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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解剖学

第一单元 牙体解剖生理

第一节 牙的演化

（一）各类牙的特点

1.牙附着的形式（ 1）端生牙（2）侧生牙（3）槽生牙

2.牙列替换的次数（ 1）多牙列（2）双牙列

3.牙体外形（ 1） 同形牙（2）异形牙

（二）牙演化的特点

1 从同形牙到异形牙。2 牙数由多到少。3 从多牙列到双牙列。4.从广

泛到集中。

5.牙根从无到有。6.牙附着颌骨由端生牙至侧生牙，最后向槽生牙演化 。

第二节 牙体解剖的一般概念

（一）牙的组成、分类及功能

1.牙的组成从外部观察， 牙体由三部分组成：

（1）牙冠：解剖牙冠（颈缘为界）和临床牙冠（以龈缘为界）之分。

（2）牙根

（3）牙颈

2.牙的组成： 牙的组成从纵剖面观察， 牙体的组织包括：

（1）牙釉质：恒切牙切缘釉质最厚约 2mm，磨牙牙尖处釉质最厚约

2.5mm，乳牙：0.5~1mm.

（2）牙骨质

（3）牙本质（构成牙的主体）

（4）牙髓

3.牙的分类

（1）根据牙的形态和功能分类



金英杰医学教育-铸就您的成功人生
1）切牙：8 个（切割食物，牙根为单根）

2）尖牙：4 个（穿刺、撕裂食物，牙根为单根）

3）前磨牙（双尖牙）：8 个（协助尖牙和磨牙行使功能。牙根为单根

或双根）

4）磨牙：8-12 个（捣碎、磨细食物。牙根 2~3 个根）

（2）根据牙在口腔内存在的时间分类：

1）乳牙（5~10 年）2）恒牙

（3）根据牙在口腔内的位置分类：

1）前牙 2）后牙口角的位置在 3 和 4 之间

5.牙的功能

（1）咀嚼。（2）发音和言语。（3）保持面部正常外形。

（二）牙位记录方法

目前临床最常用的是部位记录法。

恒牙用1-8代表

乳牙用罗马数字 Ⅰ ⅡⅢⅣⅤ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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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编码系统： 恒牙为从 1 分区开始到 4 分区的 1---32，乳牙为从 1

分区到 4 分区的 A---T

国际牙科联合会系统： 为恒牙四分区 1、2、3、4 基础上加具体牙位，

如 11、21、22、33，乳牙为： 四分区为 5、6、7、8，再加上具体的牙

位，如 51、61、73、82。

（三） 牙的萌出及乳恒牙更替出龈： 牙胚破龈而出的现象。

萌出： 从牙冠出龈至达到咬合接触的全过程 。牙萌出的时间是指出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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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

1： 牙萌出的生理特点

1） 时间与顺序 2）左右对称萌出 3）下颌早于上颌 4）女孩早于男孩

2： 牙萌出的顺序

乳牙的萌出： 顺序 Ⅰ- Ⅱ- Ⅳ- Ⅲ- Ⅴ

恒牙的萌出顺序： 上颌 6124357 或 6124537 下颌 6123457 或

6124357（4 为 10 岁萌出）

3：最早、最晚萌出的乳恒牙

1）最早萌出的乳牙：下 Ⅰ。 2）最晚萌出的乳牙：上 Ⅴ。

3）最早萌出的恒牙：下 6。 4）最晚萌出的恒牙：上 8。

如第三磨牙牙胚先天缺失， 则最晚萌出的恒牙为上颌第二磨牙。

4： 牙体解剖的应用名词及解剖标志

1）应用名词

（1） 中线（左右）（2）牙体长轴：通过牙冠与牙根中心的一条假想

直线

（3）接触区（相邻牙接触部分） （4）线角：两面相交（5）点角：

三面相交

（6）外形高点： 牙体各轴面上最突出的部分。

2）牙冠各面的命名

（1）唇面(La)（2）颊面(B)（3）舌面(L)（4）近中面(M)

（5）远中面(D)（6）牙合面(O)（7）切嵴（I）

3）牙冠的表面标志

（1）突起部分：

①牙尖： 锥体形、突出成尖

②切缘结节： 初萌切牙切缘上圆形的隆突， 是牙釉质过分钙化所形成



金英杰医学教育-铸就您的成功人生
的， 随着牙的磨耗逐渐消失。

③嵴： 牙釉质的细长型隆起。 切嵴、轴嵴（牙尖伸向牙颈部——颈

1/3） 、边缘嵴、三角嵴（牙尖伸向牙合部） 、牙尖嵴（牙尖伸向近远

中） 、横嵴、斜嵴和颈嵴。）

④舌隆突： 半月形，前牙舌侧。

（2）凹陷部分：

①窝：不规则的凹陷 ②发育沟 ③副沟 ④裂： 钙化不全的沟称

为裂 ⑤点隙：3 条或 3 条以上的发育沟汇合处所形成的点状凹陷。

（3）生长叶： 牙发育的钙化中心称为生长叶（前牙4个，下颌第一磨

牙5 个），其交界处为发育沟。

第三节 牙体外形及生理意义

总结：

1）所有牙唇颊侧外形高点位于牙颈部1/3， 除了上颌尖牙位于颈、中

1/3。

2）所有前牙舌侧外形高点在牙颈部1/3，后牙舌面外形高点位于中1/3。

3）所有牙尖均偏近中， 除了上 4 颊尖。

4）所有牙根都偏远中。

（一） 1.上颌中切牙是切牙中体积最大的，冠根比例接近 1:1。

（1）唇面：切缘与近中缘相交而成的近中切角近似直角，远中切角略

为圆钝。

（2）舌面：外形高点在颈 1/3 处。

（3）近中面：接触区在切 1/3 靠近切角。

（4）远中面：与近中面相似，稍短较圆突。接触区在切 1/3 离切角稍

远。

（5）切嵴：切嵴在牙体长轴的唇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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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牙根：为粗壮、较直的单根。横断面为圆三角形， 可用旋转力拔

除。冠根比 1:1。

2.上颌尖牙 是口内牙根最长的牙 。冠与根的唇舌径比切牙的大。

（1）唇面：似圆五边形。未磨耗的尖牙，近、远中斜缘在牙尖顶处的

交角约呈直角。外形高点在中 1/3 与颈 1/3 交界处。

（2）舌面：舌轴嵴明显，将舌窝分成较小的近中舌窝和较大远中舌窝。

（3）邻面：近中接触区靠近切角，远中接触区距切角稍远。

（4）牙尖： 由四嵴和四斜面组成。四嵴为唇轴嵴、舌轴嵴、近中牙尖

嵴和远中牙尖嵴， 汇合成牙尖顶。牙尖顶偏近中 。

（5）牙根：长而粗壮的单根。横剖面为卵圆三角形， 根长约为冠长的

两倍 。（拔除可使用旋转力）

3.上颌第一前磨牙（双尖牙） 是前磨牙中体积最大的，整个牙冠呈立

方形。

（1）颊面：颊尖略偏远中（恒牙中唯一一个偏远中的） 。

（2）舌面：外形高点在舌面中 1/3 处。

（3）邻面： 近中面近颈部凹陷，有近中沟，近远中接触区均靠牙合缘

偏颊侧。

（4）牙合面：外形似六边形。有中央沟。

（5）牙根：扁根，多在牙根中部或根尖1/3处分叉为颊舌两根。

4.上颌第一磨牙（六龄牙），是上颌牙中体积最大的。

（1）颊面： 略呈梯形，外形高点在颈 1/3 处。

（2）舌面： 近中舌尖的舌侧有时可见第五牙尖（卡氏尖） 。外形高点

在舌面的中 1/3 处。

（3）牙合面：呈斜方形，有四个牙尖：近中颊尖、远中颊尖、近中舌

尖和远中舌尖。 近中舌尖最大， 是上颌磨牙的主要功能尖；远中舌尖

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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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中颊尖三角嵴与近中舌尖三角嵴在牙合面中央相连， 形成斜嵴。

为上颌第一磨牙的解剖特征（近舌+远颊） 。

近中窝（中央窝 2/3） 远中窝（ 1/3）

有三条发育沟： 颊沟 、近中沟和远中舌沟（特有）。

（5）牙根： 由三根组成：近中颊根、远中颊根和舌根。

5.下颌第一磨牙与上颌第一磨牙一样，称为六龄牙， 是下颌牙中体积

最大的。

（1）颊面： 约呈梯形，近中颊尖、远中颊尖和远中尖。外形高点在颈

1/3。

（2）舌面：呈梯形，外形高点在中 1/3 处。

（3）邻面： 约呈四边形，近、远中面的接触区均在近牙合缘偏颊侧。

（4）牙合面： 略呈长方形，近中缘较直，远中缘短而突。可见：近中

舌尖＞远中舌尖＞近中颊尖＞远中颊尖＞远中尖， 远中尖最小 。

有三个点隙： 中央点隙 、近中点隙和远中点隙。有五条发育沟：

远中颊沟（颊侧两条沟） 、舌沟 、近中沟和远中沟。

（5）牙根：为扁而厚的双根。

6.下颌中切牙： 是全口牙中体积最小的。

唇面近中缘与远中缘基本对称， 近中切角与远中切角大体相等， 离体

后难以区分左右 。根远中面的长形凹陷比近中面略深，可作左右鉴别。

横剖面： 葫芦型。

7.上颌侧切牙： 近中切角为锐角，远中切角呈圆弧形，舌窝窄而深，

有时有沟越过舌隆突的远中并延续到根面，上颌侧切牙的形态变异较

多，如： 呈锥形或先天缺失。畸形舌侧尖、畸形舌侧窝。牙根细而长，

根尖 1/3 常有弯曲 。牙根近颈部的横断面呈卵圆形。

8.下颌尖牙： 与上颌尖牙相比，有以下特点：

1）下颌尖牙比上颌尖牙窄而薄，牙体显得细长。

颊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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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唇面近中缘长，基本与牙体长轴平行； 近中牙尖嵴约占唇面宽度的

1/3，远中牙尖嵴约占2/3。两牙尖嵴的交角大于 90 °, 偏近中。

9.上颌第二前磨牙： 颊舌尖都偏近中。近中面无近中沟， 中央窝浅，

中央沟短， 近远中两点隙相距较近。牙根多为扁形单根，多不分叉。

10.下颌第一前磨牙： 是前磨牙中体积最小的。

舌面短小，仅及颊面的 1/2。颊尖长大而舌尖很小，两尖均偏向近中。

颊舌尖高度差别很大 。颊尖明显向舌侧倾斜 。颊尖三角嵴与舌尖三角

嵴相连成横嵴，将牙合面分为较小的近中窝和较大的远中窝。

有近中舌沟 。牙根扁长，根尖略偏远中。

11.下颌第二前磨牙： 牙冠呈方圆型。好发畸形中央尖

分为二尖型和三尖型。近中舌尖大，远中舌尖小。牙合面发育沟大致

有三种形态： H 型、U 型、Y 型。 二尖型的发育沟多为 H 型和 U 型，

三尖型多为 Y 型 。

12.上颌第二磨牙：近中舌尖最大。腮腺导管。

13.下颌第二磨牙： 四尖型和五尖型， 牙合面呈方圆形， 四尖呈“田”

字形。近远根相距较近， 少数融合，舌侧分开，牙根：C 型根管。

14.上下颌牙的鉴别

上切牙 下切牙

唇面 宽大、发育沟明显 窄、长、平、发育沟

不明显

舌面 舌窝深 、边缘嵴明显 舌窝和边缘嵴均不明

显

邻面 切嵴在上轴唇侧 切嵴在上轴舌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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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粗、圆、直 窄、扁、有长形凹陷

上6 下6

颊面具有一条发育沟 颊面具有两条发育沟

远中舌沟 远中颊沟

中央窝、远中窝 中央窝，近中窝

上 6 第五牙尖位于近中舌尖的舌侧 下 6 第五牙尖位于颊面与远中面的

交界处

上 6 近中颊根、远中颊根、舌根 下 6 可有近中根 、远中颊根、远中

根

恒牙临床应用解剖

（1）切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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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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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下颌切牙往往有牙垢 、牙石沉积。

4）上颌中切牙可用旋转力。上颌侧切牙过于弯曲不可用旋转力。

5） 上颌侧切牙外形常有变异或先天缺失。

（2）尖牙

支撑口角 。尖牙发生龋齿的机会少。通常是口内留存时间最长的牙，

上颌尖牙拔除时可用旋转力。修复时多用作基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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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前磨牙

1）上四拔除时主要使用摇力。

2）下颌前磨牙常用作判断颏孔位置的标志。

3）前磨牙可能出现畸形中央尖，常因磨耗而穿髓， 以下 5 多见。

（4）磨牙

1）第一磨牙易龋坏。

2）上颌 7 相对的颊黏膜上有腮腺管口。上 8 也是临床寻找腭大孔的标

志。

（二）乳牙的解剖形态与恒牙相似，但也有其特点。

1.乳牙外形的特点

（1）体积小，牙冠短小，乳白色。

（2）颈嵴突出，冠根分明。

（3）上颌乳尖牙的牙尖偏远中，与恒尖牙相反。

（4）下颌乳前牙舌面边缘嵴与颈嵴都比恒前牙明显。

（5）下颌第一乳磨牙牙冠形态不同于任何恒牙(四不像)。

（6）下颌第二乳磨牙的近中颊尖、远中颊尖及远中尖的大小基本相等。

（7）乳磨牙根干短，根分叉大。

2.乳前牙

（1）宽冠窄根是乳前牙的特点。（上颌切牙为宽冠宽根）

（2）上颌乳中切牙宽冠宽根似铲型是该牙的解剖标志。根： 冠=2： 1

（3）上颌乳尖牙 牙尖偏远中（与恒牙相反）

3.第一乳磨牙

（1）上颌第一乳磨牙

1）牙冠：颊面的宽度大于长度。近中缘长直，远中缘短突

2）牙根：细长，三根分叉大，根干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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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颌第一乳磨牙

1） 牙冠： 形态不同任何恒牙（四不像） 。远中缘特短，三个三角形。

2）牙根：分近中及远中两根。

5.第二乳磨牙 在口腔中停留时间最长的牙 10 年左右

1）第二乳磨牙的牙冠短小，色乳白。

2）第二乳磨牙的牙冠颈部明显缩小， 颈嵴较突，牙冠由颈部向牙合方

缩小。

3） 下领第二乳磨牙的近中颊尖 、远中颊尖及远中尖的大小约相等，三

颊尖等大 。而下颌第一恒磨牙此三尖中， 以远中尖最小。

4）第二乳磨牙根干短，牙根向外张开。

（三）：乳牙与恒牙的鉴别

1 体积 恒牙体积较大， 6＞7＞8。

乳牙体积比同名恒牙要小， 乳 5＞乳 4 。

2 颜色恒牙牙冠呈乳白色偏黄，乳牙牙冠呈乳白色偏青白 。

3 颈嵴恒牙颈嵴突起不明显， 乳牙颈嵴突起明显。

4 冠根分界恒牙牙冠颈部缩窄， 形态上与牙根的分界不太明显。乳牙

牙冠颈嵴突出， 冠根分明。

5 牙根恒前牙根尖可偏远中， 乳前牙根尖可偏唇侧。恒磨牙根干较长，

根分叉小；乳磨牙根尖可偏唇侧，根干短，根分叉大。

（四）牙体形态的生理意义：

1）切端与牙合面：有利于提高咀嚼效率。

2）唇颊舌面突度：正常凸度使排溢的食物——牙龈生理性刺激； 凸度

过小——创伤牙龈； 凸度过大——废用性牙龈萎缩

3）邻面突度： 牙冠借助邻面突度相互接触， 紧密相邻，可防止食物嵌

塞； 同时使邻牙相互支持，相互依靠， 以分散咬合压力，有利于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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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固。

4）楔状隙（外展隙）：正常接触区周围呈“V”字形的空隙，在唇

（颊） 、舌侧和切、（牙合）方作为食物的溢出道。在排溢过程中食

物摩擦牙的邻面，使牙冠邻面保持清洁， 防止龋病和龈炎。在龈方者

称为邻间隙，被牙龈乳突充填，可保护牙槽骨，不使食物残渣存积。

第四节 髓腔形态及应用解剖

（一）髓腔的解剖形态

1.髓腔的解剖标志位于牙体的中部， 有一个与牙体外形相似但又最著

缩小的空腔， 称为髓腔。

（1）髓室：髓室顶、 髓室底、 颊侧髓壁、舌侧髓壁、近中髓壁和远

中髓壁（ 6 面） 。髓室低上髓室与根管移行处称为根管口。

（2）根管（牙根较圆多为一个根管，较宽扁的多位 2 个根管） 。单管

型 、双管、单双管型、三管型。

（3）侧副根管包括：管间吻合（根管间） 、根管侧支（垂直根管）、

根尖分歧（细小根管： 有根管） 、根尖分叉（根管在根尖分散，根管

不存在） 、副根管（髓室底至根分叉）。

侧支根管以根尖 1/3 处多见， 占总牙数的比例是 17%， 根分叉区有副

根管的比例是 20%~60%。

（4）根尖孔： 根尖孔位于根尖较多（57%）（北医）

舌侧＞远中＞近中＞唇颊面(人卫)

根管最狭窄处不在根尖孔，而是距根尖孔约 1 mm 处。

（二）髓腔的增龄性变化、病理变化及临床意义

1.髓腔的增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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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髓腔的病理变化： 形成修复性牙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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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恒牙髓腔的特点及临床意义

1.前牙的髓腔形态前牙的髓腔特点：髓室与根管之间不明显。

2.髓室和根管之间最不明显的是 上3和。

3.下颌中切牙分为唇 、舌双管者约占 4%，下颌侧切牙双管者约占 10%，

下颌尖牙唇 、舌向双根管约占 4%。

4.前磨牙的髓腔形态

（1）上颌前磨牙的髓腔形态：髓室似立方形，颊舌径大于近远中径。

（2）下颌前磨牙的髓腔形态：下 4： 大多为单根管， 占 83%。双根管

17%

5.磨牙的髓腔形态特点：髓室大呈立方形，髓室底到根分叉为 2mm。

（ 1）上颌磨牙的髓室似立方形，颊舌径>近远中径>髓室高度（2mm）

髓室顶凹向下，最凹处约与颈缘平齐。髓室底位于颈缘龈方约 2mm.

上 6 MB2 (63% )，上 7 MB2（30%） 。腭根口大。

（2）下颌磨牙的髓室呈矮立方形，近远中径>颊舌径>髓室高度（约 1

mm） 。舌侧髓角高于颊侧髓角。

（三）乳牙的髓腔特点及临床意义

乳牙的髓腔髓室大 、髓室各个壁均薄、髓角高 、髓室顶和髓角多位于

冠中部， 根管粗 、根尖孔亦大。

第二单元 牙合与颌位

一 、牙合的生长发育

（1）建牙合的动力平衡及影响因素

a.前后的动力平衡 向前的动力（升颌肌） ：颞肌、咬肌、翼内外肌、

舌肌、上下牙冠略向近中倾斜。向后的动力： 唇、颊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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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内外的动力平衡

c.上下的动力平衡 咬合接触关系

（2）牙合的发育阶段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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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乳牙期间的牙合特点完整的乳牙牙合约在 2 岁半时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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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牙合较深。上、下颌第二乳磨牙的远中

面彼此相齐（远中颌） 。

（2）4-6岁期间的特征： 下颌第二乳磨牙移至上颌第二乳磨牙的稍前

方（近中）；

灵长类间隙：上乳 3 近中，下乳 3 远中。

b.替牙期间的牙合 6~12 岁，替牙期间的牙合特点常表现为暂时性错牙

合此类错牙合在牙合的发育过程中常可自行调整为正常。

（1）上唇系带位置过低（2） 中切牙间间隙（3） 中切牙、侧切牙牙冠

偏远中

（4）暂时性前牙拥挤 （5）暂时性远中牙合（6）暂时性深覆牙合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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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远中） 、椭圆形（2 远中）和尖圆形（2）

（1） 牙弓长度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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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颌牙列宽约 55 mm，长约 50 mm；下颌牙列宽约 52 mm，长约 41

mm。（5021）

舌肌、唇颊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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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牙排列特点

牙的倾斜度有两个方向：近远中向和唇（颊）舌向。

（1）牙体近远中向的倾斜规律：

上颌顺序排列：2>3>1 4>5 6<7<8

下颌顺序排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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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向舌侧倾斜；③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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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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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曲线在切牙段较平， 自尖牙起向后则逐渐降低，于第一磨牙远

颊尖处为最低点， 而后第二 、第三磨牙又逐渐升高。

（2）上颌牙列的纵牙合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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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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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牙合

牙合为上下颌牙发生接触的现象。

（一） 牙尖交错牙（ICO）牙尖交错当牙尖交错牙合的下颌位置对于
颅骨处于正中时， 又可称为正中牙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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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CO 正常标志

（1） 中线对正

（2）1 牙对 2 牙，除下 1 和上 8 外

（3）上 3 牙尖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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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6 近颊尖对下 6 的颊面沟，下 6 近颊尖对上 6 与 5 间的牙合外

展隙

（5）覆牙合覆盖关系正常

（6） 1对1

二）：

1.覆盖： 指牙尖交错牙合时上颌牙盖过下颌牙的水平距离。

正常距离在2~4mm Ⅰ °深覆盖距离在3~5 mm Ⅱ °深覆盖距离在5~7

mm Ⅲ °深覆盖超过7 mm者 反覆盖：下颌切牙切缘突出于上颌切

牙的唇侧， 或下颌后牙的颊尖突出于上颌后牙的颊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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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 °深覆牙合咬在中 1/3 以内者； Ⅱ °深覆牙合咬在颈 1/3 者； Ⅲ °深

覆牙合超过颈 1/3 者。后牙反牙合： ICO 时，下颌后牙的颊尖咬在上

颌后牙颊尖的颊侧；

后牙锁牙合： ICO 时，上后牙的舌尖咬在下后牙颊尖的颊侧；

后牙反锁牙合： ICO 时，下后牙的舌尖咬在上后牙颊尖的颊侧。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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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覆颌成正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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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 、下颌第一磨牙关系常利用牙尖交错牙合牙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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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牙弓的牙合关系正常，则在牙尖交错牙合时，上 6

的近中颊尖正对着下 6的颊沟， 上 6 的近中舌尖则接触在下 6 的中央

窝内。

(2)远中错牙合： 又称安氏Ⅱ类错牙合,为上 6 的近中颊尖咬合在下 6 的

颊沟的近中 。(深覆牙合/覆盖)小 Ⅱ类

(3)近中错牙合： 又称安氏Ⅲ类错牙合,为上 6 的近中颊尖咬合在下 6 颊

大Ⅲ类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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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颌向一侧运动，工作侧接触， 非工作侧不接触 。正常的

自然牙列工作侧咬合接触有两种类型： 尖牙保护牙合和组牙功能牙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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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牙保护合牙可以变为组牙功能牙合 。

（2）单侧平衡牙合是指不存在或未能达到上述牙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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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牙不接触 。

2）组牙功能牙合 ： 是以成组的牙齿行使功能。

沟的远中 。(反牙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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眶耳平面： 眶下缘最低点与外耳道上缘连成的平面， 与合平面成 15 °,

与地面平行。

鼻翼耳屏线： 从一侧鼻翼中点到同侧耳屏中点的假想连线，该线与

（牙合）平面平行，与眶耳平面的交角约 15 ° 。牙列缺失后常参考该

线来确定（牙合）平面， 以恢复牙列及咬合关系。

Balkwill 角： 下颌髁状突中心和下颌中切牙近中接触点的连线与合平面

的交角（ 约 26 °)

意义： 表面了关节与牙合之间的关系 。

Bonwill 等边三角形： 下颌骨的双侧髁状突中心与下颌中切牙近中切角

相连，构成了一个边长为 10.16cm 的等边或等腰三角形。

四、颌位

颌位即下颌骨的位置。

（一）牙尖交错位(ICP)

牙尖交错牙合时下颌骨的位置称牙尖交错位， 也称牙位。可重复 、相

对稳定也逐渐变化。当牙尖交错牙合位于正中时（可称为正中牙合

时），也称为正中牙合位。是肌力闭合道的终点 。

（二）正中关系与后退接触位(RCP)

1.正中关系是指下颌不偏左 、不偏右，适居正中，髁突处于关节窝的

后位，在适当的垂直距离时，下颌骨对上颌骨的位置关系。髁突在关

节囊的最上时， 髁突对上颌的位置称为正中关系位。它是一个稳定而

可重复性的位置 。在此范围内，上下牙齿发生接触（一般在磨牙区），

称为正中关系牙合， 亦称后退接触位。

RCP：通常用于天然牙列；正中关系位：通常用于无牙牙合。

2.后退接触位从牙尖交错位下颌可以向后移动约 1 mm 。

髁突在正中关系位时， 又称为铰链位，下颌依此为轴可作 18～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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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切点测量）， 为铰链开闭口运动， 称为正中关系范围 。在此范

围内，上下牙齿发生接触（一般在磨牙区），称为正中关系（牙合），

亦称后退接触位 。韧带位。

（三）下颌姿势位(MPP)

下颌姿势位曾称为息止颌位。 当人直立或端坐时， 口腔在不咀嚼 、不

吞咽、不说话的时候，下颌处于休息状态，上下颌牙弓自然分开，从

后向前保持着一个楔形间隙， 称之为息止牙合间隙， 一般为 1~3 mm

（下颌姿势位的垂直距离与牙合垂直距离之差） 。此时下颌所处的位

置，称为下颌姿势位。

下颌姿势位多被认为是当个体端坐 、头直立位时，为升降下颌诸肌的

张力平衡所产生， 即肌肉在最小的收缩状态以克服重力所保持的位置。

（四）三种颌位间的关系

1.后退接触位（正中关系牙合） 与牙尖交错位的关系

（1）协调关系： 正中关系牙合（后退接触位）后能自如地直向前滑动

到牙尖交错位（如有偏斜不超过 0.5 mm），其滑动距离多在 0.5~1.0

mm 左右，这一距离称为长正中。

2.下颌姿势位与牙尖交错位的关系由下颌姿势位通过主动肌肉收缩上

提下颌达到初始的牙合接触时，下颌的位置为肌接触位（肌位） 。

第四单元 口腔功能

第一节 下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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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颌运动的形式、范围及意义

1.下颌运动的形式

（1）开闭口运动（2）前后运动（3）侧方运动

2.下颌运动的范围下颌运动的范围可分为下列三种：

（1）边缘运动：最大前伸运动 8~10mm.

（2） 叩齿运动。

（3）功能运动：属于下颌功能性运动

（二）下颌运动的制约因素

控制下颌运动的因素有四个： ①右侧颞下颌关节；②左侧颞下颌关节；

③牙合（决定因素）；④神经肌肉(重要因素）。

（三）下颌运动的记录方法

1 直接观测 2 机械描记法 3. 电子仪器记录法

第二节 咀嚼功能

（一）咀嚼运动的过程和类型

1.咀嚼运动的过程： 切割 、压碎和磨细三个基本阶段。

切割：前牙切割水平运动范围1-2mm，通过下颌的前运动，经切牙对

刃， 滑回为牙尖交错位为前牙的一次切割运动。

下颌前伸运动为准备过程 由对刃滑回至牙尖交错位为发挥功能的阶段 。

压碎和磨细： 通过后牙的颌运循环进行 。

2.咀嚼运动的类型：

咀嚼移动可分为双侧交替咀嚼和单侧咀嚼和双侧同时咀嚼， 单侧咀嚼

会导致颌面部发育不对称。

（二）咀嚼周期及咀嚼效率：

1.咀嚼周期 咀嚼食物时， 下颌运动有其一定的程序和重复性，此种程
序和重复性称为咀嚼周期。根据咀嚼时下颌运动的轨迹图形， 咀嚼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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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具有形态和时间的变化。

（1）轨迹图形：似滴泪水形、8 字型。

（2） 时间变化：快（开口）-慢（最大开口）-快（闭口）-慢（咬合

接触）。

一个咀嚼周期所需时间平均为 0.875 秒，其中， 咬合接触时间平均为

0.2 秒，两者间之比约为4： 1。（开口相多， 闭口相少）咀嚼周期中时

程最长的是开口相。

2.咀嚼效率

（1）测定咀嚼效率的方法 定时，定量。

a.称重法（花生米 4g， 咀嚼 20 秒）最常用

b.吸光度法（2g 杏仁 20 秒）最准确

c. 比色法(苋菜红溶液)

（没有染色法， 没有溶解法）

（2）影响咀嚼效率的因素

1） 牙齿的功能性接触面积（最主要）

2）牙齿支持组织

3）颞下颌关节疾患：

4） 口腔内软硬组织的缺损，手术或外伤等后遗症，均可影响咀嚼功能。

5）其他：年老体弱、过度疲劳、精神紧张和不良咀嚼习惯等，均可影

响咀嚼功能。（不包括性别）

（三） 咀嚼运动中的生物力与肌肉活动

1.咀嚼运动中的生物力

（1）咀嚼力（咀嚼肌力）：（颞肌 >咬肌>翼内肌 ）

（2）牙合力（咀嚼压力）： 咀嚼时， 咀嚼肌仅发挥部分力量，一般不

发挥其全力而留有潜力， 故牙齿实际所承受的咀嚼力量，称为牙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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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咀嚼压力。

（3）最大牙合力：为牙周组织（牙周膜）所能耐受的最大力。最大牙合

力测定通常是通过牙合力计测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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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54312），6 最大，2 最小。 日常咀嚼食物所需牙合力约为 3~30kg

（最大牙合力之一半），正常人的牙合力平均为 22.4~68.3kg。由此可知

正常牙周组织尚储备一定的承受力， 此力量称为牙周潜力或称牙周储备

力（牙缺失后义齿修复的基础） 。

影响颌力的因素： 性别 、年龄、咀嚼习惯、颌力线的方向、张口距离一

级口颌系统的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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