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醫 3D 列印「自體牙移植」  用智齒補缺

牙更相容  

陳裕豐醫師（左）和李惠娜醫師（右），利用導航、3D 列印技

術以及顯微鏡等方式，幫患者進行「自體牙移植」手術。（高醫

提供）  

31 歲唐小姐因下顎第 2 大臼齒蛀牙等病症，前往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拔牙，發現牙髓腔內部遭細菌入侵，導致根尖有囊腫，牙根尖周圍組

織受感染，宛如口腔內的未爆彈，醫療團隊評估決定採「自體牙移植」



手術，運用導航系統搭配 3D 列印技術與顯微鏡，將左上智齒移植到缺

牙處，移植後復原良好，很快就能正常進食。  

「無用的智齒」變有用  

針對唐小姐的牙齒根尖囊腫，高醫牙髓病科主治醫師李惠娜和口腔外科

主治醫師陳裕豐跨團隊評估後，採取「自體牙移植」手術，移植後很快

正常進食，唐小姐感到「小確幸」，沒想到可把原本以為無用的智齒，

移植到病兆位置，並發揮咀嚼功效，沒有異物感。  

高醫表示「自體牙移植」手術原理，是將患唐小姐的左上智齒取出，妥

善處理後移植至缺牙處，並透過固定與後續的調整，讓牙齒在新位置穩

定生長，這項技術特別適合年輕患者，尤其是有健康、多餘智齒的情況

下，能夠將原本無用的智齒，變成有用的功能性牙齒。  

牙髓病科主任莊富雄進一步解說，雖然自體牙移植行之有年，但民眾仍

相當陌生，加上傳統治療變數也較多，高醫運用尖端導航系統和 3D 列

印模型，可大幅縮短手術時間，減少患者疼痛，提高手術精準度與成功

率，相較於人工植牙，因移植患者自己的牙齒、生物相容性極好，異物

感會大幅降低，手術恢復期也快。  



李惠娜強調，當口內有缺牙情形時，若有自體牙移植的需求，可請牙醫

師評估智齒是否適合作為移植牙齒的來源，並非所有智齒都適合保留。

若智齒生長位置適當且健康，可能成為未來移植的選項，但若因空間不

足、清潔困難或引發牙周問題，仍應考慮拔除。  

 

▲高醫團隊運用自體移植技術，讓智齒變成功能性牙齒。（高醫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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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裕豐醫師利用導航系統修整齒槽骨，以便將 3D 列印的智齒

順利植入。（高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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