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乳牙萌出顺序为乳中切牙、乳侧切牙、第一乳磨牙、乳尖牙、第二乳磨牙。

２.上颌第一前磨牙的近中斜缘长于远中斜缘。颊尖偏远中。是前磨牙中唯一的颊尖偏向远

中者。

３.下颌第一前磨牙是前磨牙中体积最小的牙。牙冠显得较方圆。

４.下颌前磨牙常用作判断颏孔位置的标志。

５.髓室增龄变化的继发性牙本质沉积方式因牙位而不同。上颌前牙继发性牙本质主要沉

积在髓室舌侧壁。其次为髓室顶。 磨牙主要沉积在髓室底。其次为髓室顶和侧壁。

６.上颌磨牙髓室顶凹向下。最凹处约与颈缘平齐。髓室底呈圆形。位于颈缘龈方约 ２ ｍｍ

处。近根管处可见 ３~４ 个根管开口。有根管进入相应牙根。

７.牙胚破龈而出的现象称为出龈。牙萌出的规律包括:①在一定的时间内。按照一定的顺

序。左右对称萌出ꎻ ②一般情况下。下颌牙的萌出较上颌同名牙略早ꎻ ③女性同名牙的萌出略早

于男性。

８.人类最早萌出的乳牙是下颌乳中切牙。

９.近中舌尖三角嵴与远中颊尖三角嵴斜形相连形成斜嵴。是上颌第一磨牙的解剖特征。

１０.上颌前磨牙的牙根为扁形单根或双根。且根尖多弯曲。拔除时主要使用摇力不能使用

扭转力。

１１.人类最晚萌出的恒牙是上颌第三磨牙。

１２.下颌第一磨牙髓室顶最凹处约与颈缘平齐。髓室顶和髓室底之间相距约 １ ｍｍ。

１３.动物由低等向高等发展过程中牙齿的演化依次为端生牙、侧生牙、槽生牙。

１４.同形牙是指全口牙的形态相同。多为三角形或单锥体形。大小相似。如鱼类的牙。

１５.异形牙是指牙体形态各异。大小不一。可分为切牙、尖牙、前磨牙、磨牙四类。如哺乳动

物。包括人类的牙。

１６.约在婴儿第 ６ 个月时乳牙萌出。开始建 。经过乳牙 、替牙 及恒牙 三个发育阶

段。直到第三磨牙萌出才完成建 过程。

１７.完整的乳牙 约在 ２ 岁半时建成。并形成稳定的乳牙 关系。

１８.幼儿替牙期的 特点常表现为暂时性错 。此类错 在 的发育过程中常可自行调

整为正常。

１９.一般来说。切道斜度的大小与覆盖成反变关系。



２０.由于下颌骨位置的变化。可产生不同的颌位。其中有重复性。又有临床意义的有三种颌

位和正中关系。 其中。 位包括牙尖交错位、后退接触位、下颌姿势位。

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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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第二恒磨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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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下颌牙列的纵 曲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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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牙尖交错 是指上、下颌牙牙尖相互交错咬合。达到最广泛、最紧密的接触关系。

２５.覆盖、覆 的生理意义包括:①因上牙弓大于下牙弓。便于下颌进行咀嚼运动时。保持

接触关系。从而有利于提高咀嚼效能ꎻ ②因上牙弓的切缘与颊尖覆盖着下牙弓的切缘与颊

尖。使唇、颊侧软组织得到保护。而不致咬伤。 同时在牙弓的舌侧。由于下颌牙的舌尖反覆盖

着

上颌牙的舌尖。这样又可保护舌的边缘不被咬伤。

２６.当口腔在不咀嚼、不吞咽、不说话的时候。下 处于休息状态。上下颌牙弓自然分开。从

后向前保持着一个楔形间隙。 此时下颌所处的位置。称为下颌姿势位。

２７.上颌骨形态不规则。可为一体四突。即上颌体、额突、颧突、腭突、牙槽突。

２８.上颌骨上颌体的前外面有眶下孔、尖牙窝。眶下孔位于眶下缘中点下方约 ０.５ｃｍ 处。

眶

下孔向后、上、外方通入眶下管。

２９.尖牙支柱也叫鼻额支柱。主要承受尖牙区的咀嚼压力。起于上颌尖牙区的牙槽突。上行

经眶内缘至额骨。

３０.面颈部的血液供应主要来源于颈总动脉和锁骨下动脉。

３１.颈总动脉在约平甲状软骨上缘处分为颈内动脉和颈外动脉。

３２.眼神经为感觉神经。经眶上裂出颅。主要分布于泪腺、眼球、眼睑、前额皮肤和部分鼻

黏膜。

３３.腭骨为左右成对的 Ｌ 形骨板。位于鼻腔后部、上颌骨与蝶骨翼突之间。参与构成鼻腔底

和侧壁、腭、眶底、翼腭窝和眶下裂。

３４.颞骨左右成对。介于蝶骨、顶骨与枕骨之间。分为颞鳞、乳突、岩部、鼓板四部分。参与

构



成颅底及颅腔的侧壁。

３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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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颞肌起于颞窝及颞深筋膜的深面。通过颧弓深面。止于喙突及下颌支前缘直至第三磨

牙远中。

３７.翼内肌有深、浅两头。深头起于翼外板的内侧面和腭骨锥突。浅头起于腭骨锥突和上颌

结节。

３８.翼外肌有上、下两头。上头起于蝶骨大翼的颞下面和颞下嵴ꎻ 下头起于翼外板的外侧

面。向后外方走行。止于髁突颈部的关节翼肌窝、关节囊和关节盘。

３９.二腹肌前腹由下颌神经的下颌舌骨肌神经支配。后腹由面神经的二腹肌支配。

４０.颧突支柱主要承受第一磨牙区的咀嚼压力。

４１.翼突支柱主要承受磨牙区的咀嚼压力。由蝶骨翼突与上颌骨牙槽突的后端连接而构

成。将咀嚼压力传导至颅底。

４２.下颌骨髁突呈椭圆形。内外径长。前后径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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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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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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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部位包括正中联合、颏孔区、下颌角、髁突颈部。

４４.上颌神经为感觉神经。经圆孔出颅起自三叉神经节前缘的中部。根据其行程可分为四

段。包括颅中窝段、翼腭窝段、眶下管段、面段。

４５.下颌神经经卵圆孔出颅。发出的分支包括:脑膜支、翼内肌神经、颞深神经、咬肌神经、
翼外肌神经、颊神经、耳颞神经、舌神经、下牙槽神经。

４６.舌神经主要分布于下颌舌侧牙龈、同侧舌前 ２ / ３ 及口底黏膜、舌下腺等。

４７.面神经为混合性神经。含有三种纤维。即运动纤维、副交感纤维和味觉纤维。

４８.面神经以茎乳孔为界。可分为面神经管段和颅外段。

４９.面神经出茎乳孔后。在距皮肤表面 ２~３ ｃｍ 向前外。并稍向下经外耳道软骨和二腹肌

后

腹之间。在腮腺覆盖下。经茎突根部的浅面。进入腮腺。形成五组分支。由上至下依次为颞支、

颧

支、颊支、下颌缘支、颈支。

５０.在平对上颌第二磨牙牙冠的颊黏膜上。有一乳头状突起。腮腺导管口开口于此。

５１.腭大孔位于硬腭后缘前方约 ０.５ｃｍ 处。约相当于腭中缝至龈缘的外、中 １ / ３ 交



界处。

５２.舌尖淋巴管大部分引流至颏下淋巴结。另一部分至颈肩胛舌骨肌淋巴结。

５３.舌前 ２/ ３ 的一般感觉由舌神经支配。味觉由参与舌神经的鼓索味觉纤维所支配ꎻ 舌后

１

/ ３

的一般感觉及味觉由舌咽神经支配。但舌后 １

/ ３ 中部则由迷走神经支配。

５４.临床行气管切开时一般在第三~５ 气管软骨环的范围内切开。

５５.唾液中的有机物主要为黏蛋白。还有球蛋白、尿酸和唾液淀粉酶、溶菌酶、麦芽糖酶等。

５６.正常成人每天的唾液分泌量为 １ ０００－１ ５００ｍＬ。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三对大唾液

腺。

５７.唾液为泡沫状、稍混浊。略呈乳光色的液体。比重为 １ ~ １.００９。ｐＨ６.０ ~ ７.

９。平均为 ６.７５。

但存在个体和分泌时间的差异。如睡眠或早晨起床时多呈弱酸性。餐后可呈碱性。

５８.舌不同部位对基本味觉的敏感性不同。舌侧面对酸性敏感。舌尖对甜味最敏感。舌根对

苦味敏感。但舌的各部分对咸味均很敏感。

５９.咀嚼运动的作用可归纳为切割、压碎、磨细三个基本阶段。

６０.最大 力测定通常是通过 力计测量。其大小顺序为第一磨牙>第二磨牙>第三磨牙>

第二前磨牙>第一前磨牙>尖牙>中切牙>侧切牙。

６１.测定咀嚼效率的方法有筛分称重法、吸光度法、比色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