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腔助理命中率对比分析

全国免费热线:400-688-6780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金英杰 2016 年核心考点全攻略系列”

　 　 1. 牙的“接触区”是指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元·第 2 题)
A. 牙冠邻面的突出点

B. 轴面上的外形高点

C. 牙冠邻面最高的部分

D. 牙与牙相互接触的部位

E. 相邻牙冠邻面互相接触的区域

【答案】E
【解析】接触区:牙与牙在邻面互相接触的区域称接触区或邻接区。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65。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28 第 5 题。
2. 关于颞下颌关节紊乱病的特点,叙述错误的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第二单元·第 59 题)
A. 常见症状是疼痛,下和运动异常的杂音

B. 可伴有头痛,耳鸣

C. 一般具有自限性

D. 可能继发关节强直

E. 预后良好

【答案】D
【解析】颞下颌关节紊乱病不会引起关节强直。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479。
3. 以黏液性腺细胞为主的混合性腺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

元·第 14 题)
A. 腮腺

B. 下颌下腺

C. 舌下腺

D. 舌腭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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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腭腺

【答案】C
【解析】 唾液腺可分为浆液性腺,粘液性腺,和混合腺。 腮腺属于浆液性,下颌下腺是

以浆液性腺为主的混合性腺,舌下腺是以粘液性腺为主的混合性腺。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16。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7 第 4 题。
4. 龋均指受检查人群中每人口腔中平均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

单元·第 3 题)
A. 患龋已充填的牙数

B. 患龋尚未充填的牙数

C. 患龋、补牙数

D. 患龋、失、补牙数

E. 患龋、失、补牙面数

【答案】D
【解析】龋均是指每个患者所患龋齿的均数。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139。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45 第 6 题。
5. 根据 G. V. Black 分类, 1 舌侧窝龋制备的洞型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考试·第二单元·第 24 题)
A. I 类洞

B. II 类洞

C. III 类洞

D. IV 类洞

E. V 类洞

【答案】A
【解析】1908 年 G. V. Black 根据龋损发生部位将窝洞分为 5 类:
I:所有牙面发育点隙裂沟的龋损所制备的窝洞

II:后牙邻面龋损所备的窝洞

III:前牙邻面未累及切角的龋损所制备的窝洞

IV:前牙邻面累及切角的龋损所制备的窝洞

V:所有牙齿颊(唇)舌面颈 1 / 3 处的龋损所制备的窝洞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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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62 第 13 题。
6. 窝沟封闭的关键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单元·第 5 题)
A. 清洁牙面必须用小毛刷

B. 冲洗牙面的时间越长越好

C. 酸蚀时间要保持 60 秒以上

D. 封闭前保持牙面干燥、不被唾液污染

E. 用光固化型的封闭剂

【答案】D
【解析】窝沟封闭的步骤包括:
1. 可采用不同的方法清洁牙面

2. 酸蚀牙面 20-30 秒

3. 加压彻底冲洗,并保持干燥

4. 涂布封闭剂

5. 固化封闭剂

6. 术后检查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149。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48 第 37 题。
7. 下列属于口腔教育方法的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单元·第

10 题)
A. 强化社会行为

B. 调整卫生服务方向

C. 创建支持性环境

D. 制定公共政策

E. 组织社区活动

【答案】E
【解析】口腔健康教育方法包括:1. 大众传媒 2. 社区活动 3. 小型讨论会 4. 个别交流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170。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55 第 4 题。
8. 全脱出牙齿最好的保存方法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元·

第 12 题)
A. 含在家长口腔里

B. 含在孩子口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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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放在自来水里

D. 放在冷藏牛奶里

E. 放在果汁中

【答案】D
【解析】离体牙最好用生理盐水或牛奶及唾液来代替。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220。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103 第 2 题。
9. 口腔黏膜上皮粒层明显,角质层有脱落,并见角质栓塞,应考虑 (2015 年口腔执业助

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元·第 19 题)
A. 口腔白斑

B. 上皮异常增生

C. 口腔扁平苔藓

D. 单纯过度角化

E. 慢性盘状红斑狼疮

【答案】E
【解析】慢性盘状红斑狼疮的病理变化:上皮表层有过度角化和不全角化,粒层明显,

角化层可有剥脱,有时可见角质栓塞;上皮棘层变薄,有时可见上皮钉突增生、伸长;基底细

胞发生液化、变性,上皮与固有层之间可形成裂隙和小水泡,基底层不清晰。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17 第 6 题。
10. 牙本质过敏症的疼痛特点为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元·第

26 题)
A. 机械刺激痛最明显

B. 酸刺激痛最明显

C. 甜刺激痛最明显

D. 冷刺激痛最明显

E. 热刺激痛最明显

【答案】A
【解析】牙本质过敏症的主要症状是刺激痛。 酸,甜,冷,热等化学和温度刺激可导致

酸痛,刷牙,吃硬性食物等机械刺激可导致更为明显的酸痛。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227。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70 第 1 题。
11. 不能用干热灭菌法消毒的物品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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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题)
A. 凡士林

B. 液状石蜡

C. 明胶海绵

D. 棉织品

E. 油脂

【答案】D
【解析】利用电热或红外线烤箱高热烘烤进行灭菌,适用于玻璃,陶瓷等器具,以及不

宜用高压蒸汽灭菌的吸收性明胶海绵,凡士林,油脂,液状石蜡和各种粉剂等。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374。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114 第 12 题。

男,20 岁,牙松动 1 年,否认全身疾病史。 检查:牙面少量牙石,全口牙龈红肿,探诊出

血。 全口根尖片:右上 6 近中牙槽嵴角形吸收为根长的 1 / 2,上、下切牙牙槽嵴吸收达根长

1 / 3,余牙无牙槽嵴吸收。
12. 若该患者进行全身抗生素治疗,常用药物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第一单元·第 118 题)
A. 甲硝唑和罗红霉素

B. 阿莫西林和螺旋霉素

C. 甲硝唑和阿莫西林　
D. 罗红霉素

E. 螺旋霉素

【答案】C
【解析】侵袭性牙周炎的主要致病菌为伴放线聚集杆菌。 治疗原则首先是通过洁治,

刮治和龈下清创等基础治疗消除感染。 但由于伴放线聚集杆菌可入侵牙龈组织,所以单纯

基础治疗不能彻底清除牙龈中的细菌,且基础治疗不能改变龈下菌群的组成,所以必须辅

助口服甲硝唑和阿莫西林 7 天。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300。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91 第 21 题。
13. 6 牙周手术治疗最希望获得的愈合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

单元·第 119 题)
A. 炎症消退

B. 牙龈退缩

C. 瘢痕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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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长结合上皮愈合

E. 牙周组织再生

【答案】E
【解析】一般在基础治疗后 1-3 个月时对牙周情况(包括袋深度,牙石菌斑,牙槽骨形

态,牙松动度等)进行全面评估。 此时,如果仍有 5mm 以上牙周袋,且探诊出血或牙槽骨形

态不良、龈膜关系不正常时,则一般均须进行彻底的根面平整和清除感染组织,而且可以纠

正牙龈及骨的外形,植入自体骨或骨替代材料以及生物膜以期获得牙周组织的再生。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298。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90 第 14 题。

男,32 岁,因上前牙不美观要求修复。 检查:右上 1 扭转近 90 度,且伴有唇侧倾斜。 X
线片示牙髓正常,牙根形态正常,牙槽骨轻度吸收,牙龈红肿,探易出血。

14. 对该患者修复前的准备工作不包括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单

元·第 120 题)
A. 牙周刮治

B. 口腔卫生宣教

C. 根管治疗

D. 讨论治疗方案

E. 拍曲面体层片

【答案】D
【解析】修复前的准备工作包括临床检查,X 线检查,模型检查,修复前口腔一般处理。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512。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159 第 15 题。
15. 如果选择桩核冠修复,根充后能开始桩核冠修复的最早时间是 (2015 年口腔执业

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单元·第 121 题)
A. 根充后第 2 天

B. 根充 3 天后

C. 根充 1 周后

D. 根充 2 周后

E. 根充 3 个月后

【答案】B
【解析】原牙髓正常或牙髓炎未累及根尖者,根管治疗后观察 3 天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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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530。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159 第 14 题。
16. 关于氟牙症的描述,错误的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元·

第 16 题)
A. 饮用水含氟量过高

B. 钙氟磷灰石取代羟基磷灰石

C. 成釉细胞受到损害

D. 釉质单纯过度矿化

E. 釉质过度矿化和矿化不良并存

【答案】B
【解析】氟牙症属于牙釉质结构异常。 在牙发育阶段,如果饮用水中氟含量高于 1ppm,

或经其他途径摄入过多的氟,氟离子可导致釉质形成不全和钙化不全。 机制尚不完全明

了,但病变与牙发育期成釉细胞的损伤有关。 镜下釉质矿化不良,但表层过度矿化。 表层

矿化良好,深方存在弥漫性矿化不良。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212。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65 第 5 题。
17. 属于牙周炎局部促进因素的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单元·

第 23 题)
A. 牙根形态异常

B. 吸烟

C. 牙菌斑

D. 畸形中央尖

E. 颊面深窝沟

【答案】A
【解析】牙周炎的局部促进因素包括。 牙石、牙体和牙周组织的发育异常或解剖缺陷、

牙位异常、拥挤和错颌畸形、 创伤、食物嵌塞、不良充填体和修复体、正畸矫治器等。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268。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82 第 10 题。
18. 男,28 岁。 右侧下颌骨膨胀半年,偶有肿痛。 检查:右侧下颌骨体部膨隆,可触及

囊性感。 曲面体层片示右下颌尖牙至下颌支前缘多房性透射影,前磨牙和磨牙牙根锯齿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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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边缘可见切迹。 最可能的诊断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元·
第 92 题)

A. 根尖周囊肿

B. 含牙囊肿

C. 始基囊肿

D. 牙源性角化囊性瘤

E. 成釉细胞瘤

【答案】E
【解析】成釉细胞瘤临床表现:多发于青壮年,以下颌体及下颌角部为常见。 当肿瘤压

迫下牙槽神经时,患侧下唇及颊部可能感觉麻木不适。 X 线表现,早期呈蜂房状,以后形成

多房性囊肿样阴影,囊壁边缘不整齐,呈半月形切迹,牙根尖有锯齿状吸收。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456。
19. 颞下颌关节功能检查不包括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单元·第

52 题)
A. 关节活动度

B. 下颌侧方运动

C. 开口型

D. 有无关节弹响

E. 叩齿运动

【答案】E
【解析】 颞下颌关节病的临床表现包括开口度,开口型和开闭运动出现关节绞锁等运

动异常; 疼痛; 弾响和杂音等。 相应的检查可帮助确诊。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514。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112 第 3 题。
20. 男,65 岁,检查:上颌牙列缺失345 唇颊侧骨突,前庭沟处倒凹较大,牙槽窝愈合中,

其骨突修整的最佳时机是在345 拔出后的(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单

元·第 97 题)
A. 2 周

B. 3 周

C. 1 个月

D. 3 个月

E. 4 个月

【答案】C
【解析】骨突修整应在拔牙一个月后进行,对拔牙时即发现有明显骨突者,应在拔牙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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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行修复。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408。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159 第 4 题。
21. 医学心理学的基本观点不包括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单元·

第 37 题)
A. 身心统一的观点

B. 认知评价的观点

C. 情绪影响的观点

D. 道德约束的观点

E. 主动适应与调节的观点

【答案】D
【解析】医学心理学的基本观点包括:1)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2)坎农及赛里的心理生

理观点认为,心身是统一的,情绪等心理活动,通过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影响人

的身体 3)华生的行为主义观点认为,人的行为是通过条件反射,观察等等方式来学习的 4)
罗杰斯与马斯洛的人本主义观点认为,各种心理障碍是因为人性的自我实现受到障碍所导

致,而不是道德,5)奈塞尔的认知学派观点认为,人的行为是个人理性认知和评价的结果。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1002。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288 第 5 题。
22. 依据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是否符合其社会生活环境与行为规范来判断心理是否健康

的研究角度属于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单元·第 36 题)
A. 生理学角度

B. 经验学角度

C. 行为学角度

D. 认知学角度

E. 文化学角度

【答案】E
【解析】同上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1002。
23. 局部用氟防龋的有效措施不包括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单元

·第 4 题)
A. 含氟牙膏

B. 含氟牙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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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含氟漱口水

D. 含氟涂料

E. 含氟泡沫

【答案】B
【解析】局部用氟的途径包括含氟牙膏,氟水含漱,含氟凝胶,氟溶液,氟涂料及含氟

泡沫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147。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47 第 27 题。
24. 急性坏死性溃疡性龈炎的特征性临床表现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第一单元·第 25 题)
A. 牙龈出血

B. 虫蚀状龈缘

C. 牙龈红肿

D. 牙龈质地松软

E. 牙龈肥大

【答案】B
【解析】急性坏死性溃疡性龈炎多见于吸烟的青壮年。 其临床表现之一为初期为个别

牙龈乳头顶端的坏死性溃疡,去除坏死物后可见牙龈乳头的颊舌侧尚存,二为中央凹下如

火山口状。 龈乳头被破坏后与龈缘成一直线,如刀切状。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281。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87 第 27 题。
26. 正确的乳牙萌出顺序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元·第 1

题)
A. I, II, III, IV, V
B. I, II, III, V, IV
C. I, II, IV, III , V
D. I, II, IV, V, III
E. I, II, V, III, IV
【答案】C
【解析】正确的乳牙萌出顺序为 I-II-IV-III-V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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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28 第 11 题。
27. 下列关于乳牙、恒牙区别的描述,正确的是 (第二单元·第 3 题)
A. 乳牙体积小,牙冠呈淡黄色

B. 乳牙颈嵴不突出,冠根不分明

C. 下颌 乳切牙舌面边缘嵴比下颌乳恒牙明显

D. 乳磨牙的形态与相应的恒磨牙形态相似

E. 乳磨牙根干短,根分叉小

【答案】C
【解析】乳恒牙主要通过体体积,颜色,颈嵴,冠根分界和牙根等来鉴别。 乳牙相对体

积小,颜色乳白偏青白,颈嵴突起明显,牙根干短,根分叉大。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73。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28 第 16 题。
28. 下列关于二腹肌的描述,正确的是 (第二单元·第 5 题)
A. 为舌骨下肌群

B. 为颊舌骨肌的拮抗肌

C. 前腹由二腹肌神经支配

D. 后腹由舌下神经支配

E. 有下拉下颌骨,上提舌骨的作用

【答案】E
【解析】二腹肌属于舌骨上肌群,前部起于下颌骨的二腹肌窝,后部起于颞骨的乳突切

迹,中间在舌骨大角处移行为中间腱。 前腹由三叉神经中下颌神经的下颌舌骨肌支支配;
后腹由面神经在颅外进入腮腺前的分支二腹肌支支配。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73。
29. 慢性龋的临床特点是 (第二单元·第 23 题)
A. 着色深

B. 病变范围广

C. 质地软

D. 病程短

E. 易穿通牙髓

【答案】A
【解析】慢性龋进展慢,龋坏组织色深,呈黑褐色,病变组织干硬。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192。
·11·



口腔助理命中率对比分析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金英杰 2016 年核心考点全攻略系列” 全国免费热线:400-688-6780

30. 拔牙时邻牙损伤最常见的原因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元

·第 41 题)
A. 用力过猛

B. 牵引方向错误

C. 去骨范围过大

D. 牙钳的钳喙过宽

E. 牙钳的钳喙过长

【答案】D
【解析】拔牙时牙钳的钳喙过宽,容易夹持到邻牙。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407。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121 第 10 题。
31. 边缘性颌骨骨髓炎好发于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元·第

48 题)
A. 上颌骨体部

B. 下颌骨正中联合

C. 下颌骨体部

D. 下颌支

E. 下颌骨髁突

【答案】D
【解析】边缘性颌骨骨髓炎好发于下颌骨,其中又以升支和下颌角居多。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421。
32. 男,30 岁,左上后牙中龋复合树脂粘接修复后 1 天咬物疼痛。 检查: 6 充填物完

整,温度测验同对照牙,叩痛(±),患牙的治疗措施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第二单元·第 76 题)
A. 调 观察

B. 去充填物后安抚

C. 去充填物后垫底充填

D. 去充填物后间接盖随

E. 开髓引流

【答案】A
【解析】龋病治疗后的咀嚼痛通常是因为充填物过高。 这类疼痛的特点是,不咬物不

疼,温度测试(-).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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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女,56 岁。 左下后牙冷、热痛 3 个月余,自发痛 1 周。 检查: 6 牙冠完整,中央沟色

素深,探诊卡探针,温度测验激发痛,叩痛(+),松动 II 度,牙龈退缩,根分叉外露,牙周探诊

深度 1mm,X 线片示牙槽骨吸收达跟中 1 / 2,根尖周未见异常,患牙最可能的诊断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元·第 77 题)

A. 隐裂

B. 可复性牙髓炎

C. 急性牙髓炎

D. 慢性牙髓炎

E. 逆行性牙髓炎

【答案】E
【解析】当患者出现急慢性牙髓炎的症状,温度测试明显异常,但无严重的牙体疾病,

有深牙周袋,牙槽骨吸收明显时。 可初步诊断为逆行性牙髓炎。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 P238。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74 第 21 题。
34. 女,45 岁,晨起发现右侧口角歪斜,初步诊断为贝尔面瘫,正确的治疗方法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元·第 90 题)
A. 大剂量使用抗生素及神经营养药

B. 早起配合针灸治疗,有利于康复

C. 发病 3 个月后仍未恢复,可行静态悬吊手术

D. 尽早予以激素冲击疗法,配合使用神经营养药

E. 早期面肌功能训练

【答案】D
【解析】贝氏面瘫急性期常采用地塞米松,泼尼松,VitB1, VitB2 等药物治疗,配合热

敷,肌肉按摩等,不宜采取针灸等易导致继发性面肌痉挛的治疗措施。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487。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148 第 5 题。
35. 女,3 个月。 出生时发现唇部裂开。 检查:右上唇从红唇向上大部分裂开,但未裂

至鼻底,正确的诊断为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元·第 91 题)
A. 完全性唇裂

B. III 度唇裂

C. II 度唇裂

D. I 度唇裂

E. 隐形唇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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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 单侧唇裂分为 I,II,III 度,其中上唇部分裂开,但鼻底尚完整的属于 II 唇裂。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491。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150 第 5 题。
36. 不属于普鲁卡因临床应用的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单元·

第 31 题)
A. 表面麻醉

B. 浸润麻醉

C. 传导麻醉

D. 蛛网膜下腔麻醉

E. 硬膜外麻醉

【答案】A
【解析】普鲁卡因的黏膜穿透力弱,不适合表面麻醉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385。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116 第 2 题。
37.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中“以人为本,践行宗旨”的具体要求不包括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单元·第 39 题)
A. 发扬大医精诚理念

B. 发扬人道主义精神

C. 坚持救死扶伤,防病治病的宗旨

D. 以患者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

E. 积极维护社会公益,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

【答案】E
【解析】《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的第一条就是“以人为本,践行宗旨”。 其具体

要求为:坚持救死扶伤,防病治病的宗旨,发扬大医精诚理念和人道主义精神,以病人为中

心,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1047。
38. 可承载生物遗传信息的分子结构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单

元·第 49 题)
A. 氨基酸的侧链基团

B. 脂蛋白的脂类组成

C.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双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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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胆固醇的侧链碳原子

E. 核酸的核苷酸序列

【答案】E
【解析】DNA 是由脱氧核糖核甘酸按一定序列以磷酸二酯键相连形成的。 其中,携带

遗传信息的 DNA 序列为控制性状的基本遗传信息,称为基因。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613。
39. 可摘局部义齿中修复牙槽骨,颌骨和软组织缺损的部分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

医师资格考试·第一单元·第 79 题)
A. 基托

B. 人工牙

C. 固位体

D. 连接体

E. 支托

【答案】A
【解析】可摘义齿基托的基本功能除了把义齿连接起来,承担、传递、分散 力,固位等

功能外,有时还用来修复缺损的牙槽骨,颌骨和软组织。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554。
40. 圆型卡环常用于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单元·第 78 题)
A. 松动基牙

B. 游离缺失的末端基牙

C. 牙冠短小或呈锥形的基牙

D. 近中舌倾的远中孤立磨牙

E. 前后均有缺隙的前磨牙

【答案】D
【解析】圆型卡环包绕基牙牙冠的 3 / 4 以上,适用于牙冠外形好的远中孤立的磨牙,上

颌磨牙向近中颊侧倾斜、下颌磨牙向近中舌侧倾斜的基牙上。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557。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162 第 2 题。
41. 下颌游离端可摘局部义齿的基托后缘应位于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第一单元·第 76 题)
A. 磨牙后垫之前

B. 磨牙后垫的前 1 / 3 ~ 1 / 2
C. 末端人工牙的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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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磨牙后垫之后

E. 接触组织越多越好

【答案】B
【解析】下颌游离端可摘局部义齿的后缘应覆盖磨牙后垫的前 1 / 3-1 / 2.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555。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164 第 34 题。
42. 若观测线为二型,则基牙的倒凹区位于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

一单元·第 75 题)
A. 远缺隙侧

B. 近缺隙侧

C. 近,远缺隙均有

D. 近 面处

E. 近龈缘处

【答案】B
【解析】观测线分为三型,其中 II 型观测线为基牙向缺隙方向倾斜时所画出的观测线,

近缺隙侧倒凹大。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557。
43. 使用 2%丁卡因作为表面麻醉的剂量不能超过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

试·第二单元·第 36 题)
A. 0. 5ml
B. 1ml
C. 1. 5ml
D. 2ml
E. 3ml
【答案】D
【解析】丁卡因黏膜穿透力强,毒性大,一般不作浸润麻醉,一次用量不应超过 40 -

60mg,即 2%的丁卡因不超过 2ml。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387。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116 第 1 题。
44. 不可复性牙髓炎的治疗选择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元·第

34 题)
A. 安抚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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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间接盖髓术

C. 活髓切断术

D. 根管治疗术

E. 根尖手术

【答案】D
【解析】不可复性牙髓炎包括急性牙髓炎,慢性牙髓炎和逆行性牙髓炎。 其治疗通常

在急性症状消退,炎症控制后,进行根管治疗。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249。
45. 急性根尖周炎最重要的应急处理措施为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

二单元·第 33 题)
A. 调整咬合

B. 开髓引流

C. 牙髓失活

D. 根管冲洗

E. 根管封闭

【答案】B
【解析】急性根尖周炎最重要的应急处理应是开髓引流,若炎症至骨膜下或粘膜下脓

肿期,应在局麻下切开脓肿。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249。
46. 关于三叉神经痛的疼痛特点,描述不正确的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

试·第二单元·第 61 题)
A. 剧烈的,短暂的深部疼痛

B. 疼痛具有间歇期

C. 阵发性疼痛

D. 常伴有颜面部等症状

E. 刺激扳机区可诱发疼痛

【答案】A
【解析】三叉神经痛通常为电击、针刺、刀割或撕裂样剧痛。 疼痛可自发,也可轻微的

刺激“扳机点”所引起。 多发生在白天,每次发作一般数秒,数十秒,或 1-2 分钟又骤然停

止。 临床发作之间称为间歇期。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484。
47. 关于三叉神经痛的治疗,描述正确的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

二单元·第 62 题)
A. 药物治疗应该相对积极,一次性控制疼痛,避免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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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药物治疗 3 个月后如果稳定,可以停药

C. 如果效果不佳,增加止痛剂后 2 周逐渐减量

D. 药物达到止痛效果后逐渐减量

E. 早期积极手术治疗

【答案】D
【解析】对于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均应首先采用药物治疗,如无效时再考虑手术等其他

治疗方法。 继发性三叉神经痛则应针对病因治疗。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486。
48. 儿童复发性腮腺炎需特别注意鉴别的疾病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第二单元·第 56 题)
A. 急性化脓性腮腺炎

B. 流行性腮腺炎

C. 慢性阻塞性腮腺炎

D. 慢性淋巴结炎

E. 舍格伦综合征

【答案】B
【解析】儿童复发性腮腺炎需和流行性腮腺炎鉴别。 流行性腮腺炎常双侧同时发生,

伴发热,肿胀明显。 儿童复发性腮腺炎肿胀不如流行性腮腺炎明显,仅有轻微水肿,皮肤可

微红。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469。
49. 多形性腺瘤最常发生于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元·第 58

题)
A. 腮腺

B. 下颌下腺

C. 舌下腺

D. 腭腺

E. 唇腺

【答案】A
【解析】多形性腺瘤最常见与腮腺,发生于小唾液腺者,以腭部为最常见。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476。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144 第 22 题。
50. 最常见的颞下颌关节脱位类型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元

·第 60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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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急性上方脱位

B. 急性前方脱位

C. 陈旧性侧方脱位

D. 复发性侧方脱位

E. 陈旧性前方脱位

【答案】B
【解析】颞下颌关节脱位按性质可分为:急性脱位、复发性脱位和陈旧性脱位。 其中以

急性前脱位为最常见。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481。
51. 单侧唇裂整复术最合适的年龄为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元

·第 66 题)
A. 出生后即刻

B. 1-2 个月

C. 3-6 个月

D. 7-12 个月

E. 1-2 岁

【答案】C
【解析】唇腭裂的序列治疗:
1. 唇裂:单侧 3-6 个月,双侧 6-12 个月。
2. 腭裂:12-18 月。
3. 牙槽突植骨术:一般于 9-12 岁时进行,即尖牙未萌,根形成 2 / 3 时。
4. 外科正畸治疗:16 岁以后。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494。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150 第 8 题。
52. 下列不符合金属嵌体牙体预备要求的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

一单元·第 63 题)
A. 洞型深度≥2mm
B. 轴壁应外展 2-5°
C. 洞缘斜面呈 6°角
D. 洞深者不必强求预备成一致的洞底斜面

E. 牙体预备结束前应精修出点、线角

【答案】C
【解析】金属嵌体的预备要求为去除腐质,做预防性扩展,洞平、壁直、线脚清晰,洞形

无倒凹,轴壁外展 2-5°,要预备出 45°的洞缘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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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526。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159 第 4 题。
53. 为了解 5 岁儿童的乳牙患龋状况,调查人员对某城市目标人群进行口腔检查,从以

往资料可知该地区 5 岁儿童乳牙患龋率为 50% 。 若允许误差为 10% ,则此次需要检查的

儿童人数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单元·第 81 题)
A. 50
B. 100
C. 400
D. 600
E. 700
【答案】C
【解析】样本含量的计算公式为 N=K×Q / P,N 为受检人数,P 为某病患病率,Q=1-P,K

值:当允许误差为 10%时,K=400,当允许误差为 20%时,K=100。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132。
54. 男,36 岁。 有吸烟、咀嚼槟榔、不认真刷牙等不良嗜好和习惯。 若对他进行口腔健

康教育,理想的方法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单元·第 84 题)
A. 大众传媒

B. 社区活动

C. 小型讨论会

D. 个别交谈

E. 健康讲座

【答案】D
【解析】口腔健康教育的方法有:大众传媒,社区活动,小型讨论会,个别交谈。 由口腔

专业人员对个别人进行教育应为个别交谈。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171。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55 第 4 题。
55. 女,34 岁。 口腔反复溃疡 10 年,加重 1 年。 10 年来,口腔溃疡反复发作,近 1 年来

发作频次明显增加,并且与月经周期有关。 否认其他系统性疾病史。 检查:37. 5°C,舌前部

散在多个小溃疡,直径约 1-2mm,溃疡边缘整齐,圆形,呈“满天星”状,周围充血明显,下颌

下淋巴结肿大。 最可能的诊断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单元·86
题)

A. 原发性疱疹性龈口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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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复发性疱疹性口炎

C. 疱疹型复发性阿弗他溃疡

D. 重型复发性阿弗他溃疡

E. 轻型复发性阿弗他溃疡

【答案】C
【解析】疱疹型阿弗他溃疡特点为溃疡直径较小,约 2mm,溃疡数目多达十几个或几十

个,散在分布,似“满天星”。
鉴别诊断,重型:溃疡大而深,直径大于 1cm,通常是 1-2 个溃疡。 轻型:溃疡较浅表,

直径小于 5mm,一般为 3-5 个。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346。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107 第 2 题。
56. 男,18 岁。 牙龈肥大 3 个月,服用苯妥英钠半年。 检查:上、下前牙牙龈乳头圆钝,

覆盖 1 / 3 牙面,未探及釉牙骨质界。 该患者应诊断为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第一单元·第 88 题)
A. 慢性龈炎

B. 慢性牙周炎

C. 药物性牙龈肥大

D. 坏死性溃疡性龈炎

E. 急性龈乳头炎

【答案】C
【解析】药物性牙龈增生特点为患者长期服用苯妥英钠,硝苯地平,环孢素等药物,发

生于全口牙龈,但以上、下前牙区为重,起始于龈乳头,呈球状突起于牙龈表面。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279。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85 第 19 题。
57. 口腔颌面部间隙感染的病原菌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元·

第 45 题)
A. 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

B. 以混合性细菌为主

C. 以厌氧菌为主

D. 以溶血性链球菌为主

E. 以特意菌为主

【答案】B
【解析】口腔颌面部感染常由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大肠杆菌等引起。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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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颌面部感染最多见的是需氧菌与厌氧菌的混合感染。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414。
58. 急性根尖周炎患牙扪诊出现深部波动感的阶段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考试·第二单元·第 31 题)
A. 浆液期

B. 根尖周脓肿期

C. 骨膜下脓肿期

D. 粘膜下脓肿期

E. 脓肿破溃期

【答案】C
【解析】急性化脓性根尖周炎经历三个阶段:根尖周脓肿、骨膜下脓肿、粘膜下脓肿。

其中骨膜下脓肿是最严重的一个阶段,根尖区牙龈肿胀明显、移行沟变平、们痛并有深部波

动感。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242。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76 第 3 题。
59. 牙拔除术的基本步骤不包括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元·第

42 题)
A. 安放牙钳

B. 挺松患牙

C. 分离牙龈

D. 去骨

E. 处理拔牙窝

【答案】D
【解析】牙拔除术的基本步骤为:1. 分离牙龈 2. 挺松患牙 3. 安放牙钳 4. 拔除换牙 5.

处理拔牙窝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402。
60. 下颌阻生牙分类的依据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元·第

43 题)
A. 对邻牙危害的程度

B. 拔除方法

C. 拔牙并发症

D. 冠周炎发生率

E. 牙在骨内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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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E
【解析】阻生牙根据在颌骨内的深度分为三类。 低位:阻生牙的最高部位低于第二磨

牙的牙颈部。 中位:阻生牙的最高部位低于 平面,但高于第二磨牙的牙颈部。 高位:阻生

牙的最高部位平行或高于 平面。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405。
61. 关于儿童颌骨骨折的治疗,描述正确的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第二单元·第 50 题)
A. 首选手术复位固定

B. 严格恢复咬合关系

C. 颌间结扎时间不超过 3 周

D. 一般采取保守治疗

E. 拔除影响复位的恒牙

【答案】D
【解析】儿童处于生长发育期多采用保守治疗,一般不采用手术方法,因手术可能伤及

恒牙胚,对咬合关系的恢复要求不严格,因即使恢复不好,在儿童的恒牙萌出过程中也可能

调整到位,骨折应尽早复位,一般不宜迟于 5 ~ 7 天。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436。
62. 下颌骨骨折达到临床愈合所需时间通常为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第二单元·第 49 题)
A. 1-2 周

B. 3-5 周

C. 6-8 周

D. 9-11 周

E. 12-14 周

【答案】C
【解析】骨折的愈合过程:
1. 血肿形成:伤后 4-8 小时。
2. 血肿机化:骨折后的 24-72 小时内。
3. 骨痂形成:骨折后 1-2 周。
4 骨痂改建:骨折后 2 周。
5. 下颌骨骨折的临床愈合时间通常为 6-8 周。
6. 一般需 5-6 个月后,X 线上看不到骨折线。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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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133 第 15 题。
63. 传统骨折愈合过程中,骨痂形成时间一般在骨折后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

格考试·第二单元·第 52 题)
A. 1-6 天

B. 7-14 天

C. 15-20 天

D. 21-28 天

E. 29-35 天

【答案】B
【解析】同上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439。
64. 最可能含有静脉石的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元·第 55

题)
A. 血管瘤

B. 静脉畸形

C. 微静脉畸形

D. 动静脉畸形

E. 混合型脉管畸形

【答案】B
【解析】1. 静脉畸形又称海绵状血管瘤,临床特点为表面呈浅紫蓝色,有时可扪到静脉

石,体位移动试验阳性。
2. 血管瘤多见于婴儿出生时或出生后不久,可以自发性消退。 其病程可分为增生期、

消退期及消退完成期。 一般在 10-12 岁完全消退。
3. 微静脉畸形又称葡萄酒色斑,临床特点为常沿三叉神经分布区分布,呈鲜红色或紫

红色,手指压迫病损,表面颜色退去;解除压迫后,血液立刻又充满病损去,恢复原有大小和

色泽。
4. 动静脉畸形又称蔓状血管瘤,呈念珠状,患者可能自己感觉到搏动,扪诊有震颤感,

听诊有风吹样杂音。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455。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137 第 18 题。
65. 关于贝尔面瘫治疗的描述,正确的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

单元·第 63 题)
A. 发病 1 周内可予以激素冲击疗法,并配以神经营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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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早期展开针灸,有利于神经功能恢复。
C. 早期开始电击治疗,有利于神经功能恢复。
D. 面肌功能训练应在发病后 3 个月开始。
E. 半年后如面神经功能未恢复,可做静态悬吊手术。
【答案】A
【解析】贝尔麻痹的治疗:
1. 急性期(1-2 周内):控制炎症水肿,改善血液循环,减少神经受压。
处置:阿司匹林+激素类(地塞米松或泼尼松)+神经营养药(维生素 B1,B12) +理疗、热

敷、按摩。 (不宜做针刺、电击治疗,以免导致继发性面肌痉挛)
2. 恢复期(2 周末至 2 年):恢复神经传导功能,加强肌收缩。
处置:神经营养药+面部肌电刺激+面肌的主动及被动运动锻炼。
3. 后遗症期(2 年后):无特殊处理。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487。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148 第 5 题。
66. 可摘局部义齿半解剖式人工牙的牙尖斜度为

A. 33°
B. 30°
C. 25°
D. 20°
E. 15°
【答案】D
【解析】解剖式人工牙:牙尖斜度为 33°或 30°
半解剖式人工牙:牙尖斜度为 20°
非解剖式人工牙:牙尖斜度为 0°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594。
67. 下列适合桩核冠修复的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单元·第

59 题)
A. 轻度扭转错位牙,不接受正畸治疗者

B. 年轻活髓恒牙

C. 根尖尚未发育完成的牙

D. 根管治疗后根尖阴影无变化者

E. 根管治疗后瘘管未闭合者

【答案】A
【解析】桩核冠的禁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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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轻恒牙、根尖发育尚未完成者。
2. 缺损范围过大。
3. 牙根或根管形态不良。
4. 未行完善的根管治疗。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524。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159 第 12 题。
68. 下列不适宜直接做全冠修复的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单元

·第 58 题)
A. 舌尖折断未露髓的上后牙

B. 牙冠缺损较多的活动义齿基牙

C. 牙本质过敏伴严重缺损的牙

D. 临床牙冠过短的牙

E. 有隐裂的磨牙

【答案】D
【解析】临床牙冠过短,无法获得足够的固位形和抗力形,固不宜做全冠修复。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523。
69. 去除暴露的根分叉区菌斑的适宜工具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

一单元·第 7 题)
A. 牙刷

B. 牙线

C. 冲牙器

D. 电动牙刷

E. 牙间隙刷

【答案】E
【解析】1. 刷牙:最常用的有效方法,但是只能去除 50%的菌斑,难以消除邻面菌斑。
2. 牙线:去除邻面牙间隙的菌斑。
3. 牙签:在牙龈乳头退缩或牙周治疗后牙间隙大时使用。
4. 牙间隙刷及橡胶按摩器:是去除牙齿邻面及根分叉暴露区牙菌斑最为有效的方法。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162。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51 第 8 题。
70. 由空气传播的致病微生物有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单元·第

12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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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丁肝病毒

B. 丙肝病毒

C. 乙肝病毒

D. 腺病毒

E.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答案】D
【解析】1. 经由接触传播的微生物与疾病:乙丙丁肝炎、艾滋病、梅毒、淋病、单纯疱疹、

破伤风杆菌。
2. 经由空气传播的微生物与疾病:水痘、麻疹、风疹、流感、流腮、腺病毒、结核杆菌、白

色念珠菌。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181。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58 第 4 题。
71. 证据充分的牙周致病菌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单元·第

20 题)
A. 中间普氏菌和牙龈卟啉单胞菌

B. 伴放线放线杆菌和牙龈卟啉单胞菌

C. 齿垢密螺旋体和伴放线放线杆菌

D. 齿垢密螺旋体和福塞坦氏菌

E. 具核梭杆菌和伴放线放线杆菌

【答案】B
【解析】1. 慢性龈炎:放线菌

2. 妊娠期龈炎:中间普氏菌

3. 坏死性溃疡性龈炎:梭形杆菌、螺旋体

4. 慢性牙周炎:牙龈卟啉单胞菌

5. 侵袭性牙周炎:伴放线放线杆菌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284。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90 第 16 题。
72. 口腔内牙石沉积最多的牙位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单元·

第 26 题)
A. 上颌前牙唇面

B. 上颌前牙腭面

C. 下颌前牙唇面

D. 下颌前牙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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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下颌磨牙舌面

【答案】D
【解析】下前牙区舌侧有舌下腺及下颌下腺导管的开口。 唾液里含有钙盐离子,其首

先在下前牙区与牙齿上的菌斑钝化形成牙石。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268。
73. 烤瓷合金与瓷之间的结合方式不包括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

单元·68 题)
A. 吸附结合

B. 化学结合

C. 机械结合

D. 范德华力

E. 压应力结合

【答案】A
【解析】金-瓷结合机制:
1. 化学结合:被认为是金-瓷结合中最主要、最关键的结合机制。
2. 机械结合:对金属基底冠喷砂,形成粗糙微孔提供机械锁结。
3. 压应力结合:金属合金的热膨胀系数必须略大于瓷的热膨胀系数。
4. 范德华力:分子间的引力。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524。
74. 女,26 岁。 刷牙时牙龈出血 3 周,停经 12 周,检查:牙面大量菌斑,牙龈红肿,探诊

易出血,未探及釉牙骨质界。 该患者应诊断为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

单元·第 87 题)
A. 慢性龈炎

B. 妊娠期龈炎

C. 药物性牙龈肥大

D. 坏死性溃疡性龈炎

E. 急性龈乳头炎

【答案】B
【解析】未探及釉牙骨质界,不是牙周炎。 患者停经 12 周,为妊娠期,固诊断为妊娠期

龈炎。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277。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85 第 17 题。
75. 腮腺分泌量占唾液分泌总量的比例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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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第 4 题)
A. 2% ~4%
B. 7% ~8%
C. 22% ~30%
D. 41% ~55%
E. 60% ~65%
【答案】C
【解析】在无任何刺激的情况下,唾液的基础分泌约为每分钟 0. 5ml。 下颌下腺静止时

分泌量最大,占 60% ~65% ,腮腺占 22% ~ 30% ,舌下腺占 2% ~ 4% ,小涎腺占 7% ~ 8% 。
但对刺激的反应腮腺的反应大于下颌下腺。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117。
76. 年轻恒牙深龋最常采用的治疗方法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

单元·第 10 题)
A. 直接盖髓术

B. 牙髓切除术

C. 根尖诱导成形术

D. 根管治疗术

E. 间接牙髓治疗术

【答案】E
【解析】年轻恒牙牙根未发育完成, 应该尽量保持牙髓活性以利于牙齿的进一步发育。

年轻恒牙深龋治疗时, 如果估计去净腐质可能露髓时, 可以采用保留部分软化牙本质避免

露髓,采取氢氧化钙间接盖髓, 妥善垫底后充填。 10 ~ 12 周后再次治疗, 去除软化牙本

质, 确定未露髓, 再做间接盖髓, 垫底, 充填。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320。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98 第 11 题。
77. 乳牙外伤的最大影响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元·第 11

题)
A. 影响美观

B. 影响咀嚼

C. 影响发音

D. 影响继承恒牙

E. 影响颌骨发育

【答案】D
【解析】1. 乳牙嵌入时影响了恒牙胚, 立即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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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乳牙嵌入时不影响恒牙胚, 不应拉出复位。
3. 乳牙全脱出不进行再植术。
4. 牙齿震荡的牙齿远期可能出现牙髓坏死, 应定期复查, 一旦出现感染应立即拔除。
5. 幼儿如果不合作,无法完成治疗可以拔除外伤牙。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332。
78. 成釉器形态分化异常、牙乳头增生突起所致的牙发育异常称为 (2015 年口腔执业

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元·第 27 题)
A. 牙内陷

B. 融合牙

C. 双尖牙

D. 畸形中央尖

E. 釉质发育不全

【答案】D
【解析】畸形中央尖是牙齿在发育期间,成釉器形态分化异常所致的牙形态发育异常。

目前认为这种病损的发病机制是在牙齿发育期,成釉器在某个区域的增生并向成釉器突

起,在此基础上形成釉质和牙本质而导致的形态发育异常。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216。
79. 最易导致呼吸困难的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元·第 47

题)
A. 眶下间隙感染

B. 咬肌间隙感染

C. 下颌下间隙感染

D. 颞下间隙感染

E. 口底蜂窝织炎

【答案】E
【解析】口底蜂窝织炎是口底弥散性多间隙感染,包括双侧下颌下、双侧舌下和颏间隙

在内的 5 个间隙感染,局部最初从一侧舌下或下颌下间隙开始红肿,逐渐波及整个口底间

隙,肿胀范围广泛,因口底升高而致舌抬高,严重者烦躁不安,呼吸短促,口唇青紫、发绀,甚
至出现“三凹”征,此时有发生窒息的危险。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420。
80. 眶下神经阻滞麻醉所麻醉的神经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

元·第 40 题)
A. 鼻腭神经

B. 腭前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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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腭后神经

D. 上牙槽前、中神经

E. 上牙槽后神经

【答案】D
【解析】眶下神经阻滞麻醉又称眶下孔或眶下管注射法, 将麻药注入眶下孔或眶下管,

可麻醉上牙槽前、中神经。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386。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118 第 15 题。
81. 男,60 岁。 876 678 缺失,余留牙不松动,牙槽嵴正常,若在 5 5 上放置 RPI 卡

环组,其作用不包括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单元·第 102 题)
A. 减小对基牙的扭力

B. 减轻牙槽嵴负荷

C. 防止义齿向远中移位

D. 不需要舌侧对抗卡环臂

E. 卡环与基牙接触面积小

【答案】B
【解析】RPI 卡环组的优点

1. 义齿受力后, Ⅰ杆离开牙面, 邻面板也移向倒凹区, 可以减小对基牙的扭力。
2. 近中支托的小连接体和邻面板, 可保证必须的对抗作用, 因此不需舌侧对抗臂, 患

者感觉舒适, 舌面龈组织没有基托覆盖, 可受到生理性刺激。
3. Ⅰ型卡环臂与牙的接触向小, 美观, 产生龋病和牙周病的机会少。
4. 义齿受力时, 近中支托对基牙的扭力比远中支托小, 对基牙的远中龈组织不产生挤

压作用。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558。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164 第 33 题。
82. 女,58 岁。 可摘局部义齿戴牙后疼痛 2 天。 检查: 8764 4567 可摘局部义齿修复,

左颊前庭沟黏膜小溃疡。 造成黏膜溃疡最可能的原因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考试·第一单元·第 104 题)
A. 基托边缘过长

B. 侧方咬合干扰

C. 基托组织面小瘤

D. 基托组织面未缓冲

E. 基托磨光面呈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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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解析】基托边缘过长,会导致前庭沟处出现溃疡。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577。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165 第 44 题。
83. 进行标准一致性检验后,某检查者的 Kappa 值为 0. 61,说明可靠度为 (2015 年口

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单元·第 110 题)
A. 不可靠

B. 不合格

C. 中等

D. 优
E. 完全可靠

【答案】D
【解析】0. 40 以下可靠度不合格

0. 41 ~ 0. 60 可靠度中等

0. 61 ~ 0. 80 可靠度优

0. 81 ~ 1. 0 完全可靠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132。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43 第 9 题。

(84 ~ 86 题共用题干)

男,28 岁。 近 3 日晨起发现口角有血迹,牙龈疼痛,口气明显。 检查:上前牙龈乳头尖

端变平,个别牙龈乳头如火山口状,表面灰白色伪膜覆盖,未探及釉牙骨质界。
84. 该患者最可能的诊断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单元·第 113

题)
A. 白血病的龈病损

B. 药物性牙龈肥大

C. 慢性龈炎

D. 遗传性牙龈纤维瘤

E. 急性坏死性溃疡性龈炎

【答案】E
【解析】急性坏死性溃疡性龈炎的临床特点:牙龈乳头的顶端发生坏死性溃疡,上覆有

灰白色污秽的坏死物,而中央凹下如火山口状。 龈乳头被破坏后与龈缘成一直线,如刀切

状。 患处牙龈极易出血,患者常诉晨起时枕头上有血迹,疼痛明显,有腐败性恶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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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对该患者病变区坏死物涂片,可观察到的大量微生物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

师资格考试·第一单元·第 114 题)
A. 球菌和梭形杆菌

B. 球菌和螺旋体

C. 梭形杆菌和螺旋体

D. 牙龈卟啉单胞菌和梭形杆菌

E. 牙龈卟啉单胞菌和螺旋体

【答案】C
【解析】急性坏死性溃疡性龈炎的致病菌是梭形杆菌和螺旋体。
86. 初诊应采取的治疗措施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单元·第

115 题)
A. 彻底的龈上洁治

B. 彻底的龈下刮治及局部用二甲胺四环素

C. 去除大块牙石,3%过氧化氢溶液冲洗

D. 服用阿司匹林

E. 行牙龈切除术

【答案】C
【解析】急性坏死性溃疡性龈炎的治疗

1. 急性期应首先轻轻去除牙龈乳头及龈缘的坏死组织,并初步去除大块的龈上牙石。
2. 局部使用氧化剂,以助于去除残余的坏死组织。
3. 全身给予维生素 C,蛋白质等支持疗法。
4. 进行口腔卫生指导。
5. 对全身性因素进行矫正和治疗。
6. 急性期过后的治疗急性期过后,对原已存在的慢性牙龈炎或牙周炎应及时治疗,通

过洁治和刮治术去除菌斑、牙石等一切局部刺激因素,对外形异常的牙龈组织,可通过牙龈

成形术等进行矫正,以利于局部菌斑控制和防止复发。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281。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87 第 27 题。
(87 ~ 89 题共用备选答案)
A. 婴儿

B. 幼儿

C. 学龄儿童

D. 成年人

E. 老年人

87. 对第一恒磨牙进行窝沟封闭的适宜人群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第一单元·第 128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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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窝沟封闭的最佳时机为牙齿完全萌出,且尚未发生龋坏的时候。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149。
88. 易发生根面龋的人群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单元·第 129

题)
【答案】E
【解析】老年人牙龈萎缩,牙根暴露,易发生根面龋。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26。
89. 首次接受口腔健康检查的人群应该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一

单元·第 130 题)
【答案】A
【解析】首次口腔检查的时间:第一课乳牙萌出后 6 个月内。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174。
90. 慢性根尖周炎的临床表现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元·第

32 题)
A. 牙龈出血

B. 温度刺激痛

C. 自发痛

D. 咀嚼不适

E. 牙松动

【答案】D
【解析】慢性根尖周炎临床表现

1. 一般无疼痛症状。 有时有咀嚼乏力或不适,有瘘型者有牙龈肿包反复发作。
2. 多有牙痛史、治疗史或患牙反复肿痛史。
3. 牙髓多已坏死,牙冠变色,对温度诊及电诊均无反应。
4. 叩诊不痛,有时有异样感。
5. X 线检查见围绕患牙根尖部的透射区。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243。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77 第 12 题。
91. 感染伤口去除引流的时间一般是无脓液排出后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

试·第二单元·第 39 题)
A. 即可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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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2 小时后

C. 24 小时后

D. 36 小时后

E. 48 小时后

【答案】E
【解析】感染伤口的引流物应放置至脓液及渗出液完全消除为止,再观察 48 小时。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381。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115 第 31 题。
92. 口腔颌面部最常见的先天畸形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元

·第 64 题)
A. 唇裂

B. 腭裂

C. 下颌发育不足

D. 面横裂

E. 面斜裂

【答案】A
【解析】唇裂是口腔颌面部最常见的先天性畸形, 常与腭裂伴发,男性多于女性。
一侧上颌突未能在一侧与内侧鼻突融合　 　 　 　 　 　 单侧唇裂

两侧上颌突未能在两侧与内侧鼻突融合 双侧唇裂

两个内侧鼻突未能正常融合 上唇正中裂

上颌突与下颌突未能融合 面横裂

上颌突与外侧鼻突未能融合 面斜裂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490。
93. 隐性唇裂是指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单元·第 65 题)
A. 红唇完全裂开

B. 红唇及白唇完全裂开,但鼻底未裂

C. 红唇、白唇及鼻底完全裂开

D. 红唇、白唇、鼻底、牙槽突及腭部全部裂开

E. 红唇、白唇皮肤、黏膜虽完整,但肌肉层连续性中断

【答案】E
【解析】唇裂分类

1. 单侧唇裂

(1)Ⅰ度唇裂: 仅限于红唇部分的裂开。
(2)Ⅱ度唇裂: 上唇部分裂开, 但鼻底尚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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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Ⅲ度唇裂: 整个上唇至鼻底完全裂开。
2. 双侧唇裂

分为左侧几度和右侧几度

特殊情况: 隐性唇裂, 即皮肤和黏膜无裂开, 但其下方的肌层未能联合, 致患侧出现

浅沟状凹陷及唇峰分离等畸形。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491。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150 第 5 题。
94. 女,80 岁。 上下颌牙列缺失 8 年,上下全口义齿使用 7. 5 年,近半年上颌义齿易脱

落,希望再次修复。 检查上颌剩余牙槽骨中度吸收,下颌剩余牙槽骨重度吸收。 临床义齿

修复确定面下 1 / 3 距离时,患者下颌所在的颌位应是 (2015 年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第二单元·第 72 题)
A. 牙尖交错位

B. 下颌姿势位

C. 后退接触位

D. 肌位

E. 正中颌位

【答案】B
【解析】1. 牙尖交错位:牙尖交错 时下颌骨的位置称牙尖交错位,也称牙位。 上下牙

的牙尖交错位是不稳定的,它会因面磨耗,牙齿位置的改变以及牙齿的缺失等,产生适应性

的改变。
2. 下颌姿势位:当人直立或端坐,两眼平视前方,不咀嚼、不吞咽、不说话,下颌处于休

息状态,上下牙不接触时,下颌所处的位置称为下颌姿势位。
3. 后退接触位:从牙尖交错位下颌可以向后移动约 1 mm,此时前牙不接触,只有后牙

牙尖斜面部分接触,髁突位于关节窝中的功能最后位置,从此位置开始下颌可以做侧向运

动,下颌的这个位置称为后退接触位。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全攻略》P592。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冲刺考题精析》P167 第 13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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