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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團隊AI設計義齒 咬合如真牙獲獎

先天的或後天的包括牙齒疾病導致的
牙齒缺損，在全世界都屢見不鮮，

尤其常見於長者群體。林宇恒是香港的
註冊修復齒科專科醫生，有着多年的臨
床經驗。在他看來，對安裝義齒行業來
說，每次修復缺損牙沒有最好，只有更
好。即便是經驗最豐富的牙科醫生，面
對不同口腔健康狀況的缺牙患者，也會
出現咬合不夠理想的情況。

臨床中受啟發 收集個案建數據庫
林宇恒記得，新冠疫情期間，醫院來
了一位牙齒磨損嚴重的婆婆，醫生在傳
統模式下給她修復全口義齒。後續回饋
中，患者總感覺咀嚼咬合不舒適。覆診
中，醫生前後調整了七八次，都沒有讓
患者完全滿意。自此，林宇恒萌生了利
用人工智能手段設計義齒方案的想法。
他介紹，在傳統模式下，醫生需要通

過目測、口腔掃描、面弓等不同手段去
收集患者的牙齒與顳顎關節信息，再使
用咬合架模擬患者下顎運動去設計出咬
合舒適的牙齒模型。這是一個很耗時耗
精力的過程，且存在一定誤差，無法完
美地針對個人量身定製。為此，林宇恒
團隊決定反其道而行，先收集其他健康
牙齒個案，進行三維掃描。工程技術專
業出身的團隊夥伴，再利用程序設計技
術進行人工智能訓練。AI訓練中，他們
從剩餘的牙齒，推算缺損牙齒的形狀及
其上下頜牙咬合情況，並建立數據庫。
「香港大學是全港唯一一個有牙科教學
的高校，在開展基礎研究方面給予了很大
支持。比如，過去兩年間，我們透過港大
醫院，收集了400個左右的個案，每個都
是『百裏挑一』，牙齒排列整齊、牙齦健
康完整且牙齒都在正確的位置。」林宇恒
說，這項工作非常不易，每一次找到這樣
的個案，團隊都非常興奮。

省時省力 高效匹配缺損牙齒
人工智能訓練的成果讓團隊成員頗為滿
意。傳統模式設計的牙齒，外觀相差無
幾，和患者原有的牙齒相似度、與牙床的
耦合度，大約七八成。在AI模型下，給超
過十名患者植牙，設計的牙齒形狀和患者
的天然牙齒高度脗合，耦合度能夠達到
95%，醫患都十分滿意。
AI建模牙齒修復的臨床效率也比傳統
方式大為提高。面對一個病人，牙醫往

往需要動輒半小時去研究患者的牙齒，
並對牙齒模型進行調節，而AI模式只需
要5到 10分鐘便可完成。AI建模完成
後，將義齒的三維模型交給專業牙科工
廠製作義齒，能夠非常高效地為患者匹
配缺損牙齒。
目前，團隊仍處在初級研究階段，相關
成果可應用於最多缺損五顆左右的患者。
他們正在對臉型大小、眼睛大小以及鼻子
高低與牙齒造型關係進行研究，已取得初
步成果。同時，此前因疫情推遲的「完美
牙齒」的搜集工作，亦在加速進行。
「我們期待更系統、數據更豐富的研

究，使得我們的成果應用更實用，未
來，即便全口牙齒缺損，我們亦有可能
實現接近百分百地還原。」林宇恒說。

技術成熟後將改變牙醫教學模式
更值得期待的是，如果人工智能義齒

設計研究和應用成熟之後，將改變現有
的牙科醫學教學模式。林宇恒指，入校
後的第三年到第六年，牙科學生基本上
在學習上下牙的咬合關係，如何提升咬
合率。如果AI義齒設計成熟，這項學習
可以極大減少，學生可以有更多時間開
展口腔衞生、更個人化地預防口腔疾
病、提升病人舒適度等方面的理論以及
實操學習。
該團隊成員組成十分多元，比如周俊
宏醫生擁有內地和香港頂級口腔醫學學
習經歷，康敏圖醫生在英國和日本均有
學習深造經歷，而來自香港理工大學的
熊體超教授是電子工程、電子及諮詢工
程學博士，周俊諺則畢業於香港大學經
濟及金融專業。接下來，他們將繼續利
用不同專業背景優勢，加速研發，推出
更多AI應用成果。

安裝義齒（即假牙），最成功莫過於讓假牙與牙床

能夠完美耦合，達到舒適、美觀、實用的效果。然

而，現實中，行業內新植義齒平均耦合程度在70%

到80%之間。面對行業痛點，由港大牙醫學院臨床助理教授林宇恒醫生主導的多

人團隊，研究數百例「完美牙齒」的形狀及其上下頜牙咬合情況，並進行人工智

能（AI）訓練，成功打造出AI修復牙科方案。這套名為「Tooth AI」的模型在對

患者的真實治療中，義齒建模時間縮短大半，假牙與牙床的耦合程度達到95%以

上，幾近天然牙。項目在近期的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新創業大賽中，從近3,000個

項目中突圍，奪得二等獎。當前，中國修復和種植牙齒市場需求巨大，團隊將面

向牙科診所、醫院和牙科工廠開拓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目前，全香港有專業牙醫約3,000名，高人
口密度下，診所均小型化，大多數提供全面牙
科服務，理論上均是林宇恒團隊的客戶。不僅
在大灣區，在整個內地，牙科醫生和診所市場
都更為廣闊。
「我們團隊不是親自給病人看病，而
是為所有的牙醫、診所提供AI天然化
義齒設計。同時，義齒製作企業（牙
科工廠），亦是我們的客戶和合作
夥伴。相信我們正在做非常正確的
工作，更相信相關需求非常大。」
林宇恒說。
團隊的信心十分依賴香港特區政

府和國家對口腔健康的重視。目前，
團隊已獲得政府、高校以及社會基金
約200萬港元的支持，對於他們開展研
究提供助力。在內地方面，國家先後出台
《健康口腔行動方案（2019 年—2025

年）》等多個助力政策，其中，明
確鼓勵透過互聯網+等，擴展口
腔健康服務空間和內容。
林宇恒指，項目AI訓練健
康牙齒的模式，在全球沒有
先例，亦處於研發階段，
尚未商業化落地。能夠在
大灣區高級別雙創大賽中
獲得二等獎，十分難得。
「內地對口腔健康的需求

以及政府、社會的重視，從此
次大灣區青年創新創業大賽可見
一斑。」林宇恒說。

他期待，通過他們的
創新工作，未來
能夠為中國在
AI 科技賦能
口腔健康方
面 ， 作 出
香港團隊
的貢獻，
助力實現
國 家 口 腔
產業升級轉
型。

中國居民牙齒健康數據（部分）

35歲以上人群平均患齲率超90%，12至15歲的青少年

患齲率也超過40%

35 歲以上人群平均缺牙數 3.88 顆，35至74 歲人群共

缺牙 22 億顆，缺牙現狀亦不容樂觀

2021年中國種植體市場需求量約 500 萬顆左右，滲透

率不足0.3%

中國每十萬人中僅有19.5名全科牙醫及0.4名正畸醫
生，分別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一和八分之一，人才缺口大

來源：《第四次全國口腔健康流行病學調查報告》等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Tooth AI」 是

一個面向牙醫、診所

和工廠的 B2B 平台，目

前，團隊還在研發和建設一

個名為「Gum AI」的B2C平台，

用戶除了通過自拍口腔環境一鍵

查詢牙齒健康狀況，亦可透過

平台了解各類口腔健康科普資

訊。

當前，中國人群口腔衞生情

況不容樂觀，牙列患齲率及缺

失率雙高。根據《第四次全國

口腔健康流行病學調查報告》

資料，中國 35 歲以上人群平均

患齲率超 90%，12至15 歲的青少

年患齲率也超過 40%。另一方面，

全口按平均 30 顆牙計，統計人群中，

35 歲以上人群平均缺牙數 3.88 顆，缺牙現

狀亦不容樂觀。

林宇恒指，牙健康與很多全身疾病有關聯，比如

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肺疾病等。孕婦如果有口

腔問題，還可能引發早產。

和其他疾病一樣，牙齒疾病同樣在於預防，

盡早發現和干預初期牙齒問題，對口腔健康

十分重要。基於此，他和團隊推出一個基於

AI技術的口腔自查平台。

林宇恒舉例，註冊使用者根據指引自拍口腔

環境，上傳平台後，後台可自動分析牙齒健康

狀況，進行評估，並給出參考建議。

已在部分平台上線 單次收費一港幣
「對於牙齒、牙齦的顏色、形狀等的二維圖片，可分析出

是否有牙結石、牙周病、是否有不健康的刷牙、用牙習慣等，再給出諸

如如何刷牙、牙齒是否需要複查就診等建議。」林宇恒說，這種通過自拍自動檢查牙齒健康的方式，效

率高，單次收費約一港幣。目前，「Gum AI」已經在部分社交平台上線。

該平台還會發布大量有關口腔衞生的科普知識，讓公眾關注口腔健康。在健康自查和信息獲取之

外，該平台通過吸引流量，還可有一定的商業價值，實現良性循環。

「今年在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新創業大賽獲得大獎，也讓我們信心倍增。2024年的大灣區雙創大

賽，我們將主力以『Gum AI』專案參賽，相信亦會受到很多關注。」林宇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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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廣闊政策支持
團隊冀大有作為

◆一名有牙齒問題的兒童正在接受牙科治療。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林宇恒（右二）和項目核心團隊成員。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Tooth AITooth AI」」團隊正在研究用人工智能手團隊正在研究用人工智能手
段優化義齒安裝方案段優化義齒安裝方案。。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傳統設計
與

AI設計對比

傳統計算機輔助
設計程序：

牙醫掃描病人牙齒以獲取數碼印模

→牙醫掃描並記錄咬合關係→牙醫向牙科

技工場上傳數碼印模→牙科技工從素材庫

導入牙齒印模→牙科技工參考數碼印模及

牙醫提供的數據，導入咬合架模擬患者下

顎運動，以修改牙齒模板→牙科工廠製

作假牙並寄送牙科診所→牙醫在病

人口內調試假牙以符合病人

咬合。

傳統方案短板：

◆牙醫記錄咬合關係需要大量

時間

◆假牙調試對病人及牙醫均是繁瑣辛

苦的工序

◆素材庫的牙齒模板為通用模板，一

般與病人咬合不符

◆假牙適用與否取決於牙科技

工技術水準，製成品可能

參差不齊。

義齒設計人工智
能程序：

牙醫掃描病人牙齒以獲取數碼印模

→人工智能學習牙齒形態及牙齒之間

關係→「義齒設計人工智能」利用牙

列特徵，自動設計出高精確度的假牙

→牙科工廠利用機床或 3D 打印機

製作個人化假牙，牙醫可直接

為病人佩戴。

◆團隊在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新創業大賽
獲獎。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咬合率在義齒安裝中至關咬合率在義齒安裝中至關
重要重要。。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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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數百例「完美牙齒」打造修復方案 耦合度高達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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