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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专业·2018.12.10·空暇记忆·口解 

第二单元 牙合与颌位 

一、牙合的生长发育(助理不考) 

(１)建牙合的动力平衡及影响因素 

牙合的建立过程中，不断地受到（）和周围肌肉压力的作用，牙列正常位置和正常牙合关系有赖于适宜的动力平衡，即

作用于牙列的向前力与向后力的平衡，向内力与向外力的平衡。 

１.前后的动力平衡。 

（1）向前的动力(升颌肌):颞肌、咬肌、翼内肌。 

（2）向后的动力:主要来自唇、颊肌。 

２.内外的动力平衡：上、下牙列内侧有舌肌的力量，外侧有唇颊肌的力量。 

３.上下的动力平衡：上、下牙弓密切而稳定的咬合接触关系，制约着每一牙齿的上下方 

向位置关系，使之保持稳定。 

二、牙合的发育阶段及影响因素 

约在婴儿第（）个月时乳牙萌出，开始建牙合，经过乳牙牙合、替牙牙合及恒牙牙合三个发育阶段。 

在生后第一年中，上下颌间没有明确的牙尖交错位( 正中牙合位)，此时下颌以前后向运动为主，侧方运动较少。 

１. 乳牙期间的牙合特点： 

完整的乳牙牙合约在（）半时建成，并形成稳定的乳牙牙合关系， 从２岁半至６岁，皆属乳牙牙合时期。 

(１)2.5～4岁期间的特征： 

   ①牙排列紧密、无明显间隙； 

   ②切缘及（牙合）面尚无显著磨耗； 

   ③乳牙位置较正； 

   ④覆牙合深，覆盖小，牙合曲线不明显； 

   ⑤上、下颌第二乳磨牙的远中面彼此相齐，成一垂直平面。（） 

 

(２) ４~６ 岁期间的特征: 

1）牙齿出现间隙（灵长类间隙：上乳Ⅲ（），下乳Ⅲ（）） 

2）切端和牙合面出现明显磨耗 

3）下颌第二乳磨牙移至上颌第二乳磨牙的近中 

4）（）深覆合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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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12岁）替牙牙合期特征： 

暂时性错合的表现： 

1）上唇系带位置过低： 

2）上中切牙出现间隙：待侧切牙继续萌出后，间隙逐渐消失。 

3）上中切牙牙冠偏远中： 

4）暂时性远中牙合： 

5）暂时性前牙拥挤：  

6）暂时性深覆合： 

３.恒牙期间的牙合特点: 

在替牙期，大多数恒牙已经建，只余第二、第三恒磨牙。第二恒磨牙约在 12～14 岁萌出，其所占的位置间隙，大部分

是由于面部的前 2／3 向前增长，小部分则由面部的后 1／3 向后方增长所获得。第三恒磨牙约在 17～21 岁之间萌出，其萌出

位置的获得与第二恒磨牙相同。 

 

第二节   牙列 

上下颌牙齿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向和位置排列，其牙根生长在牙槽窝内，牙冠连续排列 

成近似抛物线的弓形，称为牙弓或（）。  

在上颌者称为上牙列；在下颌者称为下牙列。 

(一)牙列形态、牙排列特点和生理意义 

１.牙列形态:方圆形、卵圆形、（） 

尖圆型：上颌牙列自（）近中开始向后弯曲，弓形   牙列前牙段向前突出较明显。 

方圆型：上下牙列中四个切牙的切缘唇侧连线（），弓形牙列从上 3远中才开始向后弯曲。 

椭圆型：介于二者之间，弓形牙列自上 2远中开始（）弯曲，使前牙段较圆突。 

 

2. 牙弓的测量 

（1）长度的测量:以左、右第二恒磨牙远中接触点间连线为底线，由中切牙近中接触点向底线作垂线为牙弓的总长度。 

(２)牙弓宽度的测量:左、右第二磨牙颊面间最宽的距离。 

根据国内研究结果：国人上下恒牙列的长度和宽度均呈正相关关系，上颌牙列宽约： 

５５ mｍ、长约５０ ｍｍ、下颌牙列宽约５２ ｍｍ、长约４１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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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牙排列特点： 

(１)牙体近远中向的倾斜规律: 

上颌排列顺序：2＞3＞1       4＞5＞6＜7＜8 

    下颌排列顺序：3＞2＞1       4＞5＞6＜7＜8 

(２) 牙体唇(颊)舌向的倾斜规律:口内所有牙齿在这个方向的倾斜度有三种情况: 

①牙体长轴的冠部向唇、颊侧倾斜ꎻ ②向舌侧倾斜ꎻ ③较正 

上、下 1.2的切端 均向唇侧，下颌切牙倾斜角度较上颌切牙小 

上、下 3.6及上 4.5 （） 

上 7.8 颊侧倾斜 

下颌 4.5.7.8 舌侧倾斜 

 

 

 

 

4.生理意义 

(１)保护牙周组织健康。ꎻ  

(２)有利于咀嚼。 

（3）避免咬伤颊舌黏膜，有利于舌的运动。 

(4)衬托唇颊，保持面部丰满。 

二、牙合曲线 

牙列的牙合面不是一个平面而是一个曲面。 用以表示牙列牙合面形态的曲线叫牙合曲线。 

有纵牙合曲线和横牙合曲线 

１.纵牙合曲线 

(１)下颌牙列的纵牙合曲线：又名（）曲线。 

它是连接下颌切牙的切嵴、尖牙的牙尖以及前磨牙、磨牙的颊尖所形成的一条凹向上的曲线。 

下颌牙列的纵 牙合曲线特点： 

    该曲线切牙段较平直，从尖牙起向后经前磨牙至第一磨牙远远颊尖处逐渐降低，然后第二、三磨牙颊尖又逐渐升高。    

表示：同一下颌牙列中，各牙上下不在一个平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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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上颌牙列的纵牙合曲线:又称补偿曲线。 

为连接上颌中切牙的切缘、尖牙的牙尖以及前磨牙的颊尖以及磨牙的近远中颊尖所形成的连线。该连线从前向后是一条

凸向下的曲线。 

上颌牙列的纵  牙合曲线特点： 

该曲线由切牙至第一磨牙近中颊尖段较平，从第一磨牙近中颊尖至最后磨牙的远颊尖段则逐渐向上弯曲。 

 

 

２. 横牙合曲线：又称Ｗｉｌｓｏｎ 曲线 

在上颌连接两侧同名磨牙的颊尖、舌尖形成一条凸向下的曲线。 

在下颌形成一条()=的曲线。 

 

温馨提示： 

     本节牙列形态及牙合曲线为重点内容。 

 

第三节   牙合 

牙合：为上下颌牙发生接触的现象 

一、牙尖交错牙合及其特点 

牙尖交错牙合（ICO）及其特点 

      牙尖交错牙合（ICO）：是指上、下颌牙牙尖相互交错咬合，达到()、最紧密的接触时的一种咬合关系。 

      当 ICO时，下颌位置对于颅骨处于正中时，牙对牙的关系又可以称为正中牙合 。 

Ico 正常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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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线对正：上下牙列的中线对正，并与上唇系带和人中一直。 

（2）一牙对二牙：（除下 1 和上 8外）全牙列最广泛、密切接触。 

（3）上下尖牙接触关系：上 3牙尖顶对下 3 的远中唇斜面及唇侧远中缘。 

                       下 3 牙尖顶对上 3 的近中舌斜面及舌侧近中缘。 

（4）第一磨牙接触关系：上 6近中颊尖对下 6 颊面沟。 

                       下 6 近颊尖对上 6 与 5 之间的合外展隙。 

（5）覆合覆盖关系正常。 

（6）1 对 1. 

（7）只和邻牙近中面接触的是中切牙。 

（8）只和邻牙远中面接触的是第三磨牙。 

 

牙尖交错牙合属于牙对牙的关系，其特点及生理意义为: 

１. 上下颌牙齿为尖窝相对的交错咬合关系： 

在牙尖交错牙合时，除下颌中切牙与上颌第三磨牙外，都保持着一个牙齿与相对的两个牙齿的牙合接触关系。这种牙合

接触的意义在于: 

①可使牙合面接触面积最大，有利于咀嚼。ꎻ  

②可使牙合力分散，避免个别牙齿负担过重。ꎻ  

③纵有个别牙齿缺失，也不致发生移位现象。 

 

２.上下颌牙弓间存在着覆盖与覆牙合关系： 

(１)覆盖:指牙尖交错牙合时上颌牙盖过下颌牙的水平距离。  

如在前牙，即指上颌切牙切缘到下颌切牙唇面的水平距离。 

正常 距离在 3 mm， 

Ⅰ°深覆盖 距离在 3~5mm 

Ⅱ°深覆盖 距离在 5~7mm 

Ⅲ°深覆盖。 超过 7mm者 

反覆盖。  下切切牙突出上切牙唇侧，或下后牙颊尖突出上后牙的颊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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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覆牙合:指牙尖交错牙合时上颌牙盖过下颌牙唇、颊面的垂直距离。 

 

 

 

 

   

 

 

 

 

 

(３)覆盖、覆牙合的生理意义: 

１)从而有利于提高咀嚼效能ꎻ  

２)使唇、颊侧软组织和舌得到保护 

 后牙覆牙合：上后牙颊尖顶与下后牙颊尖顶之间的垂直距离。 
 对刃牙合：ICO 时，切缘、颊尖相对。 
 开牙合：前牙、甚至前磨牙均不接触。 
 锁牙合：ICO 时，上后牙的舌尖咬在下后牙颊尖的颊侧。 
 反锁牙合：ICO 时，下后牙的舌尖咬在上后牙颊尖的颊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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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切道与切道斜度: 

切道：指在咀嚼过程中，下颌前伸到上、下颌切牙切缘相对后，在返回牙尖交错位的过程中，下颌前牙切缘所运行的

轨道。 

     切道斜度：是指切道与牙合平面相交所成的角度。其斜度大小，为上、下颌前牙间所存在的覆盖与覆牙合程度所影响。    

 

切道斜度的大小与覆盖成反变关系，与覆牙合成正变关系。 

3. 上、下颌第一磨牙关系： 

常利用 ICO时上下颌第一恒磨牙的牙合关系作为判定牙合类型的指标。 

(1)中性牙合:ICO时，上 6近中颊尖对下 6 颊沟。上 6 近中舌尖对下 6 中央窝。 

(2)远中错牙合:又称安氏Ⅱ类错牙合，为 ICO时，上 6近中颊尖对下 6颊沟（）。 

（深覆合/覆盖）牙合：Ⅱ类 1 分类：上切牙（）倾斜。 

                     Ⅱ类 2 分类：上切牙（）倾斜。   

(3)近中错牙合：又称安氏Ⅲ类错牙合,ICO时，上 6 近中颊尖对下 6颊沟远中。（反牙合） 

 

 

 

４. 上下颌牙齿对位接触情况： 

上下颌牙齿牙合面间的对位接触关系：可分为面的对位接触关系，尖与窝的对位接触关系，尖与沟的对位接触关系，

尖与隙的对位接触关系。 

二、前伸牙合和侧方牙合的特点、 

１.前伸牙合： 

当下颌由牙尖交错牙合位依切导向前、下运动的过程中，上下牙列间的咬合关系皆为前伸牙合关系。 

自然牙列对刃牙合的特点是：当前牙切缘相对时，后牙无接触。 

２. 侧方牙合：工作侧接触，对侧后牙不接触为（）。  

有两种类型:尖牙保护牙合和组牙功能牙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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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多为尖牙保护牙合，而组牙功能牙合多见于年长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牙的磨耗，尖牙保护可以变为组牙功能

牙合。 

三、牙合的分类及临床意义 

１.牙合的分类： 

根据牙尖交错位上下第一恒磨牙的牙合关系分为: 

中性牙合、远中错牙合(安氏Ⅱ类错)和近中错牙合() 

２. 平衡牙合分类： 

根据上下颌牙齿在正中和非正中咬合接触的情况可分为： 

双侧平衡牙合与单侧平衡牙合。 

双侧平衡牙合对于全口义齿非常重要 

(１) 双侧平衡牙合:分为正中牙合平衡、前伸牙合平衡与侧方牙合平衡 

１)正中牙合平衡：是指下颌在正中牙合位时，上下颌后牙间存在着最广泛的均匀的点、线、 

面接触，前牙间轻轻接触或不接触。 

２)前伸牙合平衡：分为三点接触、多点接触与完善的接触牙合平衡。 

①三点接触牙合平衡：是指上下颌牙列两侧后牙区的第二或第三磨牙间保持接触关系。 

②多点接触牙合平衡：是指上下颌牙列两侧后牙区保持着多于一对牙齿的接触关系。 

③完善的接触牙合平衡：是指上下颌牙列各个相对牙齿均保持着接触关系。 

３)侧方牙合平衡：分为三点接触、多点接触及完善的接触牙合平衡。 

①三点接触牙合平衡：是指下颌在侧方运动过程中，在非工作侧仅有个别磨牙保持接触。 

②多点接触牙合平衡：是指下颌在侧方运动过程中，而在非工作侧有多数后牙保持接触。 

③完善的接触牙合平衡：是指下颌在侧方运动过程中，非工作侧相对各牙尖的斜面均保持 

接触。 

(２)单侧平衡牙合：有尖牙保护牙合、组牙功能牙合 

１)尖牙保护牙合:是以尖牙作支撑，对其他牙齿起到保护作用。 

特点:正中关系牙合与正中牙合协调，侧方咬合运动时，工作侧只有尖牙保持接触非工作 

侧牙齿不接触，在作前伸咬合运动时，上下颌前牙切缘相对接触ꎬ 后牙不接触。 

尖牙的有利条件(了解): 

①尖牙具有适合制导的舌面窝趋于轴向。ꎻ  

②根长且粗大，支持力强。ꎻ  

③尖牙构成第Ⅲ类杠杆。ꎻ  

④牙周膜感受器丰富。 

２)组牙功能牙合:是以成组的牙齿行使功能 

特点:正中关系牙合与正中牙合协调，下颌前伸咬合时，上下前牙组切缘接触后牙不接触ꎻ  

作侧方咬合时，工作侧上下后牙均匀接触，非工作侧上下后牙不接触。 

四、面部结构的关系 

1.鼻翼耳屏线： 

    鼻翼中点至耳屏中点的连线，与合平面平行。与 牙合平面平行，与眶耳平面交角 15
0
。 

2.眶耳平面： 

    眶下缘最低点与外耳道上缘连成的假想平面， 称为眶耳平面。与 牙合 平面成 1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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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alkwill角： 从髁突中心至下颌中切牙近中切角连线与合平面所构成的交角，平均 26度。 

 

4.Bonwill 三角 

  两侧髁突中心与下颌中切牙近中切角三点连线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边长 10.16cm。 

 

5.Monson球面学说 

Monson提出，以眉间点为中心，10.16cm为半径，划出一个球面，球面一部分与下颌牙列合面吻合。 

 

温馨提示： 

       本节内容的重点为 ICO，覆合、覆盖及其分类。 

 

第四节  颌位 

概念： 

     颌位即下颌骨的位置。是骨与骨的关系，与牙的接触于否无关。       

分类：三种颌位和一种关系。       

              牙尖交错位（I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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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颌位  后退接触位（RCP） 

              下颌姿势位（MPP） 

    一种关系：正中关系 

一、牙尖交错位(ＩＣＰ) 

1.ICO 时下颌骨的位置称牙尖交错位，也称牙位。 

2.当 ICO位于正中时(可称为正中牙合时)ꎬ 也称为正中牙合位。 

假如：有些人 ICP 不在面部中央，下颌运动时位置偏左，或偏右，则 ICP不能成为正中 牙合 位。 

即：正中牙合位是 ICP，但 ICP不一定是正中牙合位。 

故：上下牙的 ICP 是不稳定的。 

 

 

二、正中关系与后退接触位 

1.后退接触位（RCP）： 

    从 ICP可以自如的直向后滑 0.5~1mm到 RCP，此时前牙不接触，后牙牙尖斜面接触。 

是下颌的生理性最后位。 

    将 RCP与 ICP 之间的无偏斜的以前后为主的位置关系称（）。 

2.后退接触位（RCP）特点： 

（1）不偏向任何一侧的最（）位置，髁突此时可做铰链运动，即下颌沿着两侧髁突中心的假想轴做转动（18~25mm），故又

称铰链位。 

（2）在铰链的运动范围内，下颌与上颌的关系为正中关系，它不是一个颌位，而是一个范围。最上位是 RCP，其咬合关系是

正中关系 牙合。 

三、下颌姿势位(ＭＰＰ) 

1.ＭＰＰ： 

（） 

2.息止牙合 间隙（1~3mm）： 

（） 

 

3.垂直距离：鼻底到颏点之间的面下 1/3高度。 

临床意义：确定颌位参考 

四、三种颌位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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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前伸牙合颌位和侧牙合颌位的特征 

１)前伸牙合颌位:对刃咬合时下颌的位置，正常时下前牙接触后牙不接触 

２)侧牙合颌位:下颌向一侧运动时所达到的下颌位置。 

正常:工作侧:尖牙保护牙合、组牙功能护牙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