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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口腔美学修复工作中，数字化美学设计能够通

过可视化的手段帮助医生预测并呈现未来的治疗效果，促

进医患双方对美学目标达到一致的理解与认知，是实现理

想美学修复效果的重要支持。然而，许多临床医生在数字

化美学设计方面缺少系统的认识，相关流程也缺乏明确的

诊疗规范和指南。文章旨在通过分析国内外文献和临床实

践经验，详细解读《口腔修复数字化美学设计流程专家共

识》的制定过程，阐述其主要内容和主要观点，以期为临床

医生提供更全面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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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gital aesthetic design in oral rehabilitation
is an important visual tool crucial for formulating treatment
plans and ensuring treatment outcomes. However，many clini⁃
cians currently lack a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digital aes⁃
thetic design，and there is a lack of clear diagnostic and treat⁃
ment guidelines for related processes. This paper aims to ana⁃
lyz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Expert consensus on the
workflow of digital aesthetic design in prosthodontic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clinical practice，elaborating on its main
content and key points，aiming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guid⁃
ance for clinic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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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文明的持续进步，

人们对于外在形象的重视与日俱增。口腔作为面

部吸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社交中扮演着

至关重要的角色［1］。口腔美学修复是帮助人们提

升口腔美学状态、提升吸引力的重要治疗手段。

在进行口腔美学修复前，医生需要对患者进

行全面的检查，了解患者的口腔健康状况、美学需

求和个人偏好等情况，进行全面的美学分析和系

统的美学设计［2］。数字化美学设计可将治疗方案

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出来［3］，不仅有助于提高医患

沟通的效率和质量，也能够促进多学科治疗团队

达成对治疗目标的一致认知［4］。由于我国口腔医

疗水平存在区域差异和不平衡的问题，目前很多

口腔医生对如何进行数字化美学设计缺少系统的

认识，相关流程缺乏诊疗规范与指南。

2023年，由柳忠豪教授和刘峰教授共同牵头，

依托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学会数字化口腔分会

（CSDDI）组织专家，制定《口腔修复数字化美学设

计流程专家共识》（以下简称《共识》），并于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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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丽娜、马楚凡、赵一姣、赵克、郑明、陈亚明、黄庆

丰、满毅、徐明明、邓旭亮、周倜、师晓蕊20位来自

国内口腔医学知名院校、涉及不同亚专业的专家

组成共识小组，在参考国内外经典专著及研究论

文的基础上，结合各院校、各亚专业专家的理论与

实践经验，内容包括在口腔修复工作中如何对数

字化美学资料进行采集与整合，以及数字化美学

设计的具体工作流程（图1），为数字化美学设计的

临床应用提供规范性建议［5］。

图1 《口腔修复数字化美学设计流程专家共识》内容摘要

1 共识制定

《共识》制定时间为 2023年 4月至 2024年 4
月，具体制定流程及时间如下。

1. 1 组建共识专家组 《共识》邀请来自 11家国

内口腔医学知名院校的20位专家组建多学科专家

组，包括修复、种植、正畸、牙周等多领域的专家，

以及长期从事口腔数字化工作的高级工程师。共

识专家均拥有丰富的口腔美学理论与实践经验，

保证推荐意见的权威性。

1. 2 关键临床问题的确定 2023年4月，柳忠豪

教授团队和刘峰教授团队召开线下会议，确定选

题并开始进行大纲初步准备；之后召开2次线上会

议，对数字化美学设计中关键要点进行探讨，确定

三大关键临床问题，包括数字化美学资料的采集、

数字化美学资料的整合和数字化美学设计流程。

1. 3 证据的检索与收集 围绕以上临床问题，查

阅口腔美学修复经典专著，并制定检索策略：以

“digital smile design、dental aesthetics、digital aes⁃
thetic design、dental aesthetic analysis、dental aes⁃
thetic diagnosis、treatment planning、数字化微笑设

计、数字化美学设计、口腔美学”为检索词，检索

PubMed、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中的相关研究，检

索时限为建库至2023年4月。筛选符合纳入标准

的文献，最终纳入51篇文献（28篇英文文献、23篇
中文文献），完成初稿的撰写。

1. 4 征求意见与评审 2023-08-04在山东烟台

召开专家共识初稿征求意见讨论会，12位专家线

下参加会议、8位专家线上同步参会，所有专家均

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根据专家们提出的意见对初

稿进行修改完善，并将修订后的复审稿件以电子

文档形式再次发给 20位专家征询修改意见，发放

20份，回收20份，回收率为100%。根据专家意见再

次对复审稿进行修订，完善形成终稿，并于 2023-
09-18在线上共识审定工作会议中审定通过。

1. 5 形成发布稿及发布 专家组定稿后，于2023
年10月投稿于《实用口腔医学杂志》，根据审稿专

家意见，进行2次修订和完善，最终于2024-04-02
形成发布稿发表。

2 共识内容

《共识》旨在为口腔修复中数字化美学设计的

··415



Chinese Journal of Practical Stomatology Jul. 2024 Vol. 17 No. 4

临床应用提出指导性意见，但并非惟一的实践指

南，不排除其他共识、意见与建议的合理性。

2. 1 数字化美学资料的采集 数字化设备与技

术迅速发展，但不同医疗机构在设备配置及技术

掌握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一些数字化设备如三

维面部扫描仪、下颌运动轨迹描记仪等费用较为

高昂、技术门槛高，基层医疗机构全面配置这些设

备的难度较大。在临床实践中，医务人员面临何

种情况下只需采集基本资料、何种情况下需要尽

可能多地采集数字化资料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共识》提出，在美学修复中，

数字化美学资料的采集应根据治疗的复杂程度进

行选择。患者的主观美学评价资料、数码照片及

牙列三维数据是必要资料；而面部三维扫描数据、

锥形束CT（cone beam CT，CBCT）扫描数据和下颌

运动轨迹数据是否需要采集，则需要根据具体临

床问题进行决定。《共识》详细列举了CBCT和下颌

运动轨迹数据的采集指征，并对各种数字化资料

的采集设备、数据格式及采集方式等进行了详细

的阐述，以供临床医生参考。

2. 2 数字化美学资料的整合 在进行数字化美

学设计前，需要对获取的数字化资料进行整合。

各种数字化资料（如二维图像、三维扫描数据等）

需要被准确地匹配和整合，以确保综合考虑各种

因素后得出的设计方案能够与患者的实际情况一

致契合。只有当资料整合的精度达到要求［6］，设计

方案才能更加科学合理地满足患者的需求，最大

程度地保障治疗效果。

资料整合包括二维图像资料与牙列三维数据

的整合、面部三维数据与牙列三维数据的整合、

CBCT与牙列三维数据的整合、下颌运动轨迹数据

与牙列三维数据的整合等。如果将多源数字化数

据逐一进行整合，可建立口腔虚拟患者，用于复杂

病例的设计［7］。《共识》对各种数字化资料的整合流

程、操作细节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为临床医生提供

参考。

2. 3 数字化美学设计流程 可用于数字化美学

设计的软件种类繁多，如何根据临床治疗需求选

择合适的软件，以及如何根据不同临床应用场景

进行针对性的设计，是很多医生较为困惑的问题。

《共识》从设计软件、设计分类、设计顺序与设计步

骤4个方面对数字化美学设计流程进行了介绍。

《共识》列举了常用的代表性设计软件，除了

大多数医生熟知的二维数字化设计软件（如Photo⁃
shop、Keynote）及专业的口腔计算机辅助设计

（computer aided design，CAD）软件之外，还列举了

一些通用的三维设计软件，如逆向工程软件、开源

三维图形图像软件，供对数字化软件自由度、扩展

功能要求较高的医生参考使用。

数字化美学设计是对医生诊疗思路的可视化

呈现，需要针对患者的功能、美学问题，进行宏观

的治疗决策与微观的细节设计［8］。《共识》提出了美

学修复宏观决策树（图2），列举了美学分析的思维

路径和关键要点，强调了功能分析在口腔美学修

复诊疗中的关键作用。在美学修复工作中，首先要

保证患者的口颌系统功能状态稳定，若功能状态

不佳，则建议先稳定功能状态，再进入美学设计流

程。在功能状态稳定的前提下，按照面部分析、唇

齿分析、齿龈分析的流程，依次进行美学分析。

在完成美学分析的基础上，医生可以进入数

字化美学设计流程。在临床工作中，患者的美学

问题、治疗需求千变万化，但理想的美学目标是万

变不离其宗的，可依据客观的美学原则进行设计，

并结合患者的美学偏好进行微调。设计顺序依次

为：确定上颌牙列中线［9］、确定上中切牙切缘位

置［10］、确定上前牙近远中位置分配［11-12］、确定美学

区其他上牙的切缘位置［13］、确定上中切牙长度［14］、

确定美学区其他牙的龈缘位置［15］。如果患者当前

的口腔状况与理想的美学目标之间偏差较大，则

需根据患者意愿及客观情况决定是通过多学科联

合治疗方式整体改善，还是基于现有状况进行妥

协的美学修复。

在以上设计顺序的基础上，《共识》对不同临

床场景的设计步骤进行分类阐述，使临床医生在

面对不同美学问题时，能够更高效地进行设计。

该部分将与口腔美学修复相关的临床场景分为 4
类，分别为涉及个别前牙的修复治疗、涉及多颗前

牙或前牙■平面调整的修复治疗、需结合牙周手

术和（或）种植手术等外科技术的修复治疗、需正

畸联合的修复治疗。针对相应临床场景，该部分

列举了设计所需的美学资料，并详细阐述了具体

的数字化美学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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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数字化美学设计在口腔修复中的应用越来越

广泛，但目前缺乏相关临床应用指南和标准，许多

医生对于数字化美学设计需要采集哪些资料、如

何进行规范的设计存在很多困惑。《共识》是首个

针对数字化美学设计流程撰写的专家共识，为数

字化美学设计的临床应用提供了明确的决策依据

和流程指导，有利于促进口腔医学领域数字化技

术的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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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口腔美学修复宏观决策树（引自参考文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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