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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牙科植體材料的選擇，許多研究顯示鈦基金屬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 性(biocompatibility)，而鈦基金屬具備如此優異生物

相容性的原因就是因為其 表面的氧化層。而較粗糙的鈦金屬氧化層，許多文獻中又顯示出其對於人體 組織的攀附及向內生

長能夠提供較好的誘導能力，二氧化鈦表層的孔徑大 小，也會影響細胞的攀附行為，愈細小的孔洞愈能使骨細胞加速生長，

使植 體與組織兩介面之間的結合力提高，達到較佳的骨整合結果。 目前市面上經噴砂處理的牙科植體，能在植體表面形成

微米(μm)孔徑的 多孔性結構。而單純做陽極處理的牙科植體表面孔洞大小也在微米左右，若 要加速植體表面的骨繁殖能

力，上述的兩種類型顯然不夠優良，因為根據研 究結果顯示，若要有效的引導骨細胞的攀附加快細胞向內生長的速度，則

表 面孔徑越小越好。 所以本計畫發展出一種全新的表面改質技術，先於鈦植體表面做氧化鋁 (Al2O3)噴砂，再做陰極處理

後陽極處理，氧化鋁噴砂能產生微米大小的孔洞， 並消除植體的應力腐蝕增加植體疲勞壽命，而陰極處理後陽極處理主要

是增 加氧化層的厚度，並在表面形成佈滿奈米孔洞之二氧化鈦氧化層，處理完成 後便產生出表面同時具備微米及奈米孔洞

的植體來，而且植體壽命更長。這 樣的複合式多孔性二氧化鈦層，相信對植體在骨整合上會有相當正面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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