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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生成式 AI 牙齒矯正創新應用 

 

前言： 

高中時期，我接受牙齒矯正治療時遇到了戽斗臉問題，如圖一所示，我的原

始牙齒狀態類似於右邊述的戽斗咬合情形。不過，當時的治療方案未能充分考量

到我的臉部特徵，最終導致了不盡如人意的結果，同時也伴隨著相當高的費用。

近年來，生成式人工智慧技術的進展開闢了解決一系列問題的全新途徑。通過深

入學習和分析大量牙齒矯正前後的數據，生成式 AI 能夠提供個性化的治療方

案，預測治療效果，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醫生的主觀判斷誤差，從而提升治療的

精確度和效率。本報告在探索生成式 AI 在牙齒矯正領域的創新應用及其潛在影

響，期望為未來牙齒矯正技術的發展提供新的視角和方向。 

 

圖一：什麼是戽斗。圖中展示了兩種不同的牙齒咬合情形：左邊是正常排

列，上下牙齒互相對齊；右邊是戽斗咬合，上牙齒比下牙齒前突，可能讓下

巴看起來突出。這種圖用於牙科診斷和規劃矯正治療 [1]。 

 

本文: 

在生成對抗網絡（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GANs）架構中，如圖二

所展示，生成器網絡（Generator Network）利用隨機噪聲向量經過訓練學習，創

建出模擬矯正治療後的牙齒排列圖像。這些圖像代表了治療可能的結果，反映出

個別患者牙齒矯正後的預期外觀。與此同時，鑑別器網絡（Discriminator 

Network）在訓練過程中學會了辨識生成圖像和真實牙齒圖像之間細微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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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引導生成器網絡改進其產出的圖像品質。透過這種對抗訓練，生成器網絡被

訓練來產生越來越逼真的牙齒排列圖像，最終能生成結構上與真實牙齒相仿的高

質量圖像。這使得醫生能夠利用這些由 AI 生成的圖像來預測矯正治療的結果，

並根據患者特定的牙齒和顎面結構來定制個性化的治療方案。

 

圖二：生成對抗網絡（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GANs）在牙齒矯正中的

應用。簡單來說，生成器網絡（Generator Network）創造出可能的矯正後牙齒圖

像，而鑑別器網絡（Discriminator Network）學習分辨真假圖像。通過反覆訓練，

這個系統能製作出越來越逼真的牙齒圖像，這使得醫生能夠利用由 AI 生成的圖

像更準確地預測牙齒矯正的潛在結果，為患者提供更精確和個性化的矯正治療規

劃 [2]。 

 

一. 生成式 AI 在牙齒矯正的優勢： 

    生成式 AI 能夠分析大量的牙齒結構和臉部特徵資料，提供準確的牙

齒問題診斷，有助於醫生更好地了解患者的狀況。透過大量數據的分析，

生成式 AI 能夠提供個性化的矯正方案，根據每位患者的特徵和需求定制

治療計劃，從而提高矯正效果和滿意度。一個例子是 [3]，利用生成式

AI 分析的數據幫助解決了一個特別複雜的矯正病例，其中 AI 模型預測了

不同矯正策略對臉型影響的結果，幫助醫生選擇了最佳治療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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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成式 AI 在牙齒矯正的應用前景： 

1. 個性化牙科治療（Personalized Dentistry）計劃： 

    生成式 AI 在為牙齒矯正患者創建個性化治療計劃方面發揮了重

要作用。通過分析成千上萬的患者記錄和治療結果，AI 算法能夠生成

高度個性化牙科治療計劃，提高牙齒矯正護理的效率和效果 [4]。 

2. 提高診斷準確性： 

    深度學習技術在診斷複雜的牙齒矯正病例中顯示出顯著的潛力 

[4]。AI 算法能夠以高度精確度分析牙科影像和骨相，識別醫生可能立

即看不到的問題。 

3. 用於患者互動的虛擬助理： 

    已開發基於 AI 的虛擬助理，用於回答牙齒矯正常見的問題。這些

助理能夠為患者提供有關治療程序、手術準備和護理後的即時回答和

與患者之間的陪伴 [5]。 

4. 預測治療結果的分析： 

    生成式 AI 可以預測牙齒矯正治療的結果，幫助患者和醫生設定現

實的期望。這種預測能力在複雜病例中特別有用，傳統診斷方法可能

會有所不足 [4]。 

 

三. 生成式 AI 在牙齒矯正的挑戰： 

1. 隱私和安全問題： 

    生成式 AI 在牙齒矯正領域展現了顯著的潛力，但對敏感患者數據

的大量依賴引起了重大隱私和數據安全的擔憂。此技術可能存在算法

偏差，這些偏差源於訓練數據的不公平性，有可能對某些患者群體造

成不利影響。因此，開發者和醫療專業人員在實施這些技術時需嚴格

考慮包容性、公平性和透明度 [4]。此外，此技術的使用也引起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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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倫理問題，包括患者數據的合法使用、算法的公平性和透明度，以及

可能對患者心理產生的影響。醫學界需密切關注這些問題，確保符合

倫理準則，並應探討如何清晰地向患者解釋 AI 決策過程，以及如何讓

患者充分理解所提供治療方案的潛在風險。在保護患者權益方面，至

關重要的是要嚴格保護患者的數據隱私，尊重患者對數據使用的知情

權和選擇權，並建立有效的投訴和救濟機制，防止患者權益受到侵犯 

[6]。此外，建立相應的政策和技術措施來保護患者信息的安全和隱私，

避免個資外洩。 

2. 技術不成熟的風險： 

    生成式 AI 的技術還在不斷發展和完善階段，需要不斷提升算法的

準確性和穩定性，確保應用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避免因技術問題帶來

的醫療風險 [6]。 

3. 整合到臨床實踐中： 

    儘管生成式 AI 具有潛力，但將其整合到常規臨床實踐中面臨障礙。

這些障礙包括由於認為 AI 系統複雜而對其產生的從業者抵抗，以及需

要進行大量培訓才能有效使用這些技術 [4]。 

4. 患者期望管理： 

    雖然生成式 AI 可以提供精準的診斷和個性化的治療方案，但患者

的期望可能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包括美學偏好、時間和費用預算、

以及對治療過程的期待，這需要醫生和患者之間的溝通和協商 [3]。 

5. 道德考慮： 

    在包括牙齒矯正在內的醫學領域使用 AI 引起了關於決策自主權

和 AI 可能犯錯的道德問題。確保 AI 支持而不是取代人類判斷是一個

關鍵擔憂。 

 

6. AI 性能的變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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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表明，像虛擬助理這樣的 AI 系統在回答有關牙齒矯正的問題

時，表現有時會有所不同。這種不穩定的表現可能會讓使用者感到困

惑，甚至誤解訊息。這突顯了我們需要進一步改進 AI 技術，確保它在

處理這類專業問題時既準確又一致的重要性 [7]。 

 

四. 生成式 AI 在牙齒矯正的應用實例： 

1. 牙科健康資訊系統： 

    一家台灣的牙科新創公司正在運用生成式 AI 技術，開發了一套牙

科健康資訊系統（HIS）。此系統可迅速根據醫生所提供的病患資料，

如缺失的牙齒、牙橋情況等，自動產生牙位圖和治療方案，旨在優化醫

患之間的溝通流程 [8]。 

2. 透明牙齒矯正紀錄： 

    AI 與大數據結合在透明牙齒矯正上，提高了精確性和效率。從初

診開始，3D 掃描和影像處理就能獲得精確的牙齒和口腔結構數據。接

著，AI 模型分析數據並預測治療結果，形成個性化治療計劃。這樣的

計劃有助於指導製作透明牙套及整個矯正過程，每一步都根據患者的

獨特需求進行量身定制，從而提供更佳的治療效果，提高患者的滿意

度 [3]。 

3. 「台灣牙 e 通」與 Dentaverse 的創新: 

    這兩項展示了如何通過整合線上和線下牙科服務，利用 AI 技術對

X 光影像進行分析，提供更全面、更精確的牙齒病變診斷和治療建議。

這不僅改善了診斷的準確性，還為患者提供了更加個性化和高效的治

療方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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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報告探討生成式 AI 在牙齒矯正的創新應用，顯示了其在提供個性化治療方案

及預測治療結果方面的潛力。這技術能夠基於患者的牙齒和面部特徵來提高治療

的準確性和效率。儘管有巨大潛力，但與其應用相關的隱私、數據安全和技術成熟

度等挑戰仍需被正視。未來，需確保技術的安全和公平，保護患者資訊。隨著技術

進步，生成式 AI 將在牙齒矯正和更廣泛的醫療領域內拓展應用。跨學科合作將推

動這一領域的發展，實現更個性化和精準的醫療服務。總結來說，生成式 AI 技術

在牙齒矯正領域具有顯著的發展潛力，預計未來將帶來更精準高效的治療方案，提

升患者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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