的是，一般情况下卡环臂在任

何方向上强迫位移超过1mm时，则可能会超过材料的弹性限

度而发生永久变形。 2）制锁状态所产生的摩擦力及其影响

因素：制锁状态是指义齿由于设计的就位道与功能状态中义

齿实际的脱位方向不一致而造成的约束状态。利用义齿就位

方向和脱位方向不一致而获得制锁作用，义齿受相邻牙约束

的部分称制锁区。就位道与脱位道方向之间所形成的角度，

称为制锁角。进入制锁角内的义齿部件（通常为基托）及与

阻止其脱位的牙体之间产生摩擦力称制锁力。制锁力的大小

，取决于脱位力的大小及牙体或进入制锁角内的义齿部件的

强度。若脱位力极大，则此摩擦力的最大值等于牙体或义齿



部件任何一方显著变形 或被折断所需的力。要利用义齿的部

件进入制锁区，必须要维持好制锁状态。即必须有良好的卡

环固位相配合。同时，若制锁角越大，越能维持制锁状态，

则固位力越大。如果弹性卡抱力较小时，可采用多制锁区，

以取得更多的制锁力，使义齿获得更好的固位作用。 3）相

互制约状态所产生的摩擦力及其影响因素：当义齿有多个固

位体或多个缺牙间隙时，在行使功能中的脱位力不同，表现

出相互牵制的作用，因而产生摩擦力。 （2）吸附力与大气

压力：可摘局部义齿修复较多缺牙，尤其是游离端缺牙时，

往往可利用的基牙较少，甚至只有个别牙。此时与全口义齿

类似，必须充分利用基托的吸附力和所形成的大气压力来增

强固位作用，这就要求基托有足够的伸展范围，与黏膜组织

密合，边缘有良好的封闭作用。详细内容可参见第七章第三

节"全口义齿的固位和稳定"。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医

师网校 医师论坛 医师在线题库 百考试题执业医师加入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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