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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今社会人们对牙齿美白的需求日益增

强，活髓牙漂白作为改善着色牙的有效手段已广

泛应用于临床。然而，它在赋予牙齿亮白效果的

同时也带来了牙齿敏感及牙髓损伤等临床问题，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挑战。本文将聚焦现有的活

髓牙漂白材料，通过分析材料成分、作用机理、

影响漂白效果的因素、面临的挑战等，探讨可能

的解决途径，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1 活髓牙漂白材料的成分

活髓牙漂白材料发挥作用主要依赖于其中的

活性成分——氧化剂，无论是诊室用还是家庭用，

氧化剂的种类与浓度直接影响漂白的效果以及对

牙髓的损伤程度，其他成分用以赋型和催化等

作 用。

1.1 漂白氧化剂

过氧化氢（Hydrogen Peroxide， HP）是活髓牙

漂白材料中最常见的氧化剂 [1]，也是其主要成分，

通常诊室漂白治疗应用的是浓度较高（15%~40%）

的 HP ；过氧化脲（Carbamide Peroxide， CP）和过

硼酸钠等可视为 HP 的前体成分，性质较稳定且易

于保存，与水接触后会释放出一定量的 HP 发挥作

用，例如 10%CP 可分解产生 3.5% 的 HP。CP、过

硼酸钠以及含低浓度 HP 的漂白材料常用于家庭漂

白或其他 OTC 美白产品中 [2]。此外，还有以次氯

酸钠为活性成分的漂白产品，它的使用需配合柠

檬酸等酸性物质，但因该体系对牙釉质损伤明显

且含氯产品的安全隐患较大 [3]，目前这类漂白材料

的应用及研究甚少，因而本文主要阐述的是含过

氧化氢类的活髓牙漂白材料。

1.2 其他成分

活髓牙漂白材料中除了氧化剂这一主要成分

外，还有增稠成型剂、催化剂、光敏剂等。其中

增稠剂可以是二氧化硅，卡波姆，羟甲基纤维素钠，

聚乙烯吡咯烷酮等中的一种或多种成分混合而成，

根据产品的不同需求将其赋型成膏剂、凝胶、牙

贴或涂漆等各种形式，以便于氧化活性成分能在

牙釉质表面释放并扩散 [3] ；有些漂白凝胶中含有氢

氧化钾或葡萄糖酸钙等催化成分，它们能将酸性

条件下稳定储存的过氧化氢激活并促进氧自由基

的释放 [4]，利于漂白效果的实现 ；利用光或激光配

合活髓牙漂白的 HP 凝胶中还含有光敏剂，它能有

效吸收红外、可见光波能量，并通过弛豫形式传

递给 HP 分子使其活化。现有光敏剂包括纳米二氧

化钛、激光互补色素等，如显示红颜色的 β 胡萝

卜素能与 532  nm 激光的绿色形成互补，从而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