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腔解剖生理学

牙体解剖生理

牙的演化

【考频指数】★★★★

【考点精讲】

1.牙附着于颌骨的方式

端生牙：无牙根，仅借纤维膜附着，易脱落。如硬骨鱼类。

侧生牙：除牙的基部与颌骨相连外，其一侧也附着于颌骨的内缘，无完善的牙根，但比

端生牙牢固，如爬行类动物的牙。

槽生牙：有较完善的位于牙槽窝内的牙根。如人类的牙为槽生牙。

2.牙列替换的次数

多牙列：如大部分硬骨鱼类、两栖类和爬行类为多牙列。

双牙列：双牙列主要是槽生牙，哺乳动物包括人类为双牙列。

3.牙体外形

同形牙：全口牙的形态相同如鱼类的牙。

异形牙：牙体形态各异，如哺乳动物包括人类的牙。

4.牙演化的特点

单一同形牙→复杂异形牙；

牙数目多→少；

多牙列→双牙列；

由广泛至→集中于上、下颌骨；

牙根无→有，由端生牙至侧生牙→槽生牙。

【进阶攻略】此考点内容颇为简单，各类牙的特点是必须掌握的内容，其中牙演化的特

点是非常重要的内容，需要牢记。

牙的组成、分类及功能

【考频指数】★★★

【考点精讲】

1.牙的组成



从牙体外部形态观察，每颗牙均由牙冠、牙根和牙颈三部分构成。牙体外层被釉质覆盖

的部分称为牙冠，也称为解剖牙冠。正常情况下，牙冠的大部分显露于口腔，牙冠与牙根以

龈缘为界，其中龈缘上方的牙体部分称为临床牙冠。

从纵剖面观察，牙体的组织包括以下四个部分：釉质、牙骨质、牙本质、牙髓。

恒切牙切缘釉质最厚约 2mm，磨牙牙尖处釉质最厚约 2.5mm，至牙颈部釉质逐渐变薄。

乳牙的釉质较薄，仅为 0.5～1.0mm。

2.牙的分类

根据牙的形态和功能分类：根据此恒牙可分为切牙、尖牙、前磨牙和磨牙四类，乳牙可

分为乳切牙、乳尖牙和乳磨牙三类。

切牙→功能是切割食物。牙根为单根。

尖牙→功能是穿刺、撕裂食物。牙根为单根。

前磨牙→主要是协助尖牙和磨牙行使功能。

磨牙→功能是捣碎、磨细食物。

根据牙在口腔内存在的时间分类：根据牙在口腔内存在时间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可分

为乳牙和恒牙。

根据牙在口腔内的位置分类：

前牙→位于牙弓的前部（口角之前），包括切牙和尖牙。

后牙→位于牙弓的后部（口角之后），包括前磨牙和磨牙。

3.牙的功能：咀嚼功能、辅助发音和言语功能、保持面部形态协调美观。

【进阶攻略】切牙、尖牙、前磨牙、磨牙各自的功能需要掌握，牙的功能也是比较重要

的考点，其他内容较为简单，容易掌握。

【易错易混辨析】恒牙可分为四类，而乳牙分为三类，是没有前磨牙的。

牙位记录

【考频指数】★★

【考点精讲】

目前最常用的牙位记录方法为部位记录法：以“+”符号将牙弓分为上、下、左、右四区。

每区以阿拉伯数字 1～8分别依次代表中切牙至第三磨牙；以罗马数字Ⅰ～Ⅴ分别依次代表

每区的乳中切牙至第二乳磨牙。

Palmer记录系统也是分为上、下、左、右四区，恒牙记录同部位记录法；乳牙以英语

字母 A～E代表每区的乳中切牙至第二乳磨牙。

通用编号系统：采用通用编号系统记录牙位时，每颗牙均有其固定的编号。

国际牙科联合会系统（简称 FDI）采用二位数记录牙位，十位数表示牙所在的区域象限

以及是乳牙或恒牙，如 1、2、3、4表示恒牙牙弓分区；5、6、7、8表示乳牙牙弓分区。“1”
表示恒牙右上区，“2”表示恒牙左上区，“3”表示恒牙左下区，“4”表示恒牙右下区；“5”表示

乳牙右上区，“6”表示乳牙左上区，“7”表示乳牙左下区，“8”表示乳牙右下区。个位数“X”表
示牙的排列顺序，愈近中线牙数字愈小。



例如：65表示左上颌第二乳磨牙。

【进阶攻略】目前最常用的牙位记录方法为部位记录法，但我们还要重点掌握国际牙科

联合会系统（简称 FDI）采用二位数记录牙位，这种方法也常常出现。

【易错易混辨析】几种牙位记录法都需要掌握，注意区分，做题时不能因为牙位的判断

错误而失分。

牙的萌出及乳恒牙更替

【考频指数】★★★★★

【考点精讲】

出龈：牙胚破龈而出的现象。

萌出：从牙冠出龈至上、下牙达到咬合接触的全过程。

牙萌出的规律：在一定的时间内，按照一定的顺序，左右成对萌出；一般情况下，下颌

牙的萌出较上颌同名牙略早；女性同名牙的萌出略早于男性。

乳牙的萌出：生后约 6个月→2岁半左右全部萌出。乳牙的萌出顺序为：乳中切牙（Ⅰ）

→乳侧切牙（Ⅱ）→第一乳磨牙（Ⅳ）→乳尖牙（Ⅲ）→第二乳磨牙（Ⅴ）。

恒牙的萌出及乳恒牙更替：

乳（牙合）期：2岁半左右至 6～7岁期间，儿童口腔中仅有乳牙存在。

替（牙合）期：约 6～7岁至 12～13岁，恒牙逐渐替换乳牙。

恒（牙合）期：12～13岁以后，口腔中全部为恒牙。

恒牙萌出顺序：上颌多为 6→1→2→4→3→5→7或 6→1→2→4→5→3→7；下颌多为

6→1→2→3→4→5→7或 6→1→2→4→3→5→7。第三磨牙萌出较晚，约在 20岁左右，故

俗称智牙。

【进阶攻略】本考点内容不多，但出题量较多，乳牙及恒牙萌出的顺序是非常重要的内

容，故要求牢记。

【易错易混辨析】出龈是牙胚破龈而出的现象，萌出是从牙冠出龈至上、下牙达到咬合

接触的全过程。两个概念容易混淆，注意区分。

牙体解剖的应用名称及解剖标志

【考频指数】★★★

【考点精讲】牙体解剖的应用名称

中线：是平分颅面部为左右两等份的一条假想线。

牙体长轴：是沿冠根方向通过牙体中心的一条假想线。

线角：牙冠上两个相邻牙面相交处形成一线，在该线上所成的角称线角。

点角：牙冠上三个相邻牙面相交处形成一点，在该点上所成的角称点角。

外形高点：指牙冠各轴面上最突出的部分。



斜嵴：（牙合）面两牙尖三角嵴斜形相连形成的嵴称为斜嵴，是上颌磨（牙合）面的重

要解剖标志。

横嵴：是相对牙尖的两条三角嵴，横过（牙合）面相连形成的嵴，横嵴是下颌第一前磨

（牙合）面的重要特征。

轴嵴：是轴面上从牙尖顶端伸向牙颈的纵形隆起。如尖牙唇面的轴嵴称为唇轴嵴。

窝：是牙冠表面不规则凹陷，略似一个四周环山的盆地，称为窝。

沟：是指牙冠各面上，介于牙尖和嵴之间，或窝底部细长形的、似山间溪流的凹陷部分。

裂：钙化不全的沟称为裂，是龋病的好发部位。

点隙：3条或 3条以上发育沟的汇合处，或某些发育沟的末端所形成的点状凹陷称为点

隙。

【进阶攻略】本考点在理解上较为简单，出题量不多。考生应掌握以上内容，为后期的

进一步的学习奠定一定的基础。

【易错易混辨析】点隙的发育沟条数，点隙是 3条或 3条以上发育沟的汇合处，牢记

掌握。

恒牙切牙解剖特点及临床应用解剖

【考频指数】★★★

【考点精讲】

上颌中切牙是切牙中体积最大、近远中径最宽的牙。

唇面：近似梯形，切颈径大于近远中径，近中缘和切缘较直，远中缘略突，切 1/3见两

条纵形发育沟，颈 1/3处略突出为唇面的外形高点。近中切角似直角，远中切角略圆钝。

舌面：与唇面形态相似但略小。

邻面：近中面似三角形，顶为切端，底为颈缘，呈Ⅴ形，称为颈曲线，近中接触区在切

1/3靠近切角。远中面似近中面但稍短而圆突，远中接触区在切 1/3距切角稍远。

切嵴：邻面观，切嵴位于牙体长轴的唇侧。

牙根：为粗壮较直的单根，唇侧宽于舌侧，牙根颈部横切面为圆三角形。

下颌中切牙：全口恒牙中体积最小的牙，形态较为对称。下颌中切牙牙冠宽度约为颌中

切牙宽度的 2/3。

上颌侧切牙：位于上颌中切牙的远中，形态与上颌中切牙基本相似，但较上颌中切牙体

积稍小，形态窄长。上颌侧切牙的形态变异较多，常见为锥形或先天缺失。

下颌侧切牙：与下颌中切牙相似，但体积较下颌中切牙大。

切牙临床应用解剖：上颌切牙位于牙弓前部，易受创伤，缺损后对发音和美观有直接影

响。上颌切牙邻面接触区和上颌侧切牙舌窝顶点为龋病的好发部位。下颌切牙接近下颌下腺、

舌下腺导管口，受唾液的冲刷不易发生龋齿，但舌面近颈部往往有牙垢、牙石沉积。上颌中

切牙牙根较圆且直，拔除时可用旋转力。上颌侧切牙牙根常有弯曲，下颌切牙牙根扁而长，

拔除时不可用旋转力。上颌侧切牙外形常有变异或先天缺失。

【进阶攻略】上颌中切牙记忆口诀



上切唇长大于宽，近切角直别左右；

唇切三分发育沟，舌窝周是嵴边缘；

唇切舌切各轴面，颈三就是外高点；

近远中面似三角，顶为切嵴底颈线；

根单粗壮唇侧宽，横剖切面三角圆；

有些根尖略偏远，此乃皆是它特点。

恒牙尖牙解剖特点及临床应用解剖

【考频指数】★★

【考点精讲】

上颌尖牙是全口牙中牙体和牙根最长的牙。

唇面：似圆五边形，颈缘呈弧形，近中缘长，近中斜缘短，远中斜缘长，远中缘短。近、

远中斜缘在牙尖顶端相交成的角约为 90°。唇面中部由牙尖顶伸至颈 1/3的突起形成唇轴嵴。

唇面的外形高点在中 1/3与颈 1/3交界处的唇轴嵴上。

舌面：似唇面，但略小。舌窝被舌轴嵴分成较小的近中舌窝和较大的远中舌窝。

邻面：远中面比近中面更突且短小。

牙尖：牙尖由四条嵴和四个斜面组成。四条嵴为近、远中牙尖嵴和唇、舌轴嵴，其中远

中牙尖嵴大于近中牙尖嵴，牙尖顶偏近中。四斜面为近、远中唇斜面和近、远中舌斜面。

牙根：单根，直且粗壮，唇舌径大于近远中径，根颈横切面呈卵圆三角形。根长约为冠

长的 2倍，根尖略偏远中。

下颌尖牙与上颌尖牙形态相似，较上颌尖牙窄而薄，故牙体显得细长。

（1）唇面：为窄长五边形，切颈径明显大于近远中径，较平坦，颈峰、唇轴峰及发育

沟不如上颌尖牙明显。近中缘最长，约与牙体长轴接近平行，远中缘较短，近中斜缘短，远

中斜缘长，两者长度之比约为 1：2，近、远中斜缘的交角大于 90°。唇面观察下颌尖牙，

冠与根的近中缘相连约成直线。

（2）舌面：小于唇面，略凹，舌轴峰不如上颌尖牙明显，外形高点在舌隆突。

（3）邻面：似三角形，邻面观察下颌尖牙，冠与根两者的唇缘相连约成弧线。

（4）牙尖：不如上颌尖牙明显，牙尖顶偏近中更明显。

（5）牙根：为扁圆细长的单根，根颈 1/3处横切面为扁圆形。近、远中根面有浅的长

形凹陷。根尖略偏远中。

尖牙临床应用解剖：位于口角处，起支撑口角的作用。如缺失则口角塌陷，对面容影响

较大。牙冠各面光滑，自洁作用较好，发生龋齿的机会少。因其牙根长、稳固，通常是口内

留存时间最长的牙。修复时多用作基牙。上颌尖牙牙根为圆锥形单根较直，拔除时可用旋转

力。

【进阶攻略】上颌尖牙记忆口诀

上尖宽厚长又大，撕肉穿食永不怕；

唇似五边轴嵴显，将此分为两斜面；



牙尖偏近远缘短，颈中三分是高点；

边缘嵴是近中长，牙尖嵴是近中短；

尖到隆突舌轴嵴，近远中窝面不一；

邻似三角比切突，接触区则分高低。

（牙合）与颌位

建（牙合）动力平衡

【考频指数】★★

【考点精讲】建（牙合）的动力平衡及影响因素

前后向动力平衡：向前的动力：主要来自颞肌、咬肌、翼内肌及翼外肌。向后的动力主

要来自唇和颊肌。

唇（颊）舌向（内外）动力平衡：能促进上、下颌骨适当地向前发育，也可促进牙弓向

侧方发育。在内外动力平衡状态适宜时，牙列的宽度发育正常。

上下方向动力平衡：上、下牙列间正常的尖窝嵌合关系，制约着每一牙齿的上下方向位

置关系，使之保持稳定。

【进阶攻略】此内容简单了解即可，出题量较少。

乳牙（牙合）特征

【考频指数】★★★★★

【考点精讲】从 2岁半至 6岁左右第一颗恒牙萌出之前，皆属乳牙（牙合）时期。

2.5～4岁期间的特征：牙排列紧密；切缘及（牙合）面尚无显著磨耗；乳牙位置较正；

覆（牙合）较深，覆盖较小，（牙合）曲线不明显；上、下颌第二乳磨牙的远中面彼此相齐，

成一垂直平面称为齐平末端。

4～6岁期间的特征：牙排列不紧密，前牙间隙逐渐形成；牙的切缘及（牙合）面产生

显著磨耗；下颌第二乳磨牙移至上颌第二乳磨牙的稍前方（近中）；随下颌升支发育，暂时

性深覆（牙合）减小。

【进阶攻略】本考点是历年考试的重点内容，故要求考生重点复习，可与后面要讲解的

替牙（牙合）特征对比记忆。

替牙（牙合）特征及早期恒牙（牙合）特征

【考频指数】★★★★★

【考点精讲】



混（牙合）（替牙（牙合））特征（从 6～12岁，皆属混牙（牙合））：上唇系带位

置过低；中切牙间间隙；上中切牙、侧切牙牙冠偏远中；暂时性前牙拥挤；暂时性远中（牙

合）；暂时性深覆（牙合）。

早期恒牙（牙合）特征：在替牙期，大多数恒牙已经建（牙合），只余第二、第三恒磨

牙。现代人第三磨牙常常因萌出空间不足而阻生。

【进阶攻略】混（牙合）（替牙（牙合））特征是需要重点掌握的内容，早期恒牙（牙

合）特征一般了解即可。

牙列分类

【考频指数】★★

【考点精讲】

牙列形态特征分型：

尖圆形：上颌牙列自侧切牙起就开始向后弯曲，弓形牙列的前牙段向前突出比较明显；

方圆形：上、下牙列中四个切牙的切缘唇侧连线略直，弓形牙列从尖牙的远中才开始弯

曲向后；

椭圆形：介于方圆形与尖圆形之间，弓形牙列自上颌侧切牙的远中开始，向后逐渐弯曲，

使得前牙段较圆突。

牙弓长度的测量：以左、右侧最后一颗牙远中最突点间连线为底线，由中切牙近中接触

点向底线作垂线为牙弓的总长度。牙弓宽度的测量为左、右第二磨牙颊面间最宽的距离。

【进阶攻略】尖圆形牙列自侧切牙起开始向后弯曲；椭圆形牙列自侧切牙的远中开始向

后弯曲；方圆形牙列从尖牙的远中才开始弯曲向后，牢记几种牙列开始弯曲的牙位位置。

【易错易混辨析】研究统计，上颌牙列的宽度应比下颌牙列宽，上颌牙列的长度应比下

颌牙列长。

牙齿排列特点及生理意义

【考频指数】★★★

【考点精讲】

牙体近远中向的倾斜规律：上颌中切牙较正或稍向近中倾斜，上颌侧切牙向近中倾斜角

度较中切牙和尖牙者大，上颌尖牙倾斜角度较中切牙者稍大，但略小于侧切牙。下颌中切牙

较正，侧切牙稍向近中倾斜，尖牙近中倾斜比前两者都大。上下前磨牙与第一磨牙向近中倾

斜的程度较小并依次减小，最后与中线接近平行。上下颌第二、第三磨牙向近中倾斜度依次

加大。

牙体唇（颊）舌向的倾斜规律：上、下颌切牙的切端均向唇侧，其倾斜度与颌骨前端牙

槽突的倾斜度是一致，下颌切牙的倾斜度较上颌切牙小。

【进阶攻略】上颌前牙向近中倾斜角度有大到小为 231，下颌前牙则为 321。

（牙合）曲线



【考频指数】★★★★

【考点精讲】

纵（牙合）曲线：

下颌牙列的纵（牙合）曲线又名 Sp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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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尖牙起向后则逐渐降低，于第一磨牙

远颊尖处为最低点。

上颌牙列的纵（牙合）曲线：它的曲度与 Spee曲线略有不同。连接上颌切牙的切缘，

尖牙的牙尖、前磨牙及磨牙的颊尖，呈一条凸向下的曲线，称纵（牙合）曲线。此曲线的前

段较平，后段从第一磨牙的近中颊尖起逐渐向上弯曲，称补偿曲线。

横（牙合）曲线又称Wilson曲线。上颌两侧磨牙在牙槽中的位置均略向颊侧倾斜，使

舌尖的位置低于颊尖，因此，连接两侧同名磨牙的颊尖、舌尖形成一条凸向下的曲线，称横

（牙合）曲线。

咀嚼时如果侧方运动幅度较小或咀嚼运动受限，可造成后牙颊、舌尖的磨耗程度不均。

一般支持尖，如上后牙的舌尖及下后牙的颊尖磨耗较多，结果形成与正常的横（牙合）曲线

相反的反横（牙合）曲线。

【进阶攻略】本考点有英文名称，题目中出现容易混淆，注意区分。

牙尖交错（牙合）

【考频指数】★★★★

【考点精讲】

1.上下颌牙弓间存在着覆盖与覆（牙合）关系

覆盖亦称超（牙合），如在前牙，即指上颌切牙切缘到下颌切牙唇面的水平距离。超过

3mm者为Ⅰ度深覆盖，超过 5mm者为Ⅱ度深覆盖一超过 7mm者为Ⅲ度深覆盖。有时由于

发育异常，牙尖交错（牙合）时，下前牙咬在上前牙的唇侧，或下颌后牙的颊尖咬在上颌后

牙的颊侧，称为反（牙合）。下颌牙反盖着上颌牙，则称为反覆盖。

深覆（牙合）的程度取决于下颌前牙切缘咬在上颌前牙舌面的部位而定，咬在切 1/3
以内者，称为正常覆（牙合）；咬在中 1/3以内者，称为Ⅰ度深覆（牙合）；咬在颈 1/3者，

称为Ⅱ度深覆（牙合）；超过颈 1/3者，称为Ⅲ度深覆（牙合）。对于后牙，它是指上后牙

颊尖顶与下后牙颊尖顶之间的垂直距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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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上下颌第一磨牙关系

在牙尖交错（牙合）时，上颌第一恒磨牙的近中颊尖正对着下颌第一恒磨牙的颊沟，上

颌第一恒磨牙的近中舌尖则接触在下颌第一恒磨牙的中央窝内，通常称为中性（牙合）。

如上颌第一恒磨牙的近中颊尖咬合在下颌第一恒磨牙的颊沟的近中，则称为远中错（牙

合），或安氏Ⅱ类错（牙合）。



如上颌第一恒磨牙的近中颊尖咬合在下颌第一恒磨牙颊沟的远中，则称为近中错（牙合），

或安氏Ⅲ类错（牙合）。

【进阶攻略】本讲为重要的考点，应掌握本讲全部的内容。一般说来，切道斜度的大小

与覆盖呈反变关系，与覆（牙合）呈正变关系。

【易错易混辨析】

对刃（牙合）（对（牙合））：牙尖交错（牙合）时，上下牙齿彼此以切缘相对，或以

颊尖相对；

开（牙合）：牙尖交错（牙合）时，上、下牙列部分前牙甚至前磨牙均不接触；

锁（牙合）：牙尖交错（牙合）时上后牙的舌尖咬在下后牙颊尖的颊侧；

反锁（牙合）：牙尖交错（牙合）时下后牙的舌尖咬在上后牙颊尖的颊侧。

口腔颌面颈部解剖

上颌骨解剖特点

【考频指数】★★★★

【考点精讲】上颌骨形态不规则。

前外面：有眶下孔、尖牙窝，眶下孔位于眶下缘中点下方约 0.5cm处，是眶下神经阻

滞麻醉的有效注射部位。

后面（颞下面）：参与颞下窝和翼腭窝前壁的构成，有颧牙槽嵴、牙槽孔和上颌结节。

上面（眶面）：有眶下孔、尖牙窝。眶下孔向后、上、外方通入眶下管，有眶下管。

内面（鼻面）：有上颌窦裂孔、向前下方的沟与蝶骨翼突和腭骨垂直部相接构成翼腭管，

管内有腭降动脉和腭神经通过

上颌第一磨牙根尖距上颌窦底壁最近，上颌第二磨牙次之，第二前磨牙与第三磨牙再次

之。

上颌骨的支柱结构包括尖牙支柱（鼻额支柱）、颧突支柱、翼突支柱。

【进阶攻略】上颌骨一体四突，一体即上颌体，四突为额突、颧突、腭突、牙槽突。

【易错易混辨析】

牙槽突：系上下颌骨包绕牙根周围的突起部分。

牙槽窝：为牙槽突容纳牙根的部分。

牙槽嵴：牙槽窝的游离缘。

牙槽间隔：两牙之间的牙槽骨。

牙根间隔：多根牙各牙根之间的牙槽骨。

下颌骨解剖特点

【考频指数】★★★★



【考点精讲】

1.下颌体

外面骨性标志：正中联合、颏结节、外斜线（有降下唇肌及降口角肌附着）、颏孔（有

颏神经通过）。

内面骨性标志：颏棘（上颏棘为颏舌肌的起点，下颏棘为颏舌骨肌的起点），内斜线（下

颌舌骨肌起点），内斜线上方有舌下腺窝；内斜线下方，有下颌下腺窝和二腹肌窝。

下颌前牙唇侧牙槽窝骨板比舌侧薄，前磨牙区颊舌侧骨板厚度相近，磨牙区颊侧骨板厚

于舌侧。下颌体下缘为下颌骨最致密处。

2.下颌支

下颌支上端有喙突（有颞肌和咬肌附丽）和髁突（关节突），喙突与髁突之间为下颌切

迹，又称乙状切迹。内侧面中央略偏后上方有下颌孔，孔前方有下颌小舌（蝶下颌韧带附着

处）。孔的前上方有下颌隆突，此处由前向后分别有颊神经、舌神经和下牙槽神经越过，可

以作为临床阻滞麻醉的标志。

下颌角的内面有翼肌粗隆，外面有咬肌粗隆，为相应咀嚼肌附着处。

3.下颌骨的薄弱部位

正中联合、颏孔区、下颌角、髁突颈部。

【进阶攻略】下颌骨是颌面诸骨中体积最大、面积最广、位置最突出者，在结构上存在

易发生骨折的薄弱部位，几个薄弱的部位是重点内容。下颌骨的解剖特点是比较重要的知识

点。

腭骨、蝶骨、颞骨、舌骨

【考频指数】★★

【考点精讲】

腭骨：为一对 L形骨板，位于鼻腔后部，上颌骨与蝶骨翼突之间，分为水平与垂直两部

分。

蝶骨：位于颅底中部，包括体部、小翼、大翼和翼突四部分。

颞骨：成对，位于蝶骨、顶骨与枕骨之间，分为颞鳞、乳突、岩部和鼓板四部分。

舌骨：呈 U形，位于甲状软骨上方，下颌骨后下方。舌骨分为中间部的舌骨体、舌骨

大角和舌骨小角。舌骨体上部有颏舌骨肌附着，下部则有下颌舌骨肌、胸骨舌骨肌和肩胛舌

骨肌附着。舌骨大角自舌骨体的外侧端延伸向后上方，其上缘一般与舌动脉起始部在同一水

平，为舌骨舌肌的起始处。舌骨小角起于舌骨体和大角的连接处，有茎突舌骨韧带附着。

【进阶攻略】甲状舌管囊肿的发生常见于舌骨体上下。临床上舌骨大角是咽部手术以及

寻找或结扎舌动脉的重要解剖标志。

颞下颌关节组成、血供、结构特点

【考频指数】★★★★



【考点精讲】颞下颌关节由五部分组成，即下颌骨髁突、颞骨关节面、关节盘、关节囊

和关节韧带。

1.颞下颌关节组成及结构特点

下颌骨髁突：侧面观，有一横嵴将髁突顶部分为前后两个斜面。前斜面小，为功能面，

是关节的负重区；后斜面较大。髁突外侧端有一粗糙面是关节盘和关节韧带的附着处。关节

翼肌窝，为翼外肌附着处。

颞骨关节面：位于颞骨鳞部的关节面包括关节窝和关节结节。关节窝顶与颅中窝之间仅

有薄骨板相隔，中央最薄处可仅厚约 1.2mm。关节结节有两个斜面，前斜面是颞下窝的延

长，斜度较小；后斜面是功能面，是关节的负重区。

关节盘：具有吸收震荡、缓解关节内压的作用；具有较好的形态可塑性，对于调节关节

面和髁突之间形态、大小的不均衡，进而维持关节运动等功能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

关节囊。

关节韧带：颞下颌韧带可防止髁突向外侧脱位。茎突下颌韧带又称后韧带，可限制下颌

过度前伸。蝶下颌韧带又称为内侧韧带，在迅速大张口时，具有悬吊下颌、防止张口过大的

作用。

2.颞下颌关节的血供主要来自颞浅动脉及上颌动脉的关节支。

【进阶攻略】此讲是比较重要的知识点，其中颞下颌关节的功能区是常考的题目，需要

重点掌握。

【易错易混辨析】颞下颌关节的功能区是髁突的前斜面和关节结节的后斜面，而不是髁

突顶部和关节窝顶部，需要牢记。

颞下颌关节运动

【考频指数】★★★

【考点精讲】颞下颌关节有矢状方向和冠状方向运动。

双侧髁突不能独立运动，但可做不对称运动。

运动形式可以是单纯转动、单纯滑动或者滑动兼转动。

单纯转动：通常出现在双侧关节的对称性运动中，主要发生在关节下腔，髁突在关节盘

下做前后方向的单纯转动运动，又称铰链运动。

单纯滑动：单纯滑动运动通常出现在双侧关节的对称性运动中，主要发生在关节上腔，

盘-髁复合体在颞骨关节面下方向前、下运动。滑动兼转动运动：可以出现在对称性运动中，

也可以出现在非对称性运动中。

【进阶攻略】掌握铰链运动，前伸运动时双侧颞下颌关节即进行单纯滑动运动，通常认

为从牙尖交错位开始的开口运动，即为滑动兼转动运动。

表情肌

【考频指数】★★

【考点精讲】面部表情肌的运动由面神经支配。唇周围肌：



唇周围肌上组：主要有笑肌、颧大肌、颧小肌、提上唇肌、提上唇鼻翼肌、提口角肌。

唇周围肌下组：由浅入深分别为降口角肌、降下唇肌和颏肌。

口轮匝肌：主要作用是闭唇，封闭口腔，并参与吮吸、进食、咀嚼与发音。

颊肌主要作用是牵拉口角向后。

【进阶攻略】本讲内容并不常考，出题也不会太难，简单了解即可。

舌、腭肌

【考频指数】★★

【考点精讲】

舌肌为横纹肌，构成舌的主体，分为舌内肌和舌外肌两部分。舌肌（除腭舌肌外）全部

由舌下神经支配；腭舌肌则由迷走神经的咽支支配。

腭肌形成软腭的主体，由腭帆提肌、腭帆张肌、腭垂肌、腭舌肌和腭咽肌等 5对肌肉组

成。腭肌的运动除腭帆张肌外，均由副神经的颅根经迷走神经咽支支配。腭帆张肌则由发自

三叉神经的运动纤维支配。

【进阶攻略】本讲还需要掌握一个概念，腭咽闭合是指鼻咽部的咽腔缩小，与向后运动

的软腭形成广泛而密切的接触，从而分隔鼻咽腔和口咽腔。

【易错易混辨析】舌内肌的舌上纵肌和舌下纵肌收缩时使舌缩短；舌横肌收缩时使舌伸

长；舌垂直肌收缩时使舌变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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