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习规划及答题技巧

对于整体的考试内容相必大家已经了解，在考前应重点把口腔实操当中的要点和课程中老

师讲解的得分点熟练掌握，考前几天一定要反复的看反复的背诵记忆，建议复习掌握顺序：

①第一考站中一般检查是必考的，特殊检查（抽考）的内容也要全面掌握。

②第二考站中的橡皮障建议大家平常复习时，多练习几遍，熟能生巧。

③第三考站中的量血压是必考内容，急救术中的胸外心脏按压人工呼吸是分开考察的，

所以考试时按照网校视频中的操作内容进行复习即可。

④第四、第五考站的病史采集和病例分析题目，看似好像是临床疾病，但是考查还是咱们

口内，口外，修复中的基础知识。病史采集不需要给出确切诊断，只给出可能的诊断。但是病

例分析中是需要给出确切的主诉和非主诉的两种诊断的。另外，某些主诉诊断中还要考察“鉴

别诊断”的内容，针对鉴别诊断，不需要长篇大论进行全部复述，只找出最明显区别之处叙述

给考官即可。

⑤第六考站是健康教育的考察，整体操作流程是比较简单的，注意一定要有拂刷的动作， 刷

前牙舌面的时候刷头一定要竖起来进行操作。由于增加牙线使用，可能这两个内容考一个， 建议

大家牙线的使用必须要掌握。

考试小技巧：

（一）器械握持方法：

执笔式——探针探诊；握持手机；

执毛笔式——叩诊；

改良握笔法——牙周探针；CPI 探针；手动洁治器。

（二）对照牙选择：

叩诊——一般选择正常邻牙为对照牙，先叩击作为对照。

牙髓活力检查——先测健康对照牙，再测可疑牙。对照牙以同颌同名牙为首选。

（三）各操作检查的体位调节：

①口腔一般检查：调节治疗椅，患者仰卧位，头部与医师肘部平行，检查上颌牙时，患者

咬合平面与地面成 45°～90°角，检查下颌牙时，咬合平面尽量与地面平行。

②咬合关系检查时，患者坐于治疗椅上，调整椅位，使患者（牙合）平面与水平面角度在

0°～45°之间。

③上牙槽后神经阻滞麻醉：患者半张口，上颌平面与地面成 45°。

④腭前神经阻滞麻醉：患者头后仰，大张口，上颌平面与地面成 60°。



⑥下牙槽神经阻滞麻醉：嘱患者大张口，下牙平面与地面平行，将注射器放在对侧口角， 即第

一、第二前磨牙之间，与中线成 45°。

⑦龈上洁治术：患者体位：上身向后仰靠，使患者的头部与医生的肘部平齐。洁治下颌牙时

下牙咬合平面基本与地面平行，洁治上颌牙时上牙咬合平面与地面约呈 45°～90°角。

⑧牙拔除术：拔除上牙时，患者上颌咬合平面与地面呈 45°角，其高度应在医生的肩

关节和肘关节之间。拔除下牙时，患者下颌咬合平面与地面平行，其高度应在医生肘关节以下。

⑨牙体预备：预备下颌后牙时下颌牙列颌平面与地面成 0°～45°。患者上颌牙列的（牙合）

平面与水平面垂直，稍高于术者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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