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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綜觀國內外各式各樣的研究,對牙

齒型態資料的取得,多是以理學方法
由人工收集而來,不但耗時而且耗力,
而成果也僅能完成小數目的資料,因
而只能做個案的分析報告. 本計劃預
計以牙體斷面圖,再將分層斷面圖以
電腦程式運算組合,重建三維網狀結
構圖.研發重建三維網狀結構的電腦
演算方法,期以簡單的演算法,配合未
來可能的應用,重建三維模型.

關鍵詞：牙體斷面圖、三維模型重建 , 演算法

Abstract
In this research, we will use acquired 

two dimensional images of the tooth 
segments, and then use the computer to do 
the image processing, then the 3D auto-mash 
algorithm will be used to build the model. It 
can be segmented into 3 steps: first, defining 
the C-T acquire setting for later use, second, 
scripting a image processing process to get 
better pictures, last, building a 3D auto-mash 
algorithm for tooth model reconstruction.
Keywords: 3D Reconstruction, auto-mash 

algorithm

二、緣由與目的
所有臨床醫學知識,都是由型態學為

出發點,尤其是牙科臨床醫師,所有治療的
認知由牙體型態學給予相當深遠的影響.而
牙齒的型態特徵,也使得口腔環境產生特殊

的變化.牙醫師對牙體型態學的認知將是牙
科治療攸關成敗的條件,不管是牙體復型,
根管治療,贗復治療,甚至口腔外科拔牙技
巧,無一不是以牙體型態為基礎知識.

牙齒型態資料的取得,一直受限於傳統
的度量技術,已是做切片來做分析.但是做
切片標本又使標本一直不斷流失,而且製作
切片的技術又費時又耗功夫,於是建立一新
技術為當前重要之課題.於是設想以數位化
方式儲存牙體型態資料,而且由標本直接以
數位化後之模型做度量分析,而做成數位三
維模型標本.

本計劃的主要目的在於建立一套重
建三維牙齒型態模型的自動化方法,從牙
齒標本,到完成其三維網狀模型,將整個流
程給予整合,並完成自動化之設計,以利於
未來大量之牙齒三維模型之收集與分析.

而本計劃完成之後的規劃性工具,將
有利於收集大量的牙齒標本,並加以度量
分析比較,不管是個案報告亦或是大量樣
本的統計分析,相信都能運用本計劃成果
得到事半功倍之效.而本計劃在設計此工
具時,亦將考慮牙齒三維模型的廣泛用途,
而將此重建模型建構技術能符合未來做有
限元素分析,力反應分析等需求,相信能使
這些高等分析技術的資料取的更簡單容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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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材料與方法

斷層掃描之設定與調教
首先,需要掌握斷層掃描機的分層能

力與三維重建時的精確度之間的關係,接
著要儘量在所需的環境設定下避免影像雜
訊及繞射干擾的問題,藉以求取最佳的原
始影像.而如何提高斷層掃描機的適用性,
提高成本效益,並提高之後所建立之三維
模型的正確性將是第一階段研究之重點.

斷層掃描結果影像之後續處理
取得斷層影像後,進行電腦圖學的處

理過程,將無可避免的硬體性誤差儘量去
除,並在不影響所須知訊息下,儘量使影像
亦於分析辨認.使用內插方法包括陰影以
及線性內插法等. 另外,線性內插步驟則包
括:邊緣偵測、側邊及中心點的定義、各層
間中心點的串接以形成內插向量(vector of 
interpolation),最後根據階梯方式獲得短缺
的內插截面圖像.

  
三維影像網狀結構重建之數學方法

辨識影像之外觀及物件(牙齒)之分層
結構與邊緣,將斷層掃描之分層序列圖形
連貫建立三維網格圖形.其中分層結構與
邊緣的判讀,需運用圖像處理工具使其辨
認出來,再建立自動網格成型的程序語法.
此語法勢必考慮未來可能運用此數位三維
模型的各種條件.

程式語言之編篡
運用 C 語言,或是軟體內附之直譯語

言編寫三維網格之成型程式.包括三維模
型之網狀模型建立程式,表面平滑化及展
示之環境程式,各種長度,角度之自動度
量分析程式等.

四、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的執行可大抵區分為三大部
分,每一部分將有其主要的貢獻.首先是由
圓柱狀假體用來開發三維重建所需之應
用程式,並由此可以定義初使參數及最佳
化組合.接下來是以所獲得最佳化值由一
自然牙(如圖一所示)取得 CT 影像,最後
是辨識影像之外觀及物件(牙齒)之分層

結構與邊緣,將斷層掃描之分層序列圖形
連貫建立三維網格圖形.(如圖所示二
所示 ) 在網格建立部份方面,本研
究計畫使用了六面體元素 ,每一元
素 有 八 個 網 格 點 ， 每 一 層 的 點 將
對 映 至 下 層 的 點 ,由 程 式 記 載 網
格 點 的 編 號 及 座 標 ,且 同 時 輸 出
每 一 元 素 所 使 用 到 的 網 格 點 的 編
號及材料特性參數.並由 CT 值來
表示骨的密度與其楊氏模數。(如
圖所示三所示 )

五、計劃成果自評

本篇報告提出的一些三維資料的呈像
技術,能夠使用在醫學影像的發展上,例如
運用來收集牙齒三維型態資料,並將其以
數位化形式儲存,而且可將這些資料作更
進一步的教學運用.若能應用這些技術再
配合,一邊由光度攝影術來重建牙齒的骨
面以上立體影像,最後再使用我們提出的
方法,便能夠達成立即活體全齒立體呈像
的結果,這應是我們未來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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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參考自然牙外觀圖

圖二、二維網格圖示

圖三、重建之三維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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