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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的。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１２１６３：１９９９《牙科基托／模型蜡》。

牙科基托／模型蜡主要是在技工室用于制作义齿的过程中使用的，本标准不涉及其生物学评价。

本标准根据ＩＳＯ１２１６３：１９９９重新起草。

本标准与ＩＳＯ１２１６３：１９９９的主要差异和原因如下：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和“引言”；

———取消参考文献。因本标准不涉及生物学评价内容。

本标准代替并废止ＹＹ９１０７０—１９９９《牙科模型蜡》（原ＺＢＣ３３０２５—１９８９）。

本标准与ＹＹ９１０７０—１９９９《牙科模型蜡》（原ＺＢＣ３３０２５—１９８９）的区别：

———分类不同：本标准将蜡分为３类，ＹＹ９１０７０—１９９９分为２类。

———流变性：本标准对蜡的流变性的要求与在ＹＹ９１０７０—１９９９《牙科模型蜡》中４．６塑性形变的要

求不同。测试温度和流变性的数值均不相同。

———ＹＹ９１０７０—１９９９《牙科模型蜡》中的下列章条，在本标准中不要求：

　　１）　４．３模型蜡的规格；

　　２）　４．４蜡的颜色为粉红色；

　　３）　４．５．２蜡对瓷牙和合成树脂牙的黏着、固位性能；

　　４）　４．７在特定使用温度下不脆裂和折断的性能；

　　５）　４．８蜡的线性收缩率。

本标准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口腔材料和器械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北大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林红、孙志辉、郑刚、贺铭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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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基托／模型蜡

１　范围

本标准对主要用于制作义齿的由天然蜡和合成蜡组成的牙科基托／模型蜡的分类和要求进行了规

定，并规定了相应的试验方法以确定被试样品是否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３１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ＧＰＳ）技术产品文件中表面结构的表示法

ＧＢ６３８７—１９８６　齿科材料名词术语（ｅｑｖＩＳＯ１９４２２）

ＹＹ０３００　合成树脂牙（ＹＹ０３００—１９９８，ｅｑｖＩＳＯ３３３６：１９９３）

ＹＹ０３０１　牙科学　陶瓷牙（ＹＹ０３０１：１９９８，ｅｑｖＩＳＯ４８２４：１９９３）

ＹＹ０４６２　牙科石膏产品（ＹＹ０４６２：２００３，ＩＳＯ６８７３：１９９８，ＭＯＤ）

３　分类

根据代表其硬度的流变性将牙科基托／模型蜡分为如下三类：

———１类：软蜡；

———２类：硬蜡；

———３类：超硬蜡。

４　要求

４．１　外观

蜡片颜色应一致，厚度应均匀，材质光滑，无异物。目测（６．１）观察是否符合要求。

４．２　颜色

蜡的颜色应与生产厂的规定一致。目测（６．１）观察是否符合要求。

４．３　软化特性

蜡在被加热时，应均匀地软化而不呈碎屑状或层片剥落，当形成工作蜡块时，应粘合在一起而不分

层（６．１）。

４．４　切削性能

在（２３．０±２．０）℃时蜡应易于用锋利器具修整，而不出现撕裂、碎屑或层片剥落等现象（６．１）。

４．５　表面熔化后的外观

用火焰加热使蜡表面（６．１）熔化后，蜡应具有光泽的表面。

４．６　残渣

按６．２．１试验，在瓷牙及塑料牙上，不能留有蜡的残渣。

４．７　着色剂的特性

按６．２．１试验，着色剂不应与蜡分离，也不应浸入石膏模型中。

４．８　流变性

按６．２．２试验，蜡的流变性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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