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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健康汉族成人中切牙区牙龈颜色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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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测量上海地区健康汉族成人牙龈颜色，探讨牙龈颜色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方法：应用 ＭｉｎｏｌｔａＣＲ３２１接触

式色差仪测量上海地区健康汉族成人牙龈若干设定检测部位牙龈颜色，获得各部位ＣＩＥ１９７６Ｌａｂ值，对结果进行统计分

析，总结牙龈颜色分布规律，探讨年龄、性别对牙龈颜色的影响。结果：上海地区健康汉族成年女性的中切牙中线附着龈（Ｐ＝

０．００６１）、中切牙游离龈（Ｐ＝０．０３２４）、中切牙根部附着龈（Ｐ＝０．０２９７）、中切牙远中根间附着龈（Ｐ＝０．０３２４）的Ｌ值比男性

高，中线附着龈的ａ、ｂ（Ｐ＝０．００８３、０．００２０）比男性高，其余ａ、ｂ值男女间无统计学差异。上海地区健康汉族成人游离

龈与附着龈的色差ΔＥ＞２，二者存在色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ΔＬ）２对ΔＥ影响最大（ｂ’＝０．８８２１６），（Δａ）２其次

（ｂ’＝０．２３０９７），（Δｂ）２最小（ｂ’＝０．０６６３２）。上海地区健康汉族成人牙龈的Ｌ、ａ、ｂ值与年龄无明显相关。结论：上海

地区健康汉族成人牙龈颜色及色差变化受性别、年龄的影响很小，游离龈与附着龈色差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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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ａｄＪＳｅｃＭｉｌＭｅｄＵｎｉｖ，２００９，３０（９）：１０３９１０４２］

　　因牙列缺失、外伤、肿瘤手术、口腔组织的增龄
性变化等各种原因造成的牙颌缺损，通常采用包含
人工牙和人工牙槽嵴（如基托、人工牙龈）的修复体
进行重建［１３］。这种重建要求人工修复体能够高度
仿真天然牙和牙槽嵴被覆黏膜的形态与光泽，因此
选择与天然牙槽嵴被覆黏膜颜色相匹配的牙龈修复

材料是修复重建成功的重要前提［４６］。然而，目前牙
龈比色研究一直滞后于牙体比色研究，国内外至今
仍没有形成统一标准的牙龈颜色体系来指导临床的

配色和选色［７９］。

　　我们的前期研究［１０］对上海地区健康汉族成人切

牙区牙龈颜色的色度值进行采集和分析，初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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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切牙区牙龈颜色的分布范围和分布特点。本研究
在前期、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上海地区健康
汉族成人牙龈颜色进行抽样测量，并探讨牙龈颜色
与性别、年龄的相关性及游离龈与附着龈颜色间的
差异，为指导临床医师对牙龈修复体颜色的仿真性
制作奠定基础。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０月期间，在本院
就诊人群中，随机抽取符合健康牙龈标准的汉族成
人志愿者１３７例，男７５例，女６２例；年龄分布情况
为１８～３０岁６４例，３１～４３岁２４例，４４～５６岁３４
例，５７～６９岁９例，＞７０岁６例。健康牙龈评判标
准：（１）直视下无开唇露齿，被测部位黏膜组织健康，
形态正常。无炎症、瘢痕、色素沉着及各类病理性变
化。（２）牙龈健康，符合１９５１年美国牙周病协会公布
的标准：色调呈现粉红色，黏膜表面点彩正常，龈缘呈
刀边状，龈乳头发育良好，牙龈有硬度，龈沟浅，无渗
出液。（３）无系统性疾病：如贫血、出血性疾病等。

１．２　测色部位　共设６个测色部位，分别为：中切
牙近中龈乳头、中切牙游离龈、中切牙远中龈乳头、
中切牙中线附着龈、中切牙根部附着龈、中切牙远中
根间附着龈（图１）。

图１　中切牙区域牙龈测色部位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ｃｏｌ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ｐｏｔｓ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ｎｃｉｓ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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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ｄｇｉｎｇｉｖａ

１．３　色度测量方法　利用 ＭｉｎｏｌｔａＣＲ３２１接触式
色彩色差计，直接对牙龈进行测色，要求探头接触牙
龈而无压力，对同一测色部位连续测色３次，自动输
入计算机系统处理后，输出Ｌａｂ均值。Ｌ代表
明度，ａ代表红绿颜色的饱和度，ｂ代表蓝黄颜色
的饱和度。测色前用配套的白板对色彩色差计进行
校准，消除因光电信号不稳定带来的测试误差。待
校准完成后，再行测色。全部测量由同一人完成。

测色结果通过ＣＩＥ１９７６Ｌａｂ色差公式进行换
算。色差公式为：ΔＥａｂ ＝［（ΔＬ）２＋（Δａ）２＋
（Δｂ）２］１／２。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ＡＳ９．１．３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对不同部位正态分布且方差齐性资料的比较
采用ｔ检验，统计量为ｔ值；非正态分布资料或各组方
差不齐时两组比较采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统计量为

Ｚ值。

２　结　果

２．１　男性和女性中切牙区域牙龈颜色测量结
果　结果（表１）表明：上海地区健康汉族成年女性的
中切牙中线附着龈（Ｐ＝０．００６１）、中切牙游离龈
（Ｐ＝０．０３２４）、中切牙根部附着龈（Ｐ＝０．０２９７）、中
切牙远中根间附着龈（Ｐ＝０．０３２４）的Ｌ值比男性
高，中切牙中线附着龈的ａ、ｂ（Ｐ＝０．００８３、Ｐ＝
０．００２０）比男性高，其余ａ、ｂ值男女间无统计学
差异。

２．２　男性和女性游离龈与附着龈的颜色色差测量
结果　结果（表２）表明：上海地区健康汉族成人游离
龈与附着龈的色差（ΔＥ）＞２，在临床条件下肉眼可
分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２．３　游离龈与附着龈色差影响因素分析　结果（表

３）表明：（ΔＬ）２对ΔＥ的影响最大（ｂ’＝０．８８２１６），
（Δａ）２其次（ｂ’＝０．２３０９７），（Δｂ）２最小（ｂ’＝
０．０６６３２）。

２．４　年龄对牙龈颜色分布的影响　对上海地区健康
汉族成人牙龈的Ｌ、ａ、ｂ值与年龄进行相关性分
析，结果表明：上海地区健康汉族成人牙龈Ｌ值（图

２Ａ）、ａ值（图２Ｂ）、ｂ值（图２Ｃ）与年龄无明显相关。

３　讨　论

　　牙龈比色方面的相关研究［１１１３］表明，年龄和性
别对牙龈颜色的影响很小；良好的卫生习惯对牙龈
颜色有一定影响，具有良好卫生习惯的人群游离龈
和附着龈普遍亮度更高；良好的修复体不会引起牙
龈颜色的改变；肤色深的人有较多的牙龈色素产生，
牙龈颜色更红；长期饮用咖啡和茶等色素较深的饮
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牙龈颜色。ＭｉｎｏｌｔａＣＲ
３２１接触式色差计测色结果准确，不受光源、心理因
素、周边色及背景色的影响，避免了视觉的主观性干

扰，使测色结果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因此，本研究采

用ＭｉｎｏｌｔａＣＲ３２１接触式色差计对上海地区健康汉

族成人的牙龈颜色进行测量，试图阐明牙龈颜色与

性别、年龄的关系及游离龈与附着龈间颜色的差异。



第９期．李洪娇，等．上海地区健康汉族成人中切牙区牙龈颜色影响因素分析 ·１０４１　 ·

表１　男性和女性中切牙区域牙龈颜色测量结果及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ｌ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ｎｃｉｓｏｒｇｉｎｇｉｖ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ｌｅｓａｎｄｆｅｍａｌｅ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ｅｘ

Ｍａｌｅ（ｎ＝７５） Ｆｅｍａｌｅ（ｎ＝６５）
ｔ／Ｚｖａｌｕｅ Ｐｖａｌｕｅ

Ｍｅｓｉａｌｉｎｃｉｓｏｒｇｉｎｇｉｖａｌｐａｐｉｌｌａ Ｌ ４３．４４±５．５７ ４２．５５±７．２９ ０．８１ ０．４１８７
ａ ６．７６±１．９８ ７．４７±３．０６ １．６４ ０．１０３４
ｂ ４．３２±１．７０ ４．７６±１．６０ １．５５ ０．１２２７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ｇｉｎｇｉｖａｏｆｍｅｄｉａｎｌｉｎｅ Ｌ ３３．９５±７．３０ ３７．６１±８．０３ ２．７９ ０．００６１△

ａ １０．１８±２．９０ １１．７６±３．９９ ２．６８ ０．００８３△

ｂ ４．０５±１．３７ ４．８８±１．６９ ３．１６ ０．００２０△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ｎｃｉｓｏｒｆｒｅｅｇｉｎｇｉｖａ Ｌ ３８．７０±９．３４ ４２．０４±８．５５ ２．１６ ０．０３２４△

ａ ７．１５±２．５０ ７．０５±２．８６ ０．２２ ０．８２７２
ｂ ４．４６±１．７５ ５．０１±１．８４ １．７８ ０．０７８１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ｇｉｎｇｉｖａ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ｒｏｏｔｏｆｔｗｏｔｅｅｔｈ Ｌ ３１．２０±１０．５５ ３５．０２±９．５６ ２．２０ ０．０２９７△

ａ １０．５９±３．８１ １０．２２±２．７０ ０．６４ ０．５２２６
ｂ ３．９３±１．７５ ４．１９±１．６９ ０．８５ ０．３９４１

Ｄｉｓｔａｌｉｎｃｉｓｏｒｇｉｎｇｉｖａｌｐａｐｉｌｌａ Ｌ ４１．３９±７．３６ ４３．４４±７．４１ １．６２ ０．１０７８
ａ ７．１２±２．４７ ７．０８±２．９８ ０．１０ ０．９２０８
ｂ ４．２８±１．８７ ４．６８±１．９５ １．２２ ０．２２３２

Ｄｉｓｔａｌｉｎｃｉｓｏｒａｔｔａｃｈｅｄｇｉｎｇｉｖａ Ｌ ３２．４１±９．２４ ３５．８３±９．０６ ２．１６ ０．０３２４△

ａ １１．７７±３．５６ １０．９１±２．５６ １．５８ ０．１１５９
ｂ ３．７７±１．７７ ４．１６±１．９０ １．２６ ０．２１１３

　△Ｐ＜０．０５

表２　男性和女性游离龈与附着龈的颜色色差

Ｔａｂ２　Ｃｏｌ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ｆｒｅｅｇｉｎｇｉｖａａｎｄａｔｔａｃｈｅｄｇｉｎｇｉｖａ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ｌｅｓａｎｄｆｅｍａｌｅｓ

Ｓｅｘ ΔＥ＞２［ｎ（％）］ ΔＥ≤２（ｎ） Ｔｏｔａｌ（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ΔＥ ｔｖａｌｕｅ Ｐｖａｌｕｅ

Ｍａｌｅ ７５（１００．００） ０ ７５ ３．２３±０．４２ ２９．２９ ＜０．０００１
Ｆｅｍａｌｅ ６０（９６．７７） ２ ６２ ２．７８±０．３９ １９．８０ ＜０．０００１
Ｔｏｔａｌ １３５（９８．５４） ２ １３７ ２．９７±０．３５ ３９．００ ＜０．０００１

　ΔＥ＝２ｆｏｒ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ａｍｐｌｅｍｅａｎｏｎｅｓｉｄｅｔｔｅｓｔ，ａｓｓｕｍｉｎｇｔｈａｔΔＥｉｓｎｏｔ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２

表３　色差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Ｔａｂ３　Δ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ΔＥ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 ｂ ＳＥ（ｂ） ｔｖａｌｕｅ Ｐｖａｌｕｅ ｂ’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５．０９９８７ ０．２４０４２ ２１．２１ ＜０．０００１ ０
（ΔＬ）２ ０．０３２９３ ０．０００９８ ３３．６９ ＜０．０００１ ０．８８２１６
（Δａ）２ ０．０５７９８ ０．００６５８ ８．８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２３０９７
（Δｂ）２ ０．０９５０８ ０．０３６９２ ２．５８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６６３２

图２　不同年龄Ｌ值（Ａ）、ａ值（Ｂ）、ｂ值（Ｃ）的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ａ（Ｂ），ａｎｄｂ（Ｃ）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ｒａｎｇｅｓ
ｎ＝１３７，珚ｘ±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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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龈颜色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表明：上海地区
健康汉族成人牙龈颜色受性别和年龄的影响很小。
女性中切牙中线附着龈、中切牙游离龈、中切牙根部
附着龈、中切牙远中根间附着龈的Ｌ值高于男性。
这说明女性牙龈颜色，尤其是附着龈部位的亮度要
高一些。这可能是由女性本身的肤色明度较高、男
女饮食习惯不同等因素所致。女性中切牙中线附着
龈的ａ、ｂ均比男性高，说明女性中线附着龈颜色
偏黄偏红，饱和度更高，色调要浓一些。男性与女性
间的其他ａ、ｂ值数据相当接近，无统计学差异。

Ｌ、ａ、ｂ值与年龄无明显相关性。

　　游离龈和附着龈色差分析结果表明：１３７例研
究对象中除有２例女性 ΔＥ≤２．０外，其余１３５例

ΔＥ＞２．０，ΔＥ＞２．０的人群构成比高达９８％。这说
明绝大多数人的游离龈与附着龈存在着人肉眼可辨

的色差。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ΔＬ）２、（Δａ）２、
（Δｂ）２都对 ΔＥ有影响，（ΔＬ）２对 ΔＥ的影响最
大，（Δａ）２其次，（Δｂ）２最小。这说明人眼首先感
受到的是明度的差异，其次才是彩度的变化。这一
结果对临床上牙龈修复体的比色和选色有指导意

义，且与目前应用于牙体比色的比色板的比色原
理［１４１５］一致。

　　综上所述，上海地区健康汉族成人牙龈颜色受
性别、年龄影响很小，色差变化不随年龄的增长与性
别的差异而变化，性别与年龄可以作为制作牙龈修
复体时的非重要考虑因素，但游离龈与附着龈色差
很明显，在制作牙龈修复体时要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以提高修复体的仿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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