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一 章 口腔组织病理学

考情分布图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口腔组织病理学

口腔颌面部的发育 2 1 1 2 1

牙的发育 2 2 3 3 3

牙体组织 3 1 3 3 2

牙周组织 1 2 2 2 2

口腔黏膜 1 2 2 3 2

唾液腺 1 2 3 2 1

牙齿发育异常 2 1 1 1 1

龋病 1 2 1 2 1

牙髓病 1 1 2 1 1

根尖周病 1 1 1 1 2

牙周组织疾病 2 2 1 2 1

口腔黏膜病 3 2 3 3 3

颌骨疾病 2 2 2 1 1

唾液腺疾病 2 2 3 3 2

口腔颌面部囊肿 1 1 1 2 2

牙源性肿瘤 2 2 1 1 2

其他肿瘤及瘤样病变 1 1 1 2 2

高频考点必背

1 .牙胚由成釉器、牙乳头和牙囊构成 ꎮ 其中成釉器形成釉质 ꎬ牙乳头形成牙本质和牙髓 ꎬ

牙囊形成牙骨质、牙周膜和部分牙槽骨 ꎮ

2.在牙胚发育中 ꎬ钟状晚期成釉器外釉上皮的形态特点是皱褶样排列的低立方状细胞 ꎮ

3.在牙胚发育中 ꎬ牙周膜内的上皮剩余来源于上皮根鞘 ꎮ

4.在牙根发育过程中 ꎬ如上皮根鞘的连续性受到破坏 ꎬ或在根分歧处上皮隔的舌侧突起融
合不全 ꎬ则不能在该处诱导出成牙本质细胞 ꎬ引起该处牙本质的缺损 ꎬ牙髓和牙周膜直接相通 ꎬ

即侧支根管 ꎮ

5.在乳牙和第一恒磨牙的磨片上 ꎬ常可见一条明显的间歇线 ꎬ称为新生线 ꎮ

6.用落射光观察牙齿纵切磨片时 ꎬ可见宽度不等的明暗相间带 ꎬ分布在釉质厚度的内 4/5

处 ꎬ改变入射光角度可使明暗带发生变化 ꎬ这些明暗带称为施雷格板ꎮ

7.在釉质最内层 ꎬ首先形成的釉质和多数乳牙及恒牙表层的釉质看不到釉柱结构 ꎬ 晶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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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平行排列 ꎬ称无釉柱釉质 ꎮ 其中 ꎬ 内层被认为可能是成釉细胞在最初分泌釉质时 ꎬ托姆斯突
尚未形成 ꎮ

８ .在牙本质钙化不良时 ꎬ钙质小球之间遗留了一些未钙化的间质 ꎬ其中仍有牙本质小管通
过 ꎬ此未钙化的区域称为球间牙本质ꎮ

９ .决定牙齿形态的重要结构是牙乳头ꎮ

１０.牙发育时的上皮根鞘由内釉上皮和外釉上皮构成 ꎮ

１１.牙发育时 ꎬ上皮根鞘继续生长并向根尖孔处呈 ４５°角弯曲 ꎬ形成一个中间有孔的盘状结
构 ꎬ称为上皮隔ꎮ

１２.牙本质小管贯穿整个牙本质 ꎬ 自牙髓表面向釉质牙本质界呈放射体排列 ꎬ在牙尖部及
根尖部小管较直 ꎬ而在牙颈部则弯曲呈 “ ~ ”形 ꎬ近牙髓端的凸弯向着根尖方向 ꎮ

１３.构成牙本质的细胞间质中 ꎬ管周牙本质钙化程度最高 ꎬ含胶原纤维少ꎮ

１４.修复性牙本质又称反应性牙本质或第三期牙本质 ꎮ

１５.修复性牙本质形成时 ꎬ成牙本质细胞常常被包埋在形成很快的间质中 ꎬ此后这些细胞
变性 ꎬ遗留一个空隙 ꎬ很像骨组织 ꎬ此时称为骨样牙本质ꎮ

１６.在牙本质痛觉传递学说中 ꎬ流体动力学说为较多人接受ꎮ

１７.树突状细胞常常有 ３ 个以上的胞质突起 ꎬ在功能上属抗原呈递细胞 ꎬ是牙髓免疫防御
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ꎮ

１８.牙髓中的主要细胞是成纤维细胞 ꎬ故又称为牙髓细胞ꎮ

１９.牙骨质细胞在间质中的分布不规则 ꎬ根据有无牙骨质细胞分布 ꎬ牙骨质又分为无细胞
牙骨质和细胞牙骨质ꎮ 其中 ꎬ无细胞牙骨质紧贴牙本质表面 ꎬ 自牙颈部到近根尖 １/３ 处ꎮ

２０.结合上皮是牙龈上皮附着在牙表面的一条带状上皮 ꎬ从龈沟底开始 ꎬ 向根尖方向附着
在釉质或牙骨质的表面 ꎮ 结合上皮是无角化的鳞状上皮 ꎬ在龈沟底部约含 １０层细胞 ꎬ 向根尖
方向逐渐变薄 ꎬ无上皮钉突ꎮ

２１.每个牙的颊、舌侧乳头在邻面的接触区下方汇合处略凹下的部位称为龈谷 ꎮ 龈谷的组
织学特点是表面覆盖无角化鳞状上皮 ꎮ

２２.牙齿中最硬的组织是釉质 ꎬ 由占总重量 ９６％~ ９７％的无机物以及少量有机物和水所
组成ꎮ

２３.釉质中的有机物约占总重量的 １％ꎬ主要由蛋白质和脂类所组成 ꎮ

２４.非釉原蛋白包括釉蛋白、成釉蛋白和釉丛蛋白等 ꎮ

２５.釉柱的直径为 ４~６ μｍꎮ

２６.釉梭在牙尖部较多见 ꎬ呈纺锤状 ꎬ穿过釉牙本质界包埋在釉质中 ꎬ是成牙本质细胞的胞
质突起的末端膨大 ꎮ

２７.在干燥的牙磨片中 ꎬ釉梭的有机物分解代之以空气 ꎬ在透射光下 ꎬ此空隙呈黑色ꎮ

２８.釉质生长线又名芮氏线 ꎬ在低倍镜下观察釉质磨片时 ꎬ此线呈深褐色ꎮ

２９.窝沟底部及牙邻面的釉板是龋病发展的有利通道 ꎮ

３０.釉柱自釉质牙本质界至牙表面的走行并不完全呈直线 ꎬ近表面 １/３ 较直 ꎬ而内 ２/３ 弯
曲 ꎬ在牙齿切缘及牙尖处绞绕弯曲更为明显 ꎬ称为绞釉 ꎬ绞釉的排列方式可增强釉质对抗剪切
力的强度 ꎬ咀嚼时不易被劈裂ꎮ

３１.鳃裂囊肿常位于颈上部近下颌角处 ꎬ以及胸锁乳突肌的上 １/３ 前缘ꎮ

３２. 甲状舌管囊肿可发生在舌盲孔与甲状腺之间导管经过的任何部位 ꎬ 以甲状舌骨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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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最多见 ꎮ

33. 甲状舌管囊肿的囊壁可内衬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或复层扁平上皮 ꎬ常见两者的过渡形
态 ꎬ邻近口腔处的囊肿衬里多为复层扁平上皮 ꎬ而位置靠下方者多为纤毛柱状上皮衬里ꎮ

34.外渗性黏液囊肿通常是机械性外伤致唾液腺导管破裂 ꎬ黏液外溢进入结缔组织内 ꎬ黏
液池被炎性肉芽组织和结缔组织包绕或局限 ꎬ没有内衬上皮 ꎮ

35.组织学上 ꎬ可将实性或多囊型成釉细胞瘤分为滤泡型、丛状型、棘皮瘤型、颗粒细胞型、

基底细胞型和角化成釉细胞瘤 ꎮ

36.WHO 新分类将成釉细胞瘤分为 4 种临床病理行为不同的变异型 ꎬ包括 :实性/多囊型 、

骨外/外周型、促结缔组织增生型和单囊型 ꎮ

37.实性或多囊型成釉细胞瘤是指经典的骨内型成釉细胞瘤 ꎬ可沿松质骨的骨小梁间隙向
周围浸润 ꎬ其波及范围往往超越 X 线所示的肿瘤边缘 ꎬ若手术不充分极易复发ꎮ

38.牙源性腺样瘤肉眼可见包膜完整 ꎬ组织学观察可见玫瑰花样结构 ꎮ

39.疣状癌为一种非转移性的高分化鳞癌的亚型 ꎬ 以外生性、疣状缓慢生长和边缘推压为
特征ꎮ

40.牙龈固有层结构中的胶原纤维束呈各种方向排列 ꎬ可分为龈牙组、牙槽龈组、环形组 、

牙骨膜组和越隔组 ꎮ

41 . 由于牙周膜主纤维所在部位和功能不同 ꎬ其排列方向也不同 ꎮ 牙周膜主纤维自牙颈向
根尖可分为牙槽嵴组、水平组、斜形组、根尖组和根间组 ꎮ

42.在牙周膜的主要细胞中 ꎬ成纤维细胞最多 ꎬ功能最主要ꎮ

43.牙周膜中的主要细胞包括 :成纤维细胞、牙周膜干细胞、成牙骨质细胞、上皮剩余、成骨
细胞和破骨细胞 ꎮ

44.牙周膜的功能包括支持功能、稳定功能、营养功能和感觉功能 ꎮ

45. 口腔黏膜上皮的细胞有角质颗细胞与非角质细胞之分 ꎬ角化的鳞状上皮主要由角质细
胞构成 ꎬ由表层至深层可分为角化层、颗粒层、棘细胞层和基底层ꎮ

46. 口腔黏膜上皮层内尚分布着一些不参与上皮细胞增生和成熟的非角质形成细胞 ꎬ包括
黑色素细胞、朗格汉斯细胞及梅克尔细胞等 ꎮ

47. 口腔黏膜根据所在部位和功能不同 ꎬ可分为咀嚼黏膜、被覆黏膜和特殊黏膜ꎮ 其中 ꎬ咀
嚼黏膜包括硬腭和牙龈黏膜 ꎬ承受咀嚼压力 ꎬ特点是上皮较厚 ꎬ上皮表面有正角化或不全角化 ꎬ

有颗粒层 ꎬ细胞间隙宽并见细胞间桥ꎮ

48. 口腔黏膜中 ꎬ舌背黏膜表面有许多小突起 ꎬ称为舌乳头ꎮ 可将舌乳头分为丝状乳头、菌
状乳头、轮廓乳头和叶状乳头等 ꎮ 其中 ꎬ 丝状乳头数目最多 ꎬ 乳头表面有透明、角化的上皮
细胞ꎮ

49.牙的发育异常包括牙萌出异常、牙数目异常、牙形态异常和牙结构异常 ꎮ

50.钙化不全型为釉质形成缺陷中最常见的类型 ꎬ釉基质形成正常但无明显的矿化 ꎬ分常
染色体显性和常染色体隐性两种亚型 ꎮ

51 . 四环素色素沉着于牙本质内是沿生长线进行的 ꎮ

52.早期釉质龋未脱矿的磨片 ꎬ在光镜下结合使用偏振光显微镜及显微放射摄影术观察 ꎬ

其病损区可分为 4 层 ꎬ即透明层、暗层、病损体部和表层ꎮ 其中 ꎬ透明层位于病损的最前沿 ꎬ和
正常釉质相连 ꎬ是龋损最早发生的组织改变ꎮ

53.病损体部是釉质龋病变的主要部位 ꎬ从表层下一直延伸到近暗层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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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形成龋洞后的牙本质龋自病损深部向表面可分为 ４ 层 ꎬ依次为透明层、脱矿层、细菌侵
入层和坏死崩解层 ꎮ

５５.形成龋洞后的牙本质龋自病损深部向表面可分为四层 ꎬ其中 ꎬ脱矿层位于透明层的表
面 ꎬ是在细菌进入前 ꎬ酸已扩散至该区引起脱矿 ꎬ故其中并无细菌ꎮ

５６.细菌侵入层在脱矿层表面 ꎬ细菌侵入小管并繁殖 ꎬ有的小管被细菌所充满 ꎬ小管扩张呈
串珠状ꎮ

５７.急性牙髓炎的主要病理变化是中性粒细胞浸润 ꎮ

５８.慢性牙髓炎根据临床表现可分为闭锁性牙髓炎、溃疡性牙髓炎和增生性牙髓炎 ꎮ

５９.慢性牙髓炎的主要病理学特征是肉芽组织形成 ꎮ

６０.牙髓息肉可分为两种 :一种为溃疡型息肉 ꎬ呈暗红色 ꎬ有纤维素凝聚的黄色斑 ꎬ探之易
出血 ꎬ镜下主要表现为增生的炎性肉芽组织 ꎬ表面无上皮覆盖 ꎻ另一种为上皮性息肉 ꎬ较坚实 ꎬ

粉红色 ꎬ不易出血 ꎬ镜下见增生的炎症性组织 ꎬ表面由复层鳞状上皮覆盖ꎮ

６１.牙髓钙化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髓石形成 ꎬ另一种是弥散性钙化ꎮ

６２.慢性根尖周脓肿在镜下观察可见肉芽肿中央的细胞坏死、液化 ꎬ形成脓液 ꎬ周围主要是
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和浆细胞浸润 ꎮ

ａｓｓｅｚ
６３.根尖周
上皮剩余

芽肿内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有上皮存在 ꎬ其上皮绝大多数来自牙周膜的 Ｍａｌ̄

６４.慢性龈炎镜下见主要在牙龈的龈沟壁处有炎症组织浸润 ꎬ在沟内上皮的下方可见中性
粒细胞浸润 ꎬ再下方为大量的淋巴细胞(主要为 Ｔ 淋巴细胞) ꎮ

６５.剥脱性龈病损是局限于牙龈的发红及脱屑样病变 ꎮ 临床特征是牙龈鲜红、光亮及上皮
表层剥脱 ꎬ形成粗糙的糜烂面 ꎻ或上皮分离后未脱落 ꎬ形成灰白色假膜ꎮ

６６.牙周炎的发展过程为活动期与静止期交替出现 ꎮ

６７.上皮的棘层或基底层出现个别或成群的细胞角化称为角化不良 ꎮ

６８.上皮异常增生可发生的变化包括 :①上皮基底细胞极性消失 ꎻ②出现一层以上基底样
细胞 ꎻ③核质比例增加 ꎻ④上皮钉突呈滴状 ꎻ⑤上皮层次紊乱 ꎻ⑥有丝分裂象增加 ꎬ可见少数异
常有丝分裂 ꎻ⑦上皮浅表 １/２ 出现有丝分裂 ꎻ⑧细胞多样性 ꎻ⑨细胞核浓染 ꎻ⑩核仁增大 ꎻoll细
胞黏着力下降 ꎻol2在棘细胞层中单个或成团细胞角化 ꎮ

６９.基底细胞内水肿较轻时 ꎬ细胞稍增大 ꎬ胞质呈空泡状 ꎬ称空泡性变 ꎻ水肿严重时 ꎬ基底细
胞即发生液化溶解破碎 ꎬ基底细胞排列不齐 ꎬ基底膜不清 ꎬ甚至消失 ꎮ 此种病变常见于扁平苔
藓、红斑狼疮ꎮ

７０. 口腔白斑的病理变化表现为上皮增生 ꎬ有过度正角化或过度不全角化 ꎬ或两者同时出
现为混合角化 ꎮ 当白斑癌变时 ꎬ表面出现过度不全角化层ꎮ

７１. 口腔白斑的固有层和黏膜下层有淋巴细胞、浆细胞浸润ꎮ

７２. 口腔扁平苔藓病变区上皮基底细胞液化变性 ꎬ基底膜界限不清 ꎮ

７３. 口腔扁平苔藓在上皮的棘层、基底层和固有层可见胶样小体 ꎬ亦称 Ｃｉｖａｔｔｅ小体 ꎬ固有层
有 Ｔ 淋巴细胞浸润带 ꎮ

７４.慢性盘状红斑狼疮区别于扁平苔藓的病理表现是可见角质栓塞 ꎬ血管周有淋巴细胞
浸润ꎮ

７５.慢性盘状红斑狼疮的口腔病变组织的上皮基底膜区域有免疫球蛋白、补体沉积 ꎬ主要
为 ＩｇＧ、Ｉｇ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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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良性黏膜类天疱疮的病理变化为基底层下疱 ꎬ基底细胞变性 ꎬ上皮全层剥脱 ꎬ结缔组织
表面平滑 ꎬ胶原纤维水肿 ꎬ其中有大量淋巴细胞、浆细胞及嗜酸性粒细胞浸润ꎮ

77. 口腔黏膜念珠菌感染的病理变化是角化层内形成微小脓肿 ꎬ可见菌丝、孢子ꎮ

78.天疱疮的病理特征为棘层松解和上皮内疱形成 ꎮ

79.天疱疮采用荧光抗体法进行直接免疫荧光染色 ꎬ可见病变部位及其相邻部位的上皮棘
细胞层呈翠绿色的网状荧光图形 ꎬ主要为 IgG、IgA 以及 IgM 免疫球蛋白在棘细胞间的沉积 ꎮ

80.在腺细胞和基膜之间含有肌上皮细胞 ꎬ它具有收缩能力 ꎬ有助于腺泡分泌物的排出ꎮ

81 .唾液腺的导管分为闰管、分泌管、排泄管三段ꎮ 其中 ꎬ闰管是导管最细小的终末分支部
分 ꎬ连接腺泡与分泌管 ꎬ有干细胞功能ꎮ

82.基底部有纵纹、能主动吸收钠的唾液腺上皮细胞是分泌管细胞 ꎮ

83.唾液腺中 ꎬ肌上皮细胞位于腺泡和小导管的腺上皮与基底膜之间 ꎬ在光镜下 ꎬ细胞体
小 ꎬ形扁平 ꎬ发出 4 ~ 8 个分支状突起 ꎬ该突起呈放射状包绕着腺泡表面 ꎬ形似篮子 ꎬ故又名篮
细胞ꎮ

84.腮腺和味腺属于纯浆液腺 ꎮ

85.小唾液腺中 ꎬ舌腭腺、腭腺、舌后腺均属于纯黏液腺ꎮ

86.颌骨骨髓炎中 ꎬ急性化脓性骨髓炎多来自牙源性感染 ꎬ常继发急性根尖周脓肿和根尖
周肉芽肿或根尖周囊肿等慢性根尖病变 ꎬ少数情况亦可由外伤后感染和血行感染引起 ꎮ

87.急性化脓性骨髓炎的病原菌主要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链球菌 ꎮ

88.Garre 骨髓炎又称慢性骨髓炎伴增生性骨膜炎 ꎮ

89.舍格伦综合征常以唇部作为活检部位 ꎬ伴有的全身性结缔组织病最多见的是类风湿关
节炎ꎮ

90.多形性腺瘤镜下可见肿瘤性上皮细胞、黏液样组织和软骨样组织 ꎮ 术后复发的主要原
因是首次手术不彻底ꎮ

91 .腺泡细胞癌在镜下可见嗜碱性酶原颗粒 ꎬ无肌上皮细胞 ꎻ可分为 4 种类型 ꎬ 即实体型、

微囊型、滤泡型和乳头囊状型 ꎮ

92.黏液表皮样癌是由黏液细胞、中间细胞和表皮样细胞构成的恶性唾液腺上皮性肿瘤 ꎮ

93.低分化黏液表皮样癌的黏液细胞不足 10% ꎬ肿瘤主要由中间细胞及表皮样细胞实性团
块组成ꎮ

94.腮腺肿瘤镜下观筛状结构 ꎬ肿瘤细胞排列成圆形或卵圆形上皮团块 ꎬ其间含大小不等
的囊性腔隙 ꎬ与藕的断面相似 ꎮ 最可能的病理诊断是腺样嚢性癌 ꎬ分为 3 种类型 :腺型(筛状
型)、管状型和实性型(预后差) ꎮ

95.多形性低度恶性腺癌的病理学特点是细胞一致、结构多形和转移率低 ꎮ

96.根尖周囊肿、残余囊肿和炎性根侧囊肿的组织来源是 Malassez 上皮剩余 ꎮ

97.含牙囊肿内衬上皮发生于缩余釉上皮 ꎮ

98.成釉细胞瘤为临界瘤 ꎬ主要类型为滤泡型和丛状型 ꎮ X 线表现为单房或多房性投射阴
影 ꎬ边界清楚 ꎬ呈切记状 ꎬ牙根发生锯齿状吸收ꎮ

99.牙源性钙化囊性瘤可见影细胞 ꎮ

100.牙源性钙化上皮瘤表现为嗜酸性淀粉样物质呈同心圆状排列 ꎬ可发生钙化 ꎮ

101 .牙源性角化囊性瘤组织病理 :衬里上皮薄 ꎬ棘细胞层薄 ꎬ纤维囊壁薄 ꎬ基底细胞呈栅栏
状排列 ꎬ囊壁可见子囊和上皮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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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５＋２＋１”

１０２.疣状癌呈推进式侵犯间质 ꎬ彻底切除不易复发 ꎮ

历年真题5年

１ .人体中 的组织是
Ａ .骨组织 Ｂ .牙釉质
Ｃ .牙本质 Ｄ .牙骨质
Ｅ .固有牙槽骨
【 答案】 Ｂ
【 解析】 ( 洛氏硬度值 ２９６ＫＨＮ) ꎬ

ꎬ可以承受剪切力和撞击力 ꎬ ꎬ釉质
ꎮ 故选择 Ｂꎮ

２.关于 不正确的描述是
Ａ .是未矿化的牙本质 Ｂ .位于矿化牙本质内侧
Ｃ .活髓牙中总有一层 Ｄ .发育完成的牙比正在发育的牙厚
Ｅ .为成牙本质细胞所分泌
【 答案】 Ｄ

【 解析】

ꎬ称为前期牙本质 ꎮ 前期牙本质一般为 １０~ １２μｍ 厚ꎮ 在 较
之正在发育的牙其牙本质形成慢 ꎬ所以前者的 较后者为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Ｄ ꎮ

３ .关于管间牙本质 的描述是
Ａ .位于管周牙本质之间 Ｂ .大部分胶原纤维与牙本质小管平行排列
Ｃ .胶原纤维较管周牙本质多 Ｄ .矿化程度比管周牙本质低
Ｅ .其胶原纤维呈网状交织排列
【 答案】 Ｂ

【 解析】 管间牙本质位于管周牙本质之间ꎮ 其中

并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Ｂ ꎮ

４ .上皮层中胞质内含 的细胞是
Ａ .角化层 Ｂ .颗粒层
Ｃ .棘层 Ｄ.基底层
Ｅ .黑色素细胞
【 答案】 Ｂ
【 解析】 角化的鳞状上皮主要由角质细胞构成 ꎬ 由表层至深层共分为 ４ 层 ꎮ ①角化层 :为

上皮的最表浅层 ꎬ 由角化或不全角化的扁平细胞组成 ꎮ ② :位于角化层的深面 ꎬ棘细胞
层的浅面 ꎬ一般由 扁平 ꎮ ꎮ ③ :位于颗
粒层的深部 ꎬ细胞体积大 ꎬ呈多边形 ꎬ 由增生的基底细胞发育而来 ꎬ胞质常伸出许多小的棘刺状
突起 ꎬ称 ꎮ ④基底层 :位于上皮层的最深面 ꎬ是一层立方形或矮柱状的细胞 ꎬ借基底膜
与其下方的结缔组织相连 ꎮ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
为 Ｂꎮ

５ .牙釉质中无机物占釉质 为
Ａ.８６％ Ｂ.１２％

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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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章 口腔组织病理学

C.2% D.96%-97%

E.70%

【 答案】 D

【 解析】 釉质的理化特性 :釉质是人体中最硬的组织 ꎬ

ꎮ 按 计 ꎬ其 占总体积的 ꎮ 釉质中

的 约占总重量的 1% ꎬ主要 所组成 ꎮ 主要有

等三大类 ꎮ

6.牙周炎 的主要病理变化是
A.结合上皮和沟内上皮下有炎细胞浸润 B.沟内上皮向根方增殖

C.结合上皮向根方增殖 D.牙周袋形成 ꎬ牙槽骨未吸收
E.牙周袋形成 ꎬ牙槽骨吸收
【 答案】 D

【 解析】 牙周炎病损确立期 :结合上皮及沟内上皮仍有较多的中性粒细胞 ꎬ上皮下可见大
量的淋巴细胞浸润 ꎬ除了 以外 ꎬ 不断增多 ꎬ可见多数浆细胞ꎮ 龈沟液内
出现了各种免疫球蛋白、补体以及多形核中心粒细胞(PMN)释放的多种酶等 ꎮ

ꎮ 此时炎症仅限于软组织中 ꎬ

ꎮ 备选答案中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
选 D ꎮ

7.复层鳞状上皮 的排列顺序为
A.颗粒层、角化层、棘层和基底层 B.角化层、颗粒层、棘层和基底层
C.颗粒层、棘层、角化层和基底层 D.基底层、棘层、颗粒层和角化层
E.基底层、角化层、棘层和颗粒层
【 答案】 B

【 解析】 典型的口腔上皮由 4 层细胞构成 ꎬ从深层至表面依次为 :

ꎮ

8.牙龈中横跨牙槽中隔 ꎬ连接 两牙的纤维是
A.龈牙组 B.牙槽龈组
C.环行组 D.牙骨膜组
E.越隔组
【 答案】 E

【 解析】 牙龈固有层中胶原纤维束呈各种方向排列 ꎬ 可分为 :① : 自牙颈部牙骨质 ꎬ

向牙冠方向散开 ꎬ广泛地位于牙龈固有层中 ꎬ主要是牵引牙龈使其与牙紧密结合 ꎬ 牙龈中最多
是一组 ꎮ ②牙槽龈组 : 自牙槽嵴向冠方牙龈固有层展开 ꎬ止于游离龈中 ꎮ ③ :位于牙颈
部周围的游离龈中 ꎬ呈环形排列 ꎬ ꎮ ④牙骨膜组 : 自牙颈部的牙骨质 ꎬ越过牙槽嵴 ꎬ止
于牙槽突骨密质的表面 ꎮ ⑤ 横跨牙槽中隔 ꎬ ꎬ起于结合上皮根方的牙
骨质 ꎬ呈水平方向越过牙槽嵴 ꎬ止于邻牙相同部位ꎮ 支持近远中牙龈 ꎬ保持相邻两牙的位置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选 E ꎮ

9.牙本质钙化过程中 ꎬ钙化团之间遗留的 是
A.原发性牙本质 B.罩牙本质
C.前期牙本质 D.硬化牙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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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球间牙本质
【 答案】 E

【 解析】 A.原发性牙本质 :当牙发育至根尖孔形成时 ꎬ 牙发育即完成 ꎬ至此以前形成的牙本
质称原发性牙本质 ꎮ B. :在 靠近牙釉质和 靠近牙骨质 最先形成的
牙本质 ꎬ ꎬ矿化均匀ꎮ C. :牙本质的形成
是持续性的 ꎬ在成牙本质细胞和矿化牙本质之间是一层 ꎮ D

也称硬化性牙本质 ꎬ 当牙本质受到外界刺激后 ꎬ除形成修复性牙本质外 ꎬ还可引起牙
本质小管内的成牙本质细胞突起变性 ꎬ然后有矿物盐沉着而封闭小管 ꎬ这样可阻止外界刺激传
入牙髓 ꎮ E. :在牙本质钙化不良时 ꎬ

ꎬ形成球间牙本质 ꎬ 多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选 E ꎮ

10.关于牙槽骨生物学特性的叙述 ꎬ 的是
A.可由于不断新生而影响牙齿发育 B.受到外界的压力 ꎬ可表现为吸收
C.具有高度的可塑性 D.随牙齿的萌出而不断改建
E.较牙骨质更容易吸收
【 答案】 A

【 解析】 牙槽骨是 性组织 ꎬ 它不但 而变

动 ꎬ而且也随着牙的移动而 地 ꎮ 牙槽骨具有 的特性ꎮ

一般情况下牙槽骨的吸收与新生保持动态平衡 ꎮ 临床上利用此特性可使错 畸形的牙得到

矫正治疗ꎮ 如加一定强度压力于牙上 ꎬ一定时间之后 ꎬ受压侧骨吸收 ꎬ牙的位置随之移动 ꎬ而受
牵引侧骨质增生 ꎬ来补偿牙移去后所留下的位置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选 A ꎮ

11 .结合上皮是
A.无角化鳞状上皮 B.正角化鳞状上皮
C.不全角化鳞状上皮 D.不全角化、正角化并存的鳞状上皮
E.无角化、正角化并存的鳞状上皮
【 答案】 A

【 解析】 是口腔黏膜的一部分 ꎬ 由 ① 的结
构牙龈上皮暴露于口腔的部分 ꎬ 为复层鳞状上皮 ꎬ表面 ꎮ

②牙龈上皮在游离龈的边缘转向内侧覆盖龈沟壁 ꎬ形成 ꎮ

③ 表面覆盖的是 鳞状上皮 ꎬ 数量多 ꎬ伸入结缔组织中 ꎮ ④ 是牙
龈上皮附着在牙表面的一条带状上皮 ꎬ从龈沟底开始 ꎬ向根尖方向附着在牙釉质或牙骨质的表
面ꎮ 结合上皮是 的鳞状上皮 ꎬ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选 A ꎮ

12.牙髓和牙周膜中均含有
A.成牙本质细胞 B.成骨细胞
C.成釉细胞 D.成牙骨质细胞
E.未分化间充质细胞
【 答案】 E

【 解析】 牙髓主要成分是成纤维细胞、组织细胞、树突状细胞、淋巴细胞和未分化间充质细

胞 ꎮ 牙周膜中主要细胞是成纤维细胞、成牙骨质细胞、成骨细胞、破骨细胞 ꎬ上皮剩余和未分化

间充质细胞 ꎮ 成釉细胞只存在于釉质 ꎬ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E ꎮ

13.下列部位的口腔黏膜上皮有角化 ꎬ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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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唇红 B.硬腭
C.牙龈 D.舌腹
E.舌背
【 答案】 D

【 解析】 口腔黏膜分为咀嚼黏膜、被覆黏膜和特殊黏膜 ꎮ

特殊黏膜中的舌背的丝状乳头也有角

化 ꎮ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D ꎮ

14.镜下有成片聚集的 ꎬ并见针状透明 的改变见于
A.慢性溃疡性牙髓炎 B.慢性闭锁性牙髓炎
C.急性牙槽脓肿 D.慢性牙槽脓肿
E.根尖肉芽肿
【 答案】 E

【 解析】 A.慢性溃疡性牙髓炎 :镜下观察 ꎬ溃疡表面有食物残屑、炎性渗出物及坏死组织覆
盖 ꎬ其下方为 和一些新生的胶原纤维深部有活力牙髓组织表现为血管扩张充血 ꎬ

散在淋巴细胞、浆细胞、巨噬细胞浸润 ꎮ B.慢性闭锁性牙髓炎 :血管扩张充血 ꎬ有淋巴细胞、浆
细胞 、巨噬细胞浸润 ꎬ或有毛细血管和成纤维细胞增生 ꎬ 肉芽组织形成 ꎬ渗出不明显ꎮ C.

:脓肿中心为崩解坏死的牙髓组织和脓细胞 ꎬ周围有 围绕 ꎬ边缘区可见巨噬
细胞、淋巴细胞、浆细胞 ꎮ D. : 肉眼观察拔下的患牙

ꎮ 镜下观察可见肉芽肿中央的细胞坏死、液化 ꎬ形成脓液 ꎬ周围有中性粒细
胞、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和浆细胞浸润 ꎮ E. :慢性根尖周炎以淋巴细胞、浆细胞和巨
噬细胞浸润根尖周组织并有 形成为其特征 ꎮ

ꎮ 另有 沉积 ꎬ胆固醇晶体在组织 被溶解
ꎬ周围见异物型多核巨细胞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E ꎮ

15.牙周袋形成 ꎬ 尚 病理变化见于牙周炎的
A.始发期 B.早期病变
C.病损确立期 D.进展期
E.静止期
【 答案】 C

【 解析】 A. ꎬ表现为 反应 ꎬ并无牙周袋的形成ꎮ B. ꎬ为典型

ꎮ C.

ꎮ D.进展期形成深的牙周袋 ꎬ 牙槽骨吸收更明显 ꎬ破骨细胞活

跃 ꎮ E.静止期炎症减轻 ꎬ骨吸收停止 ꎬ开始有类骨质或新骨生成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C ꎮ

16.上皮内形成 的是
A. 肉芽肿性唇炎 B.念珠菌病
C.天疱疮 D.扁平苔藓
E.慢性盘状红斑狼疮
【 答案】 B

【 解析】 A. 主要表现为上皮下结缔组织内炎细胞浸润 ꎬ ꎮ

B. 常在上皮内形成 ꎮ C. 主要表现为

ꎮ D. 主要表现为 ꎮ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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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特点为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B ꎮ

17.纤维组织代替正常骨 ꎬ内含 的变化见于
A.慢性骨髓炎伴增生性骨膜炎 B.牙骨质骨化纤维瘤
C.骨纤维异常增殖症 D.家族性巨颌症
E.放射性骨坏死
【 答案】 C

【 解析】 A. 伴增生性骨膜炎病理特征性变化是 形成ꎻB.

其主要表现为由含成纤维细胞丰富的结缔组织构成 ꎬ ꎻC.

主要表现为受累骨组织被纤维组织代替 ꎬ病变中含有 ꎻD.

主要表现为病变处骨组织被富有 代替 ꎬ成纤维细胞多 ꎬ

ꎬ血管周围嗜酸性物质呈袖口状沉积 ꎬ有陈旧出血ꎮ E ꎬ没
有纤维增生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C ꎮ

18.决定 的重要的结构是
A.成釉器 B.牙囊
C.牙乳头 D.缩余釉上皮
E.上皮根鞘
【 答案】 C

【 解析】 A.成釉器形成釉质ꎻB. 牙囊形成牙周支持组织ꎻC. 牙乳头形成牙本质牙髓 ꎬ

ꎻD. 缩余釉上皮后期演化为结合上皮ꎻE.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C ꎮ

19.纤维襄壁内含有大量淋巴样组织并形成 的囊肿是
A.黏液囊肿 B.萌出囊肿
C.腮裂囊肿 D.含牙囊肿
E. 甲状舌管囊肿
【 答案】 C

【 解析】 A. 是黏液 的统称 ꎮ 黏液囊肿可自行消退或
破溃 ꎬ其黏液性内容物可以排出或不排出 ꎬ故可反复发作 ꎮ B.萌出囊肿是牙冠与缩余釉上皮之
间的软组织囊肿 ꎮ C. 又称为颈部淋巴上皮囊肿 ꎬ常位于颈上部近下颌角处

ꎮ D. 肉眼
见囊壁较薄 ꎬ囊腔内 ꎬ ꎬ 囊液多呈黄色ꎮ 镜下见纤维结缔组织囊壁
内衬较薄的复层鳞状上皮 ꎬ仅由 或矮立方细胞构成 ꎬ无角化 ꎬ没有上皮钉突 ꎬ类
似于 ꎮ E. 是甲状舌导管残余上皮发生的囊肿ꎮ 甲状舌管囊肿可发生
在舌盲孔与甲状腺之间导管经过的任何部位 ꎬ 以甲状舌骨区发生者最多见 ꎬ

ꎬ纤维囊壁内偶见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C ꎮ

20.残余上皮可发生囊肿或 的结构是
A.咽囊 B.原腭
C.嗅窝 D.颈窦
E.奇结节
【 答案】 D

【 解析】 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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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未消失可以形成颈部囊肿 ꎬ如果囊肿与外部相通 ꎬ即形成鳃瘘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D ꎮ

21 .组织学上 ꎬ成釉细胞瘤的 为
A.滤泡型和棘皮瘤型 B.滤泡型和丛状型
C.丛状型和棘皮瘤型 D.滤泡型和颗粒细胞型
E.丛状型和基底细胞型
【 答案】 B

【 解析】 成釉细胞瘤的基本类型有滤泡型和丛状型两种 ꎬ其他不属于基本类型 ꎮ 故本题正

确答案为 B ꎮ

22. 肉眼见包膜完整 ꎬ组织学观察见 结构的肿瘤是
A.牙瘤 B.成釉细胞瘤
C.牙源性钙化上皮瘤 D.牙源性腺样瘤
E. 良性成牙骨质细胞瘤
【 答案】 D

【 解析】 A 是成牙组织的错构瘤或发育畸形 ꎬ ꎮ 肿物内含有成熟的牙釉
质、牙本质、牙骨质和牙髓组织 ꎬ ꎮ B. 组织结构和细胞形态变异较大 ꎬ可有
多种表现 : 等 ꎮ C. 组织内常见一种特
征性圆形 均质 ꎬ分布于细胞之间 ꎬ特殊染色证实这种物质为淀粉样物质ꎮ

D. 在镜下肿瘤上皮形成
多边形嗜酸性小结节 ꎮ E

由 组成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选 D ꎮ

23.基底部有 、能主动吸收钠、排出钾的涎腺上皮细胞是
A.闰管细胞 B.肌上皮细胞
C.分泌管细胞 D.浆液性腺泡细胞
E.黏液性腺泡细胞
【 答案】 C

【 解析】 A. 闰管细胞 : 是导管最细小的终末分支部分 ꎬ连接腺泡与分泌管 ꎮ 闰管细胞
有可能发挥 ꎬ可分化为分泌细胞、肌上皮细胞或分泌管细胞 ꎮ B 位于
腺泡和小导管的腺上皮与基底膜之间ꎮ 光镜下 ꎬ细胞体小 ꎬ形扁平 ꎬ发出 4 ~ 8 个 ꎬ

该突起呈放射状包绕着腺泡表面 ꎬ ꎬ故又称 ꎮ C. 与闰管相延续 ꎬ

所以分泌管又称 ꎬ ꎮ D. 腺泡细胞 ꎬ 细
胞呈锥体形 ꎬ胞质色深 ꎬ组织固定好时 ꎬ顶端胞质内可见大量折光性很强的分泌颗粒 ꎬ称

ꎮ E. :呈锥体形 ꎬ胞质内含丰富的 ꎬ在固定及染色过程中 ꎬ黏原颗粒
常被破坏 ꎬ故胞质透明呈网状结构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选 C ꎮ

24. 前形成的 可能是由于
A.第一鳃沟发育异常 B.第三鳃弓发育异常
C.第三鳃沟发育异常 D.第四鳃弓发育异常
E.面突发育异常
【 答案】 A

【 解析】 可在耳屏前方形成皮肤盲管称为 ꎬ 又

称先天性耳前窦道 ꎮ 第三、四腮沟在发育中被快速生长的第二腮弓覆盖 ꎬ形成暂时的颈窦 ꎬ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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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消央 ꎬ否则形成颈部囊肿 ꎬ残余部分可形成鳃瘘 ꎬ故排除 B、C、D ꎬ面突参与面部的发育 ꎬ发
育异常时主要形成唇裂和面裂 ꎬ排除 E ꎬ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A ꎮ

25.牙周膜内的 来源于
A.牙板上皮 B.前庭板上皮
C.缩余釉上皮 D.上皮根鞘
E. 口腔黏膜上皮
【 答案】 D

【 解析】 本题主要考牙周膜的发育来源 ꎮ 牙板上皮残留于颌骨或牙龈中 ꎬ故不选前庭板上

皮一般位于黏膜上皮中 ꎬ故不选 B ꎮ 故不选 C ꎮ 口腔黏膜上皮来

源于外胚层和部分内胚层 ꎬ有其独立的发育途径 ꎬ和牙周膜无关 ꎬ故不选 E ꎮ

ꎬ故选 D ꎮ

26.牙本质发育不全症的组织学表现是
A.牙髓腔增大 B.牙本质小管细小
C.牙本质小管致密 D.球间牙本质明显增多
E.釉牙本质界凹凸不平明显
【 答案】 D

【 解析】 牙本质发育不全症的组织学表现为近牙釉质的一 薄层罩牙本质结构正常 ꎬ但其余
牙本质结构改变 ꎮ ꎬ许多 ꎬ并存在无小管的

牙本质区 ꎮ 牙本质基质可呈颗粒状 ꎬ并见 ꎮ 髓腔表面见少量不典型的成牙本质细
胞 ꎬ细胞可被包埋在有缺陷的牙本质中 ꎮ 异常牙本质的过度形成导致

ꎮ ꎮ 故选 D ꎮ

27.急性牙髓炎的主要病理变化是
A.淋巴细胞浸润 B.浆细胞浸润
C. 肉芽组织形成 D.巨噬细胞浸润
E. 中性粒细胞浸润
【 答案】 E

【 解析】 急性牙髓炎特征表现为中性粒细胞向炎症中集中 ꎬ 中性粒细胞在杀灭细菌的同时

释放溶酶体酶 ꎬ使局部组织液化坏死 ꎬ形成脓肿ꎮ 故本题选 E ꎮ

28.根尖肉芽肿内增生的上皮成分绝大多数来自
A.异位的腺上皮 B. 口腔上皮
C.缩余釉上皮 D.Malassez 上皮剩余
E.牙板上皮
【 答案】 D

【 解析】 根尖肉芽肿内增生的上皮主要来源于 :①Malassez 上皮剩余( 上皮根鞘) ꎻ②经瘘

道长入的口腔黏膜上皮或皮肤ꎻ③牙周袋壁上皮ꎻ④呼吸道上皮(见于病变与上颌窦或鼻腔相

通病例) ꎮ 故本题选 D ꎮ

29. 形成主要见于
A.釉质龋
C.牙髓变性
E.急性牙髓炎

B.牙本质龋
D.慢性牙髓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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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D

【 解析】 一般 ꎬ故本题选 D ꎮ

30.关于早期釉质龋病变 ꎬ 的是
A. 肉眼观察为灰白色不透明区 B.透明层位于病损前沿

C.脱矿主要发生在表层 D.暗层孔隙增加 ꎬ 占釉质容积的 2% ~4%

E.病损体部生长线及横纹较清楚
【 答案】 C

【 解析】 早期釉质龋肉眼观察为灰白色不透明区 ꎮ 典型的早期釉质龋常呈三角形改变 ꎬ 由
深层至表层病变可分为 4 层 ꎬ 即 ꎮ 病变的深部与正常釉质相连
接处为 ꎮ 其表面依次为暗层、病变体部和表层ꎮ

ꎮ ꎬ孔隙增加 ꎬ ꎬ常常往生长线和横纹处
较明显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C ꎮ

31 .牙发育过程中 的组织是
A.牙髓 B.牙本质
C.牙骨质 D.牙槽骨
E.牙釉质
【 答案】 B

【 解析】 牙发育过程中首先成釉器中成釉细胞形成 ꎬ 在成釉细胞的诱导下 ꎬ 牙乳头的间

充质细胞分化为成牙本质细胞 ꎮ 成牙本质细胞分泌牙本质基质 ꎬ 形成牙本质 ꎬ 随后刺激成

釉细胞形成釉质 ꎬ 当牙乳头周围有牙本质形成时 ꎬ 牙髓的未分化间充质细胞分化为牙髓细
胞 ꎮ 随着根部牙本质的形成 ꎬ 牙囊上皮细胞穿过根鞘上皮进入根部牙本质表面 ꎬ 分化产物
牙骨质细胞 ꎬ形成牙骨质 ꎮ 牙根形成时 ꎬ 牙囊细胞增生活跃分化为牙骨质细胞核成骨细胞 ꎮ

由此可见牙发育的先后顺序 :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
为 B ꎮ

32.慢性牙髓炎的主要病理学特征是
A. 中性粒细胞浸润 B.血管扩张充血
C. 肉芽组织形成 D.组织变性坏死
E.纤维组织增生
【 答案】 C

【 解析】 牙髓炎的病理学表现

有相同特征 ꎬ故排除 A、B、Dꎻ纤维组织增生属于牙髓变性的纤维性变 ꎬ排除

Eꎻ 故选 C ꎮ

33.参与形成 的突起是
A.球状突与上颌突 B.球状突与球状突
C.球状突与侧鼻突 D.上颌突与下颌突
E.上颌突与侧鼻突
【 答案】 D

【 解析】 A 选项球状突和上颌突未联合或部分联合引起唇裂 ꎮ B 选项球状突和球状突中央

部分未联合或部分联合形成上唇正 中裂 ꎮ C 选项球状突和侧鼻突中间发育不全将形成侧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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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 ꎮ E 选项上颌突和侧鼻突未联合将形成斜面裂 ꎮ

故选 D ꎮ

34.黏膜下层 分布的是
A.颊 B.软腭
C.舌腹 D.唇红
E.硬腭
【 答案】 D

【 解析】 唇红黏膜下层没有小涎腺分布 ꎬ所以容易出现干燥 ꎬ故此题选 D ꎮ

35.高分化鳞状上皮呈 的是
A.鳞状细胞癌 B.基底细胞癌
C.梭形细胞癌 D.未分化癌
E.疣状癌
【 答案】 E

【 解析】 ꎬ其特征是疣状外观 ꎬ病理上一般分化程度较高 ꎬ肿

瘤呈局部破坏性推进生长 ꎬ符合题目描述 ꎬ鳞状细胞癌 :角蛋白、细胞间桥 ꎬ蟹足样浸润 ꎬ基底不

清ꎮ 所以 E 正确ꎮ

36.含 的腺肿瘤是
A.黏液表皮样癌 B.腺样囊性癌
C.多形性低度恶性腺癌 D.腺泡细胞癌
E.腺癌
【 答案】 A

【 解析】 A. 由 构成黏液表皮样癌的病理

学特征 ꎮ B. 由 且成为腺样囊性癌的病理特征 ꎮ C . 多形性
低度恶性腺癌细胞形态学上的 一 致性与组织结构的多样性为多形性低度恶性腺癌的病理
学特点 ꎮ D. 的病理学特征是肿瘤细胞含 ꎮ 故本题正

确答案为 A ꎮ

37.慢性牙龈炎时 ꎬ 自上皮下方的炎症细胞 是
A.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 B.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
C.浆细胞、淋巴细胞 D.淋巴细胞、巨噬细胞
E.肥大细胞、中性粒细胞
【 答案】 B

【 解析】 慢性龈炎镜下见主要在牙龈的龈沟壁处有炎症细胞浸润 ꎬ在沟内上皮的下方可见

ꎬ再下方为 ꎮ 炎症细胞浸润区域的胶原

纤维大多变性或丧失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B ꎮ

38.牙骨质龋属于
A.浅龋 B. 中龋
C.深龋 D.继发龋
E.慢性龋
【 答案】 A

【 解析】 ꎬ 患者一般无主观症状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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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患者对冷热酸甜食物敏感 ꎬ冷刺激尤为明显ꎮ

ꎬ患者冷热刺激更敏感 ꎬ食物嵌塞疼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Aꎮ

39.下列关于牙髓组织形成牙本质功能的叙述 ꎬ 的是
A.受到某些刺激后牙髓可形成修复性牙本质
B.继发性牙本质的形成可使髓腔闭锁
C.牙髓组织在一生中不断形成修复性牙本质

D.修复性牙本质可阻断外界刺激 ꎬ保护自身不再受伤害
E.牙髓坏死后 ꎬ形成牙本质的功能丧失
【 答案】 C

【 解析】 牙髓组织在受到某些刺激后可形成修复性牙本质 ꎬ其修复能力与年龄关系密切 ꎬ

另一方面 ꎬ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C ꎮ

40.下列哪种肿瘤的组织发生与

A.基底细胞腺瘤 B.多形性腺瘤
C.腺泡细胞癌 D.腺样囊性癌
E.肌上皮癌
【 答案】 C

【 解析】 腺泡细胞癌镜下见 ꎬ肿瘤实质细胞有

肿瘤细胞含 ꎮ 其余肿瘤

都含有肌上皮细胞 ꎮ 故正确答案为 C ꎮ

41 .下列哪项 作为涎腺腺上皮细胞的标记物

A.淀粉酶 B.肌动蛋白
C.细胞角蛋白 D.乳铁蛋白
E.溶菌酶
【 答案】 B

【 解析】 由于标记

用于标记涎腺导管上皮细胞的标记物有 :细胞角蛋白、EMA、组
织多肽抗原、乳铁蛋白、溶酶菌、分泌组分、免疫球蛋白 A、植物血凝素受体、CEA 和各种血型物

质 ꎮ 用于标记 的标记物有 :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

为 B ꎮ

42.关于氟对牙齿发育的影响 ꎬ哪项是 的

A.使局部牙釉质过度矿化或矿化不全
B.使分泌期的成釉细胞变短 ꎬ极性消失

C.影响矿化期成釉细胞的重吸收功能 ꎬ阻碍了正常降解细胞外基质的能力
D.选择性地抑制分泌前期的成釉细胞 ꎬ使其分裂减少
E.可刺激继发性牙本质的形成
【 答案】 E

【 解析】 当牙发育至根尖孔形成时 ꎬ 牙发育即完成 ꎬ至此以前形成的牙本质称原发性牙本

质 ꎮ 但此后牙本质仍在一生中不断形成 ꎬ这种牙发育完成后形成的牙本质即 ꎮ

形态学观察氟牙症牙面显示 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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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不全使釉面横纹中断 ꎬ在发育缺陷区牙面上可见清楚的釉柱末端 ꎮ 镜下可见牙釉质矿化不
良 ꎬ尤其是在釉柱之间及有机物较多的薄弱处ꎮ 但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E ꎮ

43.关于釉质的描述 的是
A.年轻釉质为白色 B.釉质的平均折射系数为 1 .62

C.乳牙成白色 D.乳牙釉质矿化程度比恒牙高
E.釉质矿化程度越高 ꎬ釉质越透明
【 答案】 D

【 解析】 年轻釉质为白色 ꎮ 釉质的透明度随年龄增长升高 ꎬ其深部牙本质的颜色发射组来

后 ꎬ使其呈现黄色ꎮ 釉质的平均折射系数为 1 .62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D ꎮ

44.在釉质结构中 ꎬ抗龋能力较强的一层是
A.表层 0.3 mm 以上 B.表层 0.1 ~0.2 mm

C.表层 0.25 ~0.3 mm D.表层下
E.各层抗龋能力一致
【 答案】 B

【 解析】 ꎮ

ꎬ

本题正确答案为 B ꎮ

45.有关釉梭的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在牙尖及切缘部位较多见
B.在牙颈部及窝沟处较多见

C.是釉质形成早期 ꎬ成釉细胞的末端膨大
D.是起始于釉质表面 ꎬ伸向釉质的纺锤状结构
E.是起始于釉质牙本质界 ꎬ伸向牙本质的纺锤状结构
【 答案】 A

【 解析】 釉梭是起始于釉牙本质界伸向釉质的纺锤状结构形成于釉质发生的早期 ꎮ 在磨

片中 ꎬ牙尖及切缘部位较多见ꎮ 在牙尖部较多见 ꎬ 它是成牙本质细胞的胞质突起的末端膨大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A ꎮ

46.釉牙本质界的形态特点是
A.直线相连接 B.小弧形线相连
C.指状镶嵌 D.桥粒连接
E. 曲线相连
【 答案】 B

【 解析】 的形态不是一条直线 ꎬ 而 ꎮ 弧形线的
ꎬ此组织结构可使釉质和牙本质的接触面积增大 ꎬ并且有增强釉质与牙本质附着的

作用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B ꎮ

47. 成釉器外釉上皮的形态特点是
A.直线排列的砥柱状细胞 B.直线排列的假复层柱状上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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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与牙囊组织无明显关系 D.皱褶样排列的低立方状细胞
E.皱褶样排列的高柱状细胞
【 答案】 D

【 解析】 在钟状期晚期 ꎬ

ꎻ同时包绕在皱褶中的牙体组织中有较多的血管ꎮ 此

种结构有利于成釉器从牙囊中吸取营养 ꎬ为釉质的形成创造条件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D ꎮ

48.磨片中可见到 的牙是
A.上中切牙 B.下中切牙
C.上第一磨牙 D.下第二磨牙
E.智齿
【 答案】 C

【 解析】 这是由

于乳牙和第一恒磨牙的牙釉质一部分形成于胎儿期 ꎬ另一部分形成于婴儿出生以后 ꎬ 当婴儿出

生时 ꎬ 由于 ꎬ该部分的牙釉质发育一度受到干扰 ꎬ形成一条加重的生长线 ꎬ特

称为新生线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C ꎮ

49.牙槽嵴组纤维分布于
A.牙体的四周 B.牙体的近远中侧
C.牙体的唇侧 D.牙体的颊舌侧
E.牙体舌侧
【 答案】 D

【 解析】 纤维起于牙槽嵴顶 ꎬ 呈放射状向牙冠方向走行 ꎬ止于牙颈部的牙骨质 ꎮ

此纤维存在于 ꎬ在 ꎬ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D ꎮ

50 形成的原因是
A.牙乳头部分坏死 B.牙本质发育障碍
C.颈根发育不良 D.上皮根鞘断裂
E.成牙本质细胞坏死
【 答案】 D

【 解析】 牙根发育也和冠部牙体组织发育—样 ꎬ是外胚层和外胚间叶相互作用的结果 ꎬ其

中上皮根鞘( 外胚层成分) 的形成是根部牙本质形成的必要条件 ꎮ

ꎮ

“ 牙本质发育障碍 ” ꎬ 实际上牙本质发育障碍可能包括多种牙本质的发育异常 ꎬ 并不是侧支根
管形成的原因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D ꎮ

51 .神经嵴可衍化为下列细胞 ꎬ除了
A.成釉细胞 B.成牙本质细胞
C.成牙骨质细胞 D.牙髓细胞
E.牙周膜成纤维细胞
【 答案】 A

【 解析】 本题考点为

所以也包括备选中的 B、C、D 和 E ꎬ它们的性质是间叶组织或细胞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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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来自外胚层的成釉细胞形成 ꎬ 因此成釉细胞不是来自神经
嵴衍化的组织 ꎬ应选 A ꎮ

52.多形性低度恶性腺癌的病理学特点是
A.细胞多形性 B.细胞一致、结构多形和转移率低

C.细胞多形、结构一致和转移率低 D.细胞和结构多形 ꎬ而恶性度低
E.低度恶性的多形性腺瘤
【 答案】 B

【 解析】

ꎬ故排除 A、C、D、E ꎬ此题应选 B ꎮ

53.根尖囊肿表现下列病理改变 ꎬ

A.囊壁内衬复层鳞状上皮 B.基底细胞呈柱状 ꎬ胞核呈栅栏状排列
C.囊壁内常有慢性炎症细胞浸润 D.常含胆固醇裂隙
E.可见透明小体
【 答案】 B

【 解析】 ꎬ其内衬上皮多为来自上皮剩余的复层鳞状上皮 ꎬ 囊壁中

多有慢性炎症细胞浸润 ꎬ上皮内可见发卡样 ꎬ囊腔和囊壁内可有 ꎮ 备

选中 ꎬA 和 C、D、E 都符合此囊肿的改变 ꎬ唯有 B 所叙述的
ꎬ一般不出现在根尖囊肿中 ꎬ故应选 B ꎮ

54.下列哪一项 根尖周囊肿组织病理学表现
A.囊壁外层为纤维组织 B.炎性浸润细胞主要为淋巴细胞、浆细胞
C.根尖部密质骨变薄 D.上皮钉突因炎性刺激发生规则增生
E. 中央囊腔有部分脓液
【 答案】 D

【 解析】 根尖周囊肿镜下见囊壁的囊腔面内衬无角化的复层鳞状上皮 ꎬ厚薄不一 ꎬ

、伸长 ꎬ相互融合呈网状 ꎬ上皮有细胞间水肿和以中性粒细胞为
主的炎症细胞浸润ꎮ ꎬ炎性浸润 ꎬ也混
杂有中性粒细胞浸润以及泡沫状吞噬细胞 ꎮ 囊壁内可见含

ꎬ裂隙周围常伴有 反应ꎮ 晶体也可通过衬里上皮进入囊腔 ꎬ故穿刺抽吸的囊液
中有闪闪发亮的物质 ꎬ涂片镜下可见长方形缺一 角的晶体 ꎬ即胆固醇晶体ꎮ 有时衬里上皮和

ꎬ 为弓形线状或环状的均质状小体 ꎬ呈嗜伊红染色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
为 D ꎮ

55.关于牙槽骨的说法 的为
A.分为固有牙槽骨、密致骨和松质骨 B.是高度可塑性组织

C.受压侧增生 ꎬ受牵引侧吸收 D.可以进行改建
E.牙槽骨受全身骨代谢的影响
【 答案】 C

【 解析】 若加一定压力于牙上 ꎬ一段时间之后 ꎬ

ꎮ 故
选 C ꎮ

56.帽状期的成釉器有几层细胞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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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B.3

C.4 D.5

E.以上都不对
【 答案】 B

【 解析】 帽状期 ꎬ蕾状期成釉器中的细胞继续增生 ꎬ成釉器增大 ꎬ底部向内凹陷 ꎬ形状如帽
子 ꎬ故称帽状期成釉器 ꎮ 此期成釉器的细胞分化为三层 ꎬ 即外釉上皮层、内釉上皮层和星网状
层ꎮ 故选 B ꎮ

57.牙周膜中来源于 细胞成分是
A.成纤维细胞 B.上皮剩余
C.成骨细胞 D.成牙骨质细胞
E.间充质细胞
【 答案】 B

【 解析】

ꎮ 这是牙根发育期间上皮根鞘残留下来的上
皮细胞ꎮ 故选 B ꎮ

58.成釉细胞瘤 X 线片上典型表现为

A.呈单房型 ꎬ圆形或卵圆形
B.骨质膨胀 ꎬ骨密质消失
C.呈多房型 ꎬ房差悬殊 ꎬ可含牙 ꎬ牙根呈锯齿状吸收

D.常见散在性钙化小团
E.邻牙被推移位或脱落
【 答案】 C

【 解析】

ꎮ 故本题选 C ꎮ

59.牙周膜的正常厚度为
A.0.1 mm B.0.15 ~0.38 mm

C.0.4 mm D.3 ~4 mm

E.1 ~2 mm

【 答案】 B

【 解析】 牙周膜的宽度(厚度) 随年龄及功能状态而异 ꎬ一般为 0.15 ~0.38 mmꎮ 故选 B ꎮ

60.形成牙髓的结构是

A.成釉器 B.牙乳头
C.牙囊 D.牙板
E.前庭板
【 答案】 B

【 解析】 牙胚由牙板及邻近的外胚间叶组织发育而来 ꎬ 牙板的发生是牙齿发育的开始 ꎬ 牙

胚由成釉器、牙乳头和牙囊构成 ꎮ 牙胚将形成 4 种牙体组织和部分牙周组织 ꎬ其中成釉器形成

釉质 ꎬ牙乳头形成牙本质和牙髓 ꎬ牙囊形成牙骨质、牙周膜和部分牙槽骨ꎮ

61 .属于 病理改变的是
A.釉柱间区发育不全或消失 B.球间牙本质明显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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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牙本质小管稀疏 D.釉牙本质界变得平直
E.髓腔狭窄或闭锁
【 答案】 A

【 解析】 牙发育过程中 ꎬ饮用水中氟含量过高 ꎬ 可导致

ꎬ尤其是在釉柱之间及有机物较多的地方 ꎬ

ꎮ 所以选 A ꎮ

62.属于角质形成细胞的是
A.黑色素细胞 B.朗格汉斯细胞
C.梅克尔细胞 D.淋巴细胞
E.基底细胞
【 答案】 E

【 解析】 角质形成细胞是指能够分化角质层的细胞 ꎬ基底层、颗粒层和角化层中的大部分

细胞都属于角质形成细胞 ꎬ这其中就包括基底层中基底细胞ꎮ

故选 E ꎮ

63.成釉器可以形成
A.牙周膜 B.牙骨质
C.牙槽骨 D.牙釉质
E.牙本质
【 答案】 D

【 解析】 牙胚由牙板及邻近的外胚间叶组织发育而来 ꎬ 牙板的发生是牙齿发育的开始 ꎮ 牙

胚由成釉器、牙乳头和牙趣构成 ꎮ

故选 D ꎮ

64.以下 舌乳头的是
A.菌状乳头 B.轮廓乳头
C.软腭 D.丝状乳头
E.叶状乳头
【 答案】 C

【 解析】 舌背黏膜表面有许多小突起 ꎬ称为舌乳头 ꎮ 可将舌乳头分为丝状乳头、菌状乳头、

轮廓乳头和叶状乳头等 ꎮ 故选 C ꎮ

65.有关釉质的特点 ꎬ 的是
A.基质中含有胶原 B.抗磨性强
C.无细胞 D.高度矿化的硬组织
E.上皮细胞分泌
【 答案】 A

【 解析】 釉质中的有机物约占总重的 1% ꎬ主要由蛋白质和脂类所组成 ꎮ 基质蛋白主要有

釉原蛋白、非釉原蛋白和蛋白酶组成 ꎮ 故选 A ꎮ

66.以下哪种细胞 牙周膜中的细胞成分
A.成纤维细胞 B.成骨细胞
C.成牙骨质细胞 D.破骨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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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成牙本质细胞
【 答案】 E

【 解析】 成牙本质细胞位于牙本质近牙髓侧 ꎬ 而牙周膜位于牙槽骨侧 ꎬ成牙本质细胞不是

牙周膜中的细胞成分 ꎮ 故选 E ꎮ

67.形成牙釉质的细胞为
A.外釉上皮细胞 B. 内釉上皮细胞
C.星网状层细胞 D. 中间层细胞
E.成牙本质细胞
【 答案】 B

【 解析】 在成釉器发展的 由外向内出现四层细胞 : :是成釉器周边的一
层 的立方状细胞 ꎬ借牙板与口腔上皮相连 ꎮ :位于内外釉上皮之间 ꎬ 细胞
呈星形 ꎬ对内釉上皮细胞有 作用 ꎬ 以保护成釉器免受伤害 ꎮ :是位于内釉上
皮和星网状层之间的 2 ~ 3 层扁平细胞 ꎬ与 ꎮ :单层排列的上皮细
胞 ꎬ呈高柱状 ꎬ位于 细胞核远离基底膜ꎮ

ꎮ 故本题正确答
案为 B ꎮ

68.病理学检查示 : 中央部分有大量肿胀的组织细胞和 ꎬ有
ꎬ结合临床表现诊断为

A.结核性溃疡 B.复发性重型阿弗他溃疡
C.癌性溃疡 D.创伤性溃疡
E.坏死性涎腺化生
【 答案】 A

【 解析】 结节中央部分有大量肿胀的组织细胞和朗格汉斯细胞 ꎬ有密集淋巴细胞浸润是结
核性溃疡的病理表现 ꎬ 因此 A 正确 ꎮ 复发性重型阿弗他溃疡和创伤性溃疡的病理表现均为慢
性炎症 ꎬ 因此 B、D 错误ꎮ 癌性溃疡的病理表现为细胞癌变 ꎬ 因此 C 错误ꎮ

有弥散的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和浆细胞浸润ꎮ 因此
E 也错误 ꎮ 故本题选 A ꎮ

69.髓周牙本质是指
A.成牙本质细胞突周围的牙本质 B.罩牙本质和透明层以内的牙本质
C.罩牙本质 D.根部牙本质的透明层
E.小管间牙本质
【 答案】 B

【 解析】 最先形成的紧靠釉质和牙骨质的一层原发性牙本质 ꎬ其基质 主要为来自

未完全分化的成牙本质细胞分泌的科尔夫纤维 ꎬ胶原纤维的排列与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B ꎮ

70. 口腔黏膜的基本组织结构是

A.黏膜上皮 B.上皮、固有层 ꎬ部分含有黏膜下层
C.上皮和基底膜 D.上皮和黏膜下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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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 黏膜下层和固有层
【 答案】 Ｂ

【 解析】 口腔黏膜由上皮和固有层组成 ꎬ上皮借基底膜与固有层相连 ꎬ部分黏膜深部由黏

膜下层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Ｂ ꎮ

７１.成釉细胞瘤为 “ ” 的主要原因是
Ａ .来源于牙源性上皮 Ｂ .长得特别大
Ｃ .瘤体内牙根吸收 Ｄ .有局限性浸润生长
Ｅ .压迫三叉神经引起相应部位麻木
【 答案】 Ｄ

【 解析】 临床上依照肿瘤的

故选 Ｄ ꎮ

７２.釉质龋 出现的病理变化是
Ａ .不透明 Ｂ .混浊
Ｃ .色素沉着 Ｄ .崩裂
Ｅ .再矿化
【 答案】 Ａ

【 解析】 平滑面龋常发生于牙邻接面 ꎬ相邻牙接触点下方 ꎮ ꎬ

表面无缺损ꎮ 时间稍长 ꎬ 由于色素沉着 ꎬ此白色病损可变为黄色或棕色 ꎬ并可向颊、舌侧方向扩
展ꎮ 当病变进一步发展 ꎬ周围釉质也变为灰白色 ꎬ表面粗糙 ꎬ最终可形成釉质龋洞ꎮ 故本题正
确答案为 Ａꎮ

７３.下列哪项 牙本质龋引起的牙髓改变
Ａ .修复性牙本质 Ｂ .牙髓变性
Ｃ .牙髓脓肿 Ｄ .牙髓坏死
Ｅ .牙体吸收
【 答案】 Ｅ

【 解析】 牙本质龋只会引起修复性牙本质的生成及牙髓的改变 ꎬ不会引起牙体吸收ꎮ 故选 Ｅ ꎮ

７４.剥脱性龈病损的病理变化
Ａ .上皮萎缩 Ｂ .上皮增生
Ｃ .上皮内疱 Ｄ .基底细胞液化
Ｅ .基底细胞水肿
【 答案】 Ｂ
【 解析】 为上皮与结缔组织间形成
ꎬ结缔组织内有大量炎症细胞浸润 ꎬ病变同 ꎻ如在上皮层内形成

ꎬ则病变同 ꎮ 者 ꎬ上皮萎缩、棘层变薄 ꎬ

ꎬ如同 ꎮ 故选 Ｂꎮ

７５.釉柱横纹之间的距离 为

Ａ.２μｍ
Ｃ.４μｍ
Ｅ.６μｍ

Ｂ.３μｍ
Ｄ.５μ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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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Ｃ

【 解析】 釉柱的直径为 ４ ~ ６μｍꎮ 纵剖面可见有规律间隔的横纹 ꎬ

相当于釉基质每日形成的量 ꎮ 横纹处矿化程度稍低 ꎬ故当牙轻度脱矿时横纹较明显ꎮ 光

镜下釉柱的横剖面呈鱼鳞状 ꎮ 故选 Ｃ ꎮ

７６.构成釉质的基本结构单位是
Ａ.釉丛 Ｂ .釉柱
Ｃ .釉板 Ｄ.釉梭
Ｅ .釉质牙本质界
【 答案】 Ｂ
【 解析】 釉质由疏松的柱状结构组成 ꎬ这些柱状结构起自釉质牙本质界 ꎬ贯穿釉质全层而

达牙的表面 ꎮ 其走行方向反映成釉细胞形成釉质时向后退缩的路线 ꎮ 因此 ꎬ釉质的基本结构
是釉柱ꎮ 故选 Ｂꎮ

７７.下列含胶原纤维 的牙本质是
Ａ .前期牙本质 Ｂ .球间牙本质
Ｃ .管周牙本质 Ｄ .管间牙本质
Ｅ .修复性牙本质
【 答案】 Ｃ

【 解析】 在镜下观察牙本质的横剖磨片时 ꎬ可清楚地见到围绕成牙本质细胞突起的间质与
其余部分不同 ꎬ呈环形的透明带 ꎬ称为管周牙本质 ꎬ 它构成牙本质小管的壁ꎮ

在观察脱矿切片时 ꎬ 由于脱矿后该处结构消失 ꎬ故在成牙本质细胞
突起周围呈现一环形空隙 ꎮ ꎮ 备选答案中其他的牙
本质类型中均含较多的胶原纤维 ꎮ 故答案应选 Ｃ ꎮ

７８.牙本质中含量最多的是
Ａ .牙本质磷蛋白 Ｂ .糖蛋白
Ｃ .糖胺聚糖 Ｄ .蛋白聚糖
Ｅ .胶原蛋白
【 答案】 Ｅ

【 解析】 牙本质有机物中
在发育中的前期牙本质中可见Ⅲ型胶原 ꎬ 牙本质中非胶原大

分子物质有几大类 :磷蛋白、含羧基谷氨酸蛋白 ꎬ混合性酸性糖蛋白、生长因子、血清源性蛋白、

脂类和蛋白多糖 ꎮ 除胶原蛋白外 ꎬ其他有机物含量较少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Ｅ ꎮ

７９.牙髓细胞是指
Ａ .成牙本质细胞 Ｂ .成纤维细胞
Ｃ .淋巴细胞 Ｄ .巨噬细胞
Ｅ .组织细胞
【 答案】 Ｂ

【 解析】 成纤维细胞是牙髓中的主要细胞 ꎬ故又称为牙髓细胞(唯一 ) ꎮ 细胞呈星形 ꎬ 由胞

质突起相互连接 ꎬ核染色深 ꎬ胞质淡染、均匀ꎮ 正确答案应选 Ｂ ꎮ

８０. 口腔黏膜上皮中无
Ａ .颗粒层 Ｂ .透明层

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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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棘层 D.基底层
E.角化层
【 答案】 B

【 解析】 此题考的是口腔黏膜上皮的基本组织结构 ꎮ 口腔黏膜上皮中无透明层 ꎬ具有

ꎮ 这主要是指典型的口腔黏膜上皮 ꎬ 而不是对不同部位的口腔黏膜上

皮的再分类(再分类中的被覆黏膜上皮无角化层) ꎮ 口腔黏膜上皮的结构与皮肤的表皮很相

似 ꎬ 故选择 B ꎮ

81 . 主要见于
A.浆液性腺泡细胞 B.黏液性腺泡细胞
C.肌上皮细胞 D.闰管细胞
E.分泌管细胞
【 答案】 A

【 解析】 在光镜下 ꎬ细胞呈锥体形 ꎬ底部较宽 ꎬ 紧附于基底膜上 ꎬ顶端向着腔内ꎮ

胞核为圆形 ꎬ位于基底部 1/3 处ꎮ 胞质色深 ꎬ组织固定好时 ꎬ顶端胞质内可见大量折光性很强

的分泌颗粒 ꎬ称 ꎮ B. 细胞中含有 ꎮ 备选答案中其他细胞为导管

上皮细胞 ꎬ均不含酶原颗粒ꎮ 故正确答案应选 A ꎮ

82.侧腭突来自
A. 中鼻突 B.侧鼻突
C.上颌突 D.球状突
E.联合突
【 答案】 C

【 解析】 腭部主要由两个前腭突和两个侧腭突发育而来 ꎮ 前腭突来自中鼻交的球状突 ꎬ侧

腭突来自上颌突ꎮ 至胎儿第 9 周时 ꎬ左右侧腭突与前腭突自外向内、向后方逐渐联合ꎮ 两个前

腭突和两个侧腭突联合的中心处 ꎬ留下切牙管 ꎬ为鼻腭神经的通道ꎮ 因此 ꎬ正确答案应选 C ꎮ

83. 内由表及里依次为炎性、坏死渗出 ꎬ 及新生的胶原纤维 ꎬ有活性的
散在炎症细胞浸润的牙髓组织的变化见于

A.急性浆液性牙髓炎 B.急性化脓性牙髓炎
C.慢性闭锁性牙髓炎 D.慢性溃疡性牙髓炎
E.慢性增生性牙髓炎
【 答案】 D

【 解析】 此题为 的分析题 ꎮ 根据普通病理性的知识 ꎬ 出现肉芽组织的
炎症一般为慢性炎症 ꎬ可以排除 A、B 选项ꎮ 在慢性牙髓炎中 ꎬ慢性闭锁性牙髓炎无穿髄孔 ꎬ故
可排除 C 选项 ꎮ

ꎬ 因此也可排除 ꎮ 慢性溃疡性牙髓炎自穿髓孔处向深部的表现由表及里依次为
炎性、坏死渗出 ꎬ炎性肉芽组织及新生的胶原纤维 ꎬ有活性的散在炎细胞浸润的牙髓组织 ꎬ正确
答案应为 D ꎮ

84.根尖周肉芽肿中的泡沫细胞来自

A.成纤维细胞
C.淋巴细胞
E.巨噬细胞

B. 中性粒细胞
D.浆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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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E

【 解析】

肉芽组织内除慢性炎细胞浸润外 ꎬ可见血管内皮细胞和成纤维细胞增生 ꎬ新生的毛

细血管常衬以肿胀的内皮细胞 ꎮ 因此

正确答案应选 E ꎮ

85.牙周炎时 的病理特点是
A.牙槽骨发生垂直型吸收 B.牙槽骨发生水平型吸收
C.牙槽骨尚无吸收 D.牙周袋底位于牙槽嵴顶上方
E.牙槽骨嵴的高度明显较低
【 答案】 A

【 解析】 牙槽骨吸收与牙周袋形成在临床病理上可分为 3 种情况 :①龈袋 :又称假性牙周

袋 ꎬ此时牙槽骨无明显吸收 ꎬ牙槽骨高度并未丧失ꎻ② :牙槽嵴为
ꎬ导致骨上袋形成 ꎻ③ :牙周袋底位于牙槽嵴顶的下方 ꎬ

ꎬ牙周袋处于牙根面与牙槽骨之间 ꎬ 由固有牙槽骨垂直吸收所致ꎮ X 线的表现为牙槽骨垂直
吸收 ꎬ牙周膜间隙增宽ꎮ 因此正确答案应选 Aꎮ

86 中病变的实质细胞是

C.巨噬细胞 D.成纤维细胞
E.朗格汉斯细胞
【 答案】 E

【 解析】 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是朗格汉斯细胞及其前体细胞的肿瘤性增生性疾
病 ꎮ 由于病变累及范围及程度不同 ꎬ 可表现为

其 中 ꎬ

因 此 正 确 答 案应选 Eꎮ

87.主要表现为小叶内导管囊状扩张 ꎬ导管上皮增生的病变见于
A.慢性复发性腮腺炎 B.坏死性唾液腺化生
C.唾液腺症 D.舍格伦综合征
E.唾液腺结核
【 答案】 A

【 解析】 慢性复发性腮腺炎的病理表现为小叶内导管囊状扩张 ꎬ导管上皮增生 ꎬ 囊壁为一

至数层扁平上皮 ꎬ囊腔可融合ꎻ附近导管周围有淋巴细胞浸润或形成淋巴滤泡ꎮ 坏死性唾液腺

化生以导管上皮增生为主ꎻ唾液腺症以腺泡肿大为主ꎻ舍格轮综合征以腺泡破坏、淋巴细胞浸
润为主ꎻ唾液腺结核以出现结核性肉芽肿改变为主 ꎮ 因此正确答案应选 A ꎮ

88.肿瘤细胞排列成 的是
A.腺淋巴瘤 B.多形性腺瘤
C.基底细胞腺瘤 D.导管乳头状瘤
E.嗜酸性腺瘤
【 答案】 C

【 解析】 A. 由 组成 ꎮ 含实性和囊性部分 ꎬ肿瘤上皮细胞形成大

小和形态不一的 结构 ꎬ有乳头突入 囊腔ꎮ 肿瘤间质为淋巴样组织 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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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B. ꎬ镜下见肿瘤细胞的类型多样 ꎬ组织结构复杂ꎮ 其基本结构
为 ꎮ C. 细胞为基底样细胞 ꎬ

细胞呈立方状或柱状 ꎬ边界不清楚 ꎬ胞质较少 ꎬ ꎬ细胞核较大 ꎬ 圆形或卵圆形ꎮ

D.导管乳头状瘤起源于导管上皮 ꎬ呈乳头状生长 ꎮ E.

是由胞质内含大量特征鲜明的
ꎮ 故

本题正确答案为 C ꎮ

89.关于唾液腺肿瘤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叙述正确的是

A.淀粉酶鉴别腺泡细胞癌中的透明细胞 B.S- 100 鉴别导管细胞

C.角蛋白鉴别肉瘤和恶性淋巴瘤 D.myosin 鉴别腺泡细胞
E. vimentin 鉴别唾液腺癌与转移性甲状腺癌
【 答案】 A

【 解析】 是唾液腺低度恶性肿瘤 ꎬ肿瘤细胞中含有 ꎬ 可以用免疫组织化

学染色方法确定 ꎬ故正确答案应选 A ꎮ S- 100 和 myosin 一般用于鉴别肌上皮细胞 ꎬ角蛋白用于
确定上皮性来源的肿瘤 ꎬvimentin 用于癌与肉瘤的鉴别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A ꎮ

90.外渗性黏液囊肿的特点为
A.复层鳞状上皮衬里 B.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衬里
C.扁平上皮衬里 D.矮柱状上皮衬里
E.无衬里上皮
【 答案】 E

【 解析】 黏液囊肿在其形成机制上有两种情况 ꎬ一种是腺导管破裂后 ꎬ唾液直接进入组织

间隙而形成 ꎬ此种即外渗性黏液囊肿ꎻ另一种形成方式是腺导管阻塞 ꎬ在导管内有唾液的潴留 ꎬ

此为潴留囊肿ꎮ 故选 E ꎮ

91 .唾液腺腺泡破坏 ꎬ腺导管增生 ꎬ有时易与黏液表皮样癌相混淆的疾病是
A.慢性硬化性唾液腺炎 B.坏死性唾液腺化生
C.唾液腺症 D.舍格伦综合征
E.唾液腺结核
【 答案】 B

【 解析】 坏死性唾液腺化生在临床上常表现为
腺小叶坏死 ꎬ腺泡壁溶解消失 ꎬ黏液外溢形成 ꎻ腺导管上皮呈明显的 ꎬ

形成大小不等的 ꎮ 有的
备选答案中其他疾病不具备题干所表述的特点 ꎬ 因此正确

答案应选 B ꎮ

92.以下属于 的是
A.慢性化脓性骨髓炎 B.结核性骨髓炎
C.慢性增生性骨髓炎 D.畸形性骨炎
E.慢性局灶性硬化性骨髓炎
【 答案】 B

【 解析】 ꎮ A.慢性化脓性骨髓炎主要病理表现为伴有明显

骨吸收和死骨形成的化脓性病灶 ꎮ 死骨周围有炎性肉芽组织 ꎬ使死骨与周围组织分离 ꎮ 小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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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骨可从瘘管排出 ꎬ 大块死骨周围有纤维结缔组织围绕 ꎮ B 镜下见骨髓腔内形
成结核性肉芽组织 ꎬ 由上皮样细胞、朗格汉斯巨细胞以及散在炎症细胞聚集形成所谓上皮样细
胞结节ꎮ 结节中心常见干酪样坏死 ꎬ周围可见增生的纤维结缔组织 ꎬ 即

ꎮ C.慢性增生性骨髓炎镜下见骨膜下反应性新骨形成是本病的特点 ꎮ

D.畸形性骨炎是一种以局部骨组织破骨与成骨、骨吸收与重建 ꎬ骨质疏松与钙化并存为病理性
的慢性进行性骨病 ꎮ E.慢性局灶性硬化性骨髓炎又称为致密性骨炎 ꎬ镜下见病变区骨小梁比
周围正常骨组织致密 ꎬ主要是由编织骨和板层骨构成的不规则的骨小梁 ꎬ其中含有复杂的嗜碱
性线ꎮ 因此 ꎬ答案应选 B ꎮ

93.根尖周致密性骨炎时 ꎬ骨的改变不包括
A.骨小梁增粗 B.骨髓腔缩小
C.牙骨质增厚 D.破骨细胞增多
E.骨髓腔中纤维组织增生
【 答案】 D

【 解析】 在抵抗力很强、感染轻微的低度刺激作用下 ꎬ根尖周肉芽肿可呈现修复
性反应 ꎬ炎症减轻 ꎬ吸收ꎮ ꎮ

与此同时 ꎬ牙骨质也可在根面沉积 ꎬ产生牙骨质增生过度ꎮ

ꎮ 因为此时 ꎮ 因此

正确答案应选 D ꎮ

94.牙本质小管管腔变窄、管腔中有矿物盐沉积的变化出现于牙本质龋的
A.坏死崩解层 B.细菌侵入层
C.脱矿层 D.透明层
E.脂肪变性层
【 答案】 D

【 解析】 牙本质龋的病理改变由病损深部向表面分为 4 层结构 :① 又称硬化层 ꎬ 为
牙本质龋最深层、最早出现的改变 ꎬ在透射光下呈均质透明状 ꎮ 这种

ꎬ使管腔内折光率与周围细胞间质相似 ꎮ 这些矿物晶体可来源于
其表面脱矿层游离出的无机盐离子的再矿化 ꎮ ② 位于透明层的表面 ꎬ是在细菌进入前 ꎬ

酸的扩散所导致的脱矿改变 ꎬ此层牙本质小管形态仍然比较完整 ꎬ ꎮ

③ 位于脱矿层表面 ꎬ细菌侵入小管并繁殖 ꎬ有的小管被细菌所充满 ꎬ

ꎮ 随着小管壁脱矿 ꎬ有机物基质被蛋白溶解酶分解 ꎬ 大小不等的
ꎮ 部分坏死区与牙本质小管垂直形成 ꎮ ④ 为牙本质龋损的最表层 ꎬ此

区几乎无正常牙本质结构保留 ꎬ 等 ꎮ E 选项在细菌侵入
之前 ꎬ部分区域牙本质小管内成牙本质细胞突起在细菌酶的作用下 ꎬ细胞膜等有机成分发生脂
肪变性 ꎬ光镜下呈云雾状 ꎬ曾称此区域为脂肪变性层ꎮ 因此正确答案应选 D ꎮ

95. 是指唾液腺中的
A.浆液性腺泡细胞 B.黏液性腺泡细胞
C.肌上皮细胞 D.闰管细胞
E.分泌管细胞
【 答案】 C

【 解析】 肌上皮细胞位于腺泡和小导管的腺上皮与基底膜之间 ꎮ 光镜下 ꎬ 细胞体小 ꎬ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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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平 ꎬ发出 ４ 个分支状突起 ꎬ该突起呈放射状包绕着腺泡表面 ꎬ形似篮子 ꎬ故又称篮细胞( ｂａｓ̄

Ａ .成纤维细胞 Ｂ .成骨细胞
Ｃ .成牙骨质细胞 Ｄ .成釉细胞
Ｅ .破骨细胞
【 答案】 Ｄ

【 解析】 牙周膜中含有与牙周膜及其相邻结构的相关细胞 ꎮ 牙周膜本身主要的细胞为成
纤维细胞ꎻ牙槽骨侧有与骨的形成和吸收相关的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ꎻ近牙骨质侧有成牙骨质
细胞和破牙骨质细胞ꎮ 此外 ꎬ还有与牙发育相关的残留细胞即上皮剩余 ꎬ其中并无成釉细胞ꎮ

因此 ꎬ正确答案应选 Ｄꎮ

９７.属于牙本质 变化的结构是
Ａ .原发性牙本质 Ｂ .继发性牙本质
Ｃ .修复性牙本质 Ｄ .硬化牙本质
Ｅ .球间牙本质
【 答案】 Ｂ

【 解析】 牙根发育完成 ꎬ牙和对颌牙建立了咬 关系之后形成的牙本质为继发性牙质ꎮ 继

发性牙本质在本质上是一种牙本质的增龄性改变 ꎬ其形成的速度较慢 ꎮ 继发性牙本质形成的
速率与食物和牙所受的咬合力有关 ꎬ一般较原发性者低 ꎮ 报道指出埋伏牙也由有继发性牙本
质形成ꎮ 故选 Ｂꎮ

９８.下列 的牙骨质是
Ａ .无细胞无纤维牙骨质 Ｂ .无细胞外源性纤维牙骨质
Ｃ .有细胞固有纤维牙骨质 Ｄ .无细胞固有纤维牙骨质
Ｅ .有细胞混合性分层牙骨质
【 答案】 Ａ

【 解析】 无细胞外源性纤维牙骨质是含牙周膜穿通纤维的牙骨质 ꎬ有细胞固有纤维牙骨质
中无牙周膜纤维插入 ꎬ如修复牙本质缺损的牙骨质ꎻ无细胞固有纤维牙骨质形成于对外力的适
应性反应 ꎬ其内不含牙骨质细胞 ꎮ 有细胞混合性分层牙骨质为无细胞外源性纤维牙骨质和有
细胞固有纤维牙骨质不规则交替沉积而成 ꎬ

ꎮ 例如 ꎬ覆盖釉质的牙骨质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Ａ ꎮ

９９.狭义的口腔癌
Ａ .舌癌 Ｂ .颊黏膜癌
Ｃ .牙龈癌 Ｄ .腭癌
Ｅ.唇癌
【 答案】 Ｅ

【 解析】 口腔癌是指涉及口腔 ꎬ主要是口腔黏膜的恶性肿瘤 ꎮ 狭义的口腔癌包括 :牙龈癌、

舌癌、软硬腭癌、颊黏膜癌 、口底癌和牙槽黏膜癌ꎮ 广义的口腔癌是指除了狭义的口腔癌包括

的内容还有唇癌、唾液腺恶性肿瘤 、口咽癌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Ｅ ꎮ

１００.涎腺腺样囊性癌筛孔状结构形成的机制是
Ａ .肿瘤细胞坏死脱落 Ｂ .肿瘤细胞退行性变

０２８

ｋｅｔｃｅｌｌ) ꎬ所以正确答案应选 Ｃ ꎮ

９６.牙周膜中的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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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肿瘤细胞凋亡形成 D.腺上皮细胞分泌产生
E.肌上皮细胞分泌产生
【 答案】 E

【 解析】 腺样囊性癌约占唾液腺恶性肿瘤的 27% ꎬ40 ~ 60 岁多见ꎮ 镜下见 ꎬ

:主要特点是肿瘤细胞团块内含有筛孔状囊样腔隙 ꎬ

②管状型 :主要特点是以肿瘤细胞形成小管状或条索状结构为主 ꎮ 管状结构的内层衬有导管
细胞 ꎬ外层为肿瘤性肌上皮细胞 ꎮ :肿瘤细胞排列成大小不等的上皮团 ꎬ 大的团块中
心组织可变性坏死 ꎬ ꎬ管状和筛孔状结构较少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选择 E ꎮ

101 .下列是牙源性角化囊性瘤易复发的原因 ꎬ除了
A.囊壁薄 B.可能存在多发病灶
C. 同一病灶内有多个囊腔 D.可能存在子囊
E.囊腔内有角化物
【 答案】 E

【 解析】 牙源性角化囊性瘤具有较高的 ꎬ

而残留囊壁的上皮具有高度增殖能力 ꎬ 因而易引起复发 ꎮ 与复发
相关的因素还有 ꎬ若手术残留 ꎬ可继续长大形成囊肿ꎻ该肿瘤
的生长具有 ꎬ可 若手术不彻底则易复
发ꎻ部分病例可能来源于口腔黏膜上皮的基底细胞増殖 ꎬ手术时如未将与囊肿粘连的口腔黏膜
一并切除 ꎬ具有高度增殖能力的基底细胞可引起复发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E ꎮ

102.红斑是一种
A. 良性的炎症性红斑 B.多形红斑的一种表现形式
C. 口腔黏膜癌前损害 D.红斑狼疮的主要表现
E. 白色念珠菌感染的表现
【 答案】 C

【 解析】 在临床上和病理上不能诊断为

其他疾病者 ꎮ 病理变化:口腔黏膜的红斑虽然不如白斑多见 ꎬ但在组织学上其恶性者所占的比

例却很高ꎮ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C ꎮ

103.在大唾液腺中 ꎬ多形性腺瘤的好发部位依次是
A.腮腺、颌下腺、下颌下腺 B.腮腺、下颌下腺、舌下腺
C.腮腺、下颌下腺、唇腺 D.下颌下腺、腮腺、唇腺
E.腮腺、颌下腺、腭腺
【 答案】 B

【 解析】 多形性腺瘤多形性腺瘤曾称为混合瘤 ꎬ镜下以结构多形性而不是细胞多形性为特
征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
为 B ꎮ

104.牙龈炎时牙龈的变化主要是
A.牙龈质地变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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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牙龈边缘菲薄 D.牙龈红肿
E.牙龈沟变浅
【 答案】 D

【 解析】 ꎬ边缘钝厚 ꎬ或肥

大增生 ꎬ 是牙龈炎的早期症状 ꎬ但健康牙龈并非都有点彩 ꎬ应注意观察牙龈

的质地ꎮ 健康的牙龈组织从游离龈缘到膜龈联合应是粉红色 ꎬ 当牙龈有炎症时 ꎬ颜色为深红色

或紫色 ꎬ 当炎症被控制后牙龈组织能从鲜红色或深红色变为粉红色ꎮ 故正确答案选择 D ꎮ

105. 口腔念珠菌病病损区涂片直接镜检可见
A.分枝杆菌 B.菌丝和孢子
C.梭状杆菌和螺旋体 D.病毒包涵体
E.大量细菌及白细胞浸润
【 答案】 B

【 解析】 念珠菌有芽生孢子和假菌丝两种存在形式 ꎮ

106.下列哪种疾病属于
A. 白色海绵状斑痣 B.念珠菌性白斑
C.扁平苔藓 D. 白斑
E.慢性盘状红斑狼疮
【 答案】 D

【 解析】 白斑 :是发生在黏膜表面的白色斑块 ꎬ 不能被擦掉 ꎬ也不能诊断为其他任何疾病

者 ꎮ 白斑是一个临床病名 ꎬ不包括组织学含义 ꎬ是口腔中最常见的一种白色病变ꎮ 白斑属于癌

前病变 ꎬ或潜在恶性病变ꎮ 故选择 D ꎮ

107.下列哪个可能是 或早期鳞癌的表现
A.颗粒型红斑 B.均质型红斑
C.均质型白斑 D.疣状增生
E.多形渗出性红斑
【 答案】 A

【 解析】 指口腔黏膜上出现的鲜红色、 ꎬ在临床上和病理上不能诊断为

其他疾病者 ꎬ ꎮ 临床分为均质型、间杂型、颗粒型ꎮ 其中

故本题
正确答案为 A ꎮ

108.以下关于口腔白斑病恶变倾向 ꎬ说法 的是
A.60 岁以上的患者恶变率较高
B.均质型容易恶变

C.吸烟男性发病率高 ꎬ年轻女性患者恶变率较低
D.位于舌缘、舌腹 、口底及口角区的病损恶变率较高
E.伴有上皮异常增生的病损恶变率较高
【 答案】 B

【 解析】 一般情况下 ꎬ 白斑的发病部位也与

恶变有重要关系 ꎬ特别是发生在 其

030



第 一章 口腔组织病理学

癌变率比其他部位的口腔黏膜白斑都高 ꎬ应提高警惕 ꎬ并进行定期的追踪观察ꎮ 故选择 B ꎮ

109.下列关于 的描述 ꎬ正确的是
A.带状疱疫病毒侵犯面神经睫状神经节 B.揭皮试验阳性
C. 口、眼、会阴出现溃疡 D. 口腔黏膜上皮出现过角化及异常增生
E.幼儿舌系带两侧出现溃疡
【 答案】 B

【 解析】 A 选项为带状疱疹病ꎮ C 选项为贝赫切特综合征 的症状 ꎬ

ꎮ D 选项为斑纹类疾病的常见病理变化 ꎮ E 选项为幼儿乳下切牙萌出后 ꎬ 由于边缘较

锐吸奶时间长所引起的 Riga-Fede 溃疡 ꎮ

故选择 B ꎮ

110.扁平苔藓发生时 ꎬ与基底细胞的 有关的是
A.单核巨噬细胞 B.B 淋巴细胞
C.T 淋巴细胞 D.肥大细胞
E.粒细胞
【 答案】 C

【 解析】 的病理变化 :①上皮有不全角化层或无角化 ꎮ ②棘层增生 ꎬ 少数棘层萎
缩 ꎮ ③上皮钉突不规则延长 ꎬ 少数钉突成锯齿状 ꎮ ④

ꎬ浸润范围一般不达到黏膜下层 ꎮ ⑥上皮的棘层、基底层或固有层可

见 ꎮ ꎮ 故本题正确答
案为 C ꎮ

111 .患者 ꎬ25 岁ꎮ 口底肿胀 ꎬ肉眼观 :囊腔内充满 ꎮ 镜下见角化复层扁平上
皮衬里 ꎬ ꎮ 最可能的病理诊断是

A.皮样囊肿 B.牙源性角化囊性瘤
C.表皮样囊肿 D.皮脂腺囊肿
E.皮脂腺腺瘤
【 答案】 C

【 解析】 皮样囊肿或表皮样囊肿为胚胎发育时期遗留于组织中的上皮细胞发展而形成的

囊肿 ꎮ 组织学上 ꎬ复层鳞状上皮衬里囊腔 ꎬ

ꎮ 故 A 选
项错误 ꎬD 选项 穿刺物为 ꎮ B 选项发生
位置为下颌磨牙区和升支 ꎬ穿刺可见角化物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C ꎮ

112.患者 ꎬ女性 ꎬ27 岁ꎮ 3 个月 ꎬ下前牙龈乳头增大呈半球形ꎮ 镜下可见纤维结缔组
织增生 ꎬ胶原纤维变性水肿 ꎬ毛细血管增生扩张ꎮ 其病理诊断

A.龈增生 B.慢性牙周炎
C.慢性龈炎 D.浆细胞龈炎
E.急性坏死性溃疡性龈炎
【 答案】 A

【 解析】 龈增生的病理学表现 :非菌斑引起的龈增生 ꎬ 其主要组织病理学变化为

ꎬ粗大的胶原纤维束类似瘢痕组织结构 ꎬ ꎮ

及维生素 C 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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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A ꎮ

113.前牙区牙龈肿物 ꎬ呈息肉状 ꎮ 镜下见肿物由大小不等的毛细血管组成 ꎬ被纤维组织分
成小叶状 ꎬ有明显炎症 ꎬ表面上皮萎缩 ꎬ有 形成ꎮ 最可能的病理诊断是

A.纤维型牙龈瘤 B. 肉芽型牙龈瘤
C.增生性牙龈炎 D.毛细血管瘤
E.纤维上皮息肉
【 答案】 B

【 解析】 ꎮ 牙龈瘤主要虫

所构成 ꎬ其中含有较多的炎性细胞及毛细血管 ꎬ 纤维组织较少 ꎬ 曾被病理学家命名为

ꎮ 牙龈瘤含有较多的 或成纤维细胞 ꎮ 牙龈瘤病变见少许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B ꎮ

114.患者 ꎬ女性 ꎬ32 岁ꎮ 牙龈肿物 3 个月ꎮ 镜下见病变由大量新生毛细血管及成纤维细胞
组成 ꎬ有多数炎细胞浸润 ꎬ表面上皮变薄ꎮ 病理上最符合

A.纤维性龈瘤 B.血管性龈瘤
C.妊娠性龈瘤 D. 肉芽肿性龈瘤
E.巨细胞性龈瘤
【 答案】 C

【 解析】 纤维性龈瘤富含肉芽组织和胶原纤维朿 ꎬ故不选 A ꎮ 血管性龈瘤不如妊娠性龈瘤
准确 ꎬ故不选 B ꎮ 肉芽肿性和血管性龈瘤在组织学上难以区分 ꎬ常合并为一种类型 ꎬ故不选 D ꎮ

巨细胞性龈瘤主要病理变化是出现多核破骨巨细胞 ꎬ故不选 E ꎮ 妊娠性龈瘤的主要病理变化
是血管内皮细胞增生呈实性片块或条索 ꎬ也可是小血管或大的薄壁血管增多 ꎬ 间质常水肿 ꎬ炎
症细胞浸润不等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C ꎮ

115.牙髓组织切片中见血管扩张、充血 ꎬ慢性炎细胞浸润ꎮ 其中见胶原纤维包绕一 圆形组
织 ꎬ内充满死亡的 ꎮ 此病变最可能是

A.急性化脓性牙髓炎 B.急性浆液性牙髓炎
C.牙髓坏死 D.慢性闭锁性牙髓炎
E.慢性溃疡性牙髓炎
【 答案】 D

【 解析】 A、B 选项的病理变化为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浸润 ꎬ血管扩张 ꎬ渗出明显 ꎮ C 选
项牙髓坏死可见大量血红蛋白分解产物 ꎮ D 选项为 ꎬ血管扩张充血 ꎬ有

、浆细胞 、巨噬细胞浸润 ꎬ或有 ꎬ渗出不明
显 ꎮ 有时有成束的胶原纤维将炎症区和尚好的牙髓隔开 ꎬ符合题意 ꎮ E 选项表现为溃疡表面
有食物残屑、炎性渗出物及坏死组织覆盖 ꎬ有时可见钙化物沉积 ꎬ其下方为炎性肉芽组织和一
些新生的胶原纤维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D ꎮ

116.患者 ꎬ女性 ꎬ50 岁ꎮ 近 颊黏膜白色斑块近 1 年 ꎬ不能擦去ꎮ 组织学见上皮增生 ꎬ

内有中性粒细胞浸润和散在脓肿 ꎬ角化层有垂直于上皮 ꎬ结缔组织
内慢性炎细胞浸润 ꎬ最可能的病理诊断是

A. 白斑
C. 口腔结核性炎
E.慢性盘状红斑狼疮

B.红斑
D.念珠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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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D

【 解析】 口 角处颊黏膜白色斑块近 1 年 ꎬ不能擦去 ꎬ 内有
ꎬ考虑为念珠菌病 ꎮ 本题为典型的念珠菌病的病理变化 ꎮ 故本

题选 D ꎮ

117.患者 ꎬ女性 ꎬ60 岁ꎮ 下颌下包块 3 年 ꎬ疼痛ꎮ 镜下见瘤细胞大致可分为腔上皮和肌上
皮细胞 ꎬ核着色深 ꎬ核分裂象罕见ꎮ 结构上有管状、实性小条索或团块 ꎬ多数为 ꎬ可见

ꎮ 上述所见符合
A.混合瘤 B.腺样囊性癌
C.恶性混合瘤 D.多形性低度恶性腺癌
E.乳头状囊腺瘤
【 答案】 B

【 解析】 A. ꎮ B. 分为以下三型 :

ꎮ 同时 ꎬ其有 的特性ꎮ 故本题正确答

案为 B ꎮ

118.患者 ꎬ男性 ꎬ30 岁ꎮ 自述口腔黏膜发硬半年 ꎬ有 史ꎮ 活检标本见上皮萎缩 ꎬ紧接
上皮下出现 ꎬ其下方胶原纤维水肿 ꎬ淋巴细胞浸润ꎮ 据此可诊断为

A. 白斑 B.红斑
C.扁平苔藓 D. 口腔黏膜下纤维样变
E. 白色海绵状斑痣
【 答案】 D

【 解析】 A. 主要表现为 病理多发生在上皮层 ꎮ B. 表

现为 ꎮ C. 主要表现 ꎬ不达

黏膜下层 ꎮ E.选项表现为上皮不全角化ꎮ 据患者的口腔活检标本 :上皮萎缩 ꎬ 紧接上皮下出现

带 ꎬ其下方为胶原纤维水肿 ꎬ可诊断为口腔黏膜下纤维样变 ꎮ 故选择 D ꎮ

119.某男性患者 ꎬ25 岁 ꎮ 下唇皮肤潮红、硬结ꎮ 镜下见血管周围有上皮样细胞、淋巴细胞
及浆细胞 ꎬ呈结节样聚集 ꎬ有时结节内有 ꎬ血管周围淋巴细胞或( 和)浆细胞浸润呈
灶状 ꎬ固有层水肿 ꎬ可见较多 ꎮ 病理诊断应为

A.腺性唇炎 B.结节病
C. 肉芽肿性唇炎 D.慢性盘状红斑狼疮
E. 口腔结核
【 答案】 C

【 解析】 肉芽肿性唇炎的表现为皮肤潮红、硬结 ꎬ镜检可见血管周围有上皮样细胞、淋巴细

胞、浆细胞 ꎬ呈结节样聚集 ꎬ或呈灶状浸润 ꎬ有时结节内有多核巨细胞 ꎬ 固有层水肿 ꎬ可见较多的

肥大细胞 ꎮ 据此可诊断为肉芽肿性唇炎ꎮ 故选择 C ꎮ

(120 ~ 12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管周牙本质 B.管间牙本质
C.球间牙本质 D.前期牙本质
E.骨样牙本质
120.小管数量 、内含细胞的牙本质是
121 .刚形成尚 的牙本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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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矿化程度 的牙本质是
【 答案】 E、D、A

【 解析】 ① :在镜下观察牙本质的横断磨片时 ꎬ 可清楚见到围绕成牙本质细胞
突起周围的间质与其余部分不同 ꎬ呈环形的透明带 ꎬ构成牙本质小管的壁ꎮ

ꎮ ② :位于管周牙本质之间 ꎮ 其中胶原纤维较多 ꎬ

③ :牙本质的形成是持续性的 ꎬ在成牙本质细胞和矿化牙本质之间是一层
的牙本质 ꎮ ④

ꎮ ⑤ :成牙本质细胞常可包埋在形成很
快的间质中 ꎬ以后这些 ꎬ在该处留下一空隙 ꎬ很像 ꎮ 故正确答案为 E、D、Aꎮ

(123 ~ 125 题共用备选答案)

A.绞釉
C.釉梭
E.釉质生长线

123.成牙本质细胞的胞浆突形成
124.釉质基质每天节律沉积形成
125.釉柱 形成
【 答案】 C、D、A

B.釉丛
D.釉柱横纹

配套名师高清视频

【 解析】 釉梭起自釉牙本质界伸向釉质的纺锤状结构 ꎬ 为成牙本质细胞突起的末端膨大 ꎬ

穿过釉牙本质界并埋在釉质中 ꎮ 故选 C ꎮ 釉柱横纹是釉柱上与长轴相垂直的细线 ꎬ与成釉细
胞每天的周期性形成釉质有关 ꎬ代表每天釉质形成的速度 ꎬ故选 D ꎮ

ꎬ故选 Aꎮ 题
干中 B 釉丛 :釉丛起自牙釉质牙本质界向牙表面方向散开 ꎬ其高度约等于牙釉质厚度的 1/3 ꎬ

呈草丛状 ꎮ E.生长线 :牙釉质生长线又名芮氏线 ꎮ 在纵磨片中 ꎬ线条自牙釉质牙本质界向外 ꎬ

沿着牙釉质形成的方向 ꎬ在牙尖部呈环形排列 ꎬ近牙颈处渐呈斜行线ꎮ 在横断磨片中 ꎬ线条呈
同心环状排列 ꎬ其宽度和距离不等 ꎮ

(126 ~ 128 题共用备选答案)

A.腺淋巴瘤 B.多形性腺瘤
C.基底细胞腺瘤 D.腺样囊性癌
E.腺泡细胞癌
126.黏液软骨样结构见于
127.细胞内含 性颗粒的肿瘤见于
128.筛状结构常见于
【 答案】 B、E、D

【 解析】 A 由 构成 ꎬ 囊腔内衬上皮由双层细胞构成 ꎬ腔面细胞
是胞质内含有嗜伊红颗粒的大嗜酸性粒细胞 ꎮ B.

ꎮ C. 由基底细胞样肿瘤细胞构成 ꎬ缺乏多形性腺瘤中的黏液
软骨样成分 ꎬ肿瘤细胞排列成 ꎮ D

ꎮ E. ꎮ

知识拓展 :嗜酸细胞主要见于 Warthin 瘤、基底细胞腺瘤、嗜酸细胞瘤、嗜酸细胞癌、嗜酸
细胞囊腺瘤和黏液表皮样癌中的嗜酸细胞变异型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B、E、D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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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 130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原位癌 B.腺鳞癌
C.未分化癌 D.基底细胞癌
E.鳞状细胞癌
129.未穿破基底膜的是
130.局部浸润扩展 ꎬ很少发生转移的是
【 答案】 A、D

【 解析】 A. ꎬ或侵入其下的间质

或真皮组织 ꎬ更 ꎮ B.腺鳞癌既有腺癌成分又有鳞癌成分 ꎬ预后比鳞癌
差 ꎬ比腺癌好ꎮ C.未分化癌发病率仅次于鳞癌 ꎬ男性多见恶性高 ꎬ生长快 ꎬ较早出现淋巴和血行

转移 ꎮ D. 是皮肤癌中很多见的一种 ꎬ一般 ꎮ

E.鳞状细胞癌发生率高 ꎬ常发生转移ꎮ 故正确答案为 A、D ꎮ

(131 ~ 133 题共用备选答案)

A.牙齿结构异常 B.牙齿形态异常
C.牙齿数目异常 D.牙齿萌出异常
E.牙齿结构形态均异常
131 .牙釉质发育不全症属于
132.多生牙属于
133.畸形中央尖属于
【 答案】 A、C、B

【 解析】 A. 牙齿 包括

等ꎮ B. 牙齿 包括 等ꎮ C. 牙齿

包括 ꎮ D. 牙齿 包括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A、C、B ꎮ

(134 ~ 136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在成牙本质细胞和矿化牙本质之间是一层未钙化的牙本质
B.牙本质钙质小球之间遗留的未钙化间质
C.在冠部靠近轴质最先形成的牙本质
D.牙齿发育完成后形成的牙本质

E.轴质表面因磨损、酸蚀、龋病等而遭受破坏时 ꎬ部分成牙本质细胞继续形成的牙本质
134.前期牙本质是
135.小球间牙本质是
136.修复性牙本质是
【 答案】 A、B、E

【 解析】 前期牙本质是在成牙本质细胞和矿化牙本质之间的一层未钙化的牙本质ꎮ 牙本质

矿化不良时 ꎬ钙质小球之间遗留的未钙化间质 ꎬ其中仍有牙本质小管通过 ꎬ未钙化的区域称为小

球间牙本质 ꎮ 修复性牙本质是当釉质表面因磨损、酸蚀、龋病等而遭受破坏时 ꎬ部分成牙本质细

胞继续形成的牙本质ꎮ C 选项为罩牙本质ꎮ D 选项为继发性牙本质ꎮ 故正确答案为 A、B、Eꎮ

(137 ~ 138 题共用备选答案)

A.第一对鳃弓 B.第一、二、三对鳃弓
C.第二、三、四对鳃弓 D.第三、四、五对鳃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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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第四、五、六对腮弓
137.舌前 2/3 黏膜来自哪对鳃弓
138.舌根是哪对鳃弓形成的
【 答案】 A、C

【 解析】 ꎬ 由第 V 对脑神经支配 ꎬ舌后 1/3 黏膜来自三 对鳃

弓 ꎬ由第 IX 对脑神经支配ꎮ ꎮ 故选 A、C ꎮ

(139 ~ 143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原位癌 B.基层下疱
C.棘层内疱 D.粒层明显棘层增生
E.基底细胞液化
139. 良性黏膜类天疱疮属于
140. 白斑属于
141 .颗粒型红斑属于
142.扁平苔藓属于
143.天疱疮属于
【 答案】 B、D、A、E、C

【 解析】 ① 镜下病变形成 基底层 ꎬ病损部位的上皮全层剥脱 ꎬ

结缔组织表面光滑 ꎬ胶原纤维水肿 ꎬ其中有大量淋 E 细胞浸润 ꎮ 晚期黏膜固有层纤维结缔组
织增生 ꎮ 上皮层内无棘层松解 ꎬ可与寻常性天疱疮进行区别 ꎮ ② 的主要病理改变为上皮
增生 ꎬ有过度正角化或过度不全角化 ꎬ或两者同时出现为混合角化 ꎮ

ꎬ没有非典型细胞 ꎮ ③

ꎮ 亦常可见到异常增生与浸润癌同时存在ꎮ ④

病理改变为 ꎮ ⑤ 的病理特征为 形成 ꎮ

故正确答案为 B、D、A、E、C ꎮ

(145 ~ 148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囊肿位于根尖周围 B.囊壁的结缔纤维包膜内含有子囊
C.囊肿可分为球上颌囊肿、鼻唇囊肿等 D.囊肿位于颈部正中线上
E.囊肿常无上皮衬里
145.黏液囊肿
146.非牙源性外胚叶上皮囊肿
147.牙源性角化囊肿
148. 甲状舌管囊肿
【 答案】 E、C、B、D

【 解析】 145 黏液囊肿分为外渗性囊肿和潴留囊肿 ꎬ其中
ꎮ 146 非牙源性外胚叶上皮囊肿包括球上颌囊肿、鼻唇囊肿、甲状舌

管囊肿、鳃裂囊肿等 ꎮ 147 牙源性角化囊肿的组织学特点 :① ꎻ②上皮表面呈波
浪状或皱褶状 ꎬ表层角化多呈不全角化ꎻ③ ꎻ④ 层界线清楚 ꎬ 排
列ꎻ⑤ 较 ꎻ⑥纤维组织囊壁内有时可见微小的 ꎮ 148

常位于 或近中线处 ꎬ边界清楚 ꎬ触之有波动感 ꎬ能 ꎮ A 选项为根
尖囊肿的表现 ꎮ 故选择 E、C、B、D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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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错考题2年

1 .下列哪层 的病理变化
A.透明层 B.脱矿层
C.再矿化层 D.细菌侵入层

配套名师高清视频
E.坏死崩解层
【 答案】 C

【 解析】 牙本质龋在形态上是一 个 三 角形病变 ꎬ 尖指向髓腔侧 ꎮ

表面常混有大量细菌( 菌斑)、坏死崩解的组织碎屑和食物残渣等软性物质 ꎬ其底部组织较硬 ꎬ

一般可将牙本质龋的病理改变由病损深部向表面分为 结构 :

ꎮ 故选 C ꎮ

2.牙髓变性的表现 ꎬ

A.成牙本质细胞空泡性变 B.牙髓网状萎缩
C.纤维性变 D.牙髓钙化
E.牙髓坏死
【 答案】 E

【 解析】 牙髓组织受到长期而慢性的刺激或因根尖孔缩窄 、牙髄供血不足 ꎬ使牙髓组织代
谢障碍 ꎬ表现出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的退行性变和功能的变化 ꎬ称 由于这种改变的发
展过程缓慢 ꎬ一般不引起临床症状 ꎬ常见的牙髓变性有以下几种 :

ꎮ 故正确答案为 E ꎮ

3.下列哪项 被覆黏膜的特征
A.无颗粒层 B.无角化层
C.上皮钉突短 D. 固有层界限不清
E.无黏膜下层
【 答案】 E

【 解析】 口腔黏膜除咀嚼黏膜和舌背黏膜以外者均称
胶原纤维束不如咀嚼黏膜者粗

大 ꎬ上皮与结缔组织交界比较平坦 ꎬ结缔组织乳头较短粗ꎮ ꎮ 被覆黏膜富
ꎬ有一定的 ꎮ 因此 ꎬ选 Eꎮ

4.下列关于绞釉排列方式的描述 ꎬ正确的是
A.釉柱的整个行程不完全呈直线 ꎬ约在近表面 1/3 弯曲 ꎬ称绞釉
B.釉柱的整个行程不完全呈直线 ꎬ约在近表面 1/2 弯曲 ꎬ称绞釉
C.釉柱的整个行程不完全呈直线 ꎬ约在近表面 2/3 弯曲 ꎬ称绞釉
D.釉柱的整个行程不完全呈直线 ꎬ约在内 1/3 弯曲 ꎬ称绞釉
E.釉柱的整个行程不完全呈直线 ꎬ约在内 2/3 弯曲 ꎬ称绞釉
【 答案】 E

【 解析】 绞釉的釉柱整个行程不完全呈直线 ꎬ约在内 2/3 处弯曲ꎮ 此排列方式可增强对抗

剪切力的强度 ꎬ咀嚼时不易被劈裂 ꎬ增加釉质的抗剪切力ꎮ 故正确答案选 E ꎮ

5.形成牙骨质的结构是
A.成釉器 B.牙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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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牙囊 D.牙板
E.前庭板
【 答案】 C

【 解析】 成釉器形成牙釉质 ꎮ 牙乳头形成牙本质和牙髓ꎮ 牙囊最初围绕发育中的牙 ꎬ随牙

根形成和牙的萌出 ꎬ牙囊分化为牙支持组织 :牙骨质、牙周韧带和支持性牙槽骨 ꎮ 原发性上皮

带向舌侧方向形成牙板 ꎬ唇颊侧方向形成前庭板 ꎮ 故本题选择 C ꎮ

6.下述选项中 固有牙槽骨特点的是

A.一层多孔的骨板 ꎬ又称筛状板
B.很薄 ꎬ有骨小梁结构
C.X 线片显示为围绕牙周膜外侧的一条骨白线

D.组织学上邻近牙周膜侧的固有牙槽骨呈板层排列 ꎬ其中包埋大量的穿通纤维
E.牙周膜有炎症时 ꎬ固有牙槽骨首先消失
【 答案】 B

【 解析】 为 一层多孔的骨板 ꎬ 又称 ꎮ 组织学上由粗大纤维的编织骨构

成 ꎬ其中包埋大量的穿通纤维 ꎬ 显示为围绕牙

周膜外侧的一条 ꎮ 其结构上并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B ꎮ

7.成牙本质细胞突起伸入釉质所形成的结构是
A.釉丛 B.釉柱
C.釉板 D.釉梭
E.釉质牙本质界
【 答案】 D

【 解析】 A 起自 向牙表面方向散开 ꎬ其高度约等于牙釉质厚度的1/3 ꎬ

呈 ꎮ B. 是牙釉质的 ꎮ C. 是片状、贯穿整个牙釉质厚度的 ꎬ 自
牙釉质表面延伸至牙釉质不同的深度 ꎬ可达牙釉质牙本质界 ꎮ D. 位于 的部
分 ꎮ 是起始于釉质牙本质交界伸向釉质的 ꎮ 釉质形成时此末端膨大的突起即留在
釉质内而形成釉梭 ꎮ E 牙釉质和牙本质相交不是一条直线 ꎬ是由许多

而成 ꎮ 小弧形的 的圆形突起所在 ꎮ 此种连接增大了牙釉
质与牙本质的接触面 ꎬ有利于两种组织更牢固地结合 ꎮ 故正确答案应选 D ꎮ

8.反应性牙本质也称
A.硬化牙本质 B.原发性牙本质
C.继发性牙本质 D.管间牙本质
E.修复性牙本质
【 答案】 E

【 解析】 A. ꎬ是牙本质的一种反应性改变 ꎮ B.原发性牙本质 、

C.继发性牙本质 :当牙发育至根尖孔形成时 ꎬ 牙发育即完成 ꎬ至此以前形成的牙本质称原发性
牙本质 ꎮ 但此后牙本质仍在一生中不断形成 ꎬ这种牙发育完成后形成的牙本质即继发性牙本
质 ꎮ D.管间牙本质位于管周牙本质之间 ꎮ 其中胶原纤维较多 ꎬ矿化较管周牙本质低 ꎮ E.

釉质表面遭受破坏 ꎬ其深部牙本质暴露 ꎬ成牙本质细胞突起及胞体受到不同程度的损
伤 ꎮ ꎬ部分细胞可继续形成牙本质ꎮ 发生变性的细胞可由
牙髓中的未分化间充质细胞取代 ꎬ形成新的成牙本质细胞 ꎬ在受损处相对的髓腔壁处形成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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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以保护牙髓 ꎬ此种牙本质称为修复性牙本质 ꎬ又 ꎮ 因此 ꎬ正确答案应选 E ꎮ

9. 的成釉器由几层细胞构成
A.2 B.3

C.4 D.5

E.以上都不对
【 答案】 C

【 解析】 钟状期 :帽状期成釉器不断增大 ꎬ基底部的凹陷加深 ꎬ形似吊钟 ꎬ称为钟状期成釉

器ꎮ 此期凹陷面的形态已确定 ꎬ在前牙为切牙牙冠的形态 ꎻ在后牙为磨牙牙冠的形态ꎮ 此期成

釉器的细胞分化为 ꎮ 因此 ꎬ正确答案应选 C ꎮ

10.属于口腔黏膜 的细胞是
A.角质形成细胞 B.成纤维细胞
C.黑色素细胞 D.梅克尔细胞
E.朗格汉斯细胞
【 答案】 B

【 解析】 5 个备选答案中 ꎬ角质形成细胞、黑色素细胞、梅克尔细胞、朗格汉斯细胞均见于黏

膜上皮中 ꎬ唯有成纤维细胞见于结缔组织性质的黏膜固有层 ꎬ 而且是固有层的主要细胞成分 ꎮ

故正确答案应选 B ꎮ

11 .牙龈增生的主要病理变化基础是
A.胶原纤维增生 B.网状纤维增生
C.弹性纤维增生 D.大血管增生
E.T 淋巴细胞增生
【 答案】 A

【 解析】 ꎬ 又

称增生性龈炎 ꎮ 主要由全身性因素引起( 包括月经期、青春期、妊娠性及苯妥英钠药物性龈
炎) ꎬ常常合并有局部菌斑感染 ꎬ而呈现为炎症性的增生 ꎮ 龈增生其主要组织病理学变化为

ꎬ粗大的胶原纤维束类似瘢痕组织结构ꎻ还可出现
等变化 ꎮ 正确答案为 A ꎮ

12.下列发生基底细胞液化变性的疾病是
A. 白斑 B. 白色水肿
C.扁平苔藓 D.红斑
E.类天疱疮
【 答案】 C

【 解析】 A. 主要表现为 ꎬ病理多发生在上皮层 ꎮ B. 白色水
肿表现为上皮不全角化ꎮ C. 主要表现 ꎬ

不达黏膜下层 ꎮ D. 表现为 ꎮ E. 表现为 ꎮ 内水肿
较轻时 ꎬ细胞稍增大 ꎬ胞质呈空泡状 ꎬ称 ꎻ水肿严重时 ꎬ基底细胞即发生液化溶解破碎 ꎬ

基底细胞排列不齐 ꎬ基底膜不清 ꎬ甚至消失ꎮ 此种病变 ꎮ 正确答案
为 C ꎮ

13.牙髓组织内大量中性粒细胞浸润并发生坏死及周围组织溶解 ꎬ 的
变化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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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急性浆液性牙髓炎 B.急性化脓性牙髓炎
C.慢性闭锁性牙髓炎 D.慢性溃疡性牙髓炎
E.慢性增生性牙髓炎
【 答案】 B

【 解析】 A. 可见 ꎬ通透性增加 ꎬ液体成分渗出 ꎬ组织水肿 ꎬ

沿着血管壁有 ꎮ B. 由于中性粒细胞游出集聚
于该区 ꎬ 在吞噬细菌的同时也受各种损伤因子的作用而发生变性坏死 ꎬ

蛋白水解酶 ꎬ C. 牙髓炎表
现为慢性的炎症过程 ꎬ血管扩张充血 ꎬ有淋巴细胞、浆细胞、巨噬细胞浸润 ꎬ或有

ꎮ D.慢性 牙髓炎镜下观察 ꎬ

ꎬ其下方为炎性肉芽组织和一 些新生的胶原纤维 ꎮ E.

又称 ꎬ可分为两种 : ꎬ呈暗红色 ꎬ ꎮ 镜下主要
表现为增生的 ꎬ表面无上皮覆盖ꎻ ꎬ镜下
见增生的炎症性组织表面有复层鳞状上皮覆盖 ꎮ 因此正确答案应选 B ꎮ

14.舌弓指
A.第一腮弓 B.第二鳃弓
C.第三鳃弓 D.第四鳃弓
E.第五鳃弓
【 答案】 B

【 解析】 胚胎发育到第四周时 ꎬ在胚体头部两侧出现 6 对柱状弓形隆起 ꎬ称为鳃弓 ꎮ 腮弓

之间有鳃沟ꎮ 6 对鳃弓中 ꎬ

ꎮ 故正确答案应选 B ꎮ

15.牙槽骨中有许多 者见于
A. 固有牙槽骨 B.束状骨
C.松质骨 D.牙槽骨外骨板
E.类骨质
【 答案】 C

【 解析】 A. 固有牙槽骨外骨板的结构均属于 ꎬ其中 ꎻB.束状骨 ꎬ 固有牙

槽骨的别名 ꎮ C.松质骨主要结构为骨小梁和骨髓 ꎮ D. 牙槽骨外骨板密质骨的一部分 ꎮ E.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应选 C ꎮ

16.与釉质的耐龋潜能有关的元素是
A.碳酸盐 B.氯化镉
C.铁 D.铅
E.氟
【 答案】 E

【 解析】 釉质中的氟元素与磷灰石结合紧密 ꎬ抗酸侵蚀的能力较强 ꎮ 备选答案中的其他元

素均较易与酸起反应而使釉质晶体融解 ꎮ 因此答案应选 E ꎮ

17.刚刚形成 的牙本质是
A.前期牙本质 B.球间牙本质
C.管周牙本质 D.管间牙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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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修复性牙本质
【 答案】 A

【 解析】 A. ꎬ 牙本质的形成是持续性的 ꎬ在成牙本质细胞和矿化牙本质之间是
一层 的牙本质 ꎮ B. :牙本质的钙化是由许多 而成的 ꎮ 在牙本
质钙化不良时 ꎬ钙质小球之间遗留一些未钙化的间质 ꎬ其中 ꎬ此未钙化的
区域称为球间牙本质 ꎮ C. 在镜下观察牙本质的横断磨片时 ꎬ可清楚见到围绕成牙
本质细胞突起周围的间质与其余部分不同 ꎬ呈环形的透明带 ꎬ构成牙本质小管的壁ꎮ

ꎮ D. :位于管周牙本质之间ꎮ 其中胶原纤维较多 ꎬ

ꎮ E ꎮ 当牙釉质表面因磨损、酸蚀、龋病
等而遭受破坏时 ꎬ发生变性的细胞可由牙髓中的未分化间充质细胞取代 ꎬ形成新的成牙本质细
胞 ꎬ在受损处相对的髓腔壁处形成牙本质以保护牙髓 ꎬ此种牙本质称为修复性牙本质ꎮ 故本题
正确答案应选 A ꎮ

18.牙周膜中与胶原降解有关的细胞是
A.成纤维细胞 B.成骨细胞
C.成牙骨质细胞 D.上皮剩余
E.破骨细胞
【 答案】 A

【 解析】 成纤维细胞是牙周膜中最多、在功能上也最主要的细胞 ꎮ 成纤维细胞的功能是合

成胶原纤维 ꎬ但此细胞也可以吞噬变性、老化的胶原纤维ꎮ 因此 ꎬ该细胞与胶原纤维的合成及

吸收均有关 ꎬ成骨细胞和成牙骨质细胞主要分泌骨基质和牙骨质基质ꎻ上皮剩余正常时处于相

对静止的状态ꎻ破骨细胞主要与骨吸收有关 ꎬ 因此正确答案应选 A ꎮ

19.下列 的口腔黏膜为
A.唇红黏膜 B.硬腭黏膜
C.牙龈黏膜 D.舌腹黏膜
E.舌背黏膜
【 答案】 D

【 解析】 口腔黏膜所在的部位和功能可分为三类 ꎬ 即 ꎮ

咀嚼黏膜包括 黏膜 ꎬ承受咀嚼压力 ꎬ特点是上皮较厚 ꎬ

ꎮ 咀嚼黏膜和特殊黏膜外的口腔黏膜均称 ꎮ 黏膜 ꎬ富有 ꎬ可
承受张力ꎮ 其中 的上皮薄、 ꎻ 特殊黏膜为舌背黏
膜 ꎬ在功能上属咀嚼黏膜 ꎬ但又有相当的延伸度 ꎬ有被覆黏膜的特点ꎮ 因此正确答案应选 D ꎮ

20.神经嵴可衍化的细胞
A.成釉细胞 B.成牙本质细胞
C.成牙骨质细胞 D.牙髓细胞
E.牙周膜成纤维细胞
【 答案】 A

【 解析】 所衍化的组织称 ꎬ所以也包括备选答案

中的 B、C、D 和 E ꎬ它们的性质是间叶组织或细胞 ꎮ ꎬ 由

来自外胚层的成釉细胞形成 ꎬ 因此成釉细胞不是来自神经经衍化的组织 ꎮ 正确答案应选 A ꎮ

21 .以下关于过度正角化的描述 ꎬ正确的是

041

第

章



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5+2+1 ”

A.角化层增厚 ꎬ角化细胞核消失 B.角化层增厚 ꎬ角化细胞核残留
C.棘细胞层出现角化 D.角化层未增厚 ꎬ角化细胞核消失
E.角化层增厚 ꎬ粒层不增厚
【 答案】 A

【 解析】 过度正角化是角化层增厚 ꎬ细胞界限不清 ꎬ细胞核消失 ꎬ形成均匀性嗜伊红染色的

角化物 ꎬ伴有粒层增厚且透明角质颗粒异常明显ꎻ过度不全角化为增厚的角化层中尚见残留的

细胞核 ꎬ粒层增厚不明显 ꎮ 备选答案中的 C 选项所指的是角化异常的表现ꎻD 和 E 选项均与

过度正角化时的变化相反 ꎮ 因此 ꎬ答案应选 A ꎮ

22.舍格伦综合征病理检查部位多选
A.唇腺 B.磨牙后
C.舌下腺 D.下颌下腺
E.腭腺
【 答案】 A

【 解析】 在口腔颌面部的主要表现是大唾液腺、泪腺的肿大 ꎬ

ꎮ 实际上 ꎬ部分小唾液腺也同时具有淋巴细胞浸润的

病理变化 ꎬ所以临床上为明确诊断 ꎬ往往选择

容易切取并可以反映肿大的大唾液腺的病理变化ꎮ 因此 ꎬ答案应选 A ꎮ

23.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ꎬ 的唾液腺肿瘤是
A.多形性腺瘤 B.嗜酸性腺瘤
C.腺样囊性癌 D.腺泡细胞癌
E.黏液表皮样癌
【 答案】 D

【 解析】 唾液中含淀粉酶 ꎬ而淀粉酶是由唾液腺的腺泡细胞分泌的 ꎬ其组织学基础是腺泡

细胞的胞质中含嗜碱性酶原颗粒 ꎬ淀粉酶含于其中 ꎮ 腺泡细胞癌是腺泡细胞发生的低度恶性

肿瘤 ꎬ其细胞中仍含有淀粉酶阳性的颗粒所以 ꎬ本题应选 D ꎮ 而本题中其他肿瘤并非来自腺泡

细胞 ꎬ 因此不合有淀粉酶的颗粒ꎮ

24.成釉器钟状期的细胞层次
A. 内釉上皮 B.外釉上皮
C. 中间层 D.星网状层
E.颈环
【 答案】 E

【 解析】 成釉器发育经历蕾状期、帽状期和钟状期 3 个阶段 ꎮ

ꎻ 时细胞分成 3 层ꎻ至 时 ꎬ成釉器的细胞层次在

帽状期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ꎮ 因此 ꎬ钟状期的成釉器由 4 层细胞构成 ꎬ而 是成釉器
的交汇处形成的结构 ꎮ

25.以下属纯黏液腺的是
A.唇腺

C.舌前腺
E.腭腺
【 答案】 E

B.颊腺
D.味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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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小唾液腺包括唇腺、颊腺、舌腺、腭腺、舌腭腺和磨牙后腺等 ꎬ位于口腔黏膜的黏膜

下层 ꎮ 其中 ꎬ唇腺、颊腺、磨牙后腺和舌前腺均属混合性腺体 ꎬ以黏液性腺泡为主腭腺则全部由

黏液性腺泡构成 ꎬ 因此答案应选 E ꎮ

26.通常位于牙髓小血管及毛细血管周围的细胞是
A.成牙本质细胞 B.成纤维细胞
C.淋巴细胞 D.巨噬细胞
E.组织细胞
【 答案】 E

【 解析】 A. ꎬ细胞体位于牙髓周围与前期牙本质相连处 ꎬ排列成 的一层 ꎮ

B. 在牙髓组织内的分 ꎬ称为 ꎮ C.淋巴细胞为牙髓中的主要免疫
反应细胞 ꎬ无特定分布 ꎮ 在受到刺激时 ꎬ可

ꎻ在炎症中它可形成巨噬细胞ꎻ当成牙本质细胞消失时 ꎬ 它可以移向牙本质
壁 ꎬ分化成成牙本质细胞 ꎬ并能形成牙本质ꎮ

故正确答案应选 E ꎮ

27.形成面部的突起
A.上颌突 B.下颌突
C.侧鼻突 D.联合突
E. 中鼻突
【 答案】 D

【 解析】 面部是由下颌突、上颌突、侧鼻突和中鼻突( 包括球状突)联合形成的 ꎮ 随着胚胎
发育 ꎬ约在第 6 周 ꎬ 已形成的突起与相邻的或对侧的突起联合ꎮ 两个 中央部分

ꎻ球状突与同侧的 联合 ꎻ侧鼻突与上颌突联合 ꎬ形成鼻梁的侧面、鼻翼和
部分面颊ꎻ上颌突与下颌突由后向前联合 ꎬ形成面颊部 ꎬ 同时使口凹缩小至正常 口 裂的大小 ꎮ

至第 8 周面部各突起联合完毕ꎮ ꎮ 因此 ꎬ正确答
案应选 D ꎮ

28.以下出现 的是
A.慢性化脓性骨髓炎 B.结核性骨髓炎
C.慢性增生性骨髓炎 D.骨纤维结构不良
E.放射性骨坏死
【 答案】 D

【 解析】 的特点是受累的骨组织逐渐被增生的纤维组织所替代 ꎬ

ꎮ 镜下见纤维组织背景下有 的
骨小梁 ꎬ这些幼稚的骨小梁彼此缺乏连接无层板结构 ꎬ 纤细呈弓形或分支状 ꎬ类似
等英文字母的形态 ꎮ 骨小梁的周围往往缺乏成排的成骨细胞 ꎬ提示骨小梁结构可能由周围纤
维组织化生而来 ꎮ 备选答案中其他选项的病变多属于骨质破坏性疾病 ꎬ无骨小梁的增生 ꎮ 慢
性增生性骨髓炎表现的是骨膜下骨组织增生 ꎬ 而本病为骨髓内的骨小梁增生 ꎬ 因此答案应
选 D ꎮ

29.下列有角化的口腔黏膜是
A.颊
C.舌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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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牙龈
【 答案】 E

【 解析】 咀嚼黏膜包括硬腭和牙龈黏膜 ꎬ承受咀嚼压力 ꎬ特点是 :上皮较厚 ꎬ上皮表层有正
角化或不全角化 ꎬ有粒层 ꎬ细胞间隙宽并见细胞间桥 ꎻ 固有层厚 ꎬ胶原纤维粗大 ꎬ排列紧密呈网
状 ꎬ 固有层的乳头多而长 ꎬ与上皮钉突呈指状镶嵌 ꎬ形成良好的机械附着 ꎬ可有效地防止上皮在
外力作用下与下面的结缔组织分开 ꎮ 正确答案应选 E ꎬ其他备选答案所列的黏膜均为被覆黏
膜 ꎬ上皮无角化ꎮ

30.根尖周肉芽肿内的上皮成分绝大多数来自
A.异位的腺上皮 B. 口腔上皮
C.缩余釉上皮 D.Malassez 上皮剩余
E.牙板上皮
【 答案】 D

【 解析】 一般情况下 ꎬ ꎬ

牙发育中的 ꎮ 根尖部发生肉芽肿性炎症时 ꎬ 牙周膜中的上皮剩余受炎症刺激而增
生 ꎬ形成上皮性根尖周肉芽肿 ꎬ故正确答案应选 D ꎮ 有时根尖周囊肿的内衬里上皮来自口腔黏
膜上皮 ꎬ一般是由于发生了慢性根尖周脓肿并形成开 口 于 口腔黏膜的窦道后 ꎬ 由窦道开口处上
皮长入脓肿所致 ꎬ但此种情况很少见 ꎬ 因此不能选 B ꎮ 缩余釉上皮和牙板上皮是牙发育相关的
上皮 ꎬ不存在于牙周膜 ꎬ故也不能选 C 和 E ꎮ

31 .关于牙本质龋脱矿层 ꎬ 的说法
A.无细菌侵入 B.色素容易沉着
C.此层在龋病治疗中需去除 D.有再矿化现象发生
E.部分成牙本质细胞突变性坏死
【 答案】 C

【 解析】 牙本质龋的病理改变 ꎬ是在 ꎬ 酸的扩散所导
致的脱矿改变 ꎬ此层 形态仍然 ꎬ

但管周、管间牙本质磷灰石数目减少 ꎬ说明有脱矿的存在ꎮ 牙本质脱矿后 ꎬ 由于
细菌产物与牙本质中蛋白质相互作用的结果 ꎬ ꎬ脱矿层可被染成棕黄色ꎮ 故本题
正确答案为 C ꎮ

32.关于牙本质龋透明层 ꎬ 的说法是
A.管腔中矿物盐沉积 B.硬度较正常牙本质高
C.牙本质小管变窄 D.存在轻度的脱矿
E.可出现脂肪变性层
【 答案】 B

【 解析】 又称 ꎬ为牙本质龋最 ꎬ在透射光下呈均质透明
状 ꎮ 这种透明是由于 ꎬ使管腔内折光率与周围细胞
间质相似 ꎮ 这些矿物晶体可来源于其表面脱矿层游离出的无机盐离子的再矿化ꎮ 有时 ꎬ在细
菌侵入之前 ꎬ部分区域牙本质小管内成牙本质细胞突起在细菌酶的作用下 ꎬ细胞膜等有机成分
发生 ꎬ曾称此区域为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B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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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根尖脓肿与骨膜下脓肿主要鉴别点是
Ａ .疼痛程度不同 Ｂ .脓肿部位不同
Ｃ .牙髓有无活力 Ｄ .有无松动
Ｅ .扪诊有无波动感
【 答案】 Ｂ

【 解析】 根据所在 ꎬ根尖周脓肿可分为 :根尖周脓肿、骨膜下脓肿和黏膜下脓肿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Ｂ ꎮ

３４. 根尖周炎的主要病因是
Ａ .感染因素 Ｂ .创伤因素
Ｃ .温度因素 Ｄ .医源因素
Ｅ .免疫因素
【 答案】 Ｄ

【 解析】 化学性根尖周炎的病因为 ꎬ具体包括 :

ꎮ 化学刺激因素均为医源

性因素 ꎬ必须注意避免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Ｄ ꎮ

３５. 患牙的牙髓为
Ａ .部分坏死 Ｂ .炎症组织
Ｃ .弥漫钙化 Ｄ .肉芽组织
Ｅ .网状萎缩
【 答案】 Ｄ
【 解析】 ꎬ是指

ꎮ 如果未能得到及时治疗 ꎬ将可能导致病变恒牙早
失ꎮ Ｃ .弥漫钙化ꎬ钙盐沉积于根管内ꎮ Ｅ .网状萎缩ꎬ牙髓血供不足引起ꎮ Ｃ、Ｅ 为牙髓变性的形
式 ꎮ Ａ . 牙髓部分坏死病理表现为血红蛋白分解ꎮ Ｂ . 炎症组织表述不明确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
为 Ｄꎮ

３６.男性 ꎬ２１岁ꎮ 上前牙咀嚼时出现不适感 １ 个月余ꎮ 曾有过外伤史ꎮ 半年前 ꎮ

口腔检查 :左右上 １ 牙体变色 ꎬ无明显龋损及其他牙体硬组织病变ꎮ 牙髓活力测试无反应 ꎬ 叩
诊(＋) ꎮ Ｘ 线片示 :根尖部有 ꎮ 可能的诊断是

Ａ .根尖周囊肿 Ｂ .根尖周肉芽肿
Ｃ .慢性根尖周脓肿 Ｄ .根尖周致密性骨炎
Ｅ .牙髓坏死
【 答案】 Ｂ
【 解析】 Ａ .根尖周囊肿 ꎬ ꎮ Ｂ .

ꎬ围绕根尖部的圆形或 ꎮ Ｃ .

ꎬ 比较 的透射区 ꎬ周围的骨质也较疏松ꎮ Ｄ . 为根尖
周局限性的 Ｘ 线阻射影像 ꎬ骨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Ｂ ꎮ

３７.患者 ꎬ女性 ꎬ３０岁ꎮ 主诉 :牙龈自发性出血、疼痛 ４ 天 ꎬ并伴有低热ꎮ 临床检查时查及患
者有明显的 ꎮ 该患者最可能的诊断是

Ａ .疱疹性龈口炎 Ｂ .慢性牙周炎
Ｃ .慢性龈缘炎 Ｄ .急性坏死性溃疡性龈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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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增生性龈炎
【 答案】 D

【 解析】 急性坏死性溃疡性龈炎( 简称 ANUG)是指发生于龈缘和龈乳头的急性炎症和坏
死ꎮ ꎮ 病理组织病理学表现为牙龈的

ꎬ临床检查观察牙龈色、形、质的变化 ꎬ尤其注意牙龈乳头顶端及

ꎬ观察假膜是否易于去除 ꎬ去除后的创面情况ꎮ 疼痛明显或有牙齿撑开感
或胀痛感 ꎬ ꎮ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D ꎮ

(38 ~4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牙源性颌骨囊肿 B.发育性囊肿
C.阻塞性囊肿 D.牙源性肿瘤
E.孤立性囊肿
38.血外渗性囊肿属于
39.皮脂腺囊肿属于
40.根尖周囊肿属于
41 .成釉细胞瘤属于
42.第二鳃裂肿属于
【 答案】 E、C、A、D、B

【 解析】 血外渗性囊肿属于孤立性囊肿 ꎮ 皮脂腺囊肿属于阻塞性囊肿 ꎮ 根尖囊肿属于牙

源性颌骨囊肿ꎮ 成釉细胞瘤属于牙源性肿瘤 ꎮ 第二鳃裂囊肿属于发育性囊肿ꎮ 故正确答案为
E、C、A、D、B ꎮ

(43 ~47 题共用备选答案)

A.鳞状化生 B.角化珠
C.胶样小体 D.角质栓塞
E.子囊
43.牙源性角化囊肿
44.涎腺多形性腺瘤
45.慢性盘状红斑狼疮
46.鳞状细胞癌
47.扁平苔藓
【 答案】 E、A、D、B、C

【 解析】 主囊的囊壁内可含有微小的 ꎬ在摘除主囊之后 ꎬ这些微小
囊肿可被留下继续长大形成囊肿 ꎮ 涎腺多 ꎬ鳞状
上皮中有时含有皮脂腺或黏液性杯状细胞 ꎮ 可发生于面部其他部位或手背
等处 ꎬ为圆形红斑 ꎬ 当揭去其上面的鳞屑 ꎬ可见扩大的毛囊 ꎬ在鳞屑的内面 ꎬ可见呈棘状突起的

ꎮ :组织学和细胞学特点类似于口腔黏膜上皮 ꎮ

ꎬ核分裂象少 ꎬ非典型核分裂和多核细胞极少 ꎬ胞核和细胞多形性不明显ꎮ

在上皮的棘层、底层或黏膜固有层可见圆形或卵圆形的 ꎬ 为
均质性嗜酸性 ꎬPAS 染色阳性呈玫瑰红色ꎮ 故正确答案为 E、A、D、B、C ꎮ

(48 ~49 题共用备选答案)

A.成釉细胞癌 B.牙源性钙化囊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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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牙源性角化囊性瘤 D.牙源性透明细胞癌
E. 良性成牙骨质细胞瘤
48.含有透明细胞的疾病是
49.与受累牙牙根融合的疾病是
【 答案】 D、E

【 解析】 A.成釉细胞癌典型的成釉细胞瘤形态 ꎬ 可见非典型性核分裂象增加的肿瘤上皮
岛 ꎮ B. ꎮ C. ꎮ

D. 光镜观察 :染色切片 ꎬ见肿瘤为 ꎬ透明细胞为
圆彤或多边形 ꎬ细胞界限清晰 ꎬ有的胞质透明 ꎬ有的胞质内含细小的 ꎮ E.

临床特点 :肿瘤多发生在 区 ꎬ下颌较上颌多见 ꎬ肿瘤常同绕牙根生长 ꎬ

X 线照片显示肿物为界限清楚的 在钙化团块的周围有一 带状透射光区环绕 ꎬ提
示为未矿化组织和细胞形成层 ꎮ 通常相关牙的牙根吸收而变短 ꎬ并与肿瘤性硬组织融合 ꎮ 故
正确答案为 D、E ꎮ

(50 ~5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朗格汉斯细胞 B.梅克尔细胞
C.角质形成细胞 D.组织细胞
E.成纤维细胞
50.与 功能有关的细胞是
51 .与 功能有关的细胞是
52.构成黏膜上皮的主要细胞是
【 答案】 B、A、C

【 解析】 口腔黏膜上皮层内尚分布着一些不参与上皮细胞增生和成熟的 ꎬ 包括
黑色素细胞、朗格汉斯细胞及梅克尔细胞等 ꎮ ꎬ位于口腔黏
膜上皮的深部 ꎬ胞质内有特殊的 ꎬ是一种 ꎬ与黏膜的 有关ꎮ

:分布于基底细胞层内 ꎬ可能来自神经嵴或上皮细胞ꎻ它们与上皮内的神经末梢
关系密切 ꎬ可能起 的作用 ꎮ C. 角质形成细胞: 为复层鳞状上皮 ꎬ 由角质
形成细胞和非角质形成细胞构成 ꎬ其中 ꎮ D.

E.成纤维细胞:口腔黏膜上皮为复层鳞状上皮 ꎬ 由
构成 ꎬ其中 ꎬ故选 B、A、C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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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口腔解剖生理学

考情分布图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口腔解剖生理学

牙体解剖生理 13 16 17 16 14

与颌位 6 5 5 9 7

口腔颌面部解剖 8 7 5 4 6

口腔生理功能 7 6 7 5 6

高频考点必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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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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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下颌第一前磨牙是前磨牙中体积最小的牙 ꎬ牙冠显得较方圆 ꎮ

4.下颌前磨牙常用作判断颏孔位置的标志 ꎮ

5.髓室增龄变化的继发性牙本质沉积方式因牙位而不同 ꎬ上颌前牙继发性牙本质主要沉
积在髓室舌侧壁 ꎬ其次为髓室顶ꎮ 磨牙主要沉积在髓室底 ꎬ其次为髓室顶和侧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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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 ꎬ近根管处可见 3 ~4 个根管开口 ꎬ有根管进入相应牙根ꎮ

7.牙胚破龈而出的现象称为出龈 ꎬ牙萌出的规律包括 :①在一定的时间内 ꎬ按照一定的顺
序 ꎬ左右对称萌出 ꎻ②一般情况下 ꎬ下颌牙的萌出较上颌同名牙略早 ꎻ③女性同名牙的萌出略早
于男性ꎮ

8.人类最早萌出的乳牙是下颌乳中切牙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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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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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人类最晚萌出的恒牙是上颌第三磨牙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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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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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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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异形牙是指牙体形态各异 ꎬ大小不一 ꎬ可分为切牙、尖牙、前磨牙、磨牙四类 ꎬ如哺乳动
物 ꎬ包括人类的牙ꎮ

16.约在婴儿第 6 个月时乳牙萌出 ꎬ开始建 ꎬ经过乳牙 、替牙 及恒牙 三个发育阶
段 ꎬ直到第三磨牙萌出才完成建 过程ꎮ

17.完整的乳牙 约在 2 岁半时建成 ꎬ并形成稳定的乳牙 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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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一般来说 ꎬ切道斜度的大小与覆盖成反变关系ꎮ

20. 由于下颌骨位置的变化 ꎬ可产生不同的颌位 ꎬ其中有重复性 ꎬ又有临床意义的有三种颌
位和正中关系ꎮ 其中 ꎬ 位包括牙尖交错位、后退接触位、下颌姿势位ꎮ

21 .从牙尖交错位下颌可以向后移动约 1 mm ꎬ此时前牙不接触 ꎬ只有后牙牙尖斜面部分接
触 ꎬ髁突位于关节窝中的功能最后位置 ꎬ从此位置开始下颌可以做侧向运动 ꎬ下颌的这个位置
称为后退接触位 ꎮ

22.第二恒磨牙在 12 ~ 14 岁萌出 ꎬ其所占的位置间隙大部分是由于面部的前 2/3 向前增
长 ꎬ小部分则由面部的后 1/3 向后方增长所获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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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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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覆盖、覆 的生理意义包括 :①因上牙弓大于下牙弓 ꎬ便于下颌进行咀嚼运动时 ꎬ保持
接触关系 ꎬ从而有利于提高咀嚼效能 ꎻ②因上牙弓的切缘与颊尖覆盖着下牙弓的切缘与颊

尖 ꎬ使唇、颊侧软组织得到保护 ꎬ而不致咬伤ꎮ 同时在牙弓的舌侧 ꎬ由于下颌牙的舌尖反覆盖着
上颌牙的舌尖 ꎬ这样又可保护舌的边缘不被咬伤 ꎮ

26.当口腔在不咀嚼、不吞咽、不说话的时候 ꎬ下 处于休息状态 ꎬ上下颌牙弓自然分开 ꎬ从
后向前保持着一个楔形间隙ꎮ 此时下颌所处的位置 ꎬ称为下颌姿势位 ꎮ

27.上颌骨形态不规则 ꎬ可为一体四突 ꎬ即上颌体、额突、颧突、腭突、牙槽突ꎮ

28.上颌骨上颌体的前外面有眶下孔、尖牙窝 ꎬ眶下孔位于眶下缘中点下方约 0.5cm 处 ꎬ眶
下孔向后、上、外方通入眶下管 ꎮ

29.尖牙支柱也叫鼻额支柱 ꎬ主要承受尖牙区的咀嚼压力 ꎬ起于上颌尖牙区的牙槽突 ꎬ上行
经眶内缘至额骨 ꎮ

30.面颈部的血液供应主要来源于颈总动脉和锁骨下动脉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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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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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腭骨为左右成对的 L 形骨板 ꎬ位于鼻腔后部、上颌骨与蝶骨翼突之间 ꎬ参与构成鼻腔底
和侧壁、腭、眶底、翼腭窝和眶下裂 ꎮ

34.颞骨左右成对 ꎬ介于蝶骨、顶骨与枕骨之间 ꎬ分为颞鳞、乳突、岩部、鼓板四部分 ꎬ参与构
成颅底及颅腔的侧壁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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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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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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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翼外肌有上、下两头 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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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ꎬ向后外方走行 ꎬ止于髁突颈部的关节翼肌窝、关节囊和关节盘ꎮ

39.二腹肌前腹由下颌神经的下颌舌骨肌神经支配 ꎬ后腹由面神经的二腹肌支配 ꎮ

40.颧突支柱主要承受第一磨牙区的咀嚼压力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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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翼突支柱主要承受磨牙区的咀嚼压力 ꎬ 由蝶骨翼突与上颌骨牙槽突的后端连接而构
成 ꎬ将咀嚼压力传导至颅底ꎮ

42.下颌骨髁突呈椭圆形 ꎬ内外径长 ꎬ前后径短ꎮ 侧面观 ꎬ有一横嵴将髁突顶部分为前后两
个斜面 ꎮ 前斜面小 ꎬ为功能面 ꎬ是关节的负重区ꎻ后斜面较大 ꎮ 髁突外侧端有一粗糙面是关节
盘和关节韧带的附着处 ꎮ

43.下颌骨是颌面诸骨中体积最大、面积最广、位置最突出者 ꎬ在结构上存在易发生骨折的
薄弱部位ꎮ 这些部位包括正中联合、颏孔区、下颌角、髁突颈部ꎮ

44.上颌神经为感觉神经 ꎬ经圆孔出颅起自三叉神经节前缘的中部 ꎬ根据其行程可分为四
段 ꎬ包括颅中窝段、翼腭窝段、眶下管段、面段ꎮ

45.下颌神经经卵圆孔出颅 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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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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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ꎮ

47.面神经为混合性神经 ꎬ含有三种纤维 ꎬ即运动纤维、副交感纤维和味觉纤维ꎮ

48.面神经以茎乳孔为界 ꎬ可分为面神经管段和颅外段ꎮ

49.面神经出茎乳孔后 ꎬ在距皮肤表面 2 ~ 3 cm 向前外 ꎬ并稍向下经外耳道软骨和二腹肌后
腹之间 ꎬ在腮腺覆盖下 ꎬ经茎突根部的浅面 ꎬ进入腮腺 ꎬ形成五组分支 ꎬ由上至下依次为颞支、颧
支、颊支、下颌缘支、颈支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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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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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舌尖淋巴管大部分引流至颏下淋巴结 ꎬ另一部分至颈肩胛舌骨肌淋巴结 ꎮ

53.舌前 2/3 的一般感觉由舌神经支配 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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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ꎬ但舌后 1/3 中部则由迷走神经支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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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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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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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舌不同部位对基本味觉的敏感性不同 ꎬ舌侧面对酸性敏感 ꎬ舌尖对甜味最敏感 ꎬ舌根对
苦味敏感 ꎬ但舌的各部分对咸味均很敏感ꎮ

59.咀嚼运动的作用可归纳为切割、压碎、磨细三个基本阶段 ꎮ

60.最大 力测定通常是通过 力计测量 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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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ꎮ

61 .测定咀嚼效率的方法有筛分称重法、吸光度法、比色法 ꎮ

历年真题5年

1 .腮腺手术中 的解剖标志

A.腮腺上缘
C.腮腺导管
E.耳屏前
【 答案】 C

050

B.腮腺上前缘
D.腮腺前缘

配套名师高清视频

57.唾液为泡沫状、稍混浊 ꎬ略呈乳光色的液体 ꎬ 比重为 1 ~ 1 .009 ꎬpH6.0 ~7.9 ꎬ平均为 6.75 ꎬ

但存在个体和分泌时间的差异 ꎬ如睡眠或早晨起床时多呈弱酸性 ꎬ餐后可呈碱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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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ꎬ 因此寻找面神经颊支的解剖标志是腮腺

导管ꎮ 选 Cꎮ

2.唾液 是由于唾液的
A.消化作用 B.清洁作用
C.缓冲作用 D.保护作用
E.稀释作用
【 答案】 C

【 解析】 此题考查点在于唾液稀释和缓冲的作用 : ꎻ若刺激

性很强的物质进入口内 ꎬ唾液分泌立即增多 ꎬ以稀释其浓度ꎮ 过冷过热的温度等刺激也可借以

缓冲 ꎬ以保护口腔组织ꎮ 因此ꎬ选 Cꎮ

3.唾液中主要的 是

A. IgA B. IgG

C. IgM D.SIgA

E. IgE

【 答案】 D

【 解析】

4.唾液的功能
A.消化作用 B.吸收作用
C.溶酶作用 D.冲洗作用
E.排泄作用
【 答案】 B

【 解析】 ꎮ 吸收不是
唾液的功能 ꎮ

5.下颌的 正确的是
A.正中颌位 B.正中关系位
C.息止颌位 D.以上都不对
E.选项 ABC 均正确
【 答案】 E

【 解析】 颌位即为下颌骨的位置 ꎬ比较稳定ꎮ

6.对 的描述 ꎬ正确的是
A.位于邻面龈 1/3 ꎬ 龈径等于唇舌径

B.位于邻面中 1/3 ꎬ 龈径大于唇舌径
C.位于邻面切 1/3 ꎬ 龈径大于唇舌径
D.位于邻面中 1/3 ꎬ 龈径等于唇舌径
E.位于邻面切 1/3 ꎬ 龈径等于唇舌径
【 答案】 C

【 解析】

7.下列哪项 咀嚼效率的影响因素
A.牙周组织的健康状况 B.颞下颌关节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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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年龄 D.全身健康状况
E.性别
【 答案】 E

【 解析】 影响咀嚼效率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上下颌牙齿的功能
性接触面积大小与咀嚼效率高低有密切关系 ꎬ接触面积越大 ꎬ咀嚼效率越高ꎮ 关系及牙齿的形
状、大小、数目、排列等不正常 ꎬ牙体、牙列的缺损均可导致咀嚼效率的降低ꎮ :

由于局部或全身的疾患 ꎬ使牙齿支持组织受到损害 ꎬ 牙周组织的耐受力降低而影响咀嚼效率ꎮ

:影响下颌运动及咀嚼肌的作用 ꎬ导致不能充分发挥咀嚼功能 ꎮ

ꎬ均可影响咀嚼功能 ꎮ ⑤

ꎬ均可影响咀嚼功能ꎮ

8.下列哪一项属于 的特征

A.牙咬合接触时 ꎬ下颌运动无明显的瞬间停止 B.咀嚼周期形态不稳定
C.咀嚼周期速度变化大 D.运动中没有节律
E.轨迹图具有似滴泪水的形态
【 答案】 E

【 解析】 咀嚼周期咀嚼食物时 ꎬ下颌运动有其一 定的程序和重复性 ꎬ此种程序和重复性称
为咀嚼周期 ꎮ 根据咀嚼时下颌运动的轨迹图形 ꎬ咀嚼周期具有形态和时间的变化 ꎮ

ꎮ

因此 E 正确ꎮ

9.随着牙齿的演化 ꎬ

A.单锥体牙 B. 同形牙
C.多牙列 D.端生牙
E.异形牙
【 答案】 E

【 解析】 此题考察的是

故本题选 Eꎮ

10. 包括
A.近中舌沟、远中舌沟、近中沟、中央沟 B.颊沟、舌沟、近中舌沟、远中沟
C.颊沟、远中舌沟、近中沟 D.远中舌沟、近中舌沟、中央沟、远中沟
E.颊沟、舌沟、远中舌沟、中央沟
【 答案】 C

【 解析】 上颌第一磨牙 面有

11 .上颌前磨牙与下颌双尖牙区别中
A.上颌前磨牙的牙冠靠近牙体长轴 B.下颌前磨牙的牙冠略偏牙体长轴颊侧
C.下颌前磨牙的牙冠方圆 D.上颌前磨牙的牙冠较窄长
E.下颌前磨牙多为扁圆单根
【 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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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12.磨牙的
A.颊 线角 B.颊 点角
C.近颊 线角 D.近颊 点角
E 近中颊 角
【 答案】 D

【 解析】 牙冠上
13.下颌第一前磨牙的特征是

A.颊尖略大于舌尖 B.颊尖约等于舌尖
C.舌侧可出现两个牙尖 D.颊尖偏向牙长轴的舌侧
E.颊尖偏向牙长轴的颊侧
【 答案】 D

【 解析】 下颌第一前磨牙冠部 ꎬ颊尖长、大、尖而突 ꎬ舌尖小、低而圆 ꎬ ꎮ

并且 ꎬ所以 D 正确ꎮ

ꎮ

14.正常情况下唾液分泌量 为
A.0.5 mL B.0.75 mL

C.0.85 mL D.1 .0 mL

E.1 .5 mL

【 答案】 A

【 解析】 正常成人 ꎬ其中的绝大多数来自三对大唾液

腺ꎮ 在无任何刺激的情况下 ꎬ

15.上颌中切牙牙冠唇面形态中哪一点是 的
A.近似梯形 B.切龈径小于近远中径
C.近中切角似直角 D.远中切角圆钝
E.切 1/3 有两条发育沟
【 答案】 B

【 解析】

16.关于开闭运动中的颞下颌关节运动 的描述为

A.当小开颌时 ꎬ髁状突仅转动 B.当小开颌时 ꎬ运动轴心在下颌孔
C.当小开颌时 ꎬ运动发生在下腔 D.当大开颌时 ꎬ髁状突不仅转动而且滑动
E.当大开颌时 ꎬ运动轴心在髁状突和下颌孔附近
【 答案】 B

【 解析】

因此 B 选项
描述不正确 ꎮ

17.牙冠形态不同于任何恒牙的乳牙是

B.上颌第二乳磨牙
D.下颌第二乳磨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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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C

【 解析】

18.以下 的结构是
A.正中联合 B.颏孔区
C.下颌角 D.下颌小舌
E.髁突颈部
【 答案】 D

【 解析】 其中不包括下颌小舌ꎮ

19.动物在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过程中的特点是

A.牙根数目减少 B.牙根长度增加
C.牙体数目由多变少 D.牙尖高度降低
E.磨牙逐渐前移
【 答案】 C

【 解析】

20.颈深筋膜浅层在下列哪个部位分为两层形成颌下间隙的基础
A.斜方肌 B.胸锁乳突肌
C.腮腺 D.下颌下腺
E.下颌下淋巴结
【 答案】 D

【 解析】

21 . 位于
A.唇面切 1/3 与舌面颈 1/3 B.唇面颈 1/3 与舌面切 1/3

C.唇面颈 1/3 与舌面颈 1/3 D.唇面中 1/3 与舌面中 1/3

E.唇面切 1/3 与舌面切 1/3

【 答案】 C

【 解析】 上颌中切牙唇面 :近中缘与切缘较直 ꎬ远中缘略突 ꎮ 切缘与近中缘相交而成的
ꎮ 在切缘 1/3 处可见两条浅的纵行发育沟ꎮ 新萌出时切

缘可见 ꎮ ꎮ 舌面外形似唇面但较小中央凹陷称为舌窝 ꎬ四
周有突起的嵴 ꎬ分别称为近中边缘嵴、远中边缘嵴、切嵴和颈部的舌隆突 ꎮ

22.指出下列牙齿演化的论述中哪一个是 的
A.牙数从少到多 B.牙根从无到有
C.从多列牙到双列牙 D.从同形牙到异形牙
E.从分散到集中
【 答案】 A

【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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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是指
A.显露于口腔的部分 B.被牙龈覆盖的部分
C.发挥磨碎功能的部分 D.被牙本质所包裹的牙体部分
E. 由牙釉质所包裹的牙体部分
【 答案】 A

【 解析】 牙冠有解剖牙冠和临床牙冠之分 ꎮ

ꎮ

24. 将咀嚼压力传导至颅底是通过

A.蝶骨翼突 ꎬ上颌骨腭突 B.腭骨垂直部 ꎬ颧牙槽嵴
C.上颌骨腭突 ꎬ腭骨垂直部 D.颧牙槽嵴 ꎬ上颌牙槽突的后端
E.蝶骨翼突构成 ꎬ翼突与上颌骨牙槽突的后端连接
【 答案】 E

【 解析】

25.上颌神经的翼腭窝段发出的分支
A.颧神经 B.腭前神经
C.上牙槽后神经 D.上牙槽前神经
E.腭神经
【 答案】 D

【 解析】

上牙槽前神经属于眶下管段的分支ꎮ

26.全身骨骼系统中 的部分是
A.上颌骨的颧突 B.下颌骨的髁突
C.下颌骨的牙槽突 D.腭骨的蝶突
E.下颌骨的喙突
【 答案】 C

【 解析】 为全身骨骼系统中变化最显著的部分 ꎬ其变化与牙齿的发育、萌出、咀嚼功

能和牙齿的移动有关 ꎮ

27.下列哪项 影响 力的因素
A.性别、年龄 B.釉质钙化的程度
C.咀嚼习惯 D. 力线的方向
E.张口距离
【 答案】 B

【 解析】

而牙体釉质钙化的程度可能会影响到以下方面 :抗力、耐酸、美观 ꎬ

就本题而言 ꎬ牙体釉质钙化的程度只会影响到牙体本身 ꎬ而不会影响到咀嚼肌群ꎮ 故选 B ꎮ

28.下颌尖牙形态中哪一点是 的
A.近中牙尖嵴较远中牙尖嵴短 B.唇面五边形

055

第

二

章



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5+2+1 ”

C.牙尖偏近中 D.舌轴嵴略较上尖牙显著
E.发育沟不明显
【 答案】 D

【 解析】 下颌尖牙颈嵴、轴嵴和舌隆突不

明显 ꎬ舌窝较浅ꎮ

29.

A.牙的形态 B.牙的数目
C.牙的生长部位 D.牙的功能接触面积
E.牙的生长发育情况
【 答案】 D

【 解析】

30.上颌尖牙牙冠唇面形态中哪一点是 的
A.圆五边形 B.两牙尖嵴相交成 90 度
C.牙尖偏近中 D.外形高点在颈 1/3 与中 1/3 交接处
E.发育沟不明显
【 答案】 E

【 解析】

因此 E 选项不正确ꎮ

31 .牙的功能
A.切割食物的功能 B.捣碎和磨细食物
C.发音和言语功能 D.保持面部的协调美观
E.保持口腔清洁
【 答案】 E

【 解析】

32.患者 ꎬ男 ꎬ60 岁ꎮ 因" 口内多数牙缺失 ꎬ要求修复" 来就诊ꎮ

是

A.下颌姿势位
C.牙尖交错位
E.以上都不是

B.正中 位
D.下颌后退接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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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D

【 解析】 此题易错选 A ꎬ但是

33.患者 ꎬ女 ꎬ7 岁ꎮ 口内检查发现下颌后部牙槽骨上有两个形态似磨牙的牙齿存在ꎮ

ꎬ下列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A.恒牙的牙颈嵴突出 ꎬ与牙根分界清楚
B.恒牙牙冠颜色偏白
C.下颌第二乳磨牙的近中颊尖、远中颊尖及远中舌尖的大小基本相等
D.下颌第一恒磨牙的外形呈斜方形
E.以上都不是
【 答案】 E

【 解析】

因此 E 选项正确ꎮ

34.翼内肌起始或附着的骨
A.上颌骨 B.下颌骨
C.颞骨 D.蝶骨
E.腭骨
【 答案】 C

【 解析】

因此不包括颞骨ꎮ

35.腮腺区肿块如要做穿刺检查 ꎬ可能会损伤其他的结构 ꎬ其中 的是

A.颞浅动静脉
C.面神经颊支
E.耳颞神经
【 答案】 D

36.下列哪项 面神经
A.颞支

C.颊神经
E.颈支
【 答案】 C

【 解析】

颊

神经 ꎮ (颊长神经)是属于三叉神经的分支ꎮ

37.损伤后引起眼睑不能闭合的是
A.面神经颞支 B.面神经颧支
C.面神经颊支 D.面神经下颌缘支
E.面神经颈支
【 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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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下述 中哪个是正确的
A.髓室高度最大 B.近远中径大于颊舌径
C.颊舌径大于近远中径 D.颊舌径最大
E.髓室高度大于颊舌径
【 答案】 B

【 解析】

39.面神经分支中损伤会导致一侧额纹消失的是
A.颞支 B.下颌缘支
C.颊支 D.颧支
E.颈支
【 答案】 A

【 解析】

40.眶下间隙的下界是
A.眶下缘 B.上颌骨牙槽突
C.鼻侧缘 D.颧骨
E.尖牙窝
【 答案】 B

【 解析】

41 .翼下颌间隙内的结构主要有
A.颊神经、舌神经和下牙槽神经
B.翼丛、舌神经和下牙槽神经
C.颊神经、舌神经和上颌动脉
D.舌神经、下牙槽神经和面深动脉
E.舌神经、下牙槽神经及下牙槽动、静脉
【 答案】 E

【 解析】

42. 是
A.上唇下 1/3 部微向上翘

B.红唇中部稍厚且正中部呈珠状而向前下突出
C.上下唇宽度比例和谐

D.鼻小柱及鼻尖居中 ꎬ鼻孔对称等大
E.鼻小柱歪斜 ꎬ鼻孔不对称
【 答案】 E

【 解析】 唇裂无论程度如何都失去了上唇的正常解剖形态 ꎬ并可累及到鼻的形态 ꎬ 出现鼻

小柱歪斜、鼻孔不对称等改变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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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三叉神经的三条分支中属 的是
A.眼神经 B.下颌神经
C.上颌神经 D.眼神经和下颌神经
E.上颌神经和下颌神经
【 答案】 B

【 解析】

44. 是

A.乳牙体积小 ꎬ颜色白 B.乳牙冠宽根窄
C.乳尖牙近中斜缘长于远中斜缘 ꎬ牙尖偏远中 D.乳牙颈嵴最突
E.乳牙根尖偏远中并弯向唇侧
【 答案】 C

【 解析】 上颌乳尖牙近中牙尖嵴长于远中牙尖嵴 ꎬ牙尖偏远中 ꎬ与恒尖牙相反ꎮ

45.

A.龋病的好发部位 B.副沟相交而成凹陷部位
C.牙冠上不规则的凹陷部位 D.三条或三条以上发育沟相交处的凹陷
E.钙化不良而形成的凹陷
【 答案】 E

46.以上颌牙列为基准 ꎬ 是
A. 中切牙 B.侧切牙
C.尖牙 D.第一前磨牙
E.第一磨牙
【 答案】 B

【 解析】 平面从上颌中切牙的近中切角到双侧第一磨牙的近中颊尖顶所构成的假想平
面 ꎬ该平面与鼻翼耳屏线平行 ꎬ基本上平分颌间距离ꎮ 以上颌牙列的 平面为基准 ꎬ上颌中切
牙、尖牙、前磨牙颊尖与该平面接触 ꎬ上颌第一磨牙的近颊尖与该平面接触ꎻ侧切牙与该平面不
接触ꎻ磨牙的其他牙尖距离该平面的距离 ꎬ从前向后依次增大ꎮ

47.面神经颅外段的分支哪一个
A.颞支 B.颧支
C.颊支 D.下颌支
E.颈支
【 答案】 D

【解析】 :分布于额肌、眼轮匝肌上份、耳上肌和
耳下肌ꎮ 该支受损 ꎬ同侧额纹消失 分布于眼轮匝肌、颧肌和提上唇肌ꎮ 颧支损伤后眼
睑不能闭合ꎮ :位于腮腺导管上方的称为上颊支 ꎬ位于导管下方的称为下颊支ꎮ 分布于颧
肌、笑肌、提上唇肌、提 口角肌、口轮匝肌和颊肌等ꎮ 颊支损伤可出现鼻唇沟变浅或消失、鼓腮无
力、上唇运动力减弱或偏斜以及食物积存于颊龈沟等症状ꎮ :支配降 口 角肌、降下唇
肌、笑肌及颏肌ꎮ 下颌缘支损伤ꎬ可导致患侧口角下垂及流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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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关于 的论述哪项是 的
Ａ .上颌第一前磨牙为前磨牙中体积最大
Ｂ .上颌第一前磨牙舌面小于颊面
Ｃ .上颌第一前磨牙的邻面约呈四边形

Ｄ .上颌第一前磨牙 面外形为轮廓显著的六边形 ꎬ颊边宽于舌边
Ｅ .上颌第一前磨牙多为扁形单根 ꎬ牙根多不分叉
【 答案】 Ｅ
【 解析】

４９.对 内部结构的描述 ꎬ正确的是
Ａ .第Ⅸ ~ Ⅻ对脑神经
Ｂ .颈内动脉、颈内静脉与第Ⅸ ~ Ⅺ对脑神经
Ｃ .颈外动脉、颈内动脉、颈内静脉与第Ⅸ ~ Ⅻ对脑神经
Ｄ .茎突与茎突诸肌、颈内动脉、颈内静脉与第Ⅸ ~ Ⅻ对脑神经
Ｅ .茎突与茎突诸肌、颈外动脉、颈内动脉、颈内静脉、第Ⅸ ~ Ⅻ对脑神经
【 答案】 Ｄ

【 解析】

５０.
Ａ .眶下缘中点下约 ０ .５ｃｍ Ｂ.眶下缘中点下约 １ .０ｃｍ
Ｃ .眶下缘中点下约 １ .５ｃｍ Ｄ.眶下缘中点偏内下约 ０ .５ｃｍ
Ｅ .眶下缘中点偏外下约 ０ .５ｃｍ
【 答案】 Ａ

【 解析】 ꎬ开 口朝向前下内ꎮ

５１.下述下颌中切牙的形态特征中哪个
Ａ .下颌中切牙是恒牙中最小的

Ｂ .下颌中切牙切缘平直 ꎬ近远中切角相等
Ｃ .下颌中切牙切缘比颈缘宽

Ｄ .远中接触区靠近切角 ꎬ近中接触区离切角稍远
Ｅ .下颌中切牙舌侧窝不明显
【 答案】 Ｄ

【 解析】 下中切牙 :全口牙中体积最小 ꎬ牙冠宽度约为上颌中切牙的 ２/３ ꎮ ①唇面 :近中缘、

近中切、缘与远中缘、远中切角基本对称 ꎬ 离体以后不易区分近远中 ꎮ ②舌窝 :不明显 ꎮ ③邻

面 :接触区均靠近切角 ꎮ ④牙根 :近颈部横断面呈葫芦形 ꎬ远中面凹陷比近中面凹陷深 ꎮ

０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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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在腭咽闭合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肌是
A.腭帆张肌 B.腭帆提肌
C.腭舌肌 D.腭咽肌
E.咽缩肌
【 答案】 B

【 解析】

53.与颊间隙 的间隙是
A.咽旁间隙 B.眶下间隙
C.咬肌间隙 D.颞间隙
E.翼下颌间隙
【 答案】 A

【 解析】 颊间隙位于颊肌与咬肌之间 ꎬ咽旁间隙位于翼内肌、腮腺深叶与咽侧壁之间 ꎮ 二

者并不直接相通 ꎮ

54.牙齿的演化规律是
A.牙数由少变多 B.牙形由复杂变为单一 同形
C.牙替换次数由双牙列变为多牙列、单牙列 D. 由端生牙变为侧生牙、槽生牙
E. 由侧生牙变为端生牙、槽生牙
【 答案】 D

【 解析】 动物由低等向高等发展过程中 ꎬ牙齿由端生牙变为侧生牙、槽生牙ꎮ

55.某男性患者 ꎬ30 岁ꎮ 上颌第一双尖牙因邻面深大龋坏 ꎬ导致慢性牙髓炎 ꎬ现需开髓进行
牙髓治疗 ꎬ在探查根管的过程中 ꎬ说法正确的是

A.上颌第一双尖牙其根管多为近远中径窄 ꎬ颊舌径宽的单根管 ꎬ少数为两根管
B.上颌第一双尖牙的根管多数情况下为颊舌侧两根管 ꎬ仅少数为单根管
C.上颌第一双尖牙的舌侧根管 ꎬ较颊侧根管细小
D.上颌第一双尖牙的根管为颊侧两根管 ꎬ舌侧单根管 ꎬ且很细小
E.以上都不是
【 答案】 B

【 解析】 上颌第一双尖牙的根管多为双根管 ꎬ少数为单根管ꎮ

56.正常人的开口度为
A.3.7 ~4.5 cm B.4.7 ~5.5 cm

C.2.7 ~ 3.5 cm D.5.5 ~6.5 cm

E.1 .5 ~2.5 cm

【 答案】 A

【 解析】 正常人的开 口度为 3.7 ~4.5 cm ꎬ低于该值表明有张 口 受限ꎮ

57.下列哪项 口腔本部的解剖标志
A.腭小凹 B.颤动线
C.翼上颌切迹 D.磨牙后垫
E.颧突
【 答案】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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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口腔本部的解剖标志包括 :切牙乳突、腭皱、上颌硬区、腭穹隆、舌系带、舌下腺、下

颌隆突、下颌舌骨嵴、舌侧翼缘区、腭小凹、颤动线、翼上颌切迹、磨牙后垫ꎮ

58. 下颌前牙切缘咬在上颌前牙舌面的部位是
A.对刃 B.切 1/3 以内
C. 中 1/3 以内 D.颈 1/3

E.超过颈 1/3

【 答案】 B

【 解析】

59.关于口腔境界的叙述 ꎬ 的是
A.前界为上、下牙齿 B.后界为咽门
C.两侧为颊 D.上界为腭
E.下界为舌下区
【 答案】 A

【 解析】

牙列的唇颊侧部分称为口腔前庭 ꎬ 牙列

的舌侧部分称为固有口腔 ꎮ

60.支配面部表情运动的主要脑神经是
A.舌神经 B.舌咽神经
C.面神经 D.三叉神经
E.迷走神经
【 答案】 C

【 解析】 支配颌面部运动的脑神经主要是面神经 ꎮ

61 .以下关于眶下孔的叙述中哪项是 的
A.眶下孔位于眶下缘中点下方约 0.5cm 处
B.眶下孔内有眶下神经、血管通过

C.眶下孔朝向前内下方 ꎬ行眶下神经阻滞麻醉时进针方向应为前内下
D.眶下孔向后外上方通入眶下管
E.眶下孔的下方骨面上有尖牙窝
【 答案】 C

【 解析】

62.以下哪个解剖结构
A.腭突 B.颞突
C.翼突 D.锥突
E.喙突
【 答案】 A

【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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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上颌尖牙牙冠唇面形态中哪一点是
A.圆五边形 B.两牙尖嵴相交成 90°

C.牙尖偏近中 D.外形高点在颈 1/3 与中 1/3 交接处
E.发育沟不明显
【 答案】 E

【 解析】 上颌尖牙牙冠唇面似圆五边形 ꎬ其五边由近中缘、近中斜缘、远中斜缘、远中缘和
颈缘组成 ꎮ 其中近中斜缘短 ꎬ与近中缘相连形成近中切角ꎻ远中斜缘长 ꎬ与远中缘相连形成远

中切角 ꎮ 初萌出的尖牙 ꎬ近、远中斜缘在牙尖顶赴相交约成 90° 角 ꎮ 唇面中部有突起的唇轴
嵴 ꎬ由牙尖顶伸至颈 1/3 ꎬ将唇面分为近唇斜面和远唇斜面ꎮ 唇轴嵴两侧各有一条发育沟ꎮ 外
形高点在中 1/3 与颈 1/3 交界处的唇轴嵴上 ꎮ

64.对轴嵴的解释哪一个是正确的
A.牙釉质的长形线状隆起

B.轴面与轴面相交所形成的长形线状隆起
C.在唇、颊面上的长形线状隆起

D.在轴面上 ꎬ从牙尖顶端伸向牙颈部的纵形隆起
E.颌面与轴面相交的长形隆起
【 答案】 D

【 解析】

65.牙齿萌出的生理特点哪项是
A.在一定时间内萌出 B. 同颌同名牙左侧萌出早于右侧
C.下颌牙萌出早于上颌牙 D.男女同龄人萌出情况不相同
E.按一定顺序先后萌出
【 答案】 B

【 解析】

因此ꎬ选择 B ꎮ

66.面总静脉由
A.面静脉和下颌后静脉前支汇合而成 B.面静脉和下颌后静脉后支汇合而成
C.上颌静脉和颞浅静脉汇合而成 D.下颌后静脉后支和耳后静脉汇合而成
E.上颌静脉和耳后静脉汇合而成
【 答案】 A

【 解析】

67.下颌牙齿的血供来自
A.舌动脉 B.下唇动脉
C.面动脉 D.颞浅动脉
E.上颌动脉
【 答案】 E

68.髓腔解剖特点对牙髓炎的意义中哪一点是
A.牙髓炎时由于根尖孔狭小不易引起根尖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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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于牙髓组织松软 ꎬ感染容易扩散到全牙髓

C.牙髓炎时血管扩张 ꎬ渗出液聚集 ꎬ压迫神经产生剧烈疼痛
D.牙髓炎开髓减压可以缓解剧痛
E.为了顺利而成功地进行牙髓炎治疗 ꎬ必须熟悉每个牙的髓腔形态
【 答案】 A

【 解析】 髓腔大 ꎬ根尖孔大 ꎬ血供充足 ꎬ 牙髓的恢复能力强 ꎬ 治疗易于成功ꎮ 牙髓通过根尖

孔直达牙尖 ꎬ牙髓炎治疗不及时往往会引起根尖病变 ꎬ故而 A 选项是不正确的 ꎮ

69.以下哪个肌肉参与颞下颌关节盘前伸部的组成
A.咬肌 B.颞肌
C.翼内肌 D.翼外肌
E.二腹肌
【 答案】 D

【 解析】 颞下颌关节盘前伸部较厚 ꎬ表面有滑膜覆盖 ꎮ 其前方有两个附着 ꎬ 即颞前附着和

下颌前附着ꎮ 两个附着之间有翼外肌上头的肌腱ꎮ

70.根管 的地方是哪里
A.约距根尖孔 1 mm 处 B.约距根尖 1 mm 处
C.在根中 1/3 与根尖 1/3 交界处 D.约在根尖 1 mm 处
E.约在根管口处
【 答案】 A

【 解析】 根尖孔为髄腔内血管、神经、淋巴管等至牙周的通道 ꎮ 根管最狭窄处不在根尖孔 ꎬ

而是距根尖孔约 1 mm 处ꎮ

71 .翼内肌起始或附着的骨
A.上颌骨 B.下颌骨
C.腭骨 D.蝶骨
E.颞骨
【 答案】 E

【 解析】

72.颞下间隙的叙述中哪项是 的
A.该间隙处于颌面深部诸间隙的中央
B.位于翼颌间隙的上方
C.前界上颌骨的后面 ꎬ后界茎突及茎突诸肌

D.上界蝶骨大翼的颞下面、颞下嵴 ꎬ内界蝶骨翼内板
E.间隙中有翼丛、上颌动脉及上、下颌神经的分支
【 答案】 D

【 解析】 颞下间隙位于翼下颌间隙的上方 ꎬ前界为上颌骨的后面ꎻ后界为茎突及茎突诸肌ꎻ

内侧为蝶骨翼突外侧板ꎻ外侧界为下颌支上份及颧弓ꎻ上界抵蝶骨大翼的颞下颌及颞下面ꎻ下
界为翼外肌下缘平面 ꎮ

73. 是
A.颞下间隙
C.翼腭间隙

B.颞间隙
D.翼颌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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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咽旁间隙
【 答案】 C

【 解析】 翼腭间隙(翼腭窝)位于眶尖的下方、颞下窝的内侧 ꎮ 前界上颌骨体部 ꎬ后界蝶骨

翼突 ꎬ上为蝶骨大翼 ꎬ 内以腭骨垂直板为界ꎮ 间隙内主要有上颌神经、蝶腭神经节、上颌动脉及

其分支ꎮ 翼腭间隙 ꎬ

74.下颌第一磨牙的 是哪一个尖
A.近中颊尖 B.远中尖
C.近中舌尖 D.远中舌尖
E.远中颊尖
【 答案】 B

【 解析】

75.下颌第一乳磨牙的特点是

A.牙体形态与第一恒磨牙相似 B.牙颈嵴特突 ꎬ冠根分明
C.颊面四边形 ꎬ远中缘略长于近中缘 D.近中缘略长于远中缘
E.根柱较长 ꎬ根分叉小
【 答案】 B

【 解析】 下颌第一乳磨牙 :①牙冠 ꎮ 颊面虽为四边形 ꎬ

ꎮ 近中颊尖大于远中颊尖 ꎬ近中颊颈嵴最突ꎮ 两颊尖之间有沟ꎮ 舌面可见长

而尖的近中舌尖和短小而圆的远中舌尖 ꎬ近远中缘的长度约相等 ꎬ两舌尖之间有沟 ꎮ 面为不
规则的四边形 ꎬ近中边缘嵴特短 ꎬ近中颊、舌两尖相距较近 ꎬ三 角嵴相连 ꎬ将 面分成较小的近
中窝及较大的远中窝 ꎮ 面的沟嵴不清晰 ꎮ ②牙根 :分近中及远中两根 ꎮ

76."腮腺床" 不包括
A.颈内动脉 B.颈外动脉
C.颈内静脉 D.舌咽神经
E.舌下神经
【 答案】 B

【 解析】 腮腺深叶的深面与 及围以蜂窝组织的深部血管神经(

)毗邻 ꎮ 上述结构称为" 腮腺床" ꎮ

77.下颌第一乳磨牙牙冠解剖形态中哪一点是 的

A.颊面好似一个以近中缘为底的三角形
C.远中舌尖长而尖 ꎬ近中舌尖短而小
E.牙根分为近远中
【 答案】 C

78.在下颌骨的外侧面可见
A.颏结节
C.下颌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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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下颌舌骨线
【 答案】 A

【 解析】 下颌体 : 中线处有 正中联合两旁有左右各一 的 ꎻ从颏结节
向后上延至下颌支前缘的骨嵴 ꎬ称为 ꎬ有降下唇肌及降 口 角肌附着ꎻ往外斜线上方 ꎬ下颌
第二前磨牙的下方或第一、第二前磨牙之间的下方 ꎬ下颌体上、下缘之间略偏上处有 ꎮ 其

近中线处有两对突起 ꎬ ꎻ 自下颏棘斜向后上与外斜线相应的骨嵴称为
( 下颌舌骨线)ꎻ内斜线上方 ꎬ颏棘两侧有 ꎻ内斜线下方 ꎬ近下颌体下缘有

ꎮ

79.气管颈段前面可能存在的结构
A.食管 B.胸腺
C. 甲状腺下动脉 D.头臂干
E.主动脉弓
【 答案】 A

【 解析】 气管颈段前面包括胸腺 ꎬ甲状腺下动脉 ꎬ左头臂静脉 ꎬ头臂干 ꎬ主动脉弓 ꎬ食管在气

管的后面 ꎮ

80.关于 ꎬ叙述正确的是
A.界于胸锁乳突肌、二腹肌后腹及肩胛舌骨肌上腹之间
B.界于两侧二腹肌前腹与舌骨之间
C.界于胸锁乳突肌、肩胛舌骨肌上腹及颈前正中线之间
D.界于二腹肌前、后腹与下颌骨下缘之间
E.界于两侧胸锁乳突肌及下颌骨下缘之间
【 答案】 D

【解析】下颌下三角位于下颌骨下缘与二腹肌前、后腹之间 ꎬ又名二腹肌三角ꎮ 此三角浅面

有皮肤、浅筋膜、颈阔肌和颈筋膜浅层 ꎬ深面由浅入深依次为下颌舌骨肌、舌骨舌肌及咽中缩肌ꎮ

81 .导致患者无法形成腭咽闭合的原因中
A.腭弯隆裂开 B.软腭短小
C.咽鼓管功能异常 D.咽腔宽大
E.腭咽肌环中断
【 答案】 C

【 解析】 咽鼓管功能异常是腭咽闭合不全导致的结果之一 ꎮ

82.某男性患者 ꎬ75 岁ꎮ 因牙齿缺失 ꎬ欲行义齿修复 ꎬ患者主诉多年来口内多数牙都因龋坏
松动拔除或自行脱落ꎮ 临床检查发现 : 口内仅剩 4 颗尖牙ꎮ 而且松动度在 I 度以内 ꎬ除牙尖有
明显磨耗外 ꎬ无龋坏 ꎮ 关于四颗尖牙还能留在口腔内的原因的叙述 ꎬ正确的是

A.尖牙位于口角 ꎬ 口角有促进牙齿自洁的作用
B.尖牙的牙根长 ꎬ而且牙冠各面光滑 ꎬ 自洁作用好
C.尖牙的作用是穿刺和撕裂食物 ꎬ这种作用有利于牙齿稳固
D.从牙体解剖的角度无法表明尖牙比其他牙在口内保留时间更长
E.以上都不是
【 答案】 B

【 解析】 该患者尖牙不宜脱落的原因是牙根长 ꎬ而且牙冠各面光滑 ꎬ 自洁作用好

066



第二 章 口腔解剖生理学

(83 ~ 84 题共用备选答案)

A.上颌第一前磨牙 B.上颌第二前磨牙
C.上颌第一磨牙 D.上颌第二磨牙
E.上颌第三磨牙
83.根尖与上颌窦最接近的是
84.近中舌尖占舌面最大部分的是
【 答案】 C、D

【 解析】 所以选 C ꎮ

故答案应为 D ꎮ

(85 ~ 89 题共用备选答案)

A.颈浅筋膜 B.颈深筋膜浅层
C.颈深筋膜中层 D.颈脏器筋膜壁层
E.颈深筋膜深层
85.颈阔肌在哪一层内
86.分两层包被腮腺的是哪一层
87.包被舌骨下肌群的是哪一层
88.包于全部颈部脏器的外围并形成颈鞘的是哪一层
89.覆盖于斜角肌前面 ꎬ颈深淋巴结深面的是哪一层
【 答案】 A、B、C、D、E

【 解析】 颈阔肌在颈浅筋膜内 ꎮ 颈深筋膜浅层可包被腮腺、下颌下腺、胸锁乳突肌及斜方

肌 ꎬ颈深筋膜中层包括舌骨下肌群 ꎮ 包于全部颈部脏器的外围并形成颈鞘的是颈脏器筋膜壁

层ꎮ 颈深筋膜深层褪盖于斜角肌前面 ꎬ颈深淋巴结的深面ꎮ

(90 ~94 题共用备选答案)

A.与 面或切嵴相对应的髓室壁 B.与髓室顶相对应的髓室壁
C.与牙体轴面相对应的髓腔牙本质壁 D.髓室伸向牙尖突出成角形的部分
E.髓室底上髓室与根管的移行处
90.髓室顶
91 .髓室壁
92.髓室底
93.髓角
94.根管口
【 答案】 A、C、B、D、E

【 解析】

(95 ~98 题共用备选答案)

A . LeFort I 型 骨 折
C . LeFort lIl 型 骨 折
E.纵行骨折
95.腭中缝裂开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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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LeFort ll 型 骨 折
D.不对称型骨折



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5+2+1 ”

96.骨折线从梨状孔下方 ꎬ牙槽突上方两侧水平方向延伸至上颌翼突缝称为
97.两侧骨板线不在同一平面的骨折是
98. 自鼻额缝向两侧横过鼻背、眶内下、沿眶底、经颧骨下方达翼突的骨折是
【 答案】 E、A、D、B

(99 ~ 103 题共用备选答案)

A.与根管呈接近垂直角度 ꎬ贯穿牙本质和牙骨质
B.根管在根尖分出的细小分支 ꎬ主根管仍存在
C.根管在根尖分散 2 个或 2 个以上能分支 ꎬ主根管不存在
D.发自相邻根管间交通支
E.发自髓室底至根分叉的管道

99.根管侧支
100.根尖分歧
101 .副根管
102.根尖分叉
103.管间吻合
【 答案】 A、B、E、C、D

(104 ~ 108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平舌骨大角尖
C.平甲状软骨上缘
E.平下颌骨髁突颈部

104.颞浅动脉自何处由颈外动脉发出
105.面动脉自何处由颈外动脉发出

106.上颌动脉自何处由颈外动脉发出
107.舌动脉自何处由颈外动脉发出

108. 甲状腺上动脉自何处由颈外动脉发出
【 答案】 E、D、E、A、B

(109 ~ 11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开闭口运动
C.侧方运动
E.咀嚼运动
109.哪一项属于功能运动

B.平舌骨大角稍下方
D.平舌骨大角稍上方

B.前后运动
D.边缘运动

110.哪一项是指下颌向各个方向所作最大范围的运动
111 .髁道斜度与哪种运动有关
112.哪种运动属于下颌的非对称性运动
【 答案】 E、D、B、C

易错考题2年

1 .下颌第二乳磨牙和下颌第一恒磨牙形态近似位置彼此相邻 ꎬ容易混
淆 ꎬ下列哪项不是第二乳磨牙的特点

A.牙冠短小 ꎬ色白
配套名师高清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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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牙冠颈部明显缩小 ꎬ颈嵴特突 ꎬ牙冠由颈部向 方缩小
C.近中颊尖、远中颊尖及远中尖的大小约相等

D.第二乳磨牙的根干短 ꎬ牙根向外张开
E.近中颊尖、远中颊尖大小相等 ꎬ远中尖最小
【 答案】 E

【 解析】 下颌第二乳磨牙的近中颊尖、远中颊尖及远中尖大小约相等 ꎬ 而下颌第一 恒磨牙

此三尖中 ꎬ以远中尖最小ꎮ

2.颞下颌关节的功能面是
A.关节结节前斜面和髁状突前斜面 B.关节结节后斜面和髁状突后斜面
C.关节结节后斜面和髁状突前斜面 D.关节结节后斜面和髁状突后斜面
E.关节结节前后斜面和髁状突横嵴
【 答案】 C

【 解析】 颞下颌关节的功能面是关节结节后斜面和髁状突前斜面 ꎮ

3.第二乳磨牙与第一恒磨牙的区别要点中哪一点是错误的
A.第二乳磨牙的牙冠较小、色白

B.第二乳磨牙的牙冠颈部明显缩小 ꎬ颈略较突
C.第二乳磨牙的牙冠面尖窝清晰
D.第二乳磨牙的近中颊尖、远中颊尖、远中尖大小约相等
E.第二乳磨牙的牙根干短 ꎬ牙根向外张开
【 答案】 C

【 解析】 第二乳磨牙与第一恒牙相比 ꎬ第一恒牙牙冠面尖窝清晰 ꎮ C 选项第二乳磨牙的牙

冠面尖窝清晰 ꎬ是错误的ꎮ

4.外伤后需要结扎颈外动脉时 ꎬ颈外动脉与颈内动脉最主要的区别是
A.颈外动脉位于浅部前方 ꎬ颈内动脉位于深部后方
B.于颈动脉窦上方 ꎬ颈外动脉位于内侧 ꎬ颈内动脉位于外侧
C.在颈部颈外动脉有多个分支 ꎬ颈内动脉没有分支
D.颈外动脉位于浅部后方 ꎬ颈内动脉位于深部前方
E.以上都不对
【 答案】 C

【 解析】 有没有分支是颈外动脉和颈内动脉的最主要区别 ꎮ

5.点隙是指
A.2 条或 2 条以上发育沟相交所形成的点状凹陷
B.2 条或 2 条以上牙尖嵴相交所形成的点状凹陷
C.3 条或 3 条以上发育沟相交所形成的点状凹陷
D.3 条或 3 条以上牙尖嵴相交所形成的点状凹陷
E.3 条或 3 条以上牙裂隙相交所形成的点状凹陷
【 答案】 C

【 解析】 面点隙为 3 条或 3 条以上的发育沟相交所成的点形凹陷 ꎬ所以此题选 C ꎮ

6.下列哪项不属于牙的功能
A.发音时限定了舌的活动范围 B.通过咀嚼可刺激颌骨正常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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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5+2+1 ”

C.通过咀嚼增进牙周组织健康 D.保持面部形态正常
E.保持口腔的自洁作用
【 答案】 E

【 解析】 牙具有咀嚼功能 ꎬ还可刺激颌骨、面部的正常发育 ꎬ增进牙周组织健康 ꎬ反射性地

刺激胃肠蠕动 ꎬ胰胆等消化液的分泌 ꎬB、C 均正确ꎮ 牙具有发音和言语功能 ꎬ 因此 A 正确ꎮ 完

整的牙弓维持着面部外形的自然和美观 ꎬ 因此牙齿能保持面部的正常形态 ꎬD 正确ꎮ 口腔的自

洁作用需要舌和唾液腺的参与 ꎬ牙不具有保持口腔清洁的作用 ꎬ 因此 E 错误ꎮ 本题选 E ꎮ

7.从牙颈部横切面观根管口大而圆的是
A.下颌第一磨牙近中根 B.下颌第一磨牙远中根
C.上颌第一磨牙腭侧根 D.上颌第一磨牙近中颊侧根
E.上颌第一磨牙远中颊侧根
【 答案】 C

【 解析】 下颌第一磨牙髓腔颈部横剖面观 ꎬ髓室底有 2 ~4 个根管 ꎬ近中根一般为颊、舌两个

小而圆根管 ꎬ远中根一般为椭圆形 ꎬ所以 A、B 选项不对ꎻ同样上颌第 一磨牙髄腔颈部横剖面

观 ꎬ近颊根管较扁 ꎬ远颊根管虽较远但较小 ꎬE 项不对 ꎬ从牙颈部横切面观根管 口:大而圆的是

上颌第一磨牙腭侧根 ꎬ故选 C ꎮ

8.相对恒牙而言 ꎬ乳牙髓腔的特点
A.根管细 B.髓壁厚
C.髓角低 D.髓室大
E.根尖孔
【 答案】 D

【 解析】 乳牙髓腔表现为髓室大、髓壁薄、髓角高、根管粗、根管方向斜度较大 ꎬ根尖孔亦

大 ꎮ A 项根管细不对 ꎬB 项髓壁厚不对 ꎬC 项髓角低不对 ꎬE 项根尖孔小不对 ꎬ故本题选择 D ꎮ

9.上颌尖牙的特点是

A.唇面似圆五边形 ꎬ唇轴嵴明显 B.唇面近中缘和远中缘基本对称
C.牙根近颈部横截面呈葫芦形 D.舌轴嵴和边缘嵴均不明显
E.牙尖偏向牙体长轴的舌侧
【 答案】 A

【 解析】 唇面牙冠近似圆五边形 ꎬ唇面唇轴嵴突出ꎬ所以 A 正确ꎮ 近中边缘嵴较直ꎬ远中边缘

嵴较圆突ꎬ不对称ꎬ所以 B 错误ꎬ牙根颈部横截面为椭圆三角形ꎬ不成葫芦形ꎬ所以 C 错误ꎬ舌隆突

非常显著ꎬ所以 D 错误ꎬ远中牙尖嵴大于近中牙尖嵴ꎬ牙尖偏近中ꎬ所以 E 错误ꎬ所以此题选 Aꎮ

10.以斜嵴为主要解剖标志的是
A.上颌第一双尖牙 B.上颌第二双尖牙
C.上颌第一磨牙 D.下颌第一双尖牙
E.下颌第二双尖牙
【 答案】 C

【 解析】 面上两斜对牙尖的三角嵴相连而成斜嵴 ꎬ上颌第一磨牙 面此标志最突出 ꎬ所

以 C 正确 ꎬ横嵴是相对两个牙尖的三角嵴相连而成的 ꎬ为下颌第一前磨牙的解剖标志ꎮ

11 .根管口是指
A.髓室和根管的交界处 B.根管末端的开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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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髓腔的开口处 D.髓室的开口处
E.根管的开口处
【 答案】 A

【 解析】 根管口指髓室底上髓室与根管的移行处 ꎬ所以 A 正确 ꎬ而髄室的开口处 ꎬ髓腔的开

口处 ꎬ根管的开口处的描述不确切 ꎬ所以 C、D、E 不正确 ꎬ根管末端的开口处叫根尖孔 ꎬ所以 B

不正确 ꎬ此题选 Aꎮ

12.位于上颌骨的是
A.额突 B.喙突
C.翼突 D.颞突
E.锥突
【 答案】 A

【 解析】 额突位于上颌骨 ꎬ 因此 A 正确ꎮ 喙突位于下颌骨的下颌支 ꎬ 因此 B 错误ꎮ 翼突位

于蝶骨 ꎬ从蝶骨体和大翼交界处垂直下降 ꎬ分为内板和外板 ꎬ 因此 C 错误ꎮ 颞突位于颧骨 ꎬ 因

此 D 错误ꎮ 锥突位于腭骨 ꎬ因此 E 错误 ꎬ故选 Aꎮ

13.二腹肌中间腱附着于
A.颌骨乳突切迹
C.舌骨体上缘
E.舌骨体与舌骨小角交界处
【 答案】 D

14.关于翼外肌起点的描述正确的是

A.上头起自蝶骨大翼的颌下面和颞下嵴
C.上头起自翼外板的内侧和腭骨锥突
E.上头起自腭骨锥突和上颌结节
【 答案】 D

【 解析】 翼外肌有上、下两头 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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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ꎬ向后外方走行 ꎬ止于髁突颈部的关节翼肌窝、关节囊和关节盘ꎮ 功能 :使下颌骨向前并降

下颌骨ꎮ 本题选 D ꎮ

15.上颌神经属于
A.运动神经 B.交感神经
C.感觉神经 D.副交感神经
E.混合性神经
【 答案】 C

【 解析】 上颌神经属于三叉神经的一 支 ꎬ三叉神经大部分为感觉纤维 ꎬ小部分为运动纤维 ꎬ

不含交感与副交感神经纤维 ꎬ 因此 B、D 错误ꎮ 三叉神经分出三支 ꎬ分别是眼神经、上颌神经和

下颌神经 ꎬ其中眼神经和上颌神经都是感觉神经ꎻ只有下颌神经为混合性神经 ꎬ 因此 C 正确 ꎬE

错误ꎮ 故本题选 C ꎮ

16.三叉神经第三支属于

A.运动神经
C.感觉神经
E.分泌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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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下头起自翼外板的内侧面和腭骨锥突
D.上头起自蝶骨大翼的颞下面和颞下嵴

B.舌骨体下缘
D.舌骨体与舌骨大角交界处

B.交感神经
D.混合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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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D

【 解析】 此题为基本知识题 ꎬ考核三叉神经第三 支的特点 ꎮ 三叉神经的三条神经干分别称

为眼神经、上颌神经和下颌神经 ꎬ前 2 支为感觉神经 ꎬ后者( 第三 支) 为混合性神经 ꎬ含大的感

觉根和小的运动根 ꎮ

17.正常人腮腺及下颌下腺分泌量占总唾液分泌量的
A.75% B.80%

C.85% D.90%

E.95%

【 答案】 D

【 解析】 正常人腮腺和下颌下腺分泌唾液的量占全唾液分泌量的 90% ꎬ所以选 D ꎮ

18.影响咀嚼效率的主要因素是
A.牙的数目多 B.牙的体积大
C.牙排列整齐 D.牙形态正常
E.牙接触面积大
【 答案】 E

【 解析】 影响咀嚼效率最主要的因素为牙齿的功能性接触面积 ꎬ故本题选 E ꎮ

19. 力最小的牙是
A.下颌中切牙 B.下颌侧切牙
C.上颌侧切牙 D.上颌中切牙
E.下颌第一前磨牙
【 答案】 C

【 解析】 力大小顺序 :第一磨牙>第二磨牙>第三磨牙>第二双尖牙>第一双尖牙>尖牙>

中切牙>侧切牙 ꎮ 上颌侧切牙的 力最小 ꎬ所以此题选 C ꎮ

20.汇合形成面后静脉的是

A.面前静脉 ꎬ颞浅静脉 B.颞浅静脉 ꎬ颌内静脉
C.翼静脉丛 ꎬ颌内静脉 D.面前静脉 ꎬ耳后静脉
E.翼静脉丛 ꎬ耳后静脉
【 答案】 B

【 解析】 面后静脉由颞浅静脉和上颌静脉(颌内静脉)在腮腺深面汇合而成 ꎮ 下行分为前 、

后两支 ꎬ前支与面前静脉汇合成面总静脉ꎻ后支与耳后静脉汇合 ꎬ形成颈外静脉ꎮ 故选 B ꎮ

21 .关于关节盘结构的描述 ꎬ正确的是
A.后带无滑膜层覆盖 B.前带是穿孔好发部位
C. 中间带是关节负重区 D.双板区上层止于髁状突后斜面
E.双板区下层止于髁状突前斜面
【 答案】 C

【 解析】 关节盘的后带最厚 ꎬ没血管和神经 ꎬ表面有滑膜覆盖 ꎬ故 A 选项错误ꎮ 前带较厚 ꎬ

有两个附着即题前附着和下颌前附着 ꎬ故 B 选项错误 ꎮ 双板区分上下层 ꎮ 上层止于鼓鳞裂 ꎬ

故 D 选项错误ꎮ 下层止于髁状突后斜面 ꎬ故 E 选项也错误ꎮ 中间带最薄 ꎬ是关节负重区 ꎬ也是
关节盘穿孔好发部位 ꎬ故选 C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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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在下颌骨外侧面可见
A.下颌切迹 B.下颌小舌
C.下颌孔 D.下颌隆突
E.下颌舌骨线
【 答案】 A

【 解析】 下颌骨的外侧面的结构有下颌切迹、正 中联合、颏结节、颏孔 ꎬ咬肌粗隆 ꎬ外斜线 ꎬ

因此 A 正确ꎮ 而下颌舌骨线、下颌小舌、下颌孔、上颏棘、下颏棘、舌下腺窝、二腹肌窝、下颌下
腺窝以及下颌隆突等结构均位于下颌骨的内侧 ꎬ 因此 B、C、D、E 均错误 ꎬ故选 A ꎮ

23.属于上颌中切牙特点的是
A.近中切角为直角 ꎬ远中切角为锐角 B.舌窝浅 ꎬ不明显
C.牙冠由 3 个生长叶组成 D.切嵴位于牙体长轴的唇侧
E.近中面稍短 ꎬ较圆突
【 答案】 D

【 解析】 上颌中切牙近中切角为直角 ꎬ远中切角较圆钝 ꎬ所以不选 A ꎮ 舌面中央凹陷成明

显的舌窝 ꎬ所以不选 B ꎮ 切 1/3 有两条浅的发育沟 ꎬ将唇面分为三份 ꎬ此沟源于三 个生长叶 ꎬ所
以不选 C ꎮ 近中面比远中面稍长 ꎬ所以不选 E ꎮ 切嵴位于牙体长轴的唇侧 ꎬ故本题选 D ꎮ

(24 ~28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咀嚼肌力 B. 力
C.最大 力 D.牙周潜力
E.咀嚼用力
24.哪种力与肌肉横断面积有关
25.哪种力是指牙周组织所能耐受的最大力
26.哪种力又叫咀嚼压力
27.哪种力是指提颌肌收缩时所能发挥的最大力
28.哪种力又称为牙周储备力
【 答案】 A、C、B、A、D

(29 ~ 33 题共用备选答案)

A.穿过棘孔的动脉分支 B.穿过下颌孔的动脉分支
C.穿过眶下孔的动脉分支 D.穿过腭大孔的动脉分支
E.穿过蝶腭孔的动脉分支
29.蝶腭动脉
30.腭降动脉
31 .眶下动脉
32.下牙槽动脉
33.脑膜中动脉
【 答案】 E、D、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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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口腔预防医学

考情分布图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口腔预防医学

绪论 ２ ３ ２ ３ ３

口腔流行病学 ８ ７ ７ ８ ９

龋病预防 １３ １５ １３ １４ １４

牙周病预防 １０ ８ ９ １０ １１

其他口腔疾病的预防 ２ ３ ２ ２ ３

口腔健康促进 １ ２ ２ ３ ２

特定人群的口腔保健 １ ２ ２ ２ １

社区口腔卫生服务 １ １ １ １ ２

口腔医疗保健中的感染与控制 ４ ４ ５ ６ ５

高频考点必背

１ . 口腔流行病学可对人群口腔健康状况进行描述 ꎬ横断面调查是描述性口腔流行病学最
常用的方法 ꎮ

２.描述性流行病学的方法主要有横断面研究、纵向研究和常规资料分析 ꎮ

３
４
.

.

分析
病例

性流行病学包括病例－
－对照研究的特点是观

对照研究
察时间短

和群组研究
、需要研究 对象少 ꎬ适合研究一些病程较长的慢

性病和一些比较少见的疾病 ꎮ

５ .偏倚是由于某些原因造成检查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 ꎬ属于系统读差 ꎬ应该设法防止 ꎬ其
常见的种类有选择性偏倚、无应答偏倚和信息偏倚 ꎮ

６ .临床试验的设计有三个基本原则 ꎬ即随机、对照和盲法ꎮ

７ .在碳水化合物中致龋性最强的是蔗糖ꎮ

８ .抑制龋齿发生效果最好的糖代用品是木糖醇 ꎮ

９ .氟排泄的主要途径是肾ꎮ

１０.一级预防又称病因预防 ꎮ 针对疾病发生的生物、物理、化学、心理和社会因素采取预防
措施 ꎬ消除致病因素 ꎬ防止各种致病因素对人体的危害ꎮ

１１.二级预防又称临床前期预防 ꎬ 即在疾病发生的前期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
治疗 ꎮ

１２.三级预防又称临床预防 ꎬ即对患者及时有效地采取治疗措施 ꎬ防止病情恶化 ꎬ预防并发
症和后遗症 ꎬ尽量恢复或保留口腔功能 ꎮ

１３.对数据进行变量计算时 ꎬ常用的统计指标有平均数、标准差、标准误、可信区间、率、构
成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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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分析计量资料常用平均数 ꎬ它是反映一组性质相同的观察值的平均水平或集中趋势的
统计指标 ꎮ

15.饮用氟化水对恒牙的防龋效果优于乳牙 ꎮ

16.WHO 评价龋病流行程度的标准年龄组是 12 岁 ꎮ

17.氟滴剂适用于 2 岁以下的幼儿ꎮ

18.局部涂氟最初使用氟化钠 ꎬ其优点是该溶液化学稳定性好 ꎬ无特殊异味 ꎬ不刺激牙龈和
不使牙变色 ꎮ

19.窝沟封闭剂的组成成分中 ꎬ树脂基质为主要成分 ꎮ

20.窝沟封闭的适应证有 :①窝沟深 ꎬ特别是可以插入或卡住探针(包括可疑龋) ꎻ②患者其
他牙 ꎬ特别对侧同名牙患龋或有患龋倾向ꎮ

21 .预防性树脂充填类型 A 使用的充填材料是不含填料的窝沟封闭剂 ꎮ

22.将每个受检牙面的软垢或牙石记分相加 ꎬ用以评价人群口腔卫生状况的指数是简化口
腔卫生指数 ꎮ

23.WHO 评价牙周状况的标准年龄组是 15 岁 ꎮ

24.影响牙周病流行的因素包括口腔卫生、吸烟、营养和系统性疾病 ꎮ

25.窝沟封闭的操作可分为清洁牙面、酸蚀 、冲洗和干燥、涂布封闭剂 、固化、检查 6 个
步骤ꎮ

26.窝沟封闭过程中 ꎬ酸蚀剂可为磷酸液或含磷酸的凝胶 ꎬ酸蚀面积应为接受封闭的范围 ꎬ

一般为牙尖斜面的 2/3 ꎮ

27.窝沟封闭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酸蚀后唾液污染 ꎮ

28.窝沟封闭临床效果评价的指标有封闭剂保留率 ꎮ

29.牙周病的二级预防旨在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ꎬ减轻已发生的牙周病的严重程
度 ꎬ控制其发展对局限于牙龈的病变 ꎬ及时采取专业性洁治 ꎬ去除菌斑和牙石 ꎬ控制其进一步
发展ꎮ

30.超声洁治不宜用于放置心脏起搏器的患者 ꎬ不宜用于肝炎、肺结核、艾滋病等传染性疾
病患者 ꎬ对于牙龈炎患者 ꎬ每 6 ~ 12 个月做一次洁治 ꎬ可有效地维护牙周健康ꎮ

31 .常用的控制菌斑的化学制剂包括氯己定、酚类化合物、季铵化合物、血根碱、氟化亚锡、

三氯羟苯醚等 ꎮ

32.社区口腔卫生服务的任务包括 :①提高人群口腔健康水平、改善生活质量 ꎻ②提供基本
口腔卫生服务、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口腔卫生服务需求 ꎻ③营造口腔健康社区ꎻ④保证区
域卫生规划的实施、保证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实施 ꎻ⑤完善
社区口腔卫生服务机构的功能 ꎮ

33.艾滋病可通过性接触、血液或血液制品以及母婴传播 ꎮ

34.艾滋病的口腔常见病损包括 :①口腔毛状白斑 ꎻ②口腔念珠菌病 ꎻ③卡波西肉瘤 :④非
霍奇金淋巴瘤 ꎮ

35.梅毒是感染梅毒螺旋体导致的疾病 ꎬ可分为获得性与先天性两类 ꎮ

36.临床医疗在处理医疗废物时设置三种颜色的废物袋 ꎬ黑色袋装生活废物 ꎬ黄色袋装除
了尖锐性物品外的医疗废物 ꎬ红色袋装放射性废物ꎮ

37.牙膏的基本成分包括摩擦剂、洁净剂、润湿剂、胶黏剂、防腐剂、甜味剂、芳香剂、色素
和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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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牙膏中的 12-烷基硫酸钠是洁净剂 ꎮ

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5+2+1 ”

39.牙膏中润湿剂的作用是保持湿润 ꎬ防止接触空气而硬化 ꎬ并使剂型保持稳定 ꎬ常用的有
甘油、聚乙二醇和山梨醇 ꎬ这些制剂需要防腐 ꎬ以便阻止微生物生长ꎮ

40.牙膏的主要作用是摩擦清除菌斑 ꎮ

41 . 巴斯刷牙法能去除龈缘附近与龈沟内的牙菌斑 ꎬ特别是邻间区 ꎬ牙颈部与暴露的根面
区 ꎬ适用于所有人群以及实施过牙周手术的患者 ꎮ

42.Fones 刷牙法操作比较容易 ꎬ最易为年幼儿童学习理解和掌握 ꎮ

43. 口腔癌发生与嚼槟榔时间、滞留时间呈正相关 ꎬ最常发生的部位是颊部 ꎬ患颊癌的危险
性是不嚼槟榔的 7 倍 ꎮ

44.妊娠 4 ~6 个月是治疗口腔疾病的适宜时期 ꎬ但也应注意在保护措施下拍照 X 线片 ꎬ不
要直接照射盆腔和腹部 ꎮ

45.儿童 1 岁以后应进行 1 次常规的口腔检查 ꎮ 检查有无龋齿、牙龈及口腔软组织健康状
况、牙列和咬合情况以及牙发育情况等 ꎬ并建立幼儿口腔健康档案ꎮ

46.残疾人口腔保健服务内容包括 :①适当应用氟化物 ꎻ②尽早进行窝沟封闭 ꎻ③减少糖与
甜食摄取 ꎻ④定期口腔检查 ꎮ

47.社区卫生服务的特点包括 :① 以健康为中心ꎻ② 以人群为对象 ꎻ③ 以为家庭为单位 ꎻ

④以基层卫生保健为主要内容 ꎻ⑤提供综合服务 ꎻ⑥提供协调性服务 ꎻ⑦提供可及性服务 ꎮ

48.护牙托的作用是 :①保护牙齿和口内其他组织 ꎬ如牙龈、颊和唇 ꎻ②防止颌骨骨折 ꎬ特别
是保护颞下颌关节 ꎻ③预防外力对颅脑的冲击伤害 ꎬ降低脑震荡发生的可能 ꎻ④增强运动员的
安全感 ꎮ

49.护牙托分为三类 :①预成类是固位及防护效果欠佳的成品护牙托 ꎻ②口内成型类是具
有一定固位及防护功能的半成品护牙托 ꎻ③个别制作类是由牙医根据需保护者的牙齿模型进
行加工制作的护牙托 ꎬ其固位及防护效果最佳 ꎬ是目前应用比较多的一种类型 ꎮ

50.1981 年 ꎬWHO 制定的口腔健康标准是 “ 牙齿清洁、无龋洞、无疼痛感 ꎬ牙龈颜色正常 、

无出血现象 ” ꎮ

51 .健康促进的领域主要有 5 个方面 :①制定健康的公共政策 ꎻ②创建支持性环境 ꎻ③强化
社区行动 ꎻ④调整卫生服务方向 ꎻ⑤发展个人技能 ꎮ

52. 口腔健康教育的任务主要有以下 5 个方面 :①提高社会人群口腔预防保健的知识水
平 ꎻ②深化口腔健康教育内容 ꎬ扩大教育面 ꎻ③引起社会各方人员对口腔健康问题的关注 ꎻ④争
取各级行政领导与卫生行政领导的支持 ꎻ⑤传递最新的科学信息 ꎮ

历年真题5年

1 .患者 ꎬ男 ꎬ13 岁ꎮ 正畸治疗过程中 ꎬ医生建议他使用氟化凝胶防龋 ꎬ 目前普遍使用的氟化
凝胶的含氟成分是

A.单氟磷酸钠 B.酸性磷酸氟
C.氟化亚锡 D.氟化胺
E.氟化钠
【 答案】 B

【 解析】 含氟凝胶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局部用氟方法 。 主要使用酸性磷酸氟 ꎬ供专业

人员使用的含氟浓度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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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牙周疾病二级预防的内容
A.义齿修复缺失牙 B.专业性洁治
C.去除菌斑和牙石 D.去除不良修复体
E.治疗食物嵌塞
【 答案】 A

【 解析】 二级预防指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ꎬ减轻已发生的牙周病的严重程度 ꎬ控
制其发展 ꎮ 对局限于牙龈的病变 ꎬ及时采取专业性洁治 ꎬ去除菌斑和牙石 ꎬ控制其进一步发展ꎮ

用 X 线检查法定期追踪观察牙槽骨情况 ꎬ根据情况采取适合的治疗 ꎬ如洁治、根面平整或手术
治疗等 ꎮ 去除促进牙周病发展的刺激因素 ꎬ如去除不良修复体、治疗食物嵌塞、充填邻面龋损
等 ꎬ牙周组织的健康状况可得到显著改善ꎮ 二级预防的效果是在一级预防基础上取得的 ꎬ其后
期效果与患者是否能长期坚持各种预防措施有关 ꎮ 选项 A 属于三级预防

3.12 岁儿童从饮水含氟量 0.3× 10-6 地区 ꎬ迁居到饮水含氟量 1 .2× 10-6

地区 ꎮ 氟牙症发生的可能性为
A.0 B.25%

C.50% D.75%

E.100%

【 答案】 A

【 解析】 由高氟地区迁入低氟地区会导致 发生

氟牙症 迁入高氟地区则 氟牙症ꎮ

4.乳磨牙最适宜做窝沟封闭的年龄是
A.1 ~2 岁 B.3 ~4 岁
C.7 ~ 8 岁 D.4 ~5 岁
E.9 ~ 10 岁
【 答案】 B

【 解析】 窝沟封闭的时间一般是乳磨牙在 3 ~ 4 岁 ꎬ 第 一 恒磨牙在 6 ~ 7 岁 ꎬ 第二恒磨牙在

11 ~ 13岁为最适宜封闭的年龄ꎮ 所以本题选 B ꎮ

5.通过刷牙不能有效地达到
A.去除牙颈部的牙垢与菌斑 B.去除龈沟内的牙垢与菌斑
C.去除颌面的食物残渣 D.去除牙邻面的牙垢与菌斑
E.按摩牙龈 ꎬ增强牙周组织的抗病能力
【 答案】 D

【 解析】 刷牙是控制菌斑的基本方法 ꎬ刷牙的目的在于清除牙面和牙间隙的菌斑、软垢与

食物残渣 ꎬ所以 A、B、C 均是刷牙的作用ꎮ 刷牙还可以减少口腔细菌和其他有害物质 ꎬ 防止牙

石的形成 ꎮ 而且正确的刷牙方法能按摩牙龈ꎮ 增强牙周组织的抗病能力 ꎬ故 E 也是正确的ꎻ

而刷毛无法刷到牙邻面 ꎬ故 D 不正确 ꎮ 单纯的刷牙能去除 50%的菌斑ꎮ

6.地方性氟中毒的氟源除饮水外 ꎬ还有
A.茶 B.药物
C.消毒剂 D.洗涤剂
E.生活燃煤
【 答案】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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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燃烧含氟高的生活燃煤 ꎬ使空气中的氟含量大大升高 ꎬ成为某些地区居民摄氟的

主要途径 ꎮ

7.世界卫生组织规定龋病的患病水平是以多少岁时的龋均作为衡量标准
A.8 岁 B.9 岁
C.14 岁 D.10 岁
E.12 岁
【 答案】 E

【 解析】

龋均 等级

0.0 ~ 1 .1 很低

1 .2 ~2.6 低

2.7 ~4.4 中

4.5 ~ 6.5 高

6.6 以上 很高

8.可能发生龋病的危险信号
A.致龋菌数量变化

C.菌斑内酸性产物量
E.唾液缓冲能力
【 答案】 B

【 解析】 牙龈出血不是龋敏感试验ꎮ

9.Kappa 值为 0.61 ~0.80 时可定为

A.完全不可靠
C.可靠度中等
E.完全可靠
【 答案】 D

B.牙龈出血

D.菌斑内及唾液内 pH 值 ꎬ糖代谢反应

B.可靠度不合格
D.可靠度优

【 解析】 ꎮ

A.低氟区饮水氟含量 B.低氟区氟牙症指数
C.低氟区 12 岁儿童龋均 D.低氟区饮食习惯
E.低氟区季节、气温变化
【 答案】 D

【 解析】 饮水加氟与否及加氟浓度的制定应依据患龋情况 ꎬ 氟牙症流行情况 ꎬ 水氟浓度与

饮水量而定 ꎮ 季节、气温会影响饮水氟浓度ꎮ

11 .根据老年口腔健康的目标 ꎬ老年人口腔内至少要保持

A.24 颗功能牙 B.22 颗功能牙
C.20 颗功能牙 D.15 颗功能牙
E.12 颗功能牙
【 答案】 C

【 解析】 指 80 岁老人嘴里至少有 20 颗功能牙 ꎮ 目标中规定老年人口腔中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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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保持 20 颗功能牙ꎮ

12.学校饮水氟化时 ꎬ饮水氟浓度可以为饮水氟适宜浓度的
A.相同浓度 B.2.5 倍
C.4.5 倍 D.5.5 倍
E.6.5 倍
【 答案】 C

【 解析】 由于在学校饮用加氟饮水仅为部分时间 ꎬ且此时恒牙冠已发育完成 ꎬ造成氟牙症

的可能性降低 ꎬ 因此可以适当提高水氟浓度 4.5 倍ꎮ

13.婴儿口腔清洁法操作哪项是 的

A.每次喂奶之后 ꎬ用清洁纱布裹于手指或指套牙刷轻柔擦洗口腔组织及牙龈
B.第一颗牙萌出后用儿童牙刷帮助刷牙

C.预防奶瓶龋 ꎬ喂不含蔗糖的饮料与流食

D.喂药或其他营养品后应用清洁水帮助洁牙
E.针对某些危险因素保持一定的预防
【 答案】 B

【 解析】 一般儿童全部乳牙萌出后才可用牙刷刷牙 ꎮ

14.哪一种氟水平被看作监测氟摄入量的最佳指标之一
A.发氟水平 B.尿氟水平
C.指甲氟水平 D.唾液氟水平
E.泪液氟水平
【 答案】 B

【 解析】 长期摄入一定量的氟 ꎬ尿氟的浓度会与机体摄入的氟形成稳定的关系 ꎮ 氟的排除

主要是通过肾脏 ꎬ其次是粪便、汗腺、泪腺和头发等ꎮ

15.氟的防龋机制 包括
A.降低釉质的溶解性 B.促进再矿化
C.杀灭致龋菌 D.抑制细菌酶活性
E.影响牙齿外形
【 答案】 C

【 解析】 较高浓度的氟可以杀灭致龋菌 ꎬ用于防龋的氟浓度不足以杀灭细菌 ꎮ

16.有人调查 ꎬ我国口腔医务工作者中 ꎬHBV 血清阳性率为
A.5%左右 B.10%左右
C.15%左右 D.20%左右
E.25%左右
【 答案】 E

【 解析】 口腔医务人员 HBV 血清阳性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 ꎮ 约占 25% ꎮ

17. 口腔健康调查目的的描述哪项是 的
A.查明口腔疾病特定时间内的发生频率和分布特征及流行规律
B.了解和分析影响口腔健康的有关因素

C.为探索病因 ꎬ建立和验证病因假说 ꎬ并为指导和改进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D.选择预防保健措施和评价预防保健措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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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估价治疗与人力需要
【 答案】 C

【 解析】 口腔健康调查是横断面调查 ꎬ只能提供病因假说 ꎬ不能为改进临床治疗提供依据ꎮ

18.唇腭裂分布出现差异的原因是

A.气候 B.饮食
C.生活习惯 D.常见病种类
E.原因不明
【 答案】 E

【 解析】 唇腭裂的发病原因不确定 ꎬ故其分布与 A、B、C、D 无关ꎮ

19.氟化物对微生物的作用哪项是错误的
A.抑制细菌生长
C.抑制细菌摄入葡萄糖
E.直接杀灭细菌
【 答案】 E

【 解析】 仅高浓度的氟化物有杀菌的作用 ꎮ

20. 口腔健康调查的步骤包括

A.收集资料、整理资料、总结资料
C.收集资料、待查资料
E.收集资料、进行统计学处理
【 答案】 B

B.抑制与细菌糖酵解和细胞氧化有关的酶
D.抑制细菌产酸

B.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分析资料
D.收集资料、总结资料、制定措施

【 解析】 三者缺一不可ꎮ 并按一定顺序进行ꎮ

21 .在实施这项试验时 ꎬ试验组受试者饮用含氟水 ꎬ而对照组受试者饮用不含氟的水 ꎬ这种
对照是

A. 阳性对照 B.阴性对照
C.空白对照 D.交叉对照
E.历史对照
【 答案】 B

【 解析】 用含氟量不一样的含氟水做比较叫阳性对照 ꎬ一组用氟一组不用叫阴性对照 ꎬ一
组用含氟量的水一组用安慰剂叫安慰剂对照 ꎬ一组用含氟量的水一组什么也不用叫空白对照 ꎮ

此题要求考生掌握口腔临床试验对照组的设置方法 ꎮ 口腔临床试验对照组的设置方法有阳性
对照、阴性对照、安慰剂对照、空白对照、交叉对照、历史对照和潜在对照等 ꎮ 阳性对照以标准
方法或常规方法做对照 ꎬ空白对照不使用任何措施 ꎬ交叉对照在试验的不同时期须交换干预措
施 ꎬ历史对照以过去发生的事件做对照 ꎮ 本题中对照组的饮用水除没有氟化物以外 ꎬ其他均与
试验组相同 ꎬ所以是阴性对照ꎮ 因此答案 B 正确ꎮ

22.有关这项试验 ꎬ最少要持续多长时间
A.2 个星期 B.2 个月
C.2 年 D.5 年
E.10 年
【 答案】 C

【 解析】 此题要考生熟悉常用口腔临床试验的周期 ꎬ一项龋病预防临床试验的周期至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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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2 年 ꎬ 因为龋病从发生到形成龋洞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 ꎬ所以目前在观察
时 ꎬ 国际上习惯采用 时间ꎮ 因此答案 C 正确ꎮ 的效果观察可以

ꎮ

23.当一种疗效可以延长患者生命 ꎬ但不能治愈疾病 ꎬ这样在人群中
A.该病的发病率会上升 B.该病的患病率会升高
C.该病的发病率、患病率都会升高 D.该病的患病率会降低
E.该病的发病率会降低
【 答案】 B

【 解析】 患患者群不断上升 ꎬ患病率增高ꎮ 发病率不在题干考虑范围ꎮ

24.生产环境中易引起职业中毒的毒物形式主要是
A. 固态、液态、气态或气溶胶 B. 固态、液态
C.液态、气态 D.气态、气溶胶
E. 固态、气态或气溶胶
【 答案】 D

【 解析】 生产环境中不同的毒物形式对人体造成的危害往往是不同的 ꎬ 气态或气溶胶是最

容易造成中毒的形式 ꎮ

25.龋病发病率是

A.在一定时期内 ꎬ人群中患龋病的频率
B.在一定时期内 ꎬ某人群新发生龋病的频率
C.人群中新发生龋病占全部龋病的百分率

D.在一定时期内 ꎬ某患龋患者群中新发生龋病的频率
E.人群中龋齿占龋、失、补的比例
【 答案】 B

【 解析】 龋病发生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 ꎬ某人群患龋病的频率 ꎬD 项把人群限定在 " 患龋患

者群" ꎬ而发病率是指全体受检人群中新发生龋病的频率 ꎬ 因此答案 D 也是错的ꎮ

26. 口腔医疗保健中由接触传播的主要疾病是
A.水痘 B.麻疹
C.流行性腮腺炎 D.念珠菌病
E.病毒性肝炎
【 答案】 E

【 解析】 水痘、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念珠菌病分别由水痘病毒、麻疹病毒、流行性腮腺炎病

毒和白色念珠菌经由空气传播感染 ꎬ病毒性肝炎是由于接触相应的肝炎病毒引起感染 ꎮ

27. 口腔健康促进
A.行政干预 B.经济支持
C.组织保证 D.教育方法
E.卫组指导
【 答案】 D

【 解析】 教育方法属于口腔健康教育的范畴而不包括在健康促进的各项措施之内 ꎮ

28.我国现行水质标准氟浓度为

A.0.5- 1 ppm B.1 .0- 1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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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 ~ 1 .0 ppm D.1 ~2 ppm

E.2ppm

【 答案】 C

【 解析】 现行水质标准氟浓度(0.5 - 1)× 10 -6 饮水的适宜氟浓度一般应保持在 0.7 ~ 1mg/L

29.磷酸作为牙釉质酸蚀剂常用浓度是
A.10% ~20% B.20% ~ 30%

C.30% ~40% D.40% ~50%

E.50% ~60%

【 答案】 C

【 解析】 研究表明 30% ~40%的磷酸使牙釉质表层丧失最小而酸蚀深度最大 ꎬ乳牙有机质
含量多于恒牙 ꎬ有较强耐酸力 ꎬ需增加酸蚀时间ꎮ 酸蚀面积 :牙尖斜面的 2/3 ꎮ 酸蚀时间 :恒牙

20 ~ 30 秒 ꎬ乳牙 60 秒ꎮ 酸蚀牙面干燥后呈白色雾状外观( 白垩色) 注意 :操作中要确保酸蚀牙
面不被唾液污染 ꎬ是窝沟封闭成功的关键 ꎮ

30.常用来描述牙周状况的是
A.DMFT B.dm fs

C.CPI D.Dean 指数
E.DMFS

【 答案】 C

【 解析】 CPI 的意义为社区牙周指数 ꎬ不仅反映牙周组织的健康情况 ꎬ也反映牙周的治疗需

要情况ꎮ

31 .预防口腔医学的定义是
A.结合牙医学会分支学科中具体的预防问题而采取的措施

B.结合牙医学会分支学科中具体的预防问题 ꎬ而在口腔公共卫生方面进行的主要活动
C.以国家总体预防牙科卫生政策为指导而采取的口腔预防活动

D.结合牙医学会分支学科中具体的预防问题 ꎬ 以国家总体预防牙科卫生政策为指导而采
取的口腔预防活动

E.结合牙医学会分支学科中具体的预防问题 ꎬ为了执行国家总体预防牙科卫生政策而在
口腔公共卫生方面进行的主要活动

【 答案】 E

【 解析】 结合牙医学会分支学科中具体的预防问题 ꎬ为了执行国家总体预防牙科卫生政策

而在口腔公共卫生方面进行的主要活动

32.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冠龋诊断标准是
A.牙釉质上的白斑、着色的不平坦

B.底部发软的病损、釉质潜在损害或沟壁软化者
C.探针可插入的着色窝沟但底部不发软
D. 中到重度氟牙症所造成的牙釉质上硬的凹陷
E.牙冠颜色的改变
【 答案】 B

【 解析】 底部 的病损、釉质潜在损害或沟壁软化者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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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第二恒磨牙窝沟封闭的适宜年龄为
Ａ.６~７ 岁 Ｂ.１３~１５岁
Ｃ.１１~１３岁 Ｄ.７~９ 岁
Ｅ.９~１１岁
【 答案】 Ｃ

【解析】 窝沟封闭时间 :乳磨牙 ３ ~４ 岁ꎻ第一恒磨牙 ６~７ 岁ꎻ第二恒磨牙 １１~ １３岁ꎮ

３４.某学生在口腔检查时发现牙龈因炎症有颜色改变 ꎬ无肿胀或水肿 ꎬ探诊后出血 ꎬ根据龈
沟出血指数标准它的记分为

Ａ.２分 Ｂ.３ 分
Ｃ.５ 分 Ｄ.１分
Ｅ.４分
【 答案】 Ａ

【 解析】

３５.患者 ꎬ１２岁 ꎬ全口牙齿均呈均匀灰色 ꎬ个别牙齿表面釉质缺损ꎮ 如何预防
Ａ .梅毒患者在妊娠后 ４ 个月内行抗梅毒治疗
Ｂ .居住地饮用水含氟量限制在 ０.５~ １ .０ｐｐｍ
Ｃ .妊娠期、哺乳期妇女和 ８ 岁以下儿童不宜用四环素类抗生素

Ｄ .给在牙发育矿化期儿童补足营养
Ｅ .使用免疫调节剂 ꎬ提高免疫力
【 答案】 Ｃ

【 解析】 预防四环素牙的发生 ꎬ 妊娠期、哺乳期妇女和 ８ 岁以下儿童不宜用四环素类抗

生素ꎮ

３６.需要了解人群口腔卫生知识和行为习惯 ꎬ应采取

Ａ .问卷调查 Ｂ .菌斑染色
Ｃ .识别保健牙刷 Ｄ .现场考试
Ｅ .个别提问
【 答案】 Ａ

【 解析】 问卷调查主要包括口腔卫生知识、态度与信念 ꎬ行为与实践 ꎮ 如 :个人口腔卫生、

刷牙与牙刷、牙膏选择、刷牙习惯、龋病与牙周病、预防意识与就医行为 ꎮ

３７.２００３年检查某班 １３岁学生 ５０名 ꎬ其中患龋病者 ３０名 ꎬ２ 年后再对这 ５０名学生检查 ꎬ

发现其中 １０名学生有新的龋损 ꎬ则这班学生 ２ 年的龋病发病率为
Ａ.２０％ Ｂ.３０％
Ｃ.４０％ Ｄ.５０％
Ｅ.６０％
【 答案】 Ａ

【 解析】 龋病的发病率＝某人群新发生龋病的频率/首检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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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在给幼儿园老师上口腔保健课时 ꎬ特别强调了氟化物对儿童口腔保健的重要性 ꎬ因为

A.氟是人体正常代谢所需的微量元素
C.低氟区儿童出生后就应补充氟
E.以上都是
【 答案】 E

39.与口腔癌发生有关的维生素主要是

A.维生素 A

C.维生素 D

E.维生素 B

【 答案】 A

B.氟是促进牙齿健康的必需微量元素
D.局部用氟是重要的防龋措施

B.维生素 C

D.维生素 E

【 解析】 口腔癌与营养不良有关 ꎬ与缺乏维生素 A 有关 ꎬ 因为维生素 A 有维持上皮正常结

构和机能的作用 ꎬ维生素 A 缺乏可引起口腔黏膜上皮增厚、角化过度而与口腔癌的发生有关 ꎬ

人口统计学研究显示摄入维生素 A 低的国家口腔癌发病率高 ꎮ

40.研究人员准备在某城市开展氟化饮水的试点研究 ꎬ该城市的饮水氟浓度为 0.3 mg/L ꎮ

饮水氟化后 ꎬ仍可使用的氟防龋措施是
A.氟片 B.氟滴剂
C.氟化牙膏 D.氟化食盐
E.饮水中含氟后 ꎬ不能再使用任何氟防龋措施
【 答案】 C

【 解析】 氟化牙膏可以配合饮水氟化使用ꎮ 6 岁 ~ 成人 1 g 含氟浓度>1 000 mg/kgꎻ3 ~ 6 岁

儿童 ꎬ约黄豆大小(0.5 g) ꎮ

41 .下列哪项不属于口腔健康促进包含的领域

A.预防 B.生活方式
C.治疗 D.健康教育
E.政策支持
【 答案】 C

【 解析】 口腔健康促进有 7 个主要领域 :预防ꎻ生活方式ꎻ预防性政策ꎻ决策者教育ꎻ健康教

育 ꎬ健康保护ꎻ政策支持ꎮ

42.窝沟封闭时 ꎬ酸蚀应用的最佳磷酸浓度是
A.10% ~20% B.20% ~ 30%

C.30% ~40% D.40% ~50%

E.60%以上
【 答案】 C

【 解析】 窝沟封闭时 ꎬ酸蚀应用的 ꎮ

43. 口腔健康促进的基础是
A.一级预防 B.二级预防
C.三级预防 D.社区预防
E.高危及易感人群的特殊预防
【 答案】 A

【 解析】 口腔健康促进的原则 :①一级预防是基础 ꎮ ②医务人员是主导 ꎮ ③重视社区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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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进 ꎮ

44.对口腔流行病学的主要作用描述哪项是错误的
A.描述人群口腔健康与疾病状态的分布规律 B.研究口腔疾病的病因和影响流行的因素
C.研究疾病预防措施并评价其效果 D.用于指导疾病的监测和治疗
E.制订口腔卫生保健规划并评价其进展
【 答案】 D

【 解析】 口腔流行病学的作用 :

①描述人群口腔健康与疾病状态的分布规律 ꎻ②研究口腔疾病的病因和影响流行的因素 ꎻ

③用于研究疾病预防措施并评价其效果 ꎻ④用于口腔疾病监测ꎻ⑤制订口腔卫生保健规划并评
价其进展 ꎮ

45.急性氟中毒抢救处理的不恰当方法是
A.催吐 B.补钙
C.补液 D.洗胃
E.人工呼吸
【 答案】 E

【 解析】 急性氟中毒的主要症状是恶心、呕吐、腹泻甚至肠道出血、血钙平衡失调、肌肉痉

挛、虚脱、呼吸困难ꎻ重者引起心、肝、肾器质性损害 ꎬ以至昏迷ꎮ 急性氟中毒的患者可在

ꎬ这一关键时期是非常短的 ꎮ 急性氟中毒的急救处理原则是 :

催吐、洗胃、口服或静脉注射钙剂、补盐、补液以及对症治疗ꎮ

46.龋活性实验的目的和意义包括
A.检测个体与人群可能发生龋病危险因素的敏感程度
B.是一种预测性检测
C.可为预防措施的确定提供信息
D.对高危人群龋病的预防和控制有一定作用
E.以上均包括
【 答案】 E

【 解析】 龋活性实验可检测个人与人群可能发生龋病危险因素的敏感程度 ꎮ 它是一种预

报性检测 ꎬ可为防龋措施的制订提供信息 ꎮ 特别是对高危人群龋病的预防和控制有一定意义ꎮ

47.多数口腔癌患者的血清中何种维生素含量很低
A.维生素 C B.维生素 B

C.维生素 D D.维生素 E

E.维生素 A

【 答案】 E

【 解析】 口腔癌与营养不良有关 ꎬ与缺乏维生素 A 有关 ꎬ 因为维生素 A 有维持上皮正常结

构和机能的作用 ꎬ维生素 A 缺乏可引起口腔黏膜上皮增厚、角化过度而与口腔癌的发生有关 ꎬ

人口统计学研究显示摄入维生素 A 低的国家口腔癌发病率高 ꎮ

48.确定氟区饮水是否加氟的条件因素不包括
A.低氟区饮水氟含量 B.低氟区氟牙症指数
C.低氟区 12 岁儿童龋均 D.低氟区饮食习惯
E.低氟区季节、气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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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D

【 解析】 在进行人工饮水加氟时 ꎬ应综合考虑 ꎬ不能单纯以饮水自然氟含量为依据 ꎬ应参考
当地龋病患病水平和氟牙症指数才能对饮水氟化的效果、安全性、可行性作出初步评价 ꎮ 基本
原则包括 :①饮水的适宜度 : 浓度 一 般应保持在 0. 7 ~ lmg/L 之内 ꎮ ② 低氟区饮水含氟在
0.5mg/L以下 ꎬ在考虑加氟前 ꎬ应首先调查该地区氟牙症的流行情况 ꎮ 如果氟牙症指数在 0.6

以上 ꎬ则无加氟的必要 ꎮ ③饮水氟含量在 0.5mg/L 以下 ꎬ 氟牙症指数低于 0.6 时 ꎬ可结合龋病
的发病情况决定 ꎮ 应以 12 岁儿童的龋均为标准 ꎬ如果超过 1DMFT ꎬ可酌情适当增加饮水氟浓
度 ꎬ如 DMFT 很低 ꎬ则可考虑其他预防措施 ꎮ ④饮水氟含量超过 1 .5mg/L ꎬ 则应采取措施消除
过量的氟 ꎬ但饮水含氟量在 1 .5mg/L 以下 ꎬ而氟牙症指数超过 1 时 ꎬ应找出原因 ꎬ采取措施 ꎬ减
少氟的摄入量 ꎮ ⑤饮水含氟量应按季节、气温的变化进行调整 ꎮ ⑥自来水加氟需要严格的管
理和检测系统 ꎬ保证安全有效ꎮ

49.妊娠期口腔预防的重点是
A.龋病 B.牙龈炎
C.牙周炎 D.磨损
E.牙创伤
【 答案】 B

【 解析】 妊娠期妇女的口腔卫生问题 :妊娠期间激素改变 ꎬ 可改变组织反应 ꎬ 口腔软组织

( 牙龈)容易发生炎症 ꎬ这是预防的重点ꎮ

50." 社区牙周指数" 不包括
A.牙龈出血 B.牙槽骨吸收
C.牙结石 D.浅牙周袋
E.深牙周袋
【 答案】 B

【 解析】 社区牙周指数(CPI)检查项目有牙龈出血、牙石和牙周袋深度 ꎮ WHO 规定 :①每
个区段内必须有 2 颗或 2 颗以上功能牙 ꎬ并且无拔牙指征 ꎬ该区段才做检查ꎮ 成年人的后牙区
段 ꎬ有时缺失一颗指数牙或有拔牙指征 ꎬ则只检查另一颗指数牙ꎮ 如果一个区段内的指数牙全
部缺失或有拔牙指征时 ꎬ则检查此区段内的所有其余牙 ꎬ以最重情况记分ꎮ 每颗指数牙的所有
龈沟或牙周袋都须检查到 ꎮ ②每个区段两颗功能牙检查结果 ꎬ ꎮ ③以六个区
段中最高的记分作为个人 CPI 分值 ꎮ ④15 岁以下者 ꎬ 因相同原因 ꎬ也只检查以上 6 颗指数牙 ꎬ

并且只检查牙龈出血和牙石情况 ꎬ不检查牙周袋深度 ꎮ

51 .点隙裂沟龋较平滑面龋发生早、病变深的原因包括
A.解剖形态易于细菌聚集和生殖
B.深度不能直接为患者与专业人员清洁所达到

C.点隙裂沟被有机物所阻挡 ꎬ局部氟不易进入
D.点隙裂沟可能接近釉牙本质界 ꎬ覆盖在牙本质上的牙釉质层较薄
E.以上均是原因
【 答案】 E

【 解析】 窝沟龋位于磨牙、前磨牙咬合面、磨牙颊面沟和上颌前牙舌面的龋损 ꎮ 窝沟龋损

呈锥形 ꎬ底部朝牙本质 ꎬ尖向釉质表面ꎮ 有些龋损的釉质表面无明显破坏 ꎬ具有这类临床特征

的龋损又称潜行性龋 ꎮ 这样深的窝沟内很容易藏匿食物残渣和细菌 ꎬ 而即使是最细的牙刷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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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也有 0.2 mm 左右 ꎬ 因此很难通过漱 口刷牙使窝沟清沽ꎮ 深处的窝沟由于得不到清理 ꎬ为
细菌提供了生长繁殖的生态环境 ꎬ细菌代谢产酸 ꎬ侵蚀窝沟底及壁部 ꎬ久之造成釉质脱矿 ꎬ形成
窝沟龋 ꎬ 由于窝沟底部牙釉质厚度较光滑面薄 ꎬ 窝沟龋容易迅速波及牙本质甚至牙髓腔 ꎮ 因
此 ꎬ窝沟龋具有易患龋且发展迅速的特点ꎮ

52.一般成人摄氟量的多少由尿排出
A.20% ~40% B.30% ~50%

C.40% ~60% D.50% ~70%

E.60% ~ 80%

【 答案】 C

【 解析】 肾脏是氟排泄的主要途径 ꎬ一般成人摄氟量的 由尿排出 ꎮ 其他排泄通

道 :粪便 ꎬ汗腺 ꎬ泪腺头发ꎮ 粪便 :12.6% ~ 19.5% ꎬ汗腺 :7% ~ 10% ꎮ

53.下列哪种材料为窝沟封闭剂的主要成分
A.树脂基质 B.稀释剂
C.引发剂 D.辅助剂
E.以上均不是
【 答案】 A

【 解析】 窝沟封闭剂 :用于预防性封闭牙齿釉质窝沟的材料 ꎬ 以预防龋齿的发生 ꎮ 常用的
为树脂基质窝沟封闭剂 ꎬ 由树脂基质、稀释剂、阻聚剂和引发剂等组成 ꎬ 以树脂基质为主要成

分 ꎬ又称 ꎮ

54.讨论用流行病学方法研究口腔疾病流行因素和病因时 ꎬ应该选用的方法是
A.研究应以纵向调查资料为基础 B.先提出危险因素假设
C.用调查资料就可推断和验证 D.研究需以横断面调查研究为基础
E.龋病病因学说是用流行病学方法得出的
【 答案】 D

【 解析】 横断面研究又称为现况调查 ꎬ调查目标人群中某种疾病或现象在某一特定时间上

的情况 ꎮ 作用主要是了解疾病的患病情况和分布特点 ꎬ 以便制订预防措施和为研究病因提供

线索ꎮ

55.某一社区居民的龋病患病率高 ꎬ拟对他们进行龋活性试验 ꎬ检测变形链球菌数量的方
法是

A.Snydei 试验 B.Dentocul t-LB 试验

C . Cariostat 试 验 D . Dentocult SM 试 验
E.Deutobuff Str ip 试验
【 答案】 D

【 解析】 DeutobuffStrip 试验为酸性状态的指示条 ꎬ 为测量 ꎬ 所以 E 不选 ꎮ

Snyder 试验为根据菌斑主酸能力的 来判断龋活性 ꎬ 所以 A 不选 ꎮ Dentocult-LB 主要观察
在唾液及菌斑内每毫升菌落的数量判断龋危险性 ꎬ所以 B 不选 ꎮ Cariostat 试验检测

牙表面菌斑内 产酸能力 ꎬ所以 C 不选 ꎮ 变链菌附着法 ꎬ 即 Dentocult SM 试验 ꎬ此方法是
利用 对选择培养基管壁的黏附性 ꎬ估计唾液中变链菌数 ꎬ所以 D 正确ꎮ

56.某学龄儿童采用 0.05%NAF 漱口水预防龋齿 ꎬ其使用方法应为
A.每月含漱 1 次 ꎬ每次 10 mL ꎬ含漱 1 分钟 B.每周含漱 1 次 ꎬ每次 10 mL ꎬ含漱 1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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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每天含漱 1 次 ꎬ每次 10 mL ꎬ含漱 1 分钟 D.隔周含漱 1 次 ꎬ每次 10 mLꎬ含漱 1 分钟
E.隔天含漱 1 次 ꎬ每次 10 mLꎬ含漱 1 分钟
【 答案】 C

【 解析】 氟化钠漱口水的浓度常用的为 0.05%和 0.2%两种 ꎮ

一般来说 ꎬ浓度越高应用间隔越长 ꎬ 因此 C 正确ꎮ

57.某老年人牙龈退缩的牙面中未患龋牙面有 40 个 ꎬ患根面龋的牙面有 10 个 ꎬ 因根龋充
填的牙面 10 个 ꎬ则该老年人根龋指数约为

A.20% B.25%

C.33% D.37%

E.40%

【 答案】 C

【 解析】 根龋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口腔中的根龋面数(根龋和因根龋而充填) 除以牙龈退缩

的牙面数再乘以 100% ꎮ 10+10/40+10+10×100% ꎮ

58.某地食品厂工人龋均为 7.62 ꎬ明显高于钢铁厂工人的 2.34 ꎮ 口腔保健人员经调查后认
为其主要原因是

A.食品工人的工作环境好
B.食品工人的食糖品种不同于钢铁工人
C.食品工人的食糖频率高于钢铁工人
D.食品工人的口腔健康知识不如钢铁工人多
E.钢铁工人的口腔卫生习惯比食品工人高
【 答案】 C

【 解析】 龋齿的发病原因有宿主、时间、细菌及食物ꎮ 而食物中蔗糖的影响最大 ꎬ而进食的

频率对龋均的影响较为显著 ꎮ

59.看见医生每接诊一位患者都会更换了手套就认为防护措施做得比较好 ꎬ其实除了更换
手套外还应当进行

A.接诊每位患者前后洗手 B.接诊每位患者后洗手
C.接诊每位患者后换手套 D.接诊每位患者前洗手
E.戴手套接诊后洗手 ꎬ再换手套
【 答案】 A

【 解析】 细菌在密闭的环境中生长很快 ꎬ取脱手套的过程可能造成交叉感染 ꎬ 医生在接诊

每位患者前必须洗手再戴好手套 ꎮ

60.龈沟液最常用的采集方法是
A.龈沟冲洗法 B.滤纸条法
C.微吸管法 D.龈沟液测定仪
E.称重法
【 答案】 B

【 解析】 龈沟液指通过龈沟内上皮和结合上皮从牙龈结缔组织渗入 到龈沟内的液体 ꎮ 龈

沟液的液体成分主要来源于血清 ꎬ其他成分则分别来自血清、邻近的牙周组织( 上皮、结缔组

织)及细菌通过滤纸条法采集龈沟液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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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氟水漱口不适用于
A.作为公共卫生项目和家庭使用
C.牙矫正期间戴固定矫正器的患者
E.龋病低发区
【 答案】 E

【 解析】 龋病低发区无加氟防龋的必要ꎮ

B.对龋病活跃性较高或易感患者
D.不能实行口腔自我健康护理的残疾患者

用于中等或高发龋地区ꎻ

62.控制菌斑的方法中不能由个人自己操作的是
A.牙线 B.牙签
C 牙间刷 D.橡胶按摩器
E.龈上洁治术
【 答案】 E

【 解析】 龈上洁治术需由专业人员完成 ꎮ 工作时角度 80°为宜

63.男 ꎬ40 岁 ꎬ教师ꎮ 因进食时牙酸疼就诊ꎮ 检查 ꎬ牙根萎缩、无龋、牙颈部楔状缺损、牙清
洁 ꎬ每日刷牙 2 次 ꎬ造成楔状缺损的原因 ꎬ不必考虑

A.刷牙方法不正确 B.唾液酸性环境的作用
C.刷牙用力过大 D.爱吃甜食
E.牙膏中摩擦剂粗糙
【 答案】 D

【 解析】 造成楔状缺损的原因 :刷牙方法不正确 ꎬ唾液酸性环境的作用 ꎬ刷牙用力过大 ꎬ 牙

膏中摩擦剂粗糙ꎮ

64.只观察牙龈情况的指数是
A.菌斑指数 B.简化口腔卫生指数
C.牙龈指数 D.龈沟出血指数
E.社区牙周指数
【 答案】 C

【 解析】 只有 C 仅仅反映牙龈情况 ꎬ其他选项不是仅包含牙龈情况 ꎮ 牙龈指数 GI 计分标
准 0 = 牙龈健康 1 = 牙龈轻度炎症 :牙龈颜色有轻度改变并轻度水肿 ꎬ探诊不出血 2 = 牙龈中等
炎症 :牙龈色红 ꎬ水肿光亮 ꎬ探诊出血 3 = 牙龈严重炎症 :牙龈明显红肿或有溃疡 ꎬ并有自动出血
倾向

65.世界卫生组织计算乳牙龋失标准
A.7 岁以下的儿童丧失了不该脱落的乳牙数
B.8 岁以下的儿童丧失了不该脱落的乳牙数
C.9 岁以下的儿童丧失了不该脱落的乳牙数
D.10 岁以下的儿童丧失了不该脱落的乳牙数
E.11 岁以下的儿童丧失了不该脱落的乳牙数
【 答案】 C

【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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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下列食品中含氟量最高的是
Ａ.肉类 Ｂ.内脏
Ｃ .鱼 Ｄ .贝类
Ｅ.蛋类
【 答案】 Ｃ
【 解析】 ꎮ

６７.妊娠期口腔预防的重点是
Ａ .龋病 Ｂ .牙龈炎
Ｃ .牙周炎 Ｄ .磨损
Ｅ. 创伤
【 答案】 Ｂ

【 解析】 妊娠期妇女由于雌激素水平升高 ꎬ 改变了组织反应 ꎬ致使口腔中软组织容易发生

炎症 ꎬ 因此妇女在妊娠期最容易罹患牙龈炎ꎮ

６８.在口腔健康流行病学抽样调查中 ꎬ某省的龋均(１２岁)为 ３ .０ ꎬ根据 ＷＨＯ龋病流行程度
的评价指标应为

Ａ.很低 Ｂ.低
Ｃ.中等 Ｄ.高
Ｅ.很高
【 答案】 Ｃ

【解析】ＷＨＯ规定龋病流行程度分为 :０.５~１ .１ 分为很低ꎬ１ .２~２ꎬ６ 分为低ꎬ２.７~４.４ 分为

中等ꎬ４.５~６.５ 分为高ꎬ６.６ 分以上为很高ꎮ

６９.在对某社区进行社区口腔保健宣讲时 ꎬ首先要讲明老年人口腔保健的策略主要是
Ａ . 自我保健 ꎬ家庭为主 Ｂ .社会保障为主 ꎬ国家支持为辅
Ｃ .医务人员为主 ꎬ社会保障为辅 Ｄ .个人努力 ꎬ医生指导 ꎬ社会支持
Ｅ .医生指导ꎬ社会支持ꎬ国家帮助
【 答案】 Ｄ

【 解析】 在社区口腔保健中老年人口腔保健的策略是个人努力 ꎬ 医生指导 ꎬ社会支持ꎮ

(７０~７４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是按一定的方式以同等的概率抽样

Ｂ .将抽样对象按次序编号 ꎬ先随机抽取第－个调查对象 ꎬ然后再按一定间隔随机抽样

Ｃ .先将总体按某种特征分成若干个 " 层 " ꎬ再在每个层中用随机方式抽取调查对象 ꎬ再将
每个层所有抽取的对象合成一个样本

Ｄ .从总体中随机抽取若干群作为调查对象 ꎬ然后对每个群中所有对象进行检查
Ｅ .在大规模调查中常把抽样过程分为几个阶段 ꎬ每个阶段可单纯随机抽样
７０.整群抽样
７１.机械抽样
７２.分层抽样
７３.多阶段抽样
７４.单纯随机抽样

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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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答案】 D

71 .【答案】 B

72.【 答案】 C

73.【 答案】 E

74.【 答案】 A

【 解析】 整群抽样就是以整群为抽样单位 ꎬ从总体中随机抽取若干群作为调查对象 ꎬ 然后
对每个群中所有对象进行调查 ꎮ 常用于群间差异较小的调查单位 ꎮ 机械抽样又称系统抽样 ꎬ

是将抽样对象按次序编号 ꎬ先随机抽取第一个调查对象 ꎬ然后再按一定的间隔随机抽取 ꎬ也称
为间隔抽样 ꎮ 分层抽样是先将总体按某种特征分成若干个 " 层 " ꎬ再在每个层中用随机方式抽
取调查对象 ꎬ再将每个层所有抽取的ꎻ对象合成一 个样本多级抽样又称多阶段抽样 ꎬ是在大规
模调查中常把抽样过程分为几个阶段 ꎬ每个阶段可单纯随机抽样 ꎮ 单纯随机抽样是最基本的
抽样方法 ꎬ是按一定方式以同等的概率抽样ꎮ

(75 ~79 题共用备选答案)

A.釉质上的白色程度浅 ꎬ有时呈云雾状
B.釉质上的白色程度较明显 ꎬ呈纸白色

C.釉质上的白色不透明区范围更加扩大 ꎬ但覆盖面积不超过牙面的 50%

D.釉质表面大部分受累而变色 ꎬ常有细小的坑凹状缺损 ꎬ多见于唇颊面
E.釉质表面全部受损 ꎬ坑凹状缺损明显 ꎬ牙冠失去正常外形且脆性增加 ꎬ对美观和功能都

有严重影响

75.Dean 氟牙症分类重度
76.Dean 氟牙症分类中度
77.Dean 氟牙症分类很轻
78.Dean 氟牙症分类轻度
79.Dean 氟牙症分类可疑
75.【 答案】 E

76.【 答案】 D

77.【 答案】 B

78.【 答案】 C

79.【 答案】 A

【 解析】 Dean 氟牙症分类及表现( )

①正常 :釉质呈浅乳白色 ꎬ半透明 ꎬ表面光滑有光泽 ꎮ 在发育期因营养障碍或患病引起的釉质
发育不全不能诊断为氟牙症 ꎮ ②可疑 :可疑型是牙釉质从正常到很轻型的过渡型 ꎬ既不属于正
常又不能划分为很轻型 ꎮ 釉质上的白色程度浅 ꎬ有时呈云雾状 ꎮ ③很轻 :釉质上的白色程度较
明显 ꎬ呈纸白色 ꎮ 经常在前磨牙或第二磨牙牙尖顶端有 12 mm 的白色不透明区 ꎬ 包括尖牙尖
端经常出现的小的点状白色区 ꎮ ④轻度 :牙釉质上白色不透明区范围更加扩大 ꎬ覆盖面积不超
过牙面的 50% ꎮ ⑤中度 :釉质表面大部分受累而变色 ꎬ 常有细小的坑凹状缺损 ꎬ 多见于唇颊
面ꎮ 如发生在后牙 ꎬ牙面常出现磨损 ꎬ颜色改变更明显 ꎬ呈黄褐色或棕色 ꎬ影响美观ꎮ 但此型的
划分并不根据颜色改变 ꎮ ⑥重度 :釉质表面全部受损 ꎬ坑凹状缺损明显 ꎬ 牙冠完全失去正常外
形且脆性增加 ꎬ可因咀嚼或外力而致牙折 ꎬ染色深 ꎬ对美观和功能都有严重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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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 ８１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常规资料分析 Ｂ .现况调查

Ｃ .病例－对照研究 Ｄ .群组研究

８０.从原因到结果的研究是
８１.从结果到原因的研究是
８０.【 答案】 Ｄ
８１.【 答案】 Ｃ

【 解析】 群组研究是在疾病出现以前分组 ꎬ 追踪一段时间以后才出现疾病 ꎬ在时间上是先

有因后有果 ꎬ属于 ꎮ 病例－对照研究是了解和比较病例组与对照组过去的暴露情

易错考题2年

１ .龋活性试验不包括
Ａ .变链菌的检测
Ｃ .细菌产酸力检测

配套名师高清视频
Ｅ .唾液缓冲能力的检测
【 答案】 Ｄ
【 解析 】 龋 活 性 试 验 方 法 包 括 :

２.关于学校饮水氟化 ꎬ不正确的说法是
Ａ .适用于不能实施公共自来水氟化的低氟区 Ｂ .不会产生恒前牙氟牙症
Ｃ .水氟浓度与自来水水氟适宜浓度相同 Ｄ .需要单独的供水设备
Ｅ .对邻面龋预防效果明显
【 答案】 Ｃ
【 解析】 纯记忆性题目 ꎬ 学校饮水氟化适用于不能实施公共自来水氟化的低氟区 ꎬ如没有

自来水的乡村ꎮ 由于学生只有部分时间在学校和饮水(２０％~ ２５％) ꎬ而且年龄已在 ６ 岁以上 ꎬ

恒前牙牙冠已矿化 ꎬ不会产生氟牙症问题 ꎬ所以在校内的饮水氟浓度可以为社区自来水氟适宜
浓度的 ꎮ 防龋效果相似于自来水氟化ꎮ 故选择 Ｃ 选项ꎮ

３ .预防性树脂充填没有下列哪一个操作
Ａ .去除窝沟处的病变牙釉质或牙本质 Ｂ .采用预防性扩展备洞方法

Ｃ .清洁牙面 ꎬ彻底冲洗干燥、隔湿 Ｄ .采用树脂材料充填
Ｅ .在牙面上涂一层封闭剂
【 答案】 Ｂ

【 解析】 预防性树脂充填备洞时不做预防性扩展 ꎬ是本题的记忆重点 ꎬ故选择 Ｂ 选项ꎮ

０９２

Ｂ .乳酸菌的检测
Ｄ .血链球菌的检测

况 ꎬ从病例开始以追溯办法寻找疾病的原因 ꎬ在时间上是先有果后有因的 ꎮ

Ｅ .流行病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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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窝沟封闭操作步骤不需要
Ａ .清洁牙面 Ｂ .酸蚀
Ｃ .冲洗、干燥 Ｄ .黏结剂涂布
Ｅ .涂布封闭剂ꎬ光照
【 答案】 Ｄ

【 解析】 窝沟封闭的操作步骤 :清洁牙面－酸蚀牙面－冲洗、干燥牙面－涂布封闭剂－固化封

５ .下面的甜味剂有防龋作用的是
Ａ.白砂糖 Ｂ .绵白糖
Ｃ .红糖 Ｄ .甜叶菊糖
Ｅ .果糖
【 答案】 Ｄ

【 解析】 选项 Ｄ 为代糖甜味剂 ꎬ不能被致龋菌所利用 ꎬ其他选项均为可被致龋菌利用的糖 ꎬ

ꎮ 故选择 Ｄ ꎮ

６ .关于氟化饮水不正确的说法是

Ａ .恒牙优于乳牙 Ｂ . 自出生起使用 ꎬ效果最好
Ｃ .对光滑面龋效果好 Ｄ .减少错位牙
Ｅ .对成年人无作用 ꎬ只适用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
【 答案】 Ｅ
【 解析】 氟化饮水中的氟对人终生有效 ꎬ无年龄限制 ꎬ故选择 Ｅ ꎮ

７ .患牙龈炎的患者禁用
Ａ .氟化自来水 Ｂ .含氟涂料
Ｃ .局部涂氟 Ｄ .含氟泡沫
Ｅ .含氟牙线
【 答案】 Ｂ

【 解析】

８ .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龋病患病水平的衡量标准是

Ａ .人群龋病的患病率 Ｂ .５ 岁儿童的无龋率
Ｃ .１２岁儿童的龋均 Ｄ .１２岁儿童的龋面均
Ｅ . 中老年人的根龋指数
【 答案】 Ｃ

【 解析】 世界卫生组织规定龋病的患病水平 ꎬ

０9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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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ꎮ

闭剂－术毕检查ꎮ 窝沟封闭无黏结剂涂布这一 步骤 ꎬ 而本身应用流体树脂无需黏结故选择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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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下列调查项目中不属于直接口腔健康状况信息的是
Ａ .牙周袋深度 Ｂ .患龋牙数
Ｃ .颞颌关节情况 Ｄ . 口腔黏膜情况
Ｅ .生活方式
【 答案】 Ｅ

【 解析】 非直接口腔健康状况信息 ꎬ而是影响口腔健康的因素 ꎬ选项 ꎮ

１０.关于病例－对照研究特点不包括哪一项

Ｂ .需要研究的对象少
Ｃ .适合研究一些病程较长的慢性病和一些比较多见的疾病
Ｄ .尤其适合那些原因未明疾病的研究
Ｅ .准确性低 ꎬ可靠性较差ꎬ回忆偏倚较大
【 答案】 Ｃ

【 解析】 适合研究一些病程较长的慢性病和一些比较 见的疾病 ꎮ

１１.描述性口腔流行病学最常用的研究方法是
Ａ .横断面调查 Ｂ .纵向调查
Ｃ .常规资料分析 Ｄ .疾病监测
Ｅ .群组研究
【 答案】 Ａ

【 解析】 横断面研究又称现况调查 ꎬ调查目标人群中某种疾病或现象在某 一特定时间上
(较短的时间内) 的情况ꎮ 它的作用在于了解疾病的患病情况和分布特点 ꎬ 以便制定预防措施
和为研究病因提供线索 ꎮ 纵向研究又称" 疾病监测 " ꎬ 即研究疾病或某种情况在一 个人群中随
着时间推移的自然动态变化 ꎮ 也就是对一组人群定期随访 ꎬ两次或若干横断面调查结果分析ꎮ

它的作用在于动态地观察疾病或某种现象的演变情况及其原因分析 ꎮ 常规资料分析又称历史
资料分析 ꎬ即对已有的资料或者疾病监测记录做分析或总结 ꎮ 如病史记录、疾病监测资料等 ꎮ

这种研究结果可为开展口腔保健提供必要的信息 ꎮ

１２. Ｄｅａｎ分类依据中不包括
Ａ .釉质的光泽 Ｂ .釉质的颜色
Ｃ .釉质缺损的面积 Ｄ .釉质的硬度
Ｅ .釉质的透明度
【 答案】 Ｄ

【 解析】 氟牙症的评价采用 Ｄｅａｎ分类法 ꎬ根据牙釉质颜色、光泽和缺损的面积来确定损害

程度ꎮ 故选择 Ｄꎮ

１３.涂氟操作前必须要
Ａ . 向患者讲清注意事项 Ｂ .半小时内禁食水
Ｃ .选择适应证牙齿 Ｄ .消毒液洗手
Ｅ .清洁干燥牙面
【 答案】 Ｅ

【 解析】 一般使用浸有药物的棉球或棉签对牙面进行涂布 ꎬ 步骤为 :①使用超声波洁牙机

去除牙石ꎻ②用牙科磨光剂清洁牙面 ꎬ如遇多数对象 ꎬ可省略牙面清洁步骤 ꎻ③邻面使用牙线清

０９４

Ａ .观察时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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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ꎻ④作简易隔湿牙面空压干燥 ꎻ⑤将含氟溶液的小棉球从窝沟到邻面压在牙面上 ꎬ使其湿润
3 ~4 分钟 ꎻ⑥取出隔湿棉球 ꎬ30 分钟内不漱 口、不进食 ꎻ⑦局部涂氟的应用范围与注意事项 :局
部涂氟应由口腔专业人员在临床上根据患者的需要进行常规操作 ꎮ

14.窝沟封闭的效果评价最好用
A.患龋率指标 B. 自身半口对照法
C.统计学方法 D.乳牙方法
E.恒牙方法
【 答案】 B

【 解析】 窝沟封闭临床效果的评价 ꎬ常采用封闭剂保留率和龋齿降低率两个指标 ꎮ 很多窝
沟封闭研究设计采用自身半 口对照方法 ꎬ 即在 口 内选择 1 对同名牙( 如两侧下颌第一磨牙) ꎬ

随机选择一个牙做封闭 ꎬ另一个牙不处理作为对照 ꎬ一定时间之后评价封闭剂保留率 ꎬ并与对
照牙比较计算龋齿降低率 ꎮ 故本题选择 B 选项ꎮ

15.对 1 年前做过口腔检查的 200 名干部进行口腔健康检查时 ꎬ发现又有 20 名干部新发
生龋 ꎬ描述这种新发龋情况的指标是

A.龋均 B.患龋率
C.发病率 D.构成比
E.充填率
【 答案】 C

【 解析】 患龋率(caries prevalence rate ) :患龋率指在调查期间某一人群中患龋病的频率 ꎬ人
口基数以百人计算 ꎬ故常以百分数表示 ꎮ 患龋率主要用于龋病的流行病学研究 ꎬ如对比和描述
龋病的分布 ꎬ探讨龋病的病因和流行因素等 ꎮ 龋病发病率(caries incidence rate ) :龋病发病率
通常是指至少在一年时间内 ꎬ某人群新发生龋病的频率 ꎮ 与患龋率不同的是仅指在这个特定
时期内 ꎬ新龋发生的频率ꎮ 这一指标在口腔流行病学中应用最为广泛ꎮ 例如 ꎬ估计龋病流行强
度 ꎬ描述龋病的分布特点 ꎬ探讨疾病发生因素 ꎬ评价预防措施效果以及前瞻性研究等ꎮ

16.影响龋病患病情况的因素不包括
A.时间分布 B. 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影响
C.气候条件 D.人群年龄、性别、住地和不同民族的影响
E.氟摄入量、饮食习惯及家族的影响
【 答案】 C

【 解析】 选项 C 与题意无关 ꎬ故选择 C ꎮ

17.关于氟的安全性 ꎬ说法错误的是
A.6 ~7 岁后才进入高氟区生活 ꎬ不会出现氟牙症
B.氟牙症多发生在恒牙 ꎬ乳牙很少见
C.患氟牙症牙数多少取决于牙发育矿化期在高氟区生活的长短
D.氟牙症是由于氟的急性中毒造成的
E.氟牙症属于地方性慢性氟中毒
【 答案】 D

【 解析】 慢性氟中毒的临床表现是氟牙症、氟骨症 ꎬ 以及神经系统、骨骼肌和肾脏等非骨相

损害 ꎮ 氟骨症主要表现为骨质硬化和骨旁软组织骨化ꎮ 故选择 D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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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机体主要的排氟途径是
A.粪便 B.腺体分泌液
C.泪液 D.头发
E.尿液
【 答案】 E

【 解析】 纯记忆性题目 ꎬ 主要排氟途径经尿液排出 ꎮ

19.牙膏中起降低表面张力、增进清洁效果作用的成分是
A.摩擦剂 B.洁净剂
C.润湿剂 D.芳香剂
E.防腐剂
【 答案】 B

【 解析】 纯记忆性题目 ꎬ牙膏中降低表面张力、增进清洁效果作用的成分是洁净剂 ꎬ故选择

B ꎮ

20.婴幼儿适宜的氟防龋措施是
A.氟滴剂 B.饮水氟化
C.氟水漱口 D.含氟牙膏
E.氟离子导入
【 答案】 A

【 解析】 纯记忆性题目 ꎬ氟滴剂适用于 的幼儿ꎮ 故选择 A ꎮ

21 .某地区 12 岁儿童 DMFT 为 4.8 ꎬ按照 WHO 对龋病流行程度的评价标准 ꎬ该地区龋病流
行等级为

A.很低 B.低
C. 中 D.高
E.很高
【 答案】 D

【 解析】 纯记忆性题目 ꎬWHO 龋病流行程度的评价指标(12 岁)

龋均(DMFT)等级 0.1 ~ 1 .1 很低 1 .2 ~2.6 低 2.7 ~4.4 中 4.5 ~6.5 高 6.6 以上很高
22.窝沟封闭操作中不正确的是

A.酸蚀牙面干燥后应呈白色雾状外观
B.酸蚀时间要足
C.酸蚀剂量要适当
D.酸蚀剂要冲洗干净
E.酸蚀过程中应不断擦拭酸蚀牙面 ꎬ使酸蚀剂与牙面完全充分接触
【 答案】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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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注意酸蚀过程中不要擦拭酸蚀牙面 ꎬ 因为这会破坏被酸蚀的牙釉面 ꎬ降低黏结力ꎮ

故选择 E ꎮ

23.ART 使用的充填材料是
A.银汞合金 B.玻璃离子
C.流动树脂 D.复合树脂
E.复合体
【 答案】 B

【 解析】 非创伤性修复治疗指使用手用器械清除龋坏组织 ꎬ 然后用有黏结、耐压和耐磨性

能较好地新型玻璃离子材料将龋洞充填 ꎮ

故选择 B ꎮ

24.属于牙周病基础治疗的是
A.龈翻瓣术 B.龈下刮治术
C.龈切除术 D.袋壁刮治术
E.引导性牙周组织再生术
【 答案】 B

【 解析】 牙周基础治疗是以机械清除菌斑为目的治疗方法 ꎬ故选择 B ꎮ

25.用氯已定控制菌斑 ꎬ长期使用会产生
A. 口腔黏膜糜烂 B.牙釉质脱矿
C.舌背部溃疡 D.牙本质过敏
E.舌背部着色
【 答案】 E

【 解析】 口腔黏膜着色是氯已定含漱的不良反应ꎮ 故本题答案是 E ꎮ

26.预防口腔癌应定期检查的对象是 40 岁以上 ꎬ吸烟量约为
A.每天 20 支以上 B.每天 8 支
C.每天 12 支 D.每天 16 支
E.每天 4 支
【 答案】 A

【 解析】 定期检查的对象是 40 岁以上长期吸烟、吸烟量在每天 20 支以上者、既吸烟又有

饮酒习惯者或因烟酒刺激口腔已有白斑的患者 ꎬ 以及长期嚼槟榔者 ꎬ应

ꎮ 故选 Aꎮ

27. 口腔癌是世界上 10 种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ꎬ在我国最常见的 3 种依次是
A.颊癌 ꎬ牙龈癌 ꎬ腭癌 B.牙龈癌 ꎬ颊癌 ꎬ腭癌
C.舌癌 ꎬ牙龈癌 ꎬ颊癌 D.舌癌 ꎬ颊癌 ꎬ牙龈癌
E.舌癌 ꎬ牙龈癌 ꎬ口底癌
【 答案】 D

【 解析】 我国常见的前 3 位口腔癌依次为舌癌、颊癌( 包括唇癌) 和牙龈癌 ꎮ 故本题答案
是 D ꎮ

(28 ~ 31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受检人群中每人口腔中平均龋、失、补牙数

B.在调查期间某一人群中患龋病的频率 ꎬ人口基数以百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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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通常指至少在 1 年时间内 ꎬ某人群新发生龋病的频率
D.全口牙列均无龋的人数占全部受检查人数的百分率
E.包括患根龋的数目和因根龋而充填的数目

28.龋病发病率
29.龋均
30.患龋率
31 .根龋数
【 答案】 C、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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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情分布图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牙体牙髓病学

龋病 15 14 17 15 16

牙发育异常 5 4 3 5 4

牙急性损伤 4 4 6 4 5

牙慢性损伤 3 2 4 3 4

牙本质过敏症 1 2 2 1 2

牙髓疾病 24 23 25 24 22

根尖周病 21 20 19 21 20

1 .龋病是在以细菌为主的多种因素作用下 ꎬ牙齿硬组织发生的慢性、进行性破坏的一种
疾病ꎮ

2.龋病的主要致龋因素包括细菌、牙菌斑、食物以及牙齿所处的环境等 ꎮ

3.龋病导致的牙体硬组织的病理改变涉及釉质、牙本质和牙骨质 ꎬ基本变化是无机物脱矿
和有机物分解 ꎮ

4.氟可进入骨和牙齿硬组织使其形成稳定的氟化磷酸钙晶体 ꎬ增强釉质抗酸溶解性 ꎬ是与
龋病关系最密切的重要微量元素 ꎮ

5.唾液对维持口腔正常 pH、保持牙面完整性和促进已脱矿牙硬组织的再矿化方面有重要
的影响 ꎬ唾液腺分泌减少的患者易发生慢性龋或急性龋 ꎮ

6.细胞外多糖的合成是细菌通过糖基转移酶的作用合成多聚糖的过程 ꎬ形成的多聚糖有
葡聚糖、果聚糖和杂聚糖 ꎬ是菌斑基质的主要成分ꎮ

7.乳酸菌同源发酵菌种中 ꎬ代表细菌为干酪乳杆菌和嗜酸乳杆菌 ꎬ它们与龋病密切相关 ꎮ

8.下颌第一磨牙各表面患龋病的顺序依次为咬合面、颊面、近中面、远中面和舌面 ꎮ

9.上颌第一磨牙各表面患龋病的顺序依次为咬合面、近中面、腭面、颊面和远中面 ꎮ

10.常见的致龋细菌包括链球菌属、乳杆菌属和放线菌属 ꎮ

11 .在龋病发病期间 ꎬ变形链球菌、放线菌、乳杆菌、酵母菌数量增加 ꎬ而血链球菌和韦永菌
数量减少 ꎮ

12.变形链球菌为革兰氏染色阳性的球菌 ꎬ是口腔天然菌群中占比例最大的链球菌属中的
一种ꎮ

13.变形链球菌有强的致龋性主要取决于其产酸性和耐酸性 ꎮ

14. 目前根据各种糖使菌斑产酸多少及 pH 下降程度确立它们的致龋性 ꎬ排序为 :蔗糖>葡
萄糖>麦芽糖>乳糖>果糖>山梨糖>木糖醇 ꎮ

15.急性龋多见于儿童或青年人 ꎮ 病变进行较快 ꎬ数月内即可形成龋洞 ꎻ洞内病变组织颜

099

第

三

章



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５＋２＋１”

色较浅 ꎬ呈浅棕色 ꎬ质地较软而且湿润 ꎬ很容易用挖器剔除 ꎬ因此又称作湿性龋ꎮ

１６.慢性龋进展慢 ꎬ龋坏组织染色深 ꎬ呈黑褐色 ꎬ病变组织较干硬 ꎬ所以又称干性龋ꎮ

１７.虽然早在釉质龋时 ꎬ牙髓就开始出现反应 ꎬ但直到龋损前锋到达距牙髓约 ２ ｍｍ 内的牙

本质龋 ꎬ牙髓才出现明显的病理改变 ꎬ这种因龋病刺激牙本质－牙髓反应 ꎬ在临床上受到多因

素的影响 ꎬ表现为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保护和破坏反应 ꎮ

１８.龋损在牙本质的外层 １/３ 部分时 ꎬ急性龋或慢性龋都可能开始产生修复反应ꎮ

１９.牙斑菌中最常分离到的细菌是轻链球菌 ꎮ

２０.在牙本质龋损、根面龋损中有较多的乳杆菌存在 ꎮ

２１.牙本质有效厚度在≥２ ｍｍ时牙髓可以产生完全正常的修复性牙本质 ꎮ

２２.患者的症状具有激发痛性质 ꎬ但程度不严重 ꎬ刺激去除后 ꎬ疼痛立即消除 ꎬ洞底软龋能
够彻底去净ꎮ 这类病例 ꎬ可以双层垫底 ꎬ一次完成充填治疗ꎮ

２３.磷酸锌水门汀内的游离磷酸可对牙髓产生刺激 ꎮ

２４.氢氧化钙制剂具有的缺点是强度不足 ꎬ溶于水 ꎬＸ 线阻射不足ꎮ

２５.维生素 Ａ 缺乏时 ꎬ成釉不能分化成高柱状细胞而蜕变成扁平细胞 ꎬ使釉质发育不全ꎮ

２６.维生素 Ｃ 缺乏 ꎬ首先是成牙本质细胞变性 ꎬ不能形成正常的牙本质 ꎬ而是不规则的、没
有整齐牙本质小管的钙化组织 ꎬ严重时牙本质发育停止 ꎮ

２７.维生素 Ｄ 严重缺乏时 ꎬ钙盐在骨和牙齿组织中的沉积迟缓 ꎬ致使釉质发育停止一旦形
成釉质基质 ꎬ由于得不到及时的矿化 ꎬ基质不能保持它的形态而塌陷ꎮ

２８.一般认为水中含氟量以 １×１０－６(１ｍｇ/Ｌ)为宜 ꎬ该浓度能有效防龋 ꎬ又不致发生氟牙症ꎮ

２９.氟牙症的发生取决于过多氟进入人体的时机 ꎮ

３０.牙着色程度与四环素的种类、剂量和给药次数有关 ꎮ

３１.为防止四环素牙的发生 ꎬ妊娠和哺乳的妇女 ꎬ 以及 ８ 岁以下的小儿不宜使用四环素类
药物ꎮ

３２. Ⅱ型牙本质发育不全( ＤＧＩ－Ⅱ)为最常见的遗传性乳光牙本质 ꎬ无全身骨骼异常 ꎮ

３３.畸形中央尖多见于下颌前磨牙 ꎬ尤以第二前磨牙最多见ꎮ

３４.圆钝和咬合接触无碍的畸形中央尖可不处理而进行观察 ꎮ

３５.牙发育时期 ꎬ成釉器过度卷叠或局部过度增殖 ꎬ深入到牙乳头中所致的牙形态发育异
常 ꎬ称为牙内陷ꎮ

３６.牙萌出后 ꎬ在牙面可出现一囊状深陷的窝洞 ꎬ常见于上颌侧切牙ꎮ

３７.牙内陷的不同畸形应该作为牙髓和牙周感染的途径考虑 ꎮ

３８.根据牙内陷的深浅程度及其形态变异 ꎬ临床上可分为畸形舌侧窝、畸形根面沟、畸形舌
侧尖和牙中牙 ꎮ

３９.完全脱位牙在 ０ .５ 小时内进行再植 ꎬ９０％患牙的牙根可免于吸收ꎮ

４０.完全脱位牙如果脱位时间在 ２ 小时以后再就诊者 ꎬ牙髓和牙周膜内细胞已坏死 ꎬ不可
能期望牙周膜重建 ꎬ因而只能在体外完成根管治疗术 ꎬ并经根面和牙槽窝刮治后 ꎬ将患牙植入
固定ꎮ

４１.牙隐裂好发于中老年患者的后牙咬合面 ꎬ以上颌第一磨牙最常见ꎮ

４２.牙隐裂具有特征性的症状是咬在某一特殊部位可引起剧烈疼痛 ꎮ

４３.牙本质过敏症的临床表现为激发痛 ꎬ以机械刺激最为显著 ꎮ

４４.牙本质过敏症的敏感点多发现在咬合面釉牙本质界、牙本质暴露处或牙颈部釉牙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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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处ꎮ

４５.牙髓感染发生最多、最主要的感染途径是由冠方经牙体感染 ꎮ

４６.引起牙本质小管暴露的原因中 ꎬ深龋是引起牙髓感染最常见的原因 ꎮ

４７.牙髓病根据临床表现和治疗预后可分为可复性牙髓炎、不可复性牙髓炎、牙髓钙化、牙
髓坏死、牙内吸收 ꎮ

４８.牙齿松动度检查法中 ꎬ Ⅰ度松动是指唇(颊)舌(腭) 向松动 ꎬ或松动幅度小于 １ ｍｍꎮ

４９.牙齿松动度检查法中 ꎬ Ⅱ度松动是指唇(颊)舌(腭) 向松动和近远中向松动 ꎬ或松动幅
度在 １ ~２ ｍｍ 之间ꎮ

５０.牙齿松动度检查法中Ⅲ度松动是指唇(颊)舌(腭) 向松动、近远中向的及垂直方向也
均有松动 ꎬ或松动幅度大于 ２ ｍｍꎮ

５１.牙震荡患者在 １ ~２ 周内应使患牙休息ꎮ 必要时降低咬合以减轻患牙的咬合力负担ꎮ

５２.牙震荡的 Ｘ 线片表现为正常或根尖牙周膜略增宽 ꎮ

５３.按牙齿的解剖部位可分为冠折、根折、冠根联合折三型 ꎮ

５４.冠折未露髓仅限于冠部釉质或釉质和牙本质折断 ꎬ 多见于上中切牙切角或切缘水平
折断ꎮ

５５.在疼痛来源不明的情况下 ꎬ如牙髓炎有放散性痛时 ꎬ可用麻醉试验法协助确定疼痛的
部位ꎮ

５６.釉质发育不全的局部因素常见于乳牙根尖周严重感染 ꎬ影响继承恒釉质发育不全 ꎮ

５７.釉质发育不全在乳、恒牙列均可发生 ꎬ其中 ꎬ乳牙受累较少见ꎮ

５８.釉质发育不全恒牙受累表现在同一 时期发育的牙齿 ꎬ成组、对称地出现釉质发育不全
的形态异常 ꎮ

５９. 甲状旁腺功能降低时 ꎬ牙齿也可能出现发育缺陷 ꎻ 肉眼能见到牙面横沟或在镜下见到
加重的发育间歇线 ꎮ

６０.氟牙症是氟摄入量过高引起的一种特殊类型的釉质发育不全 ꎮ

６１.氟牙症的发生具有地区性 ꎬ为慢性氟中毒疾病早期最常见而突出的症状 ꎮ

６２.可复性牙髓炎受到温度刺激尤其是冷刺激时 ꎬ产生短暂、尖锐的疼痛 ꎬ 当刺激除去后 ꎬ

疼痛很快消失或仅延续数秒 ꎮ

６３.慢性牙髓炎病程较长 ꎬ有较长期的遇冷、热刺激痛或嚼食物痛史 ꎻ有时有轻微的或定时
的自发性钝痛 ꎻ温度测验异常(敏感、迟钝或迟缓痛) ꎬ去除刺激后疼痛持续较长时间 ꎻ患牙常
有轻度咬合痛或叩痛 ꎻ一般均能明确指出患牙 ꎮ

６４.慢性增生性牙髓炎多发生于青少年的乳、恒磨牙 ꎻ大而深的龋洞中有红色的肉芽组织
(牙髓息肉)充满龋洞 ꎻ探诊不痛但易出血ꎮ

６５.急性牙髓炎的最佳治疗方法是开髓引流 ꎮ

６６.通过根尖孔经根管从冠部缺损处排脓对根尖周组织的破坏最小 ꎮ

６７.急性化脓性根尖周炎的过程经历三个阶段 ꎬ即根尖周脓肿、骨膜下脓肿、黏膜下脓肿ꎮ

６８.不同类型的慢性根尖周炎 Ｘ 线片表现特点不同 ꎬ其中 ꎬ慢性根尖周肉芽肿为围绕患牙
根尖部的圆形或椭圆形的透射区 ꎬ边界清楚ꎮ

６９.根管治疗时根管内流出淡黄色清亮囊液 ꎬ其涂片镜下见胆固醇结晶是根尖周囊肿的诊
断依据 ꎮ

７０.牙髓病和根尖周病的治疗原则是保存具有正常生理功能的牙髓以及保存患牙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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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如果穿髓孔出血多 ꎬ 可用浸有肾上腺素的小棉球压入窝洞中片刻 ꎬ 止血后再放入失
活剂ꎮ

72.引流根尖周组织炎症渗出物 ꎬ降低压力 ꎬ缓解剧痛 ꎬ是急性根尖周炎最有效的应急处理
措施ꎮ

73.切开排脓术需要把握切开的时机 ꎬ切开的指征是在脓肿局部可扪及波动感 ꎮ

74.根管冲洗的目的包括 :消毒灭菌 ꎬ溶解坏死组织 ꎬ有助于清除根管内残余组织碎片和微
生物 ꎻ润滑根管壁 ꎬ有助于根管扩大和根管的化学预备ꎮ

75.根管切削器械在 15 号之前还有 06 号、08 号、10 号 3 根细锉 ꎬ其手柄颜色分别为粉色、

灰色、紫色 ꎮ 用于探查扩通狭窄细小的根管ꎮ

历年真题5年

1 .用电测验器来检测牙髓状况 ꎬ有时会出现 ꎬ发生假阴性反应的主要原因如下 ꎬ除外

A.探头或电极接触了牙龈 ꎬ使电流流向牙周组织
B.患者事先用过镇静剂

C.患牙根尖未发育完全

D.根管过度钙化的老年患牙

E.外伤的患牙
【 答案】 A

【 解析】 ꎬ使电流流向牙周组织会出现假阳性反应 ꎮ

2.下列关于 的叙述 ꎬ最确切的是
A.可渗入主根管和侧根管及牙本质小管 B.仅渗入主根管
C.渗透性弱 D.仅渗入主根管和侧根管
E.能渗入主根管的颈中 1/3

【 答案】 A

【 解析】 FR 酚醛树脂的流动性能良好 ꎬ故其能够渗入主根管和侧根管及牙本质小管等微

小的根管内ꎮ

3. 导致患牙牙髓坏死的因素是

A.物理因素 B.化学因素
C.局部感染 D.免疫作用

E.病灶感染
【 答案】 A

【 解析】 牙髓坏死可有多种因素引起 ꎬ物理因素包括外伤、咬合创伤 ꎬ故选 Aꎻ化学因素包

括某些修复材料所致的化学刺激或微渗漏等 ꎬ排除 Bꎻ各型牙髓炎也可发展至牙髓坏死 ꎬ或由

于牙髄组织营养不良退行性变 ꎬ血供不足所致 ꎬ即局部感染或病灶感染 ꎬ排除 C、Eꎻ或者严重免

疫缺陷所致牙髓疾病发展而来 ꎬ如 HIV 等 ꎬ排除 D ꎬ此题选 A ꎮ

4.牙髓病的 因素是

A.综合因素 B.物理因素
C.化学因素 D.免疫因素
E.感染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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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E

【 解析】 龋坏组织中的 ꎬ 即感染因素为主要致病

因素 ꎬ故选 Eꎻ综合因素包括全身疾病、增龄性变化、特发因素等只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导致牙髄

病 ꎬ排除 Aꎻ在进行牙齿、颌面部检查、治疗过程中 ꎬ有些操作过程或修复材料本身的物理化学

反应可能产生对牙髓的刺激 ꎬ或因术者的操作失误而造成牙髓损害 ꎬ但并不是牙髓病主要病因

素 ꎬ排除 B、Cꎻ全身免疫水平低下可能表现在牙髓的疾病中 ꎬ ꎬ不选 D ꎮ

5.若牙体缺损 可能出现下述临床问题 ꎬ除外
A.牙髓刺激 B.牙髓变性或坏死

C.根尖病变 D.牙髓炎

E.牙龈炎
【 答案】 E

【 解析】 牙龈炎要由菌斑引起 ꎬ或者是其他疾病表现牙龈上的症状 ꎬ 与牙体缺损无直接联

系 ꎬ故选 Eꎻ牙体缺损累及牙本质层或牙髓 ꎬ可出现牙髓刺激症状甚至岀现牙髓炎症、坏死及根

尖周病变 ꎬ故排除其余选项ꎮ 此题选 E ꎮ

6.可复性牙髓炎临床表现的特点是
A.患牙有深龋洞 B.冷水入洞后痛

C.有阵发性自发痛 D.热测引起迟缓痛
E.冷测一过性敏感
【 答案】 E

【 解析】 可复性牙髓炎即牙髓充血 ꎬ主要表现为冷热酸甜刺激痛 尤

其对冷刺激更敏感 ꎬ ꎬ ꎮ 故选 E ꎬ 同时排除 D 和 Cꎻ患

牙常见接近髓腔的硬组织疾病如深龋等 ꎬ但也可无硬组织损伤而只是由于咬合创伤等 ꎬ排除

Aꎻ冰水入洞后痛是深龋的表现 ꎬ排除 Bꎻ ꎬ排除 C ꎬ此题

选 E ꎮ

7.牙内吸收患牙的牙髓为

A.部分坏死 B.炎症组织
C.弥漫钙变 D. 肉芽组织

E.网状萎缩
【 答案】 D

【 解析】 牙内吸收指 ꎬ形成损

害 ꎬ其牙髓组织分化出 ꎬ持续性吸收牙本质 ꎬ 牙髓常

ꎬ为肉芽组织 ꎬ所以此题选 Dꎮ

8.在临床上 ꎬ发生 的常见频率顺序是
A. 中切牙、侧切牙、尖牙、前磨牙、磨牙 B.前磨牙、尖牙、磨牙、侧切牙、中切牙

C.尖牙、中切牙、侧切牙、前磨牙、磨牙 D.尖牙、前磨牙、磨牙、中切牙、侧切牙

E.侧切牙、中切牙、尖牙、前磨牙、磨牙
【 答案】 B

【 解析】 楔状缺损 患者 ꎬ 由于其 、特殊牙弓形态或

、 的作用、 等原因造成 ꎬ所以最常发生于前磨牙 ꎬ其次尖牙、第一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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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牙 ꎬ有时范围涉及第二恒磨牙以前的全部牙齿 ꎬ侧切牙、中切牙也可发生 ꎬ故 B 正确 ꎮ 此题
选 B ꎮ

9.咬诊主要用于检查

A.牙髓炎 B.根尖周炎

C.牙隐裂 D.牙本质过敏

E.牙周炎
【 答案】 C

【 解析】 咬诊主要用于检查牙隐裂 ꎬ方法是将小棉签放在疑有隐裂的部位 ꎬ 嘱患者咬紧或

咬合 ꎬ若牙有隐裂则发生疼痛 ꎬ 因此 C 正确ꎮ 根尖周炎 ꎬ 牙本质过敏和牙周炎时 ꎬ咬诊也可以

引起疼痛 ꎬ但这些疾病的主要诊断方法不是咬诊 ꎬ 因此 B、D、E 错误 ꎮ 咬诊与牙髓炎的诊断无

关 ꎬ因此 A 错误ꎮ 本题应选 C ꎮ

10. 楔状缺损应选用的 是
A.树脂改性的玻璃离子黏固粉 B.化学固化复合树脂

C.磷酸锌黏固粉 D.银汞合金

E.聚羧酸锌黏固粉
【 答案】 A

【 解析】 充填时 ꎬ材料选择一方面考虑材料的黏结性能、溶解度和强度

等 ꎬ另一方面 ꎮ 答案列出的材料中 ꎬ充填前磨牙的楔状缺损选用的最佳充填

材料是树脂改性的玻璃离子黏固粉 ꎬ 因其有化学性黏结 ꎬ能

ꎬ故应选 Aꎻ化学固化复合树脂易变色ꎻ银汞合金要求做固位形 ꎬ且美容效果不好ꎻ磷酸

锌黏固粉和聚羧酸锌黏固粉虽有一定的黏结性能 ꎬ但溶解度和强度明显低于玻璃离子黏固粉 ꎬ

故 B、C、D、E 均不是最佳答案 ꎮ 本题应选 A ꎮ

11 .牙隐裂好发于

A.下颌第一磨牙 B.上颌第一磨牙

C.下颌第二磨牙 D.上颌第二磨牙

E.上颌前磨牙
【 答案】 B

【 解析】 牙隐裂好发于 ꎬ 以 ꎬ 因此 B 正确ꎮ 下

颌第一磨牙、下颌第二磨牙、上颌第二磨牙及上颌前磨牙也可发生隐裂 ꎬ但不如上颌第一磨牙

常见 ꎬ因此本题应选 B ꎮ

12.有可疑 深龋 ꎬ治疗为

A.双层垫底 ꎬ一次完成充填治疗

B.局麻下开髓失活 ꎬ行牙髓治疗
C.施行活髓切除术

D.先做安抚疗法 ꎬ待 1 ~2 周复诊时症状消除后 ꎬ再以双层垫底充填
E.间接盖髓、双层垫底一次完成填充治疗
【 答案】 D

【 解析】 深龋可疑牙髓暴露而又不能肯定 ꎬ或不能确定牙髓状况者 ꎬ可用氢氧化钙、氧化锌

丁香油黏固粉 ꎬ

104



第 四章 牙体牙髓病学

ꎮ

13. 按其 可分为

A.化脓性根尖周炎和根尖周致密性骨炎 B.浆液性根尖周炎和根尖周囊肿

C.根尖周脓肿和根尖周肉芽肿 D.浆液性根尖周炎和化脓性根尖周炎

E.根尖周脓肿和根尖周囊肿
【 答案】 D

【 解析】 急性根尖周炎分为两种 :① :根尖周组织包括

ꎬ ꎮ 牙髓病变所产生的刺激 ꎬ特别是牙

髓中的感染通过根尖孔 ꎬ作用于根尖周组织引起根尖周病 ꎮ ② :常由

ꎬ也可由 ꎮ 又称为急 或

ꎬ是临床所见的最严重的牙病之一 ꎮ

14. 多见于

A.错位牙 B.松动牙

C.牙周病患牙 D.乳牙和年轻恒牙

E.牙冠较短的恒牙
【 答案】 D

【 解析】 牙齿嵌入型脱位 :患牙

ꎮ 学龄期儿童及青少年因年轻好动 ꎬ同时骨质较为疏松 ꎬ

15.形成 的原因是

A.服用四环素过量 B.牙齿发育矿化期间服用了某些药物

C.用金霉素液漱口 D.根管冲洗时使用了金霉素液

E.8 岁以后服用四环素类药物
【 答案】 B

【 解析】 在 ꎬ可被结合到牙组织内 ꎬ使牙着色 ꎬ所以选

B ꎮ

16.下列不属于 原则的是

A.应分次完成 B.调 时 ꎬ随时检查咬合关系
C.选择合适磨牙 D.边调 边检查牙髓
E.冷却条件下调磨
【 答案】 D

【 解析】 调 不能够损伤牙髓 ꎬ它针对的是咬合关系 ꎬ故选 D ꎮ 调 应是选择合适的磨牙

后冷却下 ꎬ少量多次调磨、边调边检查咬合关系ꎮ

17. 的临床特点不包括
A. 自发性疼痛

C.冷刺激去除后 ꎬ疼痛立即消失
E.温度刺激加剧疼痛
【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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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急性牙髓炎剧烈疼痛 ꎬ疼痛性质具有下列特点 :①自发性阵发性痛 ꎻ②夜间痛 ꎻ③

温度刺激加剧疼痛 ꎻ④疼痛不能自行定位ꎻ⑤放散痛ꎮ 排除法 ꎬ则 C 是错误的ꎮ 此类题属于记

忆性题 ꎬ考查主要临床特点 ꎬ也可以用于考查用鉴别诊断ꎮ

18.关于 ꎬ不正确的说法是
A.常用过氧化氢和次氯酸钠 B.用 27 号弯针注射器

C.针头轻轻插入根管 D.忌加压注入冲洗液

E.针头深入髓腔冲洗
【 答案】 E

【 解析】 根管冲洗针头 ꎬ

19.以下 中 ꎬ哪一项是 的

A 牙髓腔除根尖孔以外 ꎬ皆被牙本质壁所包围
B.牙髓腔由髓室、根管口、根管、根尖孔组成

C.牙髓血液供应主要来自由根尖孔进入的牙髓小动脉
D.牙髓腔还通过根管的侧支或副根管和副孔与根周组织相连

E.牙髓组织发炎时 ꎬ较多侧支循环形成 ꎬ以缓解髓腔内压力
【 答案】 E

【 解析】 牙髓自身特点 :被牙本质包围 ꎬ 基质富含纤维且具有黏性 ꎬ 无有效的侧支血液

循环ꎮ

20. 的疼痛特点是
A.阵发性的自发性痛 B.温度刺激引起或加重疼痛

C.疼痛不能定位 ꎬ有放散性痛 D.疼痛常在夜间加重
E.以上各项均有
【 答案】 E

【 解析】 急性牙髓炎的疼痛特点是 :

ꎮ

21 .能引起 的药物有

A.先锋霉素和四环素 B.土霉素和地美环素

C.青霉素和缩水四环素 D.青霉素和氯霉素

E.林可霉素和庆大霉素
【 答案】 B

【 解析】 ꎬ有时也合并釉质发育不全 ꎮ 四环素对牙着色和釉

质发育不全的影响程度 ꎬ与下列因素有关 : ( 1) 四环素族药物本身的颜色 ꎬ 如 :地美环素呈铜

黄 ꎬ土霉素呈柠檬黄色ꎮ (2) 降解四环素而呈现的色泽 ꎬ 因 四环素对光敏感 ꎬ可以在紫外线或

曝光下变色 ꎮ (3) ꎬ 因结合部位的不同而使牙本质着色的程度有所不同 ꎬ

ꎬ与釉质本身的结构有关 ꎬ在严重釉质发育不全、釉质完全丧

失时 ꎬ则着色的牙本质明显外露 ꎮ

22. 的
A.50°C B.4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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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0°C D.10°C

E.20 °C

【 答案】 D

【 解析】 正常牙髓对 接近口温的水不感觉到疼痛 ꎬ

ꎬ所以 ꎬ 60°C

23. 发生的 是

A.全身营养不良 B.牙齿钙化不良

C.唾液分泌减少 D.细菌的存在

E.喜食甜食
【 答案】 D

【 解析】 龋病是在以 的多种因素作用下 ꎬ 牙齿 发生的 的

细菌感染性疾病ꎮ 此题考查的是龋病的始动因子 ꎬ牙菌斑ꎮ 所以 ꎬ选 Dꎮ

24.下列哪项不符合 的特点

A.存在有机质的分解 B.沿牙本质小管细菌侵入

C.最先侵入的细菌可能是厌氧菌 D.脱矿层牙本质小管形态破坏严重

E.牙髓牙本质复合体的防御性反应可形成修复性牙本质
【 答案】 D

【 解析】 ꎬ是在 ꎬ

ꎮ 其中小管结构仍较完整 ꎬ小管内亦无细菌存在 ꎬ仅见

ꎬ但胶原纤维结构基本完好 ꎮ

25. 开髓时容易向哪个部位
A.近中颈部 B.远中颈部

C.舌侧 D.颊侧

E.以上均不是
【 答案】 C

【 解析】 下颌第一前磨牙因 ꎬ ꎬ牙体预备

时应避免穿髓ꎻ做根管治疗时 ꎬ器械应
26. 进行 不包括

A.无临床症状 B.根尖透射区缩小

C.患牙无明显松动和疼痛 D.牙根继续发育

E.根尖有明显硬组织形成
【 答案】 B

【 解析】 根尖诱导成形术根管永久充填的指征 :无临床症状 ꎬ 包括患牙无明显松动和疼痛 ꎬ

瘘管闭合 ꎬ根管内药物干燥ꎻ

ꎮ 此类题属于记忆题 ꎬ主要考查充填时机ꎮ

27.对 无帮助的诊断检查为

A. 叩诊 B.视诊

C.碘染色法 D.X 线

E.咬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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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D

【 解析】 隐裂牙为一种 ꎬ 它可引

起牙体、牙髓、根尖周和牙周 一 系列病变 ꎬ

可以帮助

诊断 ꎬ或者 ꎬ

所以在牙隐裂时拍摄 X 线片意义不是很大 ꎮ

28. 采用 的原因是

A.硬度大 B.有弹性

C.刺激性小 D.方便取材
E.成本低
【 答案】 C

【 解析】 当龋洞接近髓腔时应采用氧化锌或者氢氧化钙垫底 ꎬ避免刺激牙髓组织 ꎬ 同时可

以 ꎮ

29.常见 为

A.舌侧牙龈 B.唇侧牙龈

C.龋洞 D.龈沟

E.根分叉处
【 答案】 B

【 解析】 常见乳牙牙槽脓肿排脓遵循共同的规律 ꎬ 即 ꎬ

一般 ꎬ所以常见唇侧牙龈排脓 ꎬ所以 B 选项正确ꎮ

30.经 的 可出现哪种并发症

A.牙髓坏死 B.牙髓腔变窄或消失

C.边缘性牙槽骨吸收 D.牙根外吸收

E.以上均可出现
【 答案】 E

【 解析】 经再植的完全脱位牙可出现以下并发症 :牙髓坏死、牙髓腔变窄或消失、边缘性牙
槽骨吸收、牙根外吸收ꎮ 故选 E

31 .男ꎬ60 岁ꎮ 诉 ꎬ查 ꎬ ꎬ

ꎮ 拟诊 :

A.浅龋 B. 中龋

C.牙本质过敏症 D.逆行性牙髓炎

E.可复性牙髓炎
【 答案】 C

【 解析】 浅龋发生牙釉质层内 ꎬ无自主症状 ꎬ所以不选 A ꎮ ꎬ可出现

ꎬ题中则是探诊敏感 ꎬ 未提及入洞 ꎬ所以不选 B ꎮ 逆行性牙髓炎是由牙周炎

症引起的牙髓组织感染 ꎬ题干中并未提及牙周炎症 ꎬ 所以不选 D ꎮ 又称牙髓充

血 ꎬ可出现 ꎬ题干中并未提及 ꎬ所以不选 E ꎮ 牙本质过敏症是牙齿受到外

界刺激 ꎬ如温度(冷、热)、化学物质( 酸、甜) 以及机械作用(摩擦、咬硬物) 等引起的酸痛症状 ꎬ

当用尖锐的探针在牙面上滑动时 ꎬ可找到一 个或数个过敏区 ꎬ 它发作迅速、疼痛尖锐、时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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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 ꎬ是由于釉质的完整性受到破坏 ꎬ使牙本质暴露所致 ꎬ所以可出现牙本质敏感症状ꎮ 磨耗、楔
状缺损、牙折、龋病、牙龈萎缩均可发生牙本质过敏ꎮ 故选 Ｃ ꎮ

３２.男性 ꎬ４３岁ꎮ ꎮ 查

Ｘ 线片见 该主诉牙应诊断为 :

Ａ .深龋 Ｂ .牙髓坏死
Ｃ .牙内吸收 Ｄ .牙外吸收
Ｅ .慢性根尖周炎
【 答案】 Ｂ

【解析】 题干未提及患牙有疼痛症状 ꎬ仅有龋齿深达髓腔 ꎬ牙髄无活力 ꎬ叩痛(－) ꎬＸ 线片见

根尖周无异常 ꎬ提示牙齿为深龋引起的牙髓坏死ꎮ Ｘ 线片没有牙内吸收、牙外吸收和慢性根尖
周炎的表现ꎮ 因此 ꎬ标准答案为 Ｂ ꎬ其他选项均为干扰答案ꎮ

３３.女性 ꎬ３６岁ꎮ 因 右上后牙牙龈发现小包 ꎬ ꎬ ꎬ要求诊治ꎮ

必要的一项检查是

Ａ.探诊 Ｂ.叩诊

Ｃ .扪诊 Ｄ .牙齿松动度

Ｅ.Ｘ 线片检查
【 答案】 Ｅ

【 解析】 患者牙龈小包 ꎬ提示患牙最可能为慢性根尖周脓肿 ꎬ

ꎮ 因此标准答案为 Ｅ ꎬ其他选项均为干扰答案ꎮ

３４.女性 ꎬ２８岁ꎮ 右上后牙 ꎬ咬物不用此侧已 ３ 个月ꎮ 检查 :银色充填物边缘
探 ꎬ ꎮ 热测引起疼痛 ꎬ并持续数十秒ꎮ 该患牙诊断应是

Ａ .深龋 Ｂ .继发龋

Ｃ .慢性牙髓炎 Ｄ .可复性牙髓炎牙本质过敏症

Ｅ .牙本质过敏症
【 答案】 Ｃ

【 解析】 题干提示

ꎮ 可以排除 Ａ、Ｂ 和 Ｅ 选项ꎮ 而且题干中并未提及有自发性痛 ꎬ且叩痛(＋) ꎬ表明

牙髓炎为慢性的ꎮ 因此 ꎬ标准答案为 Ｃ ꎬ其他选项均为干扰答案ꎮ

３５.男性 ꎬ３０岁 ꎮ 右下第一前磨牙

ꎮ 治疗方法是

Ａ .安抚治疗 Ｂ .垫底充填
Ｃ .活髓切断 Ｄ .干髓治疗

Ｅ .塑化治疗
【 答案】 Ｂ

【 解析】 该龋深患牙 ꎬ应垫底后充填 ꎬ 不需安抚治疗 ꎬ更不应做牙髓治疗ꎮ

因此标准答案为 Ｂ ꎬ其他选项均为干扰答案ꎮ

３６.患者 ꎬ男性 ꎬ４８岁ꎮ 述右上后牙咬物痛 ３ 个月 ꎬ咬在
查 :右下 ６ ꎬ颊尖高陡 ꎬ近中边缘至舌尖方向 ꎮ 进一步检查方法是

Ａ.叩诊 Ｂ .电活力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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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 线片检查 D.温度测验
E.碘酊染色
【 答案】 E

【 解析】 对于牙齿隐裂的诊断方法是采用 的方法进行诊断 ꎮ

37.患者 ꎬ女性 ꎬ25 岁ꎮ 因牙面斑点要求进行前牙美观治疗 ꎬ 自诉从 ꎬ牙面即有
查 : 均可见不同程度散在黄褐色及白垩状斑 ꎮ 该患牙最可能的诊断为

A.釉质发育不全症 B.浅龋

C.氟牙症 D. 四环素牙

E.遗传性乳光牙本质
【 答案】 C

【 解析】 牙呈白垩色斑的周界比较明确 ꎬ 而且其纹线与牙釉质的生长发育

线相平行吻合 ꎬ ꎻ遗传性乳光牙牙冠呈半透明乳光色 ꎬ可为浅黄色 ꎬ也

可为棕黄色ꎮ 牙釉质很易折失 ꎬ特别是切牙切缘和磨牙的合面极易发生牙釉质折失 ꎬ牙本质暴

露 ꎮ 牙本质暴露后极易被磨损 ꎬ表现为重度磨耗后的牙本质平面的出现ꎻ四环素对牙的主要影

响是着色 ꎬ前牙比后牙着色明显 ꎬ乳牙着色又比恒牙明显ꎻ 临床表现 :①是在

的釉质上有白垩色到褐色的斑块 ꎮ 严重者有釉质的实质缺损ꎮ 临床上 ꎬ常按其轻、中、重度

而分为白垩型(轻度)、着色型( 中度)和缺损型( 重度) 三种类型 ꎮ ②多见于恒牙 ꎬ发生在乳牙

者甚少 ꎬ程度亦较轻ꎮ 这是由于乳牙的发生分别在胚胎期和乳婴期 ꎬ而胎盘对氟有一定的屏障

作用 ꎮ 因此 ꎬ氟牙症一般均见于恒牙ꎮ 对摩擦的耐受性差 ꎬ但对酸蚀的抵抗力强ꎮ 所以 ꎬ此题

选 C ꎮ

38.男性 ꎬ30 岁ꎮ 因 3 天来左上后牙肿痛来就诊ꎮ 查 ꎬ

ꎬ诊断应为
A.急性根尖周脓肿 B.急性蜂窝织炎

C.急性牙龈乳头炎 D.急性颌骨骨髓炎

E.急性化脓性牙髓炎
【 答案】 A

【 解析】 患牙肿痛 3 天 ꎬ "

均提示患急性根尖周脓肿 ꎬ 已不是牙髓炎或牙龈乳头炎ꎻ所以选 A ꎮ 急性蜂窝织炎 ꎬ病变

局部红、肿、热、痛 ꎬ并向周围迅速扩大 ꎬ患者多伴有程度不同的全身症状 ꎬ如畏寒、发热、头痛、

乏力和白细胞计数增高等 ꎻ急性颌骨骨髓炎 ꎬ发病急剧 ꎬ全身症状明显ꎮ 局部先感病源牙疼痛 ꎬ

迅速延及邻牙 ꎬ导致整个患侧疼痛并放散至颞部ꎮ 面部相应部位肿胀 ꎬ 牙龈及前庭沟红肿 ꎬ 患

区多个牙齿松动ꎮ 常有脓液自牙周溢出ꎮ 其他选项均为干扰答案 ꎮ

39. 的治疗方案错误的是
A.消除咬合创伤 B.减少不良刺激

C.即刻根管治疗 D.预防感染

E.定期追踪复查
【 答案】 C

【 解析】 牙齿震荡后牙髄可能 而对测试没有反应 ꎬ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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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ꎮ 答案故选 C ꎮ

40.某女性患者 ꎬ24 岁ꎮ 因右下 1 ꎬ ꎬ但患者的

ꎬ 不能完全消除已有 ꎬ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最有可能是
A.只有拔除了患牙 ꎬ才能去除根尖病变

B.下颌中切牙有可能有唇舌侧两根管 ꎬ可能遗留一个根管未治疗
C.应用药物性充填材料充填根管
D.观察时间不够长

E.牙髓坏死
【 答案】 B

【 解析】 ꎬ最可能是右下 1 存在遗留根管 ꎬ 因为右下 1 的

双根管率高达 23% ꎮ

41 . 的临床表现为 :

A.遭受外界的物理、化学刺激无明显反应

B.龋洞形成 ꎬ酸甜冷热刺激痛 ꎬ刺激去除后疼痛症状不消失

C.龋洞形成 ꎬ冷热刺激痛 ꎬ 自发痛
D.龋洞形成 ꎬ冷热刺激反射痛
E.龋洞形成 ꎬ冷热刺激痛 ꎬ食物嵌入痛 ꎬ但无自发痛
【 答案】 E

【 解析】 深龋 :病变进展到牙本质深层 ꎬ 明显的龋洞 ꎬ腐质多 ꎬ

ꎬ也可有食物嵌塞时的短暂疼痛症状 ꎬ但 ꎮ 如果

出现自发痛 ꎬ说明牙髓有炎症ꎮ

42. 指的是

A.牙周组织的脓肿 B.异物刺入牙周组织形成的脓肿

C.牙龈上范围弥散的脓肿 D.牙周袋内容物引流不畅引起的脓肿

E.机体抵抗力降低引起牙龈上出现多个脓肿
【 答案】 D

【 解析】 牙周脓肿是

在 ꎬ还可见到根侧或根尖周围弥散的 ꎻ

则是仅 ꎬ呈局限性肿胀 ꎮ 无牙周炎的病史 ꎬ无牙周袋和附着丧失 ꎬ

ꎮ 一般有异物刺入牙龈等明显的刺激因素 ꎬ在除去异物和菌斑牙石 ꎬ排脓引流

后不需其他处理 ꎮ 所以答案选择 D ꎮ

43.下列哪项不是 的适应证
A.急性牙髓炎 B.慢性根尖周炎

C.急性根尖周炎 D.牙槽骨破坏超过根长 2/3 的牙周病牙
E.隐裂牙
【 答案】 D

【 解析】 牙槽骨破坏 的牙周病牙需要行牙周治疗 ꎬ预后较差 ꎬ 不需要行根管

治疗 ꎬ严格地讲属于拔牙适应证ꎮ 所以答案选择 D ꎮ

44.病程进展很快 ꎬ多数牙齿在短期内同时患龋 ꎬ包括 ꎬ这种类型的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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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

A.继发性龋 B.潜行性龋

C.慢性龋 D.猛性龋

E.深龋
【 答案】 D

【 解析】 急性龋中有一种类型 ꎬ其病程进展很快 ꎬ 多数牙齿在

ꎬ 又称猖獗龋常见于颌面及颈部接受 的患

者 ꎬ也称 ꎮ

45. 可能出现 ꎬ引起假阳性反应的原因不包括下列哪一项

A.探头或电极接触大面积的金属修复体或牙龈 ꎬ使电流流向牙周组织

B.未充分隔湿或干燥受试牙 ꎬ以致电流泄漏到牙周组织

C.液化坏死的牙髓有可能传导电流至根尖周 ꎬ当电流调节到最大刻度时 ꎬ患者可能有轻微
反应

D.患者过度紧张和焦虑 ꎬ以致在探头刚接触牙面或被问知感受时即示意有反应
E.患者事先用过镇痛剂、麻醉剂或酒精饮料等 ꎬ不能正常地感知电刺激
【 答案】 E

【 解析】 反应的原因 :①探头或电极接触

大面积的金属修复体或牙龈 ꎬ使电流流向牙周组织 ꎮ ②未充分隔湿或干燥受试牙 ꎬ 以致电流泄

漏到牙周组织 ꎮ ③液化坏死的牙髓有可能传导电流至根尖周 ꎬ 当电流调节到最大刻度时 ꎬ 患者

可能有轻微反应 ꎮ ④患者过度紧张和焦虑 ꎬ 以致在探头刚接触牙面或被问知感受时即示意有

反应ꎮ

反应的原因 :①患者亊先用过镇痛剂、麻
醉剂或酒精饮料等 ꎬ不能正常地感知电刺激 ꎮ ②探头或电极未能有效地接触牙面 ꎬ妨碍电流传
导到牙髓 ꎮ ③根尖尚未发育完全的新萌出牙 ꎬ其牙髄通常对电刺激无反应 ꎮ ④根管内过度钙
化的牙 ꎬ牙髓对电刺激通常无反应 ꎬ常见于一些老年人患牙 ꎮ ⑤牙受过外伤的患牙可对电刺激
无反应 ꎮ

46.下列哪项除外均是 的特征

A.患处硬组织脱矿 B.微晶结构改变

C.牙齿透明度下降 D.牙釉质成白垩色
E.患处有较明显的龋洞
【 答案】 E

【 解析】 浅龋是指龋损在 ꎬ 患者一般无主观症状 ꎬ遭受外界的物

理和化学刺激如冷、热、酸、甜刺激时亦无明显反应ꎮ 多数是在常规检查时发现ꎮ

47. 目前认为人类 是

A.乳酸杆菌 B.唾液链球菌

C.血链球菌 D.变形链球菌

E.轻链球菌
【 答案】 D

【 解析】 口腔中的 ꎬ其次为某些乳杆菌和放线菌属 ꎮ 血链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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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早在牙面定居的细菌之一 ꎮ 轻链球菌是牙菌斑中最常分离到的细菌 ꎮ

48.疼痛的发作方式 的

A.主诉 B.个人史

C.现病史 D.患病史

E.系统病史
【 答案】 C

【 解析】 现病史是记述患者病后的全过程 ꎬ 即发生、发展、演变和诊治经过ꎮ 包括主要症状

的特点等ꎮ

49.酸蚀的作用不包括

A.减少表面粗糙度 B.去除表层玷污釉质

C.增加釉质表面自由能 D.活化釉质表层

E.增加牙表面积
【 答案】 A

【 解析】 酸蚀作用主要表现在

等几个方面ꎮ 所以答案选择 A ꎮ

50. 的目的是

A.明确是否穿髓 B.明确是否近髓
C.了解牙髓是否有结石 D.了解牙髓是否有活力

E.以上都不是
【 答案】 D

【 解析】 牙髓活力电测验临床意义 : ꎮ 若患者能感受到电活力计的

电刺激 ꎬ牙髓则被认为有某种程度的活力ꎮ 但活力测验不能作为诊断的唯一根据 ꎬ 因为有假性

反应的可能 ꎬ必须结合病史和其他的检查结果 ꎬ进行全面分析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ꎮ

51 .慢性根尖周炎 的治疗应是

A.瘘管搔刮 B.根管治疗

C.根尖手术 D.塑化治疗

E.患牙拔除
【 答案】 B

【 解析】 根管治疗术是治疗牙髓坏死、坏疽或根尖周病的一种方法 ꎬ

ꎬ进行适当的消毒 ꎬ并根管充填去除不良刺激 ꎬ促进根尖周病变愈合ꎮ

52.临床 是

A.10% ~ 30%柠檬酸 B.10% ~ 15%磷酸

C.30% ~50%磷酸 D.30% ~50%醋酸

E.10%硝酸
【 答案】 C

【 解析】 临床常用的酸蚀剂是 30%-50%的磷酸 ꎮ

53.根管成形的目的不包括
A.清除感染物 B.建立根尖病灶的引流通道

C.便于玷污层去除 D.便于封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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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便于充填
【 答案】 C

【 解析】 根管成形的目的 :在根管清理的基础上 ꎬ进一步清除感染 ꎻ建立根尖周病灶的引流

通道ꎻ便于根管内封药 ꎬ以保证药物的消毒杀菌作用ꎻ便于根管充填 ꎬ使根充严密准确ꎮ

54.牙髓失活法的 是

A.化学性骨髓炎 B.封药后疼痛

C.龈乳头炎 D.残髓炎

E.急性牙周炎
【 答案】 A

【 解析】 牙髓失活术最严重的并发症是 ꎮ

55.急性龋的临床表现为

A.多见于中、老年人 B.病变进展较平稳

C.龋洞内腐质湿软 D.龋坏牙本质着色深

E.进展与全身情况无关
【 答案】 C

【 解析】 急性龋多见于儿童或青年人ꎮ 病变进展较快 ꎬ数月内即可形成龋洞 ꎬ

ꎬ因此又称作湿性龋ꎮ 由于

56.龋病发病期间 ꎬ数量减少的细菌是
A.变形链球菌 B.放线菌

C.血链球菌 D.乳杆菌

E.酵母菌
【 答案】 C

【 解析】 在龋病发病期间牙菌斑内细菌的比例在不断发生改变 ꎬ其中变形链球菌、放线菌、

乳杆菌和酵母菌数量不断增加 ꎬ而血链球菌和韦永菌数减少 ꎮ

57.理想的根管充填应达到的标准为

A.充填物与根尖平齐 B.充填物距根尖 0.5 ~ 1 mm

C.充填物距根尖 0.5 ~2 mm D.根管糊剂可超出根尖

E.牙胶尖可少量超出根尖
【 答案】 C

【 解析】 理想的根管充填应达到的标准是恰填 ꎮ 恰填 :根管内充填物严密 ꎬ 充填物距根尖

端 0.5 ~2.0 mmꎮ 欠填 :根管内充填物距根尖端 2 mm 以上 ꎬ和(或)根尖部根管内有不密合的

透射影像 ꎬ超填 :根管内充填物填满根管且超出了根尖孔ꎮ 此类题属于数字记忆型题ꎮ

58.根管治疗完成后 ꎬ牙齿强度降低的主要原因是
A.缺乏营养的供给而脆弱牙本质缺少水分而脱水

C.牙冠结构的缺损 D.咬牙合力量过大

E.充填物过高
【 答案】 A

【 解析】 根管治疗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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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造成牙齿强度降低的主要原因 ꎮ

59.下列关于 的表述 ꎬ错误的是
A.病变已达牙本质浅层 B.牙本质脱矿软化、变色

C.患牙对甜酸刺激敏感 D.遇过冷过热食物时有疼痛感
E.冷热刺激去除后症状仍持续
【 答案】 E

【 解析】 中龋病变的前沿位于 ꎬ牙本质因脱矿而软化 ꎬ随色素进入而变色 ꎬ呈

黄褐色ꎮ 临床检查可以看到或探到明显的龋洞 ꎬ或在 X 线照相时发现 ꎮ 患者多有自觉症状 ꎬ

主要表现为在进食冷、热或酸、甜食品时 ꎬ ꎮ

60.造成牙体缺损 ꎬ最常见的原因是
A.楔状缺损 B.发育畸形

C.龋病 D.磨损

E.外伤
【 答案】 C

【 解析】 牙体缺损最常见的原因是龋病 ꎬ其次是外伤、磨损、楔状缺损、酸蚀和发育畸形等 ꎮ

发生楔状缺损的主要原因刷牙 ꎮ

61 .龋损达到什么程度时开始产生牙髓反应

A.釉牙本质界处 B.牙本质外 1/3

C.牙本质中 1/3 D.牙本质内 1/3

E.髓壁处
【 答案】 C

【 解析】 当龋损达牙本质中 1/3 时 ꎬ会开始产生牙髓反应ꎮ 因为成

会开始出现牙髓反应ꎮ

62.激光脱敏治疗的原理为

A.牙本质小管热凝、熔融 B.牙本质小管封闭
C.作用于牙本质细胞质突 D.作用于牙本质小管牙髓的末梢

E.以上作用均存在
【 答案】 A

【 解析】 激光脱敏治疗的原理是激光将牙本质小管热凝、熔融 ꎬ从而隔绝外界的刺激 ꎬ达到

脱敏的目的 ꎮ

63.深龋引起的可复性牙髓炎 ꎬ采用间接盖髓术时 ꎬ常使用的盖髓剂是
A.玻璃离子黏固粉 B.磷酸锌黏固粉

C.氢氧化钙 D.氧化锌丁香油黏固粉
E.碘彷糊剂
【 答案】 C

【 解析】 深龋引起的可复性牙髓炎 ꎬ采用间接盖髓术时 ꎬ 目前常使用的盖髄剂首选氢氧化

钙制剂ꎮ 因为 ꎮ

64.各型 的是
A.畸形根面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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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畸形舌侧尖 D.牙中牙

E.釉珠
【 答案】 D

【 解析】 根据牙内陷的程度从浅到深分别是 :畸形舌侧窝、畸形舌侧沟、畸形舌侧尖 、牙中

牙 ꎬ所以 A、B、C 选项错误ꎮ 釉珠不属于牙内陷 ꎬ所以 E 选项错误ꎮ 故本题选 Dꎮ

65. 致龋的必要条件是
A.多次食用 B.黏附牙面

C.菌斑存在 D.加工精细

E.溶解于水
【 答案】 C

【 解析】 蔗糖本身不会导致龋齿的发生 ꎬ 而

ꎮ 所以答案选择 C ꎮ

66.青少年根尖周炎 选用哪种治疗方法

A.干髓术 B.根管治疗

C.塑化治疗 D.空管治疗

E.安抚治疗
【 答案】 B

【 解析】 干髓术是去除感染冠髓 ꎬ保留干尸化的根髓 ꎬ从而保存患牙的治疗方法 ꎬ远期效果

较差 ꎬ不用于青少年根尖周炎的治疗 ꎬ排除 A ꎮ 塑化治疗适用于成年人根尖孔完全形成的恒磨

牙 ꎬ故排除 C ꎬ空管治疗现临床已经淘汰该手术 ꎬ排除 D ꎮ 安抚治疗适用于深龋 ꎬ不适用于根尖

周炎的治疗所以排除 ꎮ 根管治疗 ꎬ达到治疗牙髓病以及预

防和治疗根尖周病的目的 ꎬ对于青少年根尖周病的治疗远期效果比较好 ꎬ故本题选 B ꎮ

67.临床上牙髓息肉一般见于

A.急性牙髓炎浆液期 B.急性牙髓炎化脓期

C.慢性闭锁性牙髓炎 D.慢性溃疡性牙髓炎

E.慢性增生性牙髓炎
【 答案】 E

【 解析】 慢性增生性牙髓炎又称牙髓息肉 ꎬ患牙 ꎬ并且 ꎬ牙髓

ꎬ使炎性牙髓组织增生呈息肉状 ꎬ经穿髄孔突出 ꎬ多见于儿童、青少年ꎮ 常发生在乳磨牙

或第一恒磨牙 ꎮ

68.10 号标准化扩孔钻和锉的 和 为

A.0.10 mm 和 0.40 mm B.0.10 mm 和 0.42 mm

C.0.15 mm 和 0.32 mm D.0.15 mm 和 0.47 mm

E.0.10 mm 和 0.32 mm

【 答案】 B

【 解析】 尖端直径 :标准化器械号数为尖端直径乘以 100 ꎮ 末端直径为 :尖端直径+0.32 mm

故 10 号器械尖端直径为 0.10 mm ꎬ末端直径为 0.10+0.32 = 0.42 mmꎮ

69.急性牙髓炎疼痛的特点是
A.患者能指出患牙部位 B.对温度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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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疼痛部位可有机械刺激痛 D.疼痛呈放散性

E.疼痛夜间减轻
【 答案】 D

【 解析】 急性牙髓炎疼痛的特点主要是阵发性自发性疼痛ꎻ温度刺激引起或加重疼痛 ꎻ疼

痛不能定位 ꎬ呈放散性ꎻ疼痛常在夜间发作或者加重ꎮ

70.关于 的注意事项 ꎬ描述错误的是

A.先测对照牙 ꎬ后测患牙 B.冷水检验时 ꎬ先测下牙后测上牙

C.先测后牙 ꎬ再测前牙 D.测试部位为唇颊面中 1/3 处
E.必要时可局麻下进行
【 答案】 E

【 解析】 牙髓温度测试时不可行局麻术 ꎬ以防误诊ꎮ

71 . 经哪种排脓途径排脓后患牙的预后较差

A.通过根管从龋洞排脓 B. 由龈沟或牙周袋排脓
C.穿通舌侧骨壁排脓 D.穿通唇颊侧骨壁排脓

E. 向腐质排脓
【 答案】 B

【 解析】 急性牙槽脓肿经 ꎬ 因为会有炎性肉芽生成 ꎬ严重

ꎮ 急性牙槽脓肿 的排脓途径 ꎮ 所以答
案选择 B ꎮ

72.当患者 时 ꎬ慢性根尖周炎的主要病变类型为

A.根尖周肉芽肿 B.根尖周脓肿
C.根尖周囊肿 D.致密性骨炎

E.有窦性根尖周脓肿
【 答案】 D

【 解析】 致密性骨炎是根尖周组织受到轻微、缓和、长时间慢性刺激后产生的骨质增生反

应 ꎮ 见于 ꎮ

73.银汞合金充填 的龋病 ꎬ需要垫底的原因是银汞合金
A.对牙髓具有刺激性 B.具有流动性

C.具有传导性 D.具有膨胀性

E.具有收缩性
【 答案】 C

【 解析】 ꎬ当 ꎬ如不使用隔

绝温度刺激材料 ꎬ则牙髓会因为温度变化而造成充血及炎性反应ꎮ

74 牙本质过敏症主要表现为

A.阵发性自痛 B.冷刺激一过性痛

C.酸甜刺激痛 D.热刺激迟缓痛
E.机械刺激痛
【 答案】 E

【 解析】 牙本质过敏症的表现主要是刺激痛 ꎮ 以机械刺激最为显著 ꎬ其次为冷、酸、甜等 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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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５＋２＋１”

刺激除去后疼痛立即消失 ꎮ

７５.女性 ꎬ５２岁ꎮ 右侧后牙冷水刷牙时酸痛明显 ２ 周 ꎬ ꎮ 口腔检查 :右上后牙

ꎬ叩诊(－) ꎬ牙周检查(－) ꎬ ꎬ呈楔状ꎬ探诊酸痛ꎮ 拟诊断

Ａ .牙隐裂 Ｂ .楔状缺损
Ｃ .中龋 Ｄ.磨损

Ｅ .牙周萎缩
【 答案】 Ｂ

【 解析】 楔状缺损是牙齿颈部硬组织在某些因素长期作用下逐渐丧失 ꎬ 这种缺损常呈楔

形 ꎬ主要发生在唇、颊侧 ꎬ少见于舌侧ꎮ 多见于中年以上患者的前磨牙 ꎬ其次是第一恒磨牙和尖

牙 ꎬ有时范围涉及第二恒磨牙以前的全部牙齿 ꎮ

７６.某男性患者 ꎬ１７岁ꎮ ꎬ求治ꎮ

ꎮ 口腔检查 :釉质严重发育不全 ꎬ牙表面有带状和窝状的棕色凹陷 ꎬ叩诊(－) ꎬ无松动ꎮ 最可

能的诊断是
Ａ.白斑 Ｂ .氟牙症

Ｃ . 四环素牙 Ｄ .遗传性牙本质发育不全

Ｅ .先天性梅毒牙
【 答案】 Ｂ

【 解析】 氟主要损害釉质发育期牙胚的造釉细胞 ꎬ 因此 ꎬ过多的氟只有在牙齿发育矿化期进

入机体 ꎬ才能发生氟牙症ꎮ

ꎻ反之ꎬ如 ７ 岁后才迁入高氟地区者ꎬ则不出现氟牙症ꎮ

四环素牙的主要影响是牙齿着色ꎬ在牙发育矿化期ꎬ服用的四环素族药物ꎬ可被结合到牙组织内ꎬ

可使牙着色ꎮ 遗传性牙本质发育不全ꎬ牙萌出后不久ꎬ髓室和根管完全闭锁ꎮ 故选择 Ｂꎮ

７７.男性ꎬ６０岁ꎮ 患牙偶有与 ꎮ 检查发现 :无明显龋损及其他牙体硬组织病

变ꎮ ꎬ叩诊(－) ꎬ无松动ꎬ牙周检查(－)ꎮ ꎮ 应诊断为

Ａ .牙髓坏死 Ｂ .可复性牙髓炎
Ｃ .牙髓钙化 Ｄ .残髓炎

Ｅ .逆行性牙髓炎
【 答案】 Ｃ

【 解析】 牙髓钙化髓石一般不引起临床症状 ꎬ个别情况表现与体位有关的自发痛ꎮ 本例患

牙对牙髓活力测验的反应表现为敏感 ꎬ且 故应诊

断为牙髓钙化ꎮ

７８.患者 ꎬ女性 ꎬ３１岁ꎮ 左上第二磨牙因龋致牙髓炎 ꎬ患牙在根管治疗过程中的工作长度具
体指

Ａ .根管长度 Ｂ .牙齿实际长度

Ｃ .根管口至根尖部的长度 Ｄ .Ｘ 线片上牙齿的长度

Ｅ .洞缘标志点到根尖狭窄部的长度
【 答案】 Ｅ

【 解析】 从

确定工作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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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一般选坚实的切端、牙尖或洞缘作为冠部参照点ꎮ 故选 Ｅ ꎮ

７９.患者ꎬ男ꎬ３７岁ꎬ诉右上后牙自发性钝痛 １ 个月ꎬ１ 天前疼痛加重ꎬ较剧烈ꎬ出现夜间痛ꎬ

冷热刺激加剧ꎮ 视诊见右上后牙深龋洞 ꎬ探诊(＋＋) ꎬ患者应先行以下哪项检查
Ａ .牙髓活力电测验 Ｂ .牙髓活力温度测验

Ｃ .Ｘ 线检查 Ｄ.咬诊

Ｅ .探诊
【 答案】 Ｂ

【 解析】 疼痛是牙根尖周疾病最常见的表现 ꎬ首先要了解疼痛的部位、性质、程度以及加重

或缓解的因素 ꎮ 牙髓炎及根尖周炎都可有自发痛 ꎬ根尖周炎还常伴咬牙合不适 ꎮ 慢性牙髓炎

及慢性根尖周炎疼痛不剧烈 ꎬ一般能定位ꎮ 急性牙髓炎疼痛剧烈 ꎬ不能定位ꎮ 急性根尖周炎症

状、体征明显 ꎬ疼痛剧烈 ꎬ叩痛松动明显ꎮ 牙髓炎温度刺激加剧 ꎬ表现较持续的疼痛 ꎬ 电活力测

试有反应 ꎮ 根尖周炎温度测试及电活力测试均无反应 ꎬＸ 线中可帮助诊断ꎮ 题干中提示

牙髓炎首选的检查方法是牙髓活力温度测验 ꎬ所以答案选 Ｂ ꎮ

８０.下列关于磨耗与磨损的描述 ꎬ正确的是

Ａ .都是牙与牙之间的摩擦 ꎬ发生在牙体的部位不同

Ｂ .都是牙与食物之间的摩擦 ꎬ发生在牙体的部位不同

Ｃ .前者是牙与牙之间的摩擦 ꎬ后者是牙与食物之间的摩擦

Ｄ .前者是由牙与牙或牙与食物之间的摩擦引起 ꎬ后者是由牙与外物机械摩擦产生 ꎬ且发生
在牙体的部位不同

Ｅ .后者是由牙与牙或牙与食物之间的摩擦引起 ꎬ前者是由牙与外物机械摩擦产生 ꎬ且发生
在牙体的部位相同

【 答案】 Ｄ

【 解析】 磨耗与磨损的主要区别在于 :

ꎮ 两者发生

的部位亦不相同 ꎬ磨耗多发生在牙齿 面、切嵴及邻面ꎮ 答案故选 Ｄ ꎮ

８１.男性 ꎬ３２岁ꎮ 近 ２ 个月来右上后牙咬物痛ꎮ １ 日来持续跳痛ꎬ并 ꎬ现
ꎮ 检查见有 无探痛 ꎬ ꎬ龈未见异常ꎮ 医师诊断应

考虑的疾病是

Ａ .深龋 Ｂ .可复性牙髓炎

Ｃ .慢性闭锁性牙髓炎 Ｄ .急性化脓性牙髓炎

Ｅ .急性化脓性根尖周炎
【 答案】 Ｄ

【 解析】 本题考的知识点是急性牙髓炎的诊断 ꎮ 患者右上后牙咬物痛已有 ２ 个月之久 ꎬ

１ 日来又出现" 持续跳痛" 并 等急性牙髓炎的表现 ꎮ"

这些都是典型的急性化脓性牙髓炎的临床

表现 ꎬ诊断应是急性化脓性牙髓炎 ꎬ病历未提示诊断其他类型牙髓炎和根尖周炎的依据 ꎮ 因

此 ꎬ标准答案为 Ｄ ꎬ其他选项均为干扰答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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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5+2+1 ”

82. 中龋为病损发展到

A.牙本质浅层 B.牙本质中层

C.牙本质深层 D.牙釉质全层

E.釉牙本质界
【 答案】 A

【 解析】 龋损侵犯牙釉质层为浅龋 ꎬ 中龋是病损发展到牙本质浅层 ꎮ 牙本质中层和深层龋

坏是深龋 ꎮ 故答案选 A ꎮ

83.龋病分类最适用于临床的是

A.按解剖部位分类 B.按发病情况分类

C.按进展速度分类 D.按病变深度分类

E.其他分类
【 答案】 D

【 解析】 临床最常用的龋病的分类是按照龋病的病变深度分为浅龋、中龋、深龋 ꎮ

84.对畸形中央尖描述错误的是

A.对圆钝而无妨碍的中央尖可不予处理 B.畸形中央尖高度为 1 ~ 3 mmꎮ

C.畸形中央尖常对称发生 D.可以多次少量调磨中央尖

E.畸形中央尖内无牙髓组织
【 答案】 E

【 解析】 畸形中央尖有半数发现有髓角深入故 E 选项错误 ꎮ

85.继发龋的发生与下列哪项无关

A.充填体折裂 B.牙体组织折裂

C.充填不密合 D.龋坏组织未去净

E.没有进行窝洞垫底
【 答案】 E

【 解析】 继发龋的发生可能与洞形制备不严格 ꎬ充填材料使用不当及龋坏组织未去除干净

有关ꎮ 未进行窝洞垫底可能会引起牙髓刺激症状 ꎬ但是不会发生继发龋ꎮ 故答案选 E ꎮ

86.现代医学观点认为 ꎬ根管治疗成败的关键性环节是
A.根管扩大 B.根管清理

C.开髓正确与否 D.根管消毒

E.根管充填密合与否
【 答案】 B

【 解析】 根管治疗成败的关键环节是根管腔内感染物质是否彻底去除干净 ꎬ故根管清理为

正确选项 ꎮ ꎬ 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彻底去除根管内的感染源 ꎬ 即用

机械和化学的方法预备根管 ꎬ达到清创的效果 ꎻ二是杜绝再感染 ꎬ通过严密地封闭根管 ꎬ堵塞空

腔 ꎬ消灭再感染的途径ꎮ

87.不适合应用间接盖髓的是
A.外伤冠折未露髓

C.深龋引起的可复性牙髓炎
E.深龋近髓者

B.慢性闭锁性牙髓炎
D.活髓牙全冠预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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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Ｂ

【 解析】 慢性闭锁型牙髓炎需要根管治疗 ꎬ其余都属于间接盖随的适应证 ꎮ

８８.治疗急性牙髓炎时 ꎬ首先应考虑
Ａ .抗消炎 Ｂ .消灭致病菌

Ｃ .使之无痛或尽量减少疼痛 Ｄ .防止感染扩散

Ｅ .保护活牙髓
【 答案】 Ｃ

【 解析】 急性牙髓炎时由于髓腔压力很大 ꎬ 患者疼痛症状明显 ꎬ所以应急处理措施为开髓

引流ꎬ消除髓腔压力ꎬ缓解疼痛ꎬ故 Ｃ 选项正确ꎮ

８９.恒牙龋病的最好发牙位是

Ａ .上颌第一磨牙 Ｂ .上颌第二磨牙

Ｃ .上颌第二前磨牙 Ｄ .下颌第一磨牙

Ｅ .下颌第二磨牙
【 答案】 Ｄ

【 解析】 由于下颌第一磨牙 ꎬ 口腔中保留时间最长 ꎬ 窝沟点隙较深 ꎬ所以最容

易发生龋坏ꎮ

９０.窝洞制备时要求洞缘曲线呈圆钝形的目的是
Ａ .防止牙齿折裂 Ｂ .防止充填体折裂

Ｃ .防止充填体脱落 Ｄ .防止继发龋发生

Ｅ .防止充填材料的刺激
【 答案】 Ａ

【 解析】 窝洞制备时要求洞缘曲线呈圆钝形的目的是
９１.慢性增生性牙髓炎诊断的主要依据是

Ａ .髓腔内可探及牙髓息肉 Ｂ .不敢用患牙咀嚼

Ｃ .冷热刺激痛 Ｄ . 自发疼痛
Ｅ .探诊出血
【 答案】 Ａ

【 解析】 慢性增生性牙髓炎常见于儿童及青少年 ꎬ髓腔内可探及牙髓息肉 ꎬ 患牙可有进食

时及探诊出血的表现 ꎮ 最主要的依据是 ꎮ

９２.确诊急性牙髓炎疼痛部位的方法是

Ａ .电诊法 Ｂ .Ｘ 线片检查

Ｃ .染色法 Ｄ .试麻醉法

Ｅ .嗅诊
【 答案】 Ｄ

【 解析】 急性牙髓炎的疼痛不能定位 ꎬ呈放散性疼痛 ꎬ 因此鉴于不同牙齿受支配的神经不

同 ꎬ 阻断不同神经可鉴别急性牙髓炎的牙位 ꎬ故可采用试麻醉法ꎮ

９３.男 ꎬ２０岁ꎮ 一 日前左上中切牙外伤ꎮ 检查患牙 ꎬ叩痛(＋) ꎬ不松动 ꎬ

ꎬ ꎮ 治疗应为
Ａ .间接盖髓 Ｂ .直接盖髓

１２１

第

四

章



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５＋２＋１”

Ｃ .活髓切断 Ｄ .根管治疗

Ｅ .根尖诱导成形术
【 答案】 Ｄ

【 解析】 外伤露髓 １ 天ꎬ ꎬＸ 线片检查未见根折ꎬ

ꎬ可以用根管治疗 ꎬ所以 Ｄ 正确ꎮ

9４.男 ,４0 岁 装 右上后牙 ,１ 天前 急诊 装 查见银汞 ,

叩痛(＋) , , 装 该患牙最可能的诊断是
Ａ .继发深龋 Ｂ .牙本质过敏

Ｃ .可复性牙髓炎 Ｄ .慢性闭锁性牙髓炎

Ｅ .慢性牙髓炎急性发作
【 答案】 Ｅ

【 解析】 由上可知 :患者有自发痛 ꎬ夜间痛 ꎬ放射痛 ꎬ热测敏感 ꎬ提示有急性牙髓炎 ꎬ但是

ꎬ只不过最近转为急性 ꎬ所以诊断为慢性牙髓炎急性发作 ꎬ所

以 Ｅ 正确ꎮ 继发深龋、牙本质过敏无自发痛 ꎬ所以 Ａ、Ｂ 错误ꎮ 可复性牙髓炎的温度测验为一

过性敏感 ꎬ一般是冷测 ꎬ所以 Ｃ 错误ꎮ 慢性闭锁性牙髄炎无以上疼痛症状 ꎬ所以 Ｄ 错误ꎮ 故此

题选 Ｅꎮ

9５ .一个牙齿健康的 ,如果由饮水氟浓度为 0.４ｍｇ/Ｌ 地区迁至浓度为 ２ .0ｍｇ/Ｌ 地
区 ,其氟牙症发生的概率为

Ａ.0 Ｂ.２５％

Ｃ.５0％ Ｄ.７５％

Ｅ.１00％
【 答案】 Ａ

【 解析】 能否发生氟牙症除摄入氟过量外 ꎬ还取决于过多氟进入人体的时机 ꎮ 氟主要损害

釉质发育期牙胚的成釉细胞 ꎬ 因此 ꎬ过多的氟只有往牙齿发育矿化期进入机体才能发生氟牙

症 ꎮ

ꎬ故选 Ａꎮ

9６ .男性 ,１0 岁 装 左上后牙饮冰水时疼痛 ,无自发痛 装 口腔检查 : 面广泛浅龋 ,洞底质地

较硬 ,叩诊(－) ,探诊(－) ,无松动 装 较合适的处理方法是

Ａ .药物治疗 Ｂ .再矿化法
Ｃ .窝沟封闭 Ｄ .修复性治疗
Ｅ.拔除
【 答案】 Ａ

【 解析】

难以制备洞形的广泛性浅龋可以采用药物治疗的方法 ꎬ 因此答案选 Ａ ꎮ

9７ .患牙持续性、搏动性剧烈跳痛 ５ 天 装 不注意触碰患牙亦感疼痛难忍 装 口腔检查 :

急诊处理最佳方法是
Ａ .开放髓腔即可

Ｂ .开通髓腔引流通道 ,穿通根尖孔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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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开通髓腔引流通道 ꎬ穿通根尖孔 ꎬ局麻下切开排脓

Ｄ .安抚治疗
Ｅ .调整咬
【 答案】 Ｃ

【 解析】 根据病史 ꎬ根尖有波动感 ꎬ诊断为黏膜下脓肿 ꎬ所以应该在局麻下切开排脓 ꎬ开髓

减轻髓腔内的压力 ꎮ

９８.患者ꎬ男性ꎬ４３岁ꎮ 左上后牙补牙后咀嚼疼痛 １ 周ꎮ 无冷、热刺激痛ꎬ无自发痛ꎮ 检查 :

原银汞合金充填物无折裂 ꎬ可见 ꎮ 叩诊(－) ꎬ探诊(－) ꎬ无松动ꎮ 温度刺激试验(－) ꎮ

引起疼痛的原因最可能是
Ａ .小的穿髓孔未被发现 Ｂ .备洞时对牙髓刺激过强

Ｃ .未垫底或垫底材料选择不当 Ｄ .充填物过高
Ｅ .接触点恢复不良 ꎬ形成食物嵌塞
【 答案】 Ｄ

【 解析】 在咬合时引起疼痛 ꎬ不咬物则不痛 ꎬ与温度变化无关 ꎮ

９９.患者 ꎬ６０岁ꎮ 诉于外院充填治疗后 ꎬ咬合时左侧下后牙疼痛 ２ 天ꎮ 检查见 :

充填体完好 ꎬ边缘密合 ꎬ温度刺激反应同正常牙 ꎬ咬合

纸检查未见高点 ꎬ叩(－) ꎬ探(－) ꎮ 则正确的治疗措施为

Ａ.左下 ６ 根管治疗
Ｂ .拔除左下 ６

Ｃ .左下 ６ 换以复合树脂充填

Ｄ .左下 ６ 去除旧充ꎬ安抚 ２ 周后ꎬ玻璃离子充填
Ｅ .左下 ６ 铸造冠修复
【 答案】 Ｃ

【 解析】 采用银汞合金充填的牙齿 ꎬ在与对颌牙接触时出现短暂的疼痛 ꎬ脱离接触或反复

咬合多次后疼痛消失 ꎮ 这种情况多见于

１００.女性 ꎬ２５岁ꎮ 上前牙咀嚼不适 ２ 个月余ꎮ 口腔检查 :左上 ２ 远中邻腭面深龋ꎬ穿髓 ꎬ探

诊(－) ꎬ叩诊( ± ) ꎬ牙髓活力电测验(－) ꎬ牙周检查(－) ꎮ

其最佳治疗方法是
Ａ .干髓术 Ｂ .塑化治疗

Ｃ .根管治疗 Ｄ .拔髓术

Ｅ .牙髓切断术
【 答案】 Ｃ

【 解析】

干髓术、塑化治疗、拔髓术、牙髓切断术不适合 ꎮ

１０１.患者因牙齿龋坏充填 ５ 年后出现冷热刺激痛 ꎬ偶有自发钝痛就诊 ꎮ

叩诊( ±) ꎬ冷热测疼痛ꎮ 其原因为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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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５＋２＋１”

Ａ .继发龋 Ｂ .充填物早接触

Ｃ .充填时没垫底 Ｄ .备洞时操作不当

Ｅ .充填体的化学性刺激
【 答案】 Ａ

【 解析】 继发龋是经充填治

疗后 ꎬ在洞边缘或洞内壁 ꎬ再次出现龋坏 ꎮ 原因 :①龋坏组织未去净 ꎻ②备洞不良 ꎻ③材料本身

性能不良或材料调制不当或充填时手法不当 ꎮ

１０２.男性 ꎬ４５岁ꎮ 左上后牙饮用冷、热水时疼痛ꎬ无自发痛ꎮ 口腔检查 :左上后牙未探及明显

龋洞ꎬ叩诊(－) ꎬ邻面远中牙体颜色稍显暗黑色ꎮ 为确定诊断ꎬ应首先釆用的辅助检查方法是
Ａ .实验性备洞 Ｂ .Ｘ 线片检查
Ｃ .牙周探诊 Ｄ .选择性麻醉定位

Ｅ.咬诊
【 答案】 Ｂ

【 解析】 饮用冷、热水时疼痛 ꎬ表明牙体硬组织已经受到损坏 ꎬ故首先采用 Ｘ 线检查龋齿破

坏的程度及范围 ꎮ

１０３.某男性患者 ꎬ３０岁ꎮ 因右侧牙疼 ꎬ伴冷热刺激疼、放射痛 ꎬ夜间加重ꎬ来院治疗 ꎬ检查后
确定为急性牙髓炎 ꎬ但未见有楔状缺损、深龋洞及深牙周袋 ꎬ只见其

ꎮ 引起牙髓炎的原因可能是

Ａ .逆行性牙髓炎 Ｂ .咬合创伤

Ｃ .畸形中央尖磨穿 ꎬ引起牙髓感染 Ｄ .无法确定病因
Ｅ 以上都不是
【 答案】 Ｃ

【 解析】 根据题干的描述 ꎬ该患者的患牙是畸形中央尖 ꎮ

患者 ３０岁且 面有一环形黄色结

构 ꎬ 系长时间磨耗所致 ꎬ故应为圆台型畸形中央尖ꎮ

１０４.男性 ꎬ１５岁ꎮ 诉左上颌后牙进食时疼痛明显 １ 周 ꎬ无自发痛ꎮ 口腔检查 :左上 ７ 远中
邻面深龋 ꎬ探酸痛 ꎬ温度刺激酸痛更明显 ꎬ刺激去除后疼痛即刻消失ꎮ

ꎬ恰当的治疗方法是
Ａ .干髓术 Ｂ .牙髓切断术

Ｃ .直接盖髓术 Ｄ .拔除患牙

Ｅ .根管治疗
【 答案】 Ｃ

【 解析】 直接盖髓术适用于 :①根尖孔尚未发育完全 ꎬ 因机械性或外伤性露髄的年轻恒牙ꎻ

②根尖已发育完全 ꎬ机械性或外伤性露髓 ꎬ穿髓孔直径 的恒牙 ꎮ

１０５.患者 ꎬ２０岁 ꎬ男性ꎮ 右上后牙遇冷水痛近 ２ 月ꎮ 检查见右上第一磨牙咬合面
ꎬ叩诊( ± ) ꎬ 感 ꎬ ꎬ该患

牙应诊断为

Ａ .深龋 Ｂ .可复性牙髓炎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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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慢性溃疡性牙髓炎 Ｄ .牙本质过敏
Ｅ.中龋
【 答案】 Ｃ

【 解析】 慢性溃疡性牙髓炎 :探查洞底有穿髓孔 ꎬ 有探痛 ꎻ 对温度测验的反应可迟钝或敏

感 ꎻ叩诊轻度疼痛或不适ꎻＸ 线片检查可有根尖周牙周膜间隙增宽或硬骨板模糊等改变ꎮ

１０６.酸蚀釉质黏结面的酸为

Ａ .２５％硫酸 Ｂ .３５％磷酸

Ｃ .４５％醋酸 Ｄ .５０％枸橼酸

Ｅ . 自酸蚀剂
【 答案】 Ｂ

【 解析】 牙釉质黏结面的处理 :对于牙釉质黏结面 ꎬ一般使用 ３０％~５０％磷酸液处理正常釉

质表面 ３０秒即可达到酸蚀的目的ꎮ 临床上 ꎬ为了准确控制酸蚀区 ꎬ常用 ３５％左右的胶状磷酸

处理剂进行酸蚀 ꎮ

１０７.下列关于慢性闭锁性牙髓炎临床表现的叙述 ꎬ不正确的是

Ａ .无明显的自发痛 Ｂ .热测引起迟缓痛
Ｃ .洞内肉眼可见穿髓孔 Ｄ . 叩诊多有不适感

Ｅ .有过自发痛病史
【 答案】 Ｃ

【 解析】 并非是慢性闭锁性牙髓炎的特

征 ꎮ 但多可查及深龋洞、冠部充填体或其他近髓的牙体硬

组织疾患 ꎬ去净腐败坏死物质后无肉眼可见的露髓孔如果细菌的毒力没有增强 ꎬ外界又无新的

感染侵入时 ꎬ被包绕的病变暂时不会向外发展 ꎬ所以 ꎬ慢性炎症可以维持较长时间 ꎮ

(１０８~ １１１题共用题干)

某男性患者 ꎬ３０岁ꎮ 左下后牙 ꎮ ３ 周前 ꎬ左下后牙行单层垫底 ꎬ

ꎮ ꎮ 口腔检查 :左下 ７ 远中邻面银汞合金补物完好 ꎬ 叩诊

(－) ꎬ ꎮ

１０８.引起该患者疼痛的原因可能是
Ａ .术中伤及牙龈引起急性龈乳头炎

Ｃ .备洞过程中对牙髓的物理刺激过强
Ｅ .未垫底或垫底材料选择不当

１０９.最有可能的诊断为
Ａ .牙髓充血

Ｃ .急性龈乳头炎
Ｅ .急性牙周膜炎

１１０.最恰当的应急处理措施是
Ａ .黏膜切开引流

Ｂ .去除原补物 ꎬ重新双层垫底永久充填

Ｃ .去除原补物 ꎬ安抚 ２ 周后 ꎬ重新双层垫底永久充填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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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牙周冲洗 ꎬ涂 ２％碘甘油
Ｅ .开髓引流

１１１.应急处理后 ꎬ患者症状消失 ꎬ接下来首选的治疗方法是

Ａ .间接盖髓术 Ｂ .直接盖髓术
Ｃ .活髓切断术 Ｄ .根管治疗术
Ｅ .以上均可
【答案】Ｄ、Ｂ、Ｅ、Ｄ

【 解析】

急性牙髓炎的

待急症消失后 ꎬ可行根管治疗术ꎮ

(１１２~ １１５题共用题干)

患者 ꎬ男性 ꎬ３２岁ꎮ 右侧上颌第一恒磨牙咬合疼痛 １ 周 ꎬ ꎬ感
ꎬ无放射痛ꎮ 检查见右上 ６ 远中邻 面树脂充填物完好 ꎬ叩痛 ꎬ牙齿 Ｉ 度松动 ꎬ牙龈

(－) ꎬ根尖区轻度压痛ꎮ

１１２.最可能的诊断为
Ａ .急性牙髓炎 Ｂ .急性牙周炎

Ｃ .急性牙龈炎 Ｄ .急性根尖周炎

Ｅ .材料不足 ꎬ无法作出正确诊断
【 答案】 Ｄ

【 解析】 故咬合会疼ꎮ 咬合为典型的疼痛 １ 周 ꎬ近 ２ 日

自发性疼痛明显加重 ꎬ感患牙伸长 ꎬ无放射痛为典型的急性根尖周炎的临床表现 ꎬ故选 Ｄ ꎮ

１１３.对诊断最有帮助的一项检查是

Ａ .冷热测 Ｂ .电活力测
Ｃ .Ｘ 线片 Ｄ.牙面染色

Ｅ .外周血白细胞计数
【 答案】 Ｂ

【 解析】 判断牙髓有无活力 ꎬ用电活力测试的检测方法ꎮ 急性根尖周炎拍摄 Ｘ 线片时 ꎬ

不选 Ｃ ꎮ 故选 Ｂ ꎮ

１１４.如果 Ｘ 线片显示右上 ６ 已进行根管治疗 ꎬ且根管适充 ꎬ仅近中根根尖周间隙増宽 ꎬ引
起患牙病变的最可能原因是

Ａ .咬合创伤 Ｂ .牙隐裂

Ｃ .继发龋 Ｄ .根尖微渗漏

Ｅ .根管治疗时遗漏近颊第二根管
【 答案】 Ｅ

【 解析】 已做根管治疗 ꎬ但还有根尖周炎的表现 ꎬ可能根管治疗时遗漏根管(ＭＢ２) ꎮ

１１５.应急处理应为

Ａ .服用消炎止痛药

Ｂ .根尖区牙龈切开引流
Ｃ .去除病髓后开放引流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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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针刺止痛 ꎬ去除树脂充填物后用氧化锌丁香油黏固剂安抚
E.去除旧充填物和根充物 ꎬ重新根管治疗
【 答案】 E

【 解析】 去除旧充填物和根充物 ꎬ重新根管治疗是最好的应急处理方法 ꎮ

(116 ~ 119 题共用题干)

某男性患者 ꎬ25 岁ꎮ 右上 1 牙冠切 1/3 横断 ꎬ ꎬ无松动 ꎬ 口内余牙无
异常 ꎬ咬合关系正常ꎮ 未检查出骨折 ꎬ 口内黏膜无创口ꎮ

116.最需做的辅助检查是

A.牙髓活力测试 B. 叩诊检查

C.X 线牙片检查 D.牙周组织检查

E.以上均是

117.最需做的治疗是

A.干髓术 B.牙髓摘除术
C.活髓切断术 D.直接盖髓术

E.塑化治疗

118.经正确治疗后大约多长时间可做修复治疗

A.3 天 B.5 天
C.7 天 D.9 天

E.12 天

119.最合适的修复方法是

A.高嵌体 B.3/4 冠

C.铸造全冠 D.烤瓷熔附金属全冠
E.锤造全冠
【 答案】 C、B、C、D

【 解析】 由于

患者

ꎮ 最适合的修复方法是烤瓷熔附金属全冠 ꎬ适用于咬合关系正常的患者ꎮ

(120 ~ 124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干髓术 B.根管治疗术

C.塑化治疗 D.根尖诱导成形术

E.活髓切断术

120.需拔除根管内 2/3 的牙髓的治疗

121 .保留根管内的全部健康牙髓

122.去除根管内全部牙髓

123.保留根管内的全部经失活的牙髓

124.不宜用拔髓针拔髓 ꎬ而用边冲洗边扩锉的方法清除坏死的牙髓残片 ꎬ保护根尖部的活
组织不受损伤

【 答案】 C、E、B、A、D

【 解析】 适用于冠髓部分坏死的牙髓病变 ꎬ或需利用髓室固位和其他需行牙髓失活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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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ꎮ 是通过清除根管内的坏死物质 ꎬ进行适当的消毒 ꎬ充填根管 ꎬ 以去除根管内容
物对根尖周围组织的不良刺激 ꎬ防止发生根尖周病变或促进根尖周病变愈合的一种治疗方法ꎮ

是将未聚合的塑料注入根管内 ꎬ使之渗透到残存的牙髓组织及髓腔内感染物中 ꎬ

和这些物质一 齐聚合 ꎬ达到消除病源刺激物的作用ꎮ 残存牙髓被塑化后 ꎬ就保持无菌状态 ꎬ 变
成为对人体无害的物质 ꎮ :牙根未发育完成之前发生牙髓严重病变或根尖周
病变的年轻恒牙 ꎬ在控制感染的基础上 ꎬ用药物及手术方法保存根尖部的牙髓或使根尖周硬组
织沉积 ꎬ促使牙根继续发育和根尖形成的治疗方法 ꎬ临床上首选药物为氢氧化钙制剂 ꎮ

是除去已有部分病变的冠髓 ꎬ保留健康根髓的治疗方法 ꎮ 原理 :切除有炎症或感染的髓室
内牙髓 ꎬ用盖髓剂覆盖根管口牙髓断面 ꎬ以保存健康的根髓并行使牙髓的功能ꎮ

易错考题2年

１ .患牙牙髓活力测验的结果为无反应

Ａ .近期受外伤的牙
Ｃ .可复性牙髓炎

Ｅ .牙髓过度钙化

【 答案】 Ｃ

【 解析】 可复性牙髓炎牙髓活力测验的结果为 ꎬ 其余选项测试结果可能无

反应ꎮ

２.引起牙髓疾病的物理因素 ꎬ不包括
Ａ.温度 Ｂ .创伤

Ｃ .电流 Ｄ.激光

Ｅ .窝洞消毒
【 答案】 Ｅ

【 解析】 窝洞消毒为化学性刺激因素 ꎬ不属于物理因素 ꎬ故选 Ｅ ꎮ

３ .根尖周疾病的致病因素主要为

Ａ .感染因素 Ｂ .物理因素

Ｃ .化学因素 Ｄ .特发因素

Ｅ .免疫因素

【 答案】 Ａ

【 解析】 ꎬ所以主要的感

染因素为感染因素 ꎮ

４ .诊断慢性根尖周炎的最重要的措施是

Ａ .探诊 Ｂ .Ｘ 线片根尖周投射

Ｃ .叩痛(＋) Ｄ .温度测试
Ｅ .检查患牙松动度

【 答案】 Ｂ

【 解析】 慢性根尖周炎的最重要的措施是拍摄 Ｘ 线片ꎮ Ｘ 线片显示

ꎬ若 Ｘ 线片显示为

１２８

Ｂ .根尖尚未发育完全
Ｄ .牙髓坏死

不可能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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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若 X 线片显示为 ꎬ慢

5.以下不属于牙髓切断术适应证的是

A.外伤冠折露髓的年轻恒牙 B.深龋去腐净 ꎬ露髓孔为 2 mm 的恒牙
C.急性牙髓炎的年轻恒牙 D.意外露髓的年轻恒牙

E.龋源性露髓的年轻恒牙
【 答案】 C

【 解析】 牙髓切断术适用于 ꎬ 因机械或外伤性因素、龈源性露髓的年轻恒牙ꎻ

意外穿髓造成的牙髓暴露 ꎮ

6.用牙钻磨除牙本质来判断牙髓活力的方法是

A.牙髓活力电测验 B.牙髓活力温度测验

C.透照法 D.选择性麻醉

E.试验性备洞
【 答案】 E

【 解析】 用牙钻磨除牙本质来判断牙髓活力的方法是试验性备洞 ꎮ 是判断牙髓活力最可

靠的方法 ꎮ

7.龋病的好发牙面依次是

A.颊面、咬合面、邻面 B.邻面、咬合面、颊面

C.颊面、邻面、咬合面 D.咬合面、邻面、颊面

E.咬合面、颊面、邻面
【 答案】 D

【 解析】 龋病好发部位为容易聚集菌斑的牙齿部位 :牙的窝沟、邻面、颈部 ꎮ 好发牙齿 :恒

牙 ꎬ (好发牙面 :咬合面、颊面、近中面、远中面、舌面) ꎬ尖牙和下颌切牙最

低 ꎮ 乳牙 :

8.关于食物是引起龋病的因素以下观点哪项是错误的
A.食物在牙面滞留会引起龋 B.吃糖量比吃糖次数对于龋的发生更重要

C.食物磷含量与龋发生有关 D.食物物理性状与龋病发生密切相关

E.蔗糖必须通过细菌作用才能致龋
【 答案】 B

【 解析】 进食糖的频率比进食量对龋病的发生影响更为明显 ꎮ

9.有关浅龋的描述不正确的是

A.位于牙冠的浅龋可分为窝沟龋和平滑面龋

B.窝沟龋的浅龋早期表现为龋损部位色泽变黑

C.在平滑面处显白垩色或棕褐色龋斑 ꎬ探查时略感粗糙 ꎮ

D.X 线片有助于诊断

E.浅龋仅发生于釉质内
【 答案】 E

【 解析】 龋坏可发生于釉质和牙骨质 ꎮ 浅龋发生于牙冠部者 ꎬ一般为牙釉质龋或早期釉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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龋 ꎬ若发生于牙颈部 ꎬ则是牙骨质龋和(或) 牙本质龋 ꎬ亦有一开始就是牙本质龋者ꎮ

１０.变形链球菌致龋过程中所涉及的最重要的物质是

Ａ .巧克力 Ｂ .麦芽糖
Ｃ .蔗糖 Ｄ.葡聚糖

Ｅ .葡萄糖
【 答案】 Ｃ

【 解析】 变形链球菌致龋过程主要是利用食物中的蔗糖合成自身能够利用的细胞内多糖

和细胞外多糖 ꎮ

１１.影响根管治疗预后较重要的因素

Ａ .患者年龄 Ｂ .患者患有艾滋病

Ｃ .治疗前有无疼痛症状 Ｄ .患牙是否松动

Ｅ .是否有根尖周组织破坏
【 答案】 Ｅ

【 解析】 如果根尖周组织破坏较重 ꎬ根

管治疗的预后差 ꎮ

１２.黏性放线菌损伤牙周组织的机制不包括

Ａ .合成中性粒细胞趋化物 Ｂ .分泌白细胞毒素
Ｃ .影响成纤维细胞功能 Ｄ .抗原刺激宿主产生过敏反应

Ｅ .刺激破骨细胞 ꎬ造成骨吸收
【 答案】 Ｂ

【 解析】 黏性放线菌损伤牙周组织的机制包括 :①合成中性粒细胞趋化物 ꎮ ②使白细胞和

巨噬细胞释放水解酶 ꎮ ③影响成纤维细胞功能 ꎮ ④刺激淋巴细胞有丝分裂 ꎮ ⑤抗原刺激宿主

免疫反应 ꎮ ⑥刺激破骨细胞造成骨吸收 ꎮ 伴放线聚集杆菌分泌白细胞毒素 ꎮ 故正确选项

为 Ｂꎮ

１３.男性 ꎬ２２岁ꎮ 下前牙冷水刷牙时酸痛明显 １ 个月余ꎬ无自发痛ꎮ 口腔检查 :左下 ２ 近中
邻面深龋洞 ꎬ冷刺激疼痛明显 ꎬ刺激去除后疼痛即刻消失 ꎮ

叩诊(－) ꎬ无松动 ꎬ牙周检查(－) ꎮ 最可能的诊断是

Ａ .可复性牙髓炎 Ｂ .不可复性牙髓炎
Ｃ .牙本质过敏症 Ｄ .牙髓钙化

Ｅ .牙髓坏死
【 答案】 Ａ

【 解析】 邻面深龋 ꎬ冷刺激疼痛明显 ꎬ刺激去除后疼痛即刻消失ꎮ

不可复性牙髓炎是一类病变较为严重的牙

髓炎症 ꎬ几乎没有恢复正常的可能 ꎬ但是可复性牙髓炎有恢复的可能ꎮ 这是两者的区别ꎮ 牙本

质过敏症 :主要表现为刺激痛 ꎬ 当刷牙、吃硬物、酸、甜、冷、热等刺激时均引起酸痛 ꎬ尤其是对机

械刺激最敏感ꎮ 牙髓钙化 :髓石一般不引起临床症状 ꎬ个别情况出现与体位有关的自发痛ꎮ 牙

髓坏死是牙髓组织的死亡 ꎬ无自觉症状 ꎬ牙冠变色、牙髓活力测验结果和 Ｘ 线片的表现ꎮ 答案

选 Ａꎮ

１４.女性 ꎬ４７岁ꎮ 左下后牙食物嵌塞不适 ３ 个月 ꎬ 口腔检查左下 ７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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龋洞 ꎬ叩诊(－) ꎬ探诊( ±) ꎬ无松动ꎮ 按分类法所备洞形应属

Ａ. Ⅰ类洞 Ｂ.ＩＩ类洞
Ｃ.Ⅲ类洞 Ｄ.ＩＶ类洞

Ｅ.ＶＩ类洞
【 答案】 Ｂ

【 解析】 的龋损所制备的窝洞 ꎬ称为Ⅱ类洞ꎮ 邻面洞和邻颊( 舌) 面洞 ꎬ 以磨牙邻

面洞为典型代表 ꎮ 此类题属于记忆型题 ꎬ本题考查的是概念性问题ꎮ

１５.患儿 ꎬ ꎮ 右下 ６ 面龋洞ꎬ备洞时意外露髓 ꎬ ꎬ临床处理应选择
Ａ .直接盖髓术 Ｂ .间接盖髓术
Ｃ .活髓切断术 Ｄ .干髓术

Ｅ .根管治疗
【 答案】 Ａ

【 解析】 备洞时意外露髓 ꎬ针尖大小是直接盖髓术的适应证 ꎮ

１６.牙震荡伤有轻微叩痛和松动 ꎬ必要时可采用
Ａ .降低咬合 Ｂ .正畸牵引术

Ｃ .药物脱敏 Ｄ .覆盖义齿修复

Ｅ .夹板固定
【 答案】 Ａ

【 解析】 轻微叩痛和松动必要时可采用降低咬合的方法 ꎬ让患牙充分休息 ꎮ

１７.患者ꎬ男ꎬ５６岁ꎮ 左下后牙自发性跳痛ꎬ疼痛 ４ 天ꎬ ꎮ 检查 :左下 ７
远中可探及龋洞 ꎬ ꎬ探诊敏感 ꎬ龈缘红肿 ꎬ探诊出血ꎻ左下 ８ 近中低位阻生 ꎬ远中龈瓣形
成盲袋 ꎬ龈瓣红肿 ꎬ食物嵌塞

主诉牙位及初步诊断为

Ａ .左下第二磨牙急性牙髓炎浆液期 Ｂ .左下第三磨牙急性冠周炎

Ｃ .左下第二磨牙急性根尖周脓肿 Ｄ .左下第二磨牙急性牙髓炎化脓期

Ｅ .左下第三磨牙急性牙髓炎化脓期
【 答案】 Ｄ

【 解析】 自发性跳痛 ꎬ疼痛 ４ 天

Ｘ 线片显示左下７ 远中龋坏 ꎬ故主诉牙是左下第二磨牙ꎮ

１８.男性 ꎬ１８岁 ꎬ与他人相撞致上前牙外伤ꎮ 检查发现右上 ꎬ

ꎬ牙外伤的诊断是
Ａ .牙挫伤 Ｂ .牙脱位

Ｃ .冠折 Ｄ.根折

Ｅ .冠根折
【 答案】 Ｂ

【 解析】 右上中切牙位置低于咬 面 ꎬ牙冠缩短 ꎬ松动 Ｉ °为嵌入型脱位的表现ꎮ

１９.男性 ꎬ２５岁ꎮ 自述牙齿 ꎮ 检查见
均可见不同程度的散在黄褐色及白垩状斑 ꎬ 该患者的牙病

应诊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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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猛性龋 Ｂ .氟斑牙

Ｃ .静止性龋 Ｄ .四环素牙
Ｅ .釉质发育不全
【 答案】 Ｂ

【 解析】 均可见不同程度的散在黄褐色及白垩状斑 ꎬ探牙面光滑而硬 ꎬ 无实质

性缺损 ꎬ且 诊断为氟斑牙 ꎮ

２０.患者 ꎬ上前牙因龋 ꎮ 检查 :右上 ２ 远中充填体 ꎬ

ꎬ ꎬ牙龈轻微红肿 ꎬ ꎮ 该牙 ３ 天前处理中的问题最可能是

Ａ .材料选择不当 Ｂ .牙髓情况误判
Ｃ .充填时未垫底 Ｄ .洞形制备不当

Ｅ .腐质没有去净
【 答案】 Ｂ

【 解析】 ꎬ ꎬ充填后牙髓性疼痛

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①激发痛、冷热痛 :钻磨过程产热或酸蚀剂刺激致牙髓充血的表现 ꎮ ②

咬合痛 :可能与过高充填、金属电流作用有关 ꎮ ③自发痛 :原因同上或诊断有误 ꎮ 处理 :牙髓充

血者 ꎬ应去除充填体 ꎬ进行安抚治疗 ꎬ待症状消失后再行充填ꎻ由电流作用引起者 ꎬ去除银汞合

金充填体 ꎬ更换非金属材料充填ꎻ如对 牙修复体不良 ꎬ则更换对颌牙修复体ꎮ 患牙出现自发

痛 ꎬ应进行牙髓治疗 ꎬ但治疗前应排除同侧有无其他牙髓炎的患牙ꎮ

２１.女性 ꎬ４０岁ꎮ 右上中切牙有瘘管 ꎬ经根管治疗后 ꎬ开始修复治疗的时间是
Ａ.４ 天后 Ｂ.７ 天后

Ｃ .１４天后 Ｄ .无主观症状后

Ｅ .待瘘管自行闭合后
【 答案】 Ｅ

【 解析】 根管治疗牙如果 ꎬ

故本题选 Ｅꎮ

２２.男性 ꎬ１７岁ꎮ 右上后牙 ３ 天来遇甜酸痛 ꎬ平时无其他不适ꎮ 查见近中
ꎬ建议充填用材料是

Ａ .复合体 Ｂ .复合树脂

Ｃ .银汞合金 Ｄ .磷酸锌水门汀

Ｅ 玻璃离子水门汀
【 答案】 Ｂ

【 解析】 应给

予充填治疗ꎮ 该部位充填材料 ꎬ而非其他

树料ꎮ 标准答案为 Ｂ ꎬ其他选项均为干扰答案ꎮ

２３.女性 ꎬ１６岁ꎮ 左下后牙遇冷水痛 ２ 周 ꎬ平时无不适 ꎻ查左下第一恒磨牙

叩痛(－) ꎬ ꎬ ꎮ 该患牙诊断是

Ａ.中龋 Ｂ.深龋
Ｃ .慢性牙髓炎 Ｄ .急性牙髓炎

Ｅ .可复性牙髓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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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Ｂ

【 解析】 题干中提示咬合面龋洞深 ꎬ说明龋坏较深 ꎬ可判断为深龋ꎮ 冷水入洞痛 ꎬ冷测结果

同对照牙 ꎬ更加印证是深龋ꎮ

可复性牙髓炎患牙冷敏感程度显著 ꎬ 牙面及洞内均敏感 ꎬ 除去刺激后疼痛

短暂持续 ꎮ 慢性闭锁性牙髓炎患者可有自发痛 ꎬ 叩痛不明显或稍有叩痛 ꎬ 温度测验时有激发

痛 ꎬ刺激去除后仍有持续性痛 ꎬ热刺激可引起迟缓痛 ꎬ探诊洞底可感觉迟钝 ꎬ去腐质后多有穿髓

孔ꎮ 故本题选 Ｂꎮ

２４.患者 ꎬ女ꎬ２８岁ꎮ 邻 嵌体戴入 ３ 个月后 ꎬ出现冷热刺激痛 ꎬ最有可能出现的原因是
Ａ .嵌体咬合过高 Ｂ .急性牙髓炎
Ｃ .继发龋 Ｄ .急性根尖周炎

Ｅ .三叉神经痛
【 答案】 Ｃ

【 解析】 龋病

也会出现冷热刺激痛 ꎬ温度实验才能判断牙髓的症状ꎮ 继发龋龋病治疗后 ꎬ 由于充填物边缘或

窝洞周围牙体组织再发生龋病 ꎮ 致病条件 :充填物边缘或牙体组织破裂 ꎬ修复树料与牙体组织

不密合 ꎬ病变组织未除净就充填所以从最佳选择来看 Ｃ 更合适ꎮ

２５.造成牙釉质发育不全的病因不包括

Ａ .婴幼儿肺炎 Ｂ .婴幼儿营养不良

Ｃ .母亲患牙周病 Ｄ .母亲患风疹

Ｅ .母亲患毒血症
【 答案】 Ｃ

【 解析】 形成牙釉质发育不全的原因如下 :①婴幼儿期的高热性或代谢性疾病 :如肺炎、麻

疹、猩红热、半乳糖血症、苯酮尿症等 ꎬ使得牙齿的造釉质细胞变性坏死 ꎬ釉质基质不能沉积 ꎬ或

已经沉积但不能矿化而使牙釉质不能发育 ꎮ ②孕期患病 :母亲妊娠期间患风疹、毒血症等 ꎬ也

会影响牙釉质的发育 ꎮ ③乳牙根尖炎症 :反复感染、外伤 ꎬ会直接影响下方相应的恒牙胚的正

常发育 ꎬ使造釉功能中断 ꎬ形成牙釉质发育不全ꎮ ④全身营养失调ꎮ

２６.下列哪项不是牙本质龋引起的牙髄改变

Ａ .修复性牙本质 Ｂ .牙髓变性

Ｃ .牙髓脓肿 Ｄ .牙髓坏死

Ｅ .牙体吸收
【 答案】 Ｅ

【 解析】 牙本质龋只会引起修复性牙本质的生成及牙髓的改变 ꎬ不会引起牙体吸收 ꎮ

２７.患者 ꎬ右侧牙剧痛来急诊ꎮ 查见右上第一磨牙合面龋深 ꎬ叩痛(＋) ꎮ 要做温度测验时 ꎬ

最好的对照牙应选

Ａ .右下第一磨牙 Ｂ .左上第一磨牙

Ｃ .左下第一磨牙 Ｄ .右上第二磨牙

Ｅ .左上第二磨牙
【 答案】 Ｂ

【 解析】 即左上第一磨牙 ꎬ所以 Ｂ 正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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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

题属于记忆型题 ꎬ

28.与深龋临床表现不符合的是

A.洞底深、接近髓腔 B.食物嵌入痛

C.偶在夜间隐痛 D.酸甜刺激敏感

E.牙髓活力测试正常
【 答案】 C

【 解析】

29.牙根不能继续发育的年轻恒牙经治疗后 ꎬ根尖封闭是否完全取决于
A.根尖部残髓的情况 B.根尖周组织健康情况
C.氢氧化钙的抑菌作用 D.根管内炎症的控制

E.以上均是
【 答案】 E

【 解析】 牙根不能继续发育的年轻恒牙经治疗后 ꎬ根尖封闭是否完全取决于 :根尖部残髓

的情况ꎻ根尖周组织健康情况ꎻ氢氧化钙的抑菌作用ꎻ根管内炎症的控制等 ꎮ

30.根管治疗中器械折断于根管中 ꎬ可采用
A.牙髓塑化疗法 B.根尖切除术

C.干尸术 D.空管疗法

E.复合树脂充填法
【 答案】 A

【 解析】

根管治疗中器械折断于根管中未超过根尖孔 ꎬ不易取出 ꎬ此

时根管内的炎症组织未去除彻底 ꎬ故应用牙髓塑化治疗 ꎬ选 A ꎮ

31 .根管充填的 应位于
A.解剖性根尖孔 B.距根尖 2cm

C.X 线片上根尖的位置 D.生理性根尖孔

E.根尖分歧
【 答案】 D

【 解析】

32.下列哪一项不是选择主牙胶尖时应考虑的依据

A.所用主根管锉的型号 B.根管工作长度

C.放入根管内试 ꎬ尖端有阻力 D.最好照诊断性 X 线片
E.根管口的粗细
【 答案】 E

【 解析】 选择主牙胶尖时应选择与主锉的型号相同 ꎬ用镊子标记出工作长度 ꎬ嵌入根管内 ꎬ

检查其是否能顺利按工作长度达到根尖狭窄部 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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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有关盖髓剂应具备的性质 ꎬ不正确的是
A.能促进牙髓组织再修复能力 B.对牙髓组织无毒性、无渗透性
C.有较好的生物相容性 D.有杀菌或抑菌作用

E.有消炎作用 ꎬ药效持久稳定
【 答案】 B

【 解析】 盖髓术中所用的药物为盖髓剂 ꎮ 盖髓剂应具备以下的性能 :①有良好的生物相容

性 ꎬ对牙髓无刺激和无毒性ꎻ②有促进牙髄组织修复再生的能力ꎻ③有较强的杀菌、抑菌能力和

渗透作用ꎻ④药效稳定而持久 ꎬ使用方便ꎮ

34.检查继发龋 是

A. 叩诊 B.咬诊
C.探针检查 D.去除充填物

E.X 线片检查
【 答案】 E

【 解析】 ꎮ X 线照片检查

法可识别龋损的部位、范围及有无邻面龋、继发龋ꎮ 因此 ꎬ本题选 E ꎮ

35.临床检查牙本质过敏症的主要方法是

A.冷刺激 B.尖锐探针探查

C.热刺激 D.酸、甜刺激
E. 叩诊
【 答案】 B

【 解析】 牙本质过敏症表现为激发痛 ꎮ 以机械刺激最为显著 ꎬ其次为冷、酸、甜等 ꎬ刺激去

除后疼痛立即消失 ꎮ

36.残髓炎的诊断要点是

A.长期牙周炎病史

B.有牙髓治疗史
C.无自觉症状

D.X 线片显示髓腔内有局限性不规则的膨大区域

E.X 线片显示髓腔内有阻射的钙化物
【 答案】 B

【 解析】 残髓炎的诊断 :① ② ꎮ ③强温度刺激患牙有迟缓性

痛以及叩诊疼痛 ꎮ ④探查根管有疼痛感觉 ꎮ

37.全脱位的外伤牙进行再植 ꎬ效果好时是在脱位后
A.30 分钟以内 B.60 分钟以内

C.2 小时以内 D.3 小时以内

E.4 小时以内
【 答案】 A

【 解析】 完全脱位牙在 进行再植 ꎬ90% 患牙可避免牙根吸收ꎮ 因此 ꎬ 牙脱位后 ꎬ

应立即将牙放入原位 ꎬ如牙已落地污染 ꎬ应就地用生理盐水或自来水冲洗 ꎬ然后放入原位 ꎬ如果

不能即刻复位 ꎬ可将患牙置于患者的舌下或口腔前庭处 ꎬ也可放在盛有牛奶、生理盐水或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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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杯子内 ꎬ ꎬ并尽快到医院就诊ꎮ

38.用于盖髓剂的氢氧化钙制剂的 pH 为
A.7 ~ 8 B.12.3 ~ 14

C.9 ~ 12 D.14.1

E.6.5 ~6.9

【 答案】 C

【 解析】 氢氧化钙作为盖髓剂 ꎬpH 为 9 ~ 12 ꎬ盖髓后组织愈合的特点是 :①是以坏死层形成

为特性 ꎬ ꎻ②牙本质桥由骨样牙本质和管样牙本质组成 ꎬ

随时间延长 ꎬ骨样牙本质减少 ꎬ 管样牙本质增多 ꎻ③牙髓组织短期内有轻度炎症 ꎬ 随后炎症消

退 ꎬ牙本质桥下方的牙髓组织基本维持正常状态ꎮ

39.ART 洞形准备描述哪项是错误的

A.使用棉卷隔湿后进行 B.牙用手斧扩大入口 ꎬ以便挖匙进入
C.将软龋去除干净 D.接近髓腔的牙本质应尽量去除

E.用棉球保持龋洞干燥清洁
【 答案】 D

【 解析】 进行 ART 时应尽量避免牙髓治疗 ꎬ使用挖匙应垂直围绕洞的边缘转动 ꎬ

ꎬ 故此题选 D ꎮ

(40 ~4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氧化锌丁香油黏固粉 B.聚羧酸锌黏固粉

C.玻璃离子黏固粉 D.磷酸锌黏固粉

E.复合树脂

40.对牙髓有刺激的黏固粉是
【 答案】 D

41 .粉剂由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和氟化钙组成的黏固粉是
【 答案】 C

42.粉剂由煅烧过的氧化锌和氧化镁混合物组成的黏固粉是
【 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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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情分布图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牙周病学

概述 ３ ３ ２ ３ ２

牙龈疾病 ８ ７ ９ ９ １０

牙周炎 ９ ９ ７ ８ ７

反应全身疾病的牙周炎 ２ ２ ２ ３ ２

牙周炎的伴发病变 １ ２ ２ ２ １

牙周病的治疗 ６ ８ ７ ６ ７

种植体周围组织病变 １ ０ １ ０ １

牙周医学 ０ １ １ １ １

牙周健康与修复治疗的关系 １ １ １ １ １

高频考点必背

１ .龈沟液的液体成分主要来源于血清ꎮ

２.菌斑性牙龈病中最常见的疾病是慢性龈炎 ꎬ又称边缘性龈炎和单纯性龈炎 ꎮ

３ .是否有附着丧失是区别牙龈炎和牙周炎的关键指征 ꎮ

４ .手工洁治的基本方法中 ꎬ牙石的清除是将工作头前部的刃口为 １ ~ ２ ｍｍ 放在牙石的根
方且紧贴牙面 ꎬ刀刃与牙面成 ８０°角左右 ꎬ使用腕部发力 ꎬ 向 面方向用力将牙石整块从牙面
刮下 ꎬ避免层层刮削ꎮ

５ .妊娠期龈炎的直接病因是菌斑微生物ꎮ

６ .牙龈是女性激素的靶组织 ꎬ妊娠时血液中的女性激素特别是黄体酮水平增高 ꎬ妊娠 ６ 个
月以后可达平时的 １０倍 ꎬ这使牙龈毛细血管扩张充血 ꎬ血管通透性增加 ꎬ炎症细胞和液体渗出
增加 ꎬ加重了牙菌斑所引起的炎症反应 ꎮ

７ .长期服用抗癫痫药物苯妥英钠(大仑丁)、钙通道阻滞剂如硝苯地平(心痛定)、免疫抑
制剂如环孢素等是药物性牙龈增生发生的主要原因 ꎮ

８ .掌跖角化－牙周破坏综合征的临床表现是牙周病损在乳牙萌出不久即可发生 ꎬ有深牙周

袋ꎬ炎症严重 ꎬ溢脓、口臭 ꎬ牙槽骨迅速吸收 ꎬ在 ５ ~６ 岁时乳牙即相继脱落 ꎬ创口愈合正常ꎮ

９ .牙菌斑生物膜的形成可分为 ３ 个基本阶段 ꎬ即获得性薄膜形成、细菌黏附和共聚、菌斑
成熟ꎮ

１０.与牙周病相关的微生物主要为革兰氏阴性的兼性厌氧菌和专性厌氧菌 ꎮ

１１. 白细胞毒素是伴放线聚集杆菌产生的外毒素 ꎬ属膜损伤毒素 ꎬ具有溶血性 ꎻ该毒素仅对
人的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有毒性 ꎮ

１２.与妊娠期龈炎有关的致病菌是中间普氏菌 ꎮ

１３７

第

四

章



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５＋２＋１”

１３.Ｄｏｗｎ综合征又名先天愚型 ꎬ或 ２１ 三体综合征 ꎬ为一种由染色体异常所引起的先天性
疾病ꎮ

１４.牙冠延长术的基本方法是用翻瓣术结合骨切除术 ꎬ降低牙槽嵴顶和龈缘的水平 ꎬ从而
延长临床牙冠 ꎬ同时保持正常的生物学宽度 ꎮ

１５.修剪龈瓣一般采用牙间间断缝合 ꎬ必要时可配合水平或垂直褥式缝合 ꎮ 如为根向复位
瓣术 ꎬ则需采用悬吊缝合ꎮ

１６.遗传性牙龈纤维瘤病又名家族性或特发性牙龈纤维瘤病 ꎬ为牙龈组织的弥漫性纤维结
缔组织增生 ꎬ是一种较为罕见的疾病 ꎮ

１７.药物性牙龈增生程度相对较轻 ꎬ增生牙龈一般覆盖牙冠 １/３ 左右 ꎬ而牙龈纤维瘤病常
覆盖牙冠的 ２/３ 以上ꎮ

１８.以龈乳头和龈缘的坏死为其特征性损害的疾病是急性坏死性溃疡性龈炎 ꎮ

１９.牙龈乳头受到机械或化学的刺激 ꎬ是引起急性龈乳头炎的直接原因 ꎮ

２０.牙槽骨吸收的方式中 ꎬ水平型吸收是较常见的吸收方式ꎮ

２１. 甲硝唑是一种高效价廉、能杀灭专性厌氧菌的药物 ꎬ但对兼性厌氧菌、微需氧菌感染
无效 ꎮ

２２. 内斜切口一般在距龈缘 １ ~２ ｍｍ处进刀 ꎬ切向根方 ꎬ直达牙槽嵴顶或其附近ꎮ

２３.切忌在龈乳头中央或颊面中央处作纵切口 ꎬ尽量避免在舌腭侧作纵切口 ꎬ 以免伤及血
管、神经ꎮ

２４.伴放线聚集杆菌是侵袭性牙周炎的主要致病菌 ꎮ

２５.局限型侵袭性牙周炎典型的患牙局限于第一恒磨牙和上下切牙 ꎬ多为左右对称 ꎮ

２６.局限型侵袭性牙周炎 Ｘ 线片所见第一磨牙的邻面有垂直型骨吸收 ꎬ若近远中均有垂直
型骨吸收则形成典型的 “ 弧形吸收 ” ꎬ在切牙区多为水平型骨吸收 ꎮ

２７.侵袭性牙周炎治疗中 ꎬ常用的抗菌药物包括四环素族药物 、甲硝唑和阿莫西林配伍使
用等ꎮ

历年真题5年

１ . Ⅲ度松动牙的松动幅度是

Ａ .不超过 １ ｍｍ
Ｃ.１.５~２ ｍｍ

配套名师高清视频
Ｅ .以上均不对
【 答案】 Ｄ
【 解析】 牙齿松动的分度 ꎬ有两种计量方法 ꎬ :Ｉ 度松动 :动度不超过 １

ｍｍꎮ ＩＩ度松动 :动度为 １ ~ ２ ｍｍꎮ ＩＩＩ度松动 :动度大于 ２ ｍｍꎮ :Ｉ 度松
动 :仅有唇(颊)舌向松动 ꎮ ＩＩ度松动 :唇(颊) 舌向及近远中向均有松动 ꎮ ＩＩＩ度松动 :伴有垂
直向松动 ꎮ

２.女 ꎬ３８岁ꎮ 偶有牙龈出血 ２ 个月 ꎬ检查 :全口牙龈色红、松软光亮 ꎬ右下尖牙与侧切牙间
的龈头肥大成瘤样 ꎬ鲜红色 ꎬ有蒂ꎮ 为了明确诊断ꎮ 最应注意询问的是

Ａ .家族史 Ｂ .消瘦状况
Ｃ .月经情况 Ｄ .吸烟史
Ｅ .服药情况

１３８

Ｂ.１~１.５ ｍｍ
Ｄ .大于 ２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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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C

【 解析】 女性妊娠期牙尖乳头可出现 ꎬ ꎬ生长快ꎮ

ꎬ分娩后自行消退 ꎬ故本病例应根据患者性别年龄考虑为 ꎬ为明确诊断应

重点询问月经情况 ꎮ 选 Cꎻ在 口腔癌等疾病诊断时重点询问吸烟史、家族史、消瘦情况等 ꎬ排除

D、A、Bꎻ怀疑药物性牙龈增生时重点询问服药情况 ꎬ排除此题选 C ꎮ

3.对侵袭性牙周炎的治疗措施中不适当的是
A.牙周基础治疗 B.反复进行口腔卫生指导
C.首选口服甲硝唑 D.基础治疗后进行翻瓣手术治疗
E.定期复查复治
【 答案】 C

【 解析】 牙周炎的治疗为 ꎬ分 四 个阶段 :

) ꎻ ꎻ

ꎮ ABDE 均属于牙周炎系统治疗的内容 ꎮ 牙周炎治疗首先是要去除感

染 ꎬ可辅以药物治疗ꎮ C 选项首选药物治疗 ꎬ错误ꎮ

4.慢性牙周炎晚期牙槽骨吸收主要是
A.垂直吸收 B.水平吸收
C. 凹坑状吸收 D.斜行吸收
E.不均匀吸收
【 答案】 B

【 解析】 牙周炎晚期牙槽骨吸收主要是 ꎬ 即牙槽间隔 ꎬ唇颊侧或舌侧牙槽嵴顶呈

水平吸收 ꎬ而使牙槽嵴顶的高度降低 ꎬ牙周炎的骨吸收最初表现为牙槽嵴顶的硬骨板消失 ꎬ或

嵴顶呈虫蚀状 ꎬ选 B ꎮ

5.以牙槽骨水平吸收为主的牙周炎是
A.局限性侵袭性牙周炎 B.广泛性侵袭性牙周炎
C.慢性牙周炎 D.复合性牙周炎
E.牙周脓肿
【 答案】 C

【 解析】 的 X 线表现多为 ꎮ 因此 ꎬA、B 错误 ꎮ

复合性牙周炎 ꎬX 线表现亦常有垂直吸收ꎮ 因此 ꎬD 错误ꎮ ꎬ不

决定牙槽骨吸收的方式ꎮ 因此 ꎬE 错误ꎮ

6.局限性侵袭性牙周炎诊断时 ꎬ可查出是明显增多的细菌
A.产黑色素类杆菌 B.螺旋体
C.伴放线聚集杆菌 D.牙龈类杆菌
E.梭形杆菌
【 答案】 C

【 解析】 与 相关的致病菌为 ꎮ 因此 ꎬ选 C ꎮ

7.慢性牙周炎与慢性龈炎的不同点为
A.牙菌斑是致病因素 B.有牙龈炎症
C.龈沟深度加深 D.有牙槽骨吸收
E.需洁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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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Ｄ

【 解析】 区别牙龈炎和牙周炎的根本标志为 :是否有附着丧失( 类似表述还包括 :牙周袋形

成、牙槽骨吸收、结合上皮向根方增殖、探及釉牙骨质界) ꎮ 所以 Ｄ 选项正确ꎮ

８ .侵袭性牙周炎的临床特点为
Ａ .发病年龄都在 ３５岁以上 Ｂ .严重及快速的牙槽骨破坏

Ｃ .通常牙龈炎症重 Ｄ .病损局限 ꎬ只累及磨牙
Ｅ .牙周袋浅ꎬ不超过 ４ ｍｍ
【 答案】 Ｂ

【 解析】 侵袭性牙周炎的临床特点 : ꎬ 多发生于 ꎬ

ꎬ病变局限 ꎬ 多累及 ꎬ 家族聚集

性ꎮ 另ꎬ牙周袋一般较深ꎬ常导致早期失牙ꎬ由上可见 Ｂ 选项正确ꎮ

９ .对牙周兼性菌及微需氧菌感染无效的是
Ａ .四环素 Ｂ .米诺环素
Ｃ .螺旋霉素 Ｄ .氯已定
Ｅ.甲硝唑
【 答案】 Ｅ

【 解析】 缺氧情况下生长的细胞和厌氧微生物起杀灭作用 ꎬ 它在人体中还原时生

成的代谢物 ꎬ也具有 ꎬ但对需氧菌和兼性厌氧菌无作用 ꎬ所以 Ｅ 选项正确ꎮ

１０.牙龈炎最主要的致病细菌是
Ａ .变形链球菌 Ｂ .伴放线聚集杆菌
Ｃ .黏性放线菌 Ｄ .牙龈卟啉单胞菌
Ｅ .金黄色葡萄球菌
【 答案】 Ｃ

【 解析】 常见牙周致病菌 :

ꎻ变形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不属于常见牙周致病菌 ꎮ

１１.增生性龈炎多发生于
Ａ .儿童 Ｂ .老年人
Ｃ .中年人 Ｄ .青少年
Ｅ .新生儿
【 答案】 Ｄ

【解析】

ꎬ主要表现为牙龈组织明显的炎性肿胀ꎬ同时伴有细胞和胶原纤维的增生ꎮ ꎮ

１２.关于龈谷的说法 ꎬ错误的是
Ａ .属于牙龈的一部分
Ｃ .牙周病易发于此
Ｅ .后牙的龈谷比前牙的明显
【 答案】 Ｄ

【 解析】 ꎮ

１３.掌跖角化－牙周破坏综合征是

Ｂ .抵抗力较低

Ｄ .该处上皮无角化 ꎬ有钉突

Ｂ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１４０

Ａ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第五章 牙周病学

C.X 染色体遗传 D.Y 染色体遗传
E.XY 染色体遗传
【 答案】 A

【 解析】 ꎬDown 综合又名先天

愚型 ꎬ或 21 三体综合征 ꎬ为染色体异常引起的先天性疾病ꎮ

14.下列不是慢性龈炎自觉症状的
A.刷牙或咬硬物时牙龈出血 B.牙龈经常出现自发性出血
C.牙齿反复局部发痒 D.牙龈肿胀感
E. 口腔异味
【 答案】 B

【 解析】 慢性龈炎中表现出的牙龈出血多为 ꎬ这也是慢性龈炎与白

血病等血液系统疾病所表现出的牙龈出血的主要鉴别点 ꎮ

15.艾滋病相关牙周疾病的临床表现不包括
A.牙龈线形红斑 B.牙龈黑色素沉着
C.游离龈界限清楚火红色的充血带 D.附着龈可出现瘀斑
E.坏死性溃疡性牙龈炎
【 答案】 B

【 解析】 :① :常表现为牙龈缘呈明显的火红

色线状充血 ꎬ可有自发性牙龈出血或刷牙后出血 ꎮ ② ꎮ ③

ꎬ短期内(4 周内) 出现牙龈溃疡、坏死 ꎬ牙槽骨破坏 ꎬ伴明显疼痛ꎮ 牙龈色素沉着不属于艾

滋病在牙周的表现 ꎬ所以答案为 B

16.治疗青少年牙周炎的最佳药物是
A.青霉素 B. 四环素族
C. 甲硝唑 D.阿莫西林
E.螺旋霉素
【 答案】 B

【 解析】

ꎮ 拓展 :急性坏死性溃疡性龈炎 ꎬ主要致病菌为梭形杆菌、螺旋体 ꎬ主要药物为甲硝唑
17.龈上洁治术后 ꎬ牙本质过敏脱敏应选用的药物是
A.碘化银 B.75%氟化钠糊剂
C.晶体麝香草酚 D.氨硝酸银
E.以上都不是
【 答案】 B

【 解析】 抗牙本质敏感药物是指能够消除牙本质敏感症所引起的疼痛 ꎬ 而对牙髓不造成损

坏的药物ꎮ 可与牙本质中钙离子反应 ꎬ产生氟化钠晶体 ꎬ ꎮ 氟化钠糊剂

ꎬ ꎬ适用于牙颈部脱敏 ꎬ所以此题选 B ꎮ 所

以不推荐使用 ꎬ所以 C 错ꎮ ꎬ所以不选 A、D ꎮ

18.牙周炎治疗的总体目标是

A.消除炎症 ꎬ使牙周破坏停止 B.恢复牙周组织形态
C.恢复牙周组织的功能 D.维持疗效 ꎬ防止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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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以上均是
【 答案】 Ｅ
【 解析】

均是 ꎮ 最终目标是创造一 个在健康牙周组织的条件下 ꎬ能行使良好功
能的牙列 ꎮ

１９.以下哪项不是急性牙周脓肿的治疗方法
Ａ . 口服抗生素 Ｂ .脓肿切开
Ｃ .降低咬合 Ｄ .漱口水含漱
Ｅ .翻瓣刮治
【 答案】 Ｅ

【 解析】 急性牙周脓肿的治疗 : ꎬ可局部冲洗 ꎬ并
ꎬ还可 ② ꎬ③ :在牙周袋内局部置药并使其缓慢释

放 ꎬ如甲硝唑、氯已定、四环素、螺旋霉素等制成棒条或置入聚丙烯类空管纤维内 ꎬ④ ꎮ

ꎮ

２０.根分叉病变的主要病因是
Ａ .咬合创伤 Ｂ .根柱过长
Ｃ .龋病 Ｄ.磨牙症
Ｅ.菌斑
【 答案】 Ｅ

【 解析】 ꎬ是牙周炎向深部发展一 个阶段 ꎬ

ꎮ

２１.Ｄｏｗｎ综合征的特点不包括
Ａ .发育迟缓、智力低下
Ｂ .常有上颌发育不足
Ｃ .家族性
Ｄ .菌斑、牙石等局部刺激的量与牙周破坏成正比
Ｅ .严重的牙周炎
【 答案】 Ｄ

【 解析】 Ｄｏｗｎ综合征为 引起的先天性疾病 ꎬ其

( 面部扁平、眶距增宽、鼻梁低宽、颈部短粗) ꎬ常有 ꎬ

ꎬ且牙周破坏程度 菌斑、牙石等局部刺激的量ꎮ 所以答案 Ｄ 错误

２２.掌跖角化－牙周破坏综合征的临床表现 ꎬ除了

Ｃ .乳牙萌出后即有深牙周袋 Ｄ .恒牙萌出后按序发生牙周破坏
Ｅ .手掌、足底、膝部及肘部局限性的过度角化
【 答案】 Ｂ

【 解析】 掌跖角化－牙周破坏综合征 ꎬ位 ꎬ 多表现为皮损及牙周病损ꎮ

① ꎻ②牙周病损在 ꎬ５ ~ 岁时乳牙
相继脱落 ꎬ待 ꎬ 常在 １０多岁时即自行脱落或拔
除 ꎮ ꎮ 所以ꎬ此题选项 Ｂ 错误ꎮ

１４２

Ａ .皮损及牙周病变常在 ４ 岁前共同出现 Ｂ .患儿智力及身体发育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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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牙槽骨垂直吸收时伴随的牙周袋多为
A.龈袋 B.复杂袋
C.骨上袋 D.骨下袋
E.假性牙周袋
【 答案】 D

【 解析】 牙槽骨垂直吸收时 ꎬ在 X 线片上显示的是与牙根面之间形成的有 一 定角度的缺

损 ꎮ 此时
24.有关全身疾病与牙周炎 ꎬ不正确的一项是
A. 白细胞计数或功能缺陷与牙周炎有关
B. 白血病患者可先于本病被诊断前到口腔科就诊
C.侵袭性牙周炎常有家族史
D.糖尿病型牙周炎与菌斑有关
E.全身疾病可引起牙周病
【 答案】 E

【 解析】 如内分泌疾病和激素变化、血液疾病和免疫缺陷、精神智力和

心理障碍、营养不良等会 ꎬ ꎮ

ꎮ

25.8 岁患者主诉刷牙出血数月 ꎬ查 :患牙不松动 ꎬ牙龈红肿 ꎬ牙周探诊深度 3 mm ꎬ牙石( +

+ ) ꎬ探诊出血 ꎬ最佳处理方案应是
A.服用阿莫西林和甲硝唑
C. 口腔卫生宣教、龈上洁治术、根面平整术
E.进行牙龈切除术
【 答案】 B

B. 口腔卫生宣教和龈上洁治术
D.服用牙周宁片、使用含漱剂

【 解析】 此题考查要点为 ꎮ 根据题干所给出的病情可判断 ꎬ该患者所患的

疾病为慢性龈炎 ꎬ对这样的患者进行口腔腔卫生指导和龈上洁治术ꎮ 因此 ꎬ正确答案为 B ꎮ

26.妊娠期龈炎的直接病因是
A.妊娠 B.食物嵌塞
C.牙菌斑 D.不良卫生习惯
E.不良修复体
【 答案】 C

【 解析】 此题考查牙龈炎的病因 ꎮ

ꎬ其他因素只是疾病的促进因素或影响疾病的治疗效果ꎮ 所以 ꎬ答案为 C ꎮ

27. 中度牙周炎患牙牙周袋深度是
A.1 ~6 mm B.5 mm

C.小于等于 6 mm D.<5 mm

E.3 ~5 mm

【 答案】 C

【 解析】 此题考查牙周炎的分度 ꎮ 牙周炎分为三度 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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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题答案为 C

28.能影响牙周组织对菌斑刺激反应的改变 ꎬ不包括
A.性激素 B. 肾上腺激素
C. 甲状旁腺激素 D.创伤
E.糖尿病
【 答案】 D

【 解析】 : ꎬ ABCE 选项通过

发挥作用 ꎬ而 ꎮ 所以 ꎬ此

题答案为 D

29.男 ꎬ54 岁ꎮ 为慢性牙周炎患者 ꎬ牙周基础治疗后 6 周复查时 ꎬ多数牙牙颈部有菌斑 ꎬ但
无牙石 ꎬ牙龈边缘仍有轻度充血、水肿ꎮ 影响其疗效的主要因素是

A.釉突 B.创伤
C.未做手术治疗 D.洁治不彻底
E. 自我菌斑控制不佳
【 答案】 E

【 解析】 由题目可知 ꎬ多数牙牙颈部有菌斑 ꎬ但无牙石 ꎬ牙龈边缘仍有轻度充血、水肿 ꎬ可见

菌斑控制不佳ꎮ 所以 E 正确ꎮ 题目没有提示釉突创伤 ꎬ所以 A、B 错误ꎮ 需要在患者有效控制

菌斑的前提下才行手术治疗 ꎬ所以 C 错误ꎮ 无牙石说明洁治彻底 ꎬ所以 D 错误ꎮ

30.某男性患者 ꎬ33 岁ꎮ 临床检查 :多数牙齿松动、移位 ꎬ牙周袋探诊深度为 5 ~ 8 mmꎮ 据
下列哪一项辅助检查可确诊为快速进展型牙周炎

A.X 线片 B.全身身体状况
C.调查家族史 D.咬合检查
E. 白细胞趋化功能
【 答案】 A

【 解析】 通过 X 线片检查可以迅速看出牙槽骨破坏吸收的情况 ꎬ以确定牙周炎的类型 ꎮ

31 .牙周病患牙可以并发逆行性牙髓炎 ꎬ下列哪项为非感染途径
A.根尖孔 B.侧支根管
C.副根管 D.龈下牙石除去的牙面
E.A+B+C 选项均是
【 答案】 D

【 解析】 牙周病患牙可以并发逆行性牙髓炎 ꎬ 多是因袋内的细菌及毒素通过根尖孔或侧副

根管逆行进入牙髓 ꎬ引起根部牙髓的慢性炎症ꎮ

32.患者 ꎬ女 ꎬ36 岁ꎮ 主诉 :近 1 年来 ꎬ咀嚼硬物或刷牙时牙龈出血 ꎬ若诊断为慢性龈炎 ꎬ应
该不会出现下列哪一种临床表现

A.牙龈炎症一般局限于游离龈和龈乳头 B.严重时波及附着龈

C.炎症以前牙区为主 ꎬ也可波及全口牙 D.牙龈炎症以上前牙区最为显著
E.牙龈松软光亮
【 答案】 D

【 解析】 牙龈炎症一般以前牙区为主 ꎬ尤其以 所以 ꎬD 选项错误

33.患者 ꎬ女性 ꎬ27 岁ꎮ 妊娠 3 个月 ꎬ下前牙龈乳头增大呈半球形ꎮ 镜下可见纤维结缔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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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生 ꎬ胶原纤维变性水肿 ꎬ毛细血管增生扩张ꎮ 其病理诊断
Ａ .龈增生 Ｂ .慢性牙周炎
Ｃ .慢性龈炎 Ｄ .浆细胞龈炎
Ｅ .急性坏死性溃疡性龈炎
【 答案】 Ａ

【 解析】 根据临床表现及妊娠状态 ꎬ此患者可诊断为 ꎮ 其 ꎮ

答案 Ａ 正确ꎮ

３４.某女性患者 ꎬ３０岁ꎮ 自述近 １ ~２ 年来全口多数牙齿松动 ꎬ咀嚼力量减弱ꎮ 若诊断为广
泛性侵袭性牙周炎 ꎬ临床检查最有可能发现

Ａ .多数牙移位 Ｂ .多发的牙周脓肿
Ｃ .磨牙根分叉病变 ＩＩＩ度 Ｄ .多数牙牙槽骨呈中、重度吸收
Ｅ .多数牙牙龈退缩明显
【 答案】 Ｄ

【 解析】 广泛性侵袭性牙周炎主要特点为快速进展的牙槽骨吸收ꎮ 所以答案为 Ｄ ꎮ ＡＢＣＥ

项亦可发生于广泛侵袭性牙周炎 ꎬ但不是其典型表现 ꎮ

３５.某女性患者 ꎬ２７岁ꎮ 右下后牙突然自发痛 １ 天ꎮ 检查可见局部牙龈乳头红肿、触痛 ꎬ如
果诊断为急性牙龈乳头炎 ꎬ最佳治疗措施为

Ａ .牙髓治疗 Ｂ .牙周－牙髓联合治疗

Ｃ .调 Ｄ .除去牙石ꎬ３％Ｈ２Ｏ２溶液冲洗
Ｅ .洁治＋抗生素
【 答案】 Ｄ

【 解析】 急性龈乳头炎病因为机械或化学刺激 ꎬ其治疗主要为

ꎮ

ꎮ

３６.早期牙周炎的表现不包括
Ａ .牙周袋形成 Ｂ .牙槽骨吸收
Ｃ .牙龈红肿 Ｄ .牙齿松动
Ｅ .探诊后牙龈出血
【 答案】 Ｄ

【 解析】 的表现 : (表现为牙龈红肿、探诊后牙龈出血等) ꎬ ( 牙

周袋形成) ꎬ ꎮ 但是到了

ꎮ 所以牙齿松动不出现在早期ꎬ故选 Ｄ ꎮ

３７.某患者经检查牙周袋底已超过膜龈联合界 ꎬ最佳采用下列哪种手术方法
Ａ .牙龈切除术 Ｂ .牙周翻瓣术
Ｃ .切除性骨手术 Ｄ .牙周袋刮治术
Ｅ .磨牙远中楔形瓣切除术
【 答案】 Ｂ

【 解析】 牙周翻瓣术适应证 :主要包括 :①深牙周袋或复杂性牙周袋 ꎬ 经基础治疗后牙周袋

仍在 ５ ｍｍ 以上 ꎬ且探诊后出血者 ꎻ② ꎻ③有骨

下袋形成 ꎬ 需作骨修整或需进行植骨者 ꎻ④根分叉病变伴深牙周袋或牙周一 牙髓联合病变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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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ꎬ需直视下平整根面ꎬ并暴露根分叉 ꎬ或需截除某一 患根ꎮ 此题应选择答案 Ｂ ꎮ

３８.与妊娠期龈炎关系最密切的是
Ａ .牙龈类杆菌 Ｂ .伴放线聚集杆菌
Ｃ .梭形杆菌 Ｄ .螺旋体
Ｅ .中间普氏菌
【 答案】 Ｅ

【 解析】 妊娠期龈炎患者的牙菌斑内 的比率增高 ꎬ伴放线聚集杆菌 侵袭性

牙周炎ꎻ梭形杆菌和螺旋体 急性坏死性溃疡性龈炎 ꎮ

３９.某牙根四周均为垂直吸收的骨下袋 ꎬ牙根位于骨下袋中央 ꎬ骨壁与牙根不相贴合 ꎬ此牙
周袋称为

Ａ .一壁骨袋 Ｂ .二壁骨袋
Ｃ .三壁骨袋 Ｄ .四壁骨袋
Ｅ .混合骨袋
【 答案】 Ｄ

【 解析】 指的是牙根的四周均为垂直型吸收所形成的骨下袋 ꎬ 虽在颊、舌、近中 、

远中均有牙槽骨 ꎬ但与 ꎮ 实际上 ꎬ ꎮ

４０.细菌脂多糖在牙周病损中的作用错误的是
Ａ .主要损伤牙周组织的细胞成分 Ｂ .抑制成纤维细胞的生成

Ｃ .抑制吞噬细胞释放溶酶体 ꎬ促进炎症反应 Ｄ .检测牙周病损中细菌作用的一项标志
Ｅ .促进骨组织的吸收
【 答案】 Ｃ

【 解析】 细菌脂多糖能够促进吞噬细胞释放溶酶体 ꎬ促进炎症反应 ꎮ

４１.牙齿Ⅱ度松动是指
Ａ .用力摇动时有轻微动度 Ｂ .颊舌向及近远中向均有动度
Ｃ .颊舌向有动度 Ｄ .近远中向及垂直向有动度
Ｅ .颊舌向及垂直向有动度
【 答案】 Ｂ
【 解析】 是指牙齿颊舌向及近远中向均有动度 ꎬ 或松动幅度在 １ ~ ２ ｍｍ

以内ꎮ

４２.妊娠期妇女龈炎手术应选在
Ａ.整个妊娠期 Ｂ.妊娠第 １、２、３ 月期间
Ｃ .妊娠第４、５、６ 月期间 Ｄ.妊娠第７、８、９ 月期间
Ｅ .整个妊娠期均不能做手术
【 答案】 Ｃ

【 解析】 妊娠期牙龈炎的最佳手术期为妊娠期 ４ ~６ 个月
４３.牙周间隙变窄或消失的 Ｘ 线影像是
Ａ .牙唇向脱位 Ｂ .牙根折裂
Ｃ .牙嵌入性脱位 Ｄ .牙折
Ｅ .致密性骨炎

【 答案】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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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时牙齿向根方移位 ꎬ ꎮ 答案为 Ｃ ꎮ

４４.水平型食物嵌塞的原因是
Ａ .牙龈萎缩 Ｂ .充填式牙尖
Ｃ .相邻牙边缘嵴不在同一水平面 Ｄ .充填物悬突
Ｅ .邻牙触点丧失
【 答案】 Ａ

【 解析】 牙龈萎缩是水平型食物嵌塞的原因之一 ꎮ

４５.下列关于匙形刮治器操作过程的描述 ꎬ不正确的是
Ａ .放入牙周袋时应使工作端的平面与牙根面平行

Ｂ .到达袋底后与根面间逐渐成 ４５°角 ꎬ以探查根面牙石
Ｃ .到达袋底后与根面间逐渐成 ４５°角 ꎬ以刮除袋壁肉芽
Ｄ .与根面成 ８０°角 ꎬ进行刮治
Ｅ .操作完成后 ꎬ仍回到与根面平行的位置 ꎬ取出器械
【 答案】 Ｃ

【 解析】 匙形刮治器操作时 ꎬ首先将器械放人牙周袋时 ꎬ

ꎬ然后 ꎬ ꎮ 操作

完成后 ꎬ 的位置 ꎬ取出器械ꎮ (记忆 : )

４６.男 ꎬ４５岁ꎮ 刷牙时牙龈出血 １０年 ꎬ检查见牙石(＋＋) ꎮ 菌斑量多 ꎬ牙龈红肿明显 ꎬ探诊
出血 ꎬ袋深普遍 ４ ~６ ｍｍꎬ附着丧失普遍 ２ ~４ ｍｍꎮ Ｘ 线片全口牙槽骨有水平吸收ꎮ 最可能的
诊断是

Ａ .坏死性龈炎 Ｂ .边缘性龈炎
Ｃ .增生性龈炎 Ｄ .慢性牙周炎
Ｅ .快速进展性牙周炎
【 答案】 Ｄ

【解析】 ꎬ所以 Ａ、Ｂ、Ｃ 错误ꎮ 牙龈出血ꎬ检查见牙石(＋＋) ꎬ菌斑量多ꎬ牙
龈红肿明显 ꎬ附着丧失 ꎬＸ 线片表现牙槽骨吸收明显 ꎬ形成牙周袋 ꎬ所以诊断为慢性牙周炎 ꎬＤ
项正确ꎮ 快速进展性牙周炎进展迅速ꎬ与题目 １０年不符 ꎬ年龄一般 ３５岁以下ꎮ 所以 ꎬＥ 错误ꎮ

４７.患者 ꎬ男 ꎬ２１岁 ꎬ因牙齿松动半年就诊ꎮ 无全身疾病 ꎬ无青霉素过敏史ꎮ 医生诊断为广
泛性侵袭性牙周炎 ꎮ 经牙周系统治疗后 ꎬ复查的间隔期开始应为

Ａ.每 １~２ 个月 １ 次 Ｂ.每２~３ 个月 １ 次
Ｃ.每２~４ 个月 １次 Ｄ.每 ３~４ 个月 １次
Ｅ.每 ３~６ 个月 １次
【 答案】 Ａ

【 解析】 广泛性侵袭性牙周炎防止复发应加强定期复查和必要的后续治疗 ꎬ 因易复发 ꎬ故

应密切观察 ꎮ 复查的间隔期依患者的菌斑和炎症控制情况而定 ꎬ开始的间隔要短 ꎬ每 １ ~ ２ 个

月一次 ꎬ多次之后若病稳定 ꎬ间隔期可逐渐延长ꎮ

４８.骨上袋的病理变化主要是
Ａ .假性牙周袋 Ｂ .牙槽骨无吸收
Ｃ .牙槽骨高度降低 Ｄ . 固有牙槽骨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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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牙周膜破坏明显
【 答案】 C

【 解析】 是牙周炎的一种表现 ꎬ 即

ꎮ 只有 C 符合骨上袋的病理变化ꎮ A、B 和 E 选项未涉及

牙槽骨吸收 ꎬ不正确 ꎮ D 选项代表牙周炎时牙槽骨垂直吸收导致的骨下袋ꎮ

49.下列属于牙龈炎的临床表现 ꎬ说法正确的是
A.在炎症明显的部位 ꎬ牙周探诊的深度常小于组织学上的龈沟深度
B.探诊后出血多出现于牙龈颜色改变之后

C.若炎症局限于龈沟(袋)壁内侧时 ꎬ牙龈表面仍可保持相当致密
D.可以点彩的有无来判断牙龈有无炎症
E.重症龈炎可有上皮附着的降低
【 答案】 C

【 解析】 牙龈炎时 ꎬ 因为牙龈的肿胀 ꎬ ꎻ目前 ꎬ 多数认

为牙龈 ꎬ ꎻ某些

ꎬ或 ꎬ所以不能以点彩有无判断牙龈有无炎症 ꎻ

ꎮ 此题正确答案 ꎬC

50.下列关于中性多形核白细胞(PMN)与牙周病关系的描述 ꎬ不正确的是
A.PMN 是牙周组织重要的防御细胞
B.PMN 功能障碍不引起牙周组织的破坏
C.PMN 可穿越袋上皮进入龈沟
D.PMN 的数量和功能不足与牙周病有关
E.局部和全身因素可通过影响 PMN 的功能影响牙周病的发生
【 答案】 B

【 解析】 ①PMN 是结合上皮和龈沟中的防御细胞ꎻ②其数目的异常和功能缺陷会大大增加

牙周炎的易感性和严重程度 ꎻ③在牙龈组织中 ꎬ每天有 1% ~ 2%的 PMN 穿越结合上皮至龈沟

中 ꎻ④PMN 的数量和功能受全身和局部因素的影响
51 .下列关于急性坏死性龈炎的治疗 ꎬ不正确的是
A.去除坏死组织并刮除大块牙石 B.3%H 2 O2 冲洗坏死区

C.重症者 ꎬ首选口服四环素 ꎬ控制病情 D.支持疗法
E.最好更换牙刷
【 答案】 C

【 解析】 急性坏死性龈炎 ꎮ C 答案错误
52.急性坏死性龈炎的主要表现是
A.牙龈增生 B.牙龈水肿
C.牙龈乳头消失 D.附着龈增生
E.游离龈消失
【 答案】 C

【 解析】 使龈缘呈反波浪形 ꎮ 此题答

案为 C ꎮ 此外 ꎬ其典型临床表现还包括 : 多见于吸烟男性 ꎬ牙龈极易出血 ꎬ疼痛明显 ꎬ有典型腐

败性口臭等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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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下面关于牙龈瘤的说法 ꎬ错误的是
A.发生在牙龈的炎症反应性瘤样增生物 B.主要见于牙龈乳头部位
C.来源于牙周膜和牙龈的结缔组织 D.容易复发
E.属于良性肿瘤
【 答案】 E

【 解析】

54.下列不属于非类固醇类抗炎药物治疗牙周病作用的是
A.抗炎作用 B.抗菌作用
C.抑制骨吸收 D.抑制前列腺素的合成
E.阻断花生四烯酸的代谢
【 答案】 B

【 解析】 抗菌作用由抗生素发挥 ꎬ非类固醇抗炎药物不能发挥此类作用 ꎮ

55.下列哪种牙周病的患者多伴有外周血中性粒细胞功能缺陷
A.慢性龈缘炎 B.牙周萎缩
C.慢性牙周炎 D.急性坏死溃疡性龈炎
E.侵袭性牙周炎
【 答案】 E

【 解析】 侵袭性牙周炎的发生与外周血中性粒细胞功能缺陷有关 ꎮ

56.能引起药物性牙龈增生的药物是
A.苯妥英钠 B.硝苯地平
C.环孢素 D.维拉帕米
E.以上均是
【 答案】 E

【 解析】 引起药物性龈炎的药物包括 :

57.急性多发性龈脓肿的发病特点 ꎬ错误的是
A.多发于春、秋两季
C.患病前多有全口性的慢性牙龈炎症
E.大多有前驱症状
【 答案】 B

【 解析】 急性多发性龈脓肿
58.急性龈乳头炎的主要临床特征是
A.有自发性的胀痛和明显探触痛

C.常累及全口多颗牙龈乳头
E.有时易与牙髓炎混淆
【 答案】 C

B.主要发生于青壮年女性
D.多数病例起病急骤

B.牙龈乳头发红肿胀 ꎬ探诊和吸吮时出血
D. 口臭

【 解析】 急性龈乳头炎多局限于个别牙龈乳头 ꎮ C 选项错误ꎮ

59.牙震荡主要表现为

A.牙周膜及牙龈组织损伤 ꎬ牙体硬组织无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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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牙龈组织及牙体硬组织损伤 ꎬ牙周膜无损伤
C.牙周膜损伤 ꎬ牙齿硬组织及牙龈无损伤

D.牙龈组织、牙周膜、牙体硬组织损伤
E.牙周膜、牙体硬组织、牙槽骨损伤
【 答案】 C.

【 解析】 牙震荡为局限于牙周膜的损伤 ꎬ牙龈及牙体硬组织无损伤ꎮ C 选项正确ꎮ

60.对于牙周脓肿反复发作且疗效差者 ꎬ应作
A.X 线片检查 B.龈沟液检查
C.血糖及尿糖检查 D.活体组织检查
E.细菌学涂片检查
【 答案】 C

【 解析】 某些牙周炎为反应全身疾病的牙周炎症 ꎮ 临床对于
的患者 ꎬ应考虑其

是否合并糖尿病的可能性 ꎮ

61 .青少年牙周炎的临床特点包括
A.好发于青春期前后
B.好发于第一恒磨牙和上下切牙
C.病变进展很快 ꎬ早期可出现牙松动、移位
D.X 线片示第一恒磨牙牙槽骨可有弧形吸收
E 以上都是
【 答案】 E

【 解析】 青少年牙周炎(侵袭性牙周炎) 的临床特点包括 :

ꎬX 线片示第一

恒磨牙牙槽骨可有 此题答案 E

62.根面平整术的最终目的是
A.去除根面残余牙石 B.平整牙根面
C.为植入创造生物相容的环境 D.除去菌斑
E.去除污染的牙骨质
【 答案】 E

【 解析】 ꎮ 根面平整要注意适度 ꎬ过量的根面平整易

导致术后根面敏感 ꎮ

63.慢性龈炎的特点不包括
A.重症者可累及附着龈 B.龈袋可超过 3 mm

C.有轻度的附着丧失 D.龈红肿、松软
E.碰触时易出血
【 答案】 C

【 解析】 牙龈炎与牙周炎的本质区别为是否有附着丧失 ꎮ

ꎮ

64.下列关于边缘性龈炎的描述 ꎬ不正确的是
A.牙周袋深度可超过 3 mm B.无附着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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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可发生在每个人一生的某个时期 Ｄ .部分可发展成牙周炎
Ｅ .只累及边缘龈 ꎬ不累及附着龈
【 答案】 Ｅ

【 解析】 ꎮ

６５.女性 ꎬ２６岁ꎮ 右上后牙龈肿痛 １ 周ꎬ 口服抗消炎药治疗无效ꎮ 检查 :右上 ６ 牙体唇侧牙
周脓肿形成 ꎬ叩痛(＋) ꎬ冷测反应同对照牙 ꎬ牙周袋 ８ ｍｍꎬ应急处理应是

Ａ .局部麻醉下开髓 Ｂ .龈上洁治
Ｃ .龈下刮治 Ｄ .脓肿切开引流
Ｅ .全身药物治疗
【 答案】 Ｄ

【 解析】 根据题目知右上 ６ 牙周脓肿 ꎬ应急处理原则为 :止痛、防止感染扩散及脓肿引流ꎮ

６６.男性 ꎬ２５岁ꎮ 口腔内上下前牙龈乳头消失并凹陷 ꎬ呈反波浪形 ꎬ牙间乳头唇舌侧分离 ꎬ

可从牙面翻开 ꎬ下方有牙石、牙垢 ꎬ无龈坏死ꎮ 可能的原因是
Ａ .疱疹性龈口炎 Ｂ . 中性粒细胞缺乏引起龈坏死
Ｃ .慢性龈缘炎 Ｄ .急性坏死性龈炎
Ｅ .龈乳头炎
【 答案】 Ｄ

【 解析】

(６７~７０题共用题干)

男 ꎬ２５岁 ꎬ１ 年来牙龈逐渐肿大ꎮ 检查发现 :全口牙龈乳头及龈缘肿 ꎬ上下前牙明显ꎮ 龈乳
头球状、突起 ꎬ前牙龈呈分叶状质地坚硬 ꎬ略有弹性 ꎬ呈粉红色 ꎬ不出血 ꎬ无疼痛 ꎬ龈沟加深 ꎬ有菌
斑 ꎬ无分泌 ꎬ上中切牙部分冠折断 ꎬ已作根管治疗ꎮ

６７.采集病历重点了解的是
Ａ .出血史 Ｂ .家族史
Ｃ .癫痫史 Ｄ .是否戴过矫正器
Ｅ .药物过敏史

６８.为进一步确诊 ꎬ首先需检查项目是
Ａ.血象 Ｂ .线片
Ｃ .探诊附着丧失情况 Ｄ .菌斑涂片检查
Ｅ. 关系

６９.上述检查仍不能确诊 ꎬ在用药史上还需了解的是
Ａ .全身用药 Ｂ .抗癫痫药物
Ｃ .非激素类药物 Ｄ .抗厌氧菌药物
Ｅ .局部用药

７０.在治疗中 ꎬ首先采取的措施是
Ａ .停止长期服用的药物 Ｂ .手术切除
Ｃ .深刮治 Ｄ .局部加强用药
Ｅ .观察病情后ꎬ再作处理
【答案】Ｃ、Ｃ、Ｂ、Ａ

【 解析】 本题考查药物性龈炎的特点及治疗 ꎮ 根据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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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推测可能为药物性龈增生ꎮ 则对 ２５岁男性 ꎬ重点考虑其
ꎮ 为明确诊断 ꎬ可行牙周探诊检查 ꎬ并询问其是否服用抗癫痫药物ꎮ 药物性龈增生的

治疗 ꎬ首先是停药或换用相似作用而不引起龈增生的药物 ꎮ

(７１~７３题共用题干)

患者 ꎬ女 ꎬ３５岁ꎮ 全口咀嚼无力、刷牙时牙龈出血ꎮ 无系统性疾病ꎮ 口腔检查 :全口多数
牙有深牙周袋 ꎬ松动Ⅰ ~ Ⅱ 度 ꎬ牙石(＋＋) ꎬ牙龈红肿 ꎬ探诊出血 ꎬＸ 线片示全口普遍牙槽骨
吸收ꎮ

７１.初步诊断是
Ａ .慢性牙周炎
Ｃ .广泛性侵袭性牙周炎
Ｅ .与糖尿病有关的牙周炎

７２.本病的主要致病菌不包括
Ａ .黏性放线菌

Ｃ .中间普氏菌
Ｅ .直肠弯曲菌

７３.下列哪项肯定不是本病的临床表现
Ａ .病损呈弥散型 ꎬ累及大多数牙
Ｂ .常伴有严重的错 ꎬ导致严重的咬合创伤

Ｂ .局限性侵袭性牙周炎
Ｄ .急性坏死性溃疡性牙周炎

Ｂ .牙龈卟啉单胞菌
Ｄ .具核梭杆菌

Ｃ .有严重及快速的骨破坏 ꎬ然后破坏过程自动停止或变慢
Ｄ .有深牙周袋 ꎬ牙龈探诊出血 ꎬ可有溢脓
Ｅ .多数患者具有中性粒细胞和(或)单核细胞的功能缺陷
【答案】 Ａ、Ａ、Ｅ

【 解析】 此题考查慢性龈炎的相关知识 ꎮ 根据临床表现( 口腔卫生差 ꎬ 累及全口多数牙的

牙周袋 ꎬ牙齿松动) ꎬ此患者考虑诊断为慢性牙周炎ꎮ

ꎮ

ꎮ

(７４~７７题共用题干)

女 ꎬ１９岁ꎮ 上前牙松动 ３ 年 ꎬ检查见上切牙松动Ⅱ° ꎬ扇形移位 ꎬ 口腔卫生较好 ꎬ初步印象
为局限性青少年牙周炎 ꎮ

７４.为确诊还应做的最重要的检查是
Ａ.查血 Ｂ .活检
Ｃ .脱落细胞诊断 Ｄ .拍 Ｘ 线片
Ｅ .活力测定

７５.若已确诊 ꎬ其可能还具有的特征如下 ꎬ但不包括

Ａ .上颌第一磨牙近中垂直骨吸收
Ｃ .牙龈炎症表现轻微
Ｅ .上前牙有深牙周袋

７６.对该患者的治疗措施中不适当的是
Ａ .牙周基础治疗
Ｃ .首选口服甲硝唑

Ｂ .病变累及全口牙
Ｄ .龈下菌斑中查出大量的伴放线聚集杆菌

Ｂ .反复进行口腔卫生指导
Ｄ .基础治疗后进行翻瓣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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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定期复查复治

77.局限性青少年牙周炎牙槽骨吸收的特点如下 ꎬ除外
A.初期牙槽骨仅表现为疏松

B.可见到牙槽硬骨板模糊不清 ꎬ但牙槽骨无明显吸收
C.病变中晚期 ꎬ骨吸收多呈杯状或角形吸收
D.多发生牙槽骨的水平吸收
E.牙槽骨吸收的范围和牙周袋深度一致
【 答案】 D、B、C、D

【 解析】 本题考查局限性青少年牙周炎( 即新分类法中的局限性侵袭性牙周炎) ꎮ 怀疑局
限性青少年牙周炎 ꎬ重点检查切牙以及第一磨牙邻面 ꎬ拍摄 X 线片 ꎬ有助于发现早期病变ꎮ 局
限性青少年牙周炎的

ꎮ 其 ꎮ

ꎮ

(78 ~79 题共用备选答案)

A.龈乳头坏死呈反波浪状 B.牙龈出血不易止住
C.龈乳头扁圆形肥大、有蒂 D.呈桑葚状
E.增生牙龈覆盖全部牙冠
78.妊娠期龈炎表现是
79.遗传性牙龈纤维瘤病表现是
【 答案】 C、E

【 解析】 ꎮ

ꎬ

ꎻ ꎬ呈桑葚状是龈增生的
表现 ꎬ需要鉴别ꎮ

(80 ~ 81 题共用备选答案)

A.牙龈切除术 B.牙周翻瓣术
C.引导性组织再生术 D.截龈术
E.牙冠延长术

80.基础治疗后增生的牙龈未消退 ꎬ应采取的牙周手术为
81 .对三壁骨袋最佳的治疗选择是
【 答案】 A、C

【 解析】 牙龈肥大增生仍未消退 ꎬ 为牙龈切除术的适应证 ꎬ三壁骨袋治疗效果最好的方法

是引导组织再生术 ꎮ

(82 ~ 83 题共用题干)

女 ꎬ28 岁 ꎬ近 4 个月来全口牙龈逐渐肿大 ꎬ刷牙时牙龈易出血 ꎬ偶有牙龈自动出血史ꎮ

82.若患者妊娠 6 个月 ꎬ诊断为妊娠期龈炎 ꎬ临床上最可能表现为
A.牙龈疼痛、恶臭 B.牙齿松动
C.牙龈为纤维性增大 D.牙龈色鲜红、光亮
E.牙龈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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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若患者未妊娠 ꎬ怀疑为白血病在口腔的表现 ꎬ确诊的方法为
A.活检 B.脱落细胞涂片
C. 白细胞吞噬功能 D. 白细胞趋化功能
E.查血象
【 答案】 D、E

【 解析】 的临床表现 :

ꎮ 怀疑为 在口腔的表现 ꎬ需要 确诊ꎮ

ꎮ

(84 ~ 86 题共用题干)

男 ꎬ27 岁 ꎬ牙龈疼痛ꎮ 自动出血 3 天ꎮ 检查 :腐败性口臭 ꎬ多个牙的牙龈乳头尖端消失变
平 ꎬ下切牙的龈缘虫蚀状坏死 ꎬ有灰白膜覆盖ꎮ

84.该病的最可能诊断是
A.边缘性龈炎 B.增生性龈炎
C.急性坏死性龈炎 D.慢性牙周炎
E.快速进展性牙周炎
85.对诊断最有帮助的辅助检查是
A.涂片革兰氏染色 B.查白细胞计数
C.拍曲面断层片 D.咬合检查
E.肌电图检查
86.分析导致该病的主要病原微生物为
A.伴放线聚集杆菌 B.牙龈卟啉单胞菌
C.葡萄球菌 D.梭形杆菌和螺旋体

E.放线菌
【 答案】 C、A、D

【 解析】 本意考查急性坏死性溃疡性龈炎的相关知识 ꎮ 龈缘、龈乳头的坏死、溃疡是急性

坏死性溃疡性龈炎的特征性表现 ꎬ其确诊需要细菌涂片检查 ꎬ其主要致病菌为梭形杆菌和螺

旋体ꎮ

(87 ~ 88 题共用题干)

患者 ꎬ男性 ꎬ46 岁ꎮ 右上后牙 3 天来持续胀痛ꎬ1 日来加重ꎬ有跳痛ꎬ不能咬物ꎮ 近 2 个月
以来右上后牙部位一直食物嵌塞严重 ꎮ

87.最有可能的诊断是
A.牙龈乳头炎

C.急性上颌窦瘘
E.急性牙髓炎

88.首次就诊时最有效的处理方法是
A.开髓引流

C.X 线片决定存留
E.洁治、冲洗、上药
【 答案】 A、E

B.三叉神经痛
D.急性根尖周炎

B.治疗龋齿 ꎬ龈乳头上药
D. 口服消炎镇痛药

【 解析】 此题未描述牙体龋坏或缺损情况 ꎬ并有食物嵌塞的病史 ꎬ结合临床表现 ꎬ考虑龈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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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炎 ꎮ :

ꎮ

易错考题2年

1 .判断有无牙周炎的重要指征是
A.牙周袋超过 3 mm B.附着丧失
C.龈红肿 D.龈出血

配套名师高清视频
E.龈乳头增生
【 答案】 B

【 解析】 ꎬ故本题选 B ꎮ

2.对深达膜龈联合的牙周袋应采用的最佳手术治疗方法为
A.牙龈切除术 B.翻瓣术
C.袋壁刮治术 D.游离龈瓣移植
E.侧向转位瓣术
【 答案】 B

【 解析】 ꎬ故本题应选 B ꎮ

3.在下列牙周炎各期中出现破骨细胞活跃的是
A.始发期 B.早期病变
C.病损确立期 D.进展期
E.C+B 选项
【 答案】 D

【 解析】 此题考查牙周炎的病理过程 ꎮ 表现为龈沟的沟内上皮与结合上皮周围急
性渗出性炎症反应 ꎻ 时 ꎬ在结合上皮周围除了有增多的 以外 ꎬ皮下结缔组
织内出现大量的 ꎻ 时结合上皮继续向根方增殖 ꎬ

ꎻ ꎬ结合上皮继续加深 ꎬ ꎬ 牙槽骨吸收、破坏
明显 ꎬ因此 D 正确ꎮ

4.牙周炎中选项最常见的类型是
A.青春前期牙周炎 B.青少年牙周炎
C.快速进展性牙周炎 D.慢性牙周炎
E.难治性牙周炎
【 答案】 D

【 解析】 此题以 1989 年牙周炎分类方法考查牙周炎的分类 ꎮ 慢性牙周炎是牙周炎中最常

见的类型 ꎬ约占牙周炎患者的 95% ꎬ所以 D 选项正确ꎮ

5. 由于内分泌的改变 ꎬ使龈组织对微量局部刺激产生明显炎症的疾病是
A.青春期龈炎 B.急性龈乳头炎
C.边缘性龈炎 D.急性坏死性龈炎
E.药物性牙龈增生
【 答案】 A

【 解析】 ꎬ 由于内分泌的改变 ꎬ使龈组织对局部刺激产生

非特异性炎症 ꎬ故选 A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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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牙周组织破坏程度与局部刺激物的量不成比例的是

Ａ .成人牙周炎 Ｂ .增生性龈炎
Ｃ .边缘性龈炎 Ｄ .牙周脓肿
Ｅ .青少年牙周炎
【 答案】 Ｅ
【 解析】 ꎬ 突出的临床表现是患者的菌斑、牙石量很少 ꎬ 牙

龈表面炎症轻微 ꎬ但是却有深牙周袋 ꎬ ꎮ 所以 ꎬ

Ｅ 正确ꎮ

７ .局限性青少年牙周炎龈下非附着菌斑内主要优势菌是
Ａ .梭形菌 Ｂ .螺旋体
Ｃ . 中间普氏菌 Ｄ .黏性放线菌
Ｅ .伴放线聚集杆菌
【 答案】 Ｅ

【 解析】 ꎬ所以 Ａ、Ｂ 均错误ꎮ

ꎬ不是局部型青少年牙周炎的主要优势菌 ꎬ 因此 Ｃ 错误ꎮ

ꎬ 因此 Ｄ 错误ꎮ 局限性青少年牙周炎(侵袭性牙周炎)主要
的优势菌为伴放线聚集杆菌 ꎬ因此 Ｅ 正确ꎮ

８ .假性牙周袋与真性牙周袋的区别是
Ａ .深度 Ｂ .累及牙面数
Ｃ .牙周袋底的位置 Ｄ .牙龈炎症程度
Ｅ .牙龈形态和探诊出血程度
【 答案】 Ｃ
【 解析】 龈沟底(结合上皮) 应位于釉牙骨质界处 ꎮ

ꎬ此时 ꎬ则 ꎮ 如果

ꎮ

９ .女ꎬ４２岁ꎮ 左下牙床肿ꎬ牙松动半年ꎮ 检查 :见牙龈肿胀ꎬ溢脓 ꎬ探近中牙周袋深ꎬ松动Ⅱ
度 ꎬ叩痛(＋) ꎬ龋深 ꎬ牙髓无活力 ꎬＸ 线片示根端骨吸收区与近中侧牙槽骨吸收相通 ꎬ远中侧牙
槽骨无吸收 ꎮ 该病应诊断为

Ａ .牙周－牙髓联合病变 Ｂ .成人牙周炎

Ｅ .青少年牙周炎
【 答案】 Ａ

【 解析】 近中牙周袋深 ꎬ牙松动 ꎬＸ 线片示根端骨吸收区与近中侧牙槽骨吸收相通 ꎬ提示牙

周炎 ꎬ龋深 ꎬ牙髓无活力提示牙髓病变 ꎬ所以诊断为牙周－牙髓联合病变 ꎬ所以 Ａ 正确ꎮ 成人牙
周炎、根分叉区病变、牙周脓肿、青少年牙周炎只有牙周炎的表现 ꎬ 而不会出现牙髓坏死的表
现ꎮ 所以ꎬＢ、Ｃ、Ｄ、Ｅ 错误ꎮ

１０.牙周基础治疗包括下列内容 ꎬ除外
Ａ .洁治术 Ｂ . 口腔卫生指导
Ｃ .龈下刮治术 Ｄ .牙龈切除术
Ｅ .菌斑控制

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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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D

【 解析】 牙龈切除术是在牙周基础治疗之后针对还存在深牙周袋并炎症的牙龈进行的手

术 ꎬ不属于牙周基础治疗 ꎬ选 Dꎮ

11 .下列关于抗生素治疗牙周病原则的描述 ꎬ不正确的是
A.用于牙周基础治疗效果不好的急性感染的牙周疾病
B.尽量在细菌培养结果指导下用药
C.尽量使用小剂量和广谱抗生素
D.与特殊细菌有关的早发性牙周疾病
E.尽量采用局部控释给药的途径
【 答案】 C

【 解析】 抗生素治疗牙周病前应尽量

ꎬ减少对口腔微生态环境的干扰ꎮ 所以 ꎬC 错误
12.一般在牙周基础治疗后多长时间根据牙周病变情况考虑牙周手术治疗
A.1 个月 B.3 ~6 个月
C.4 个月 D.1 ~ 3 个月
E.2 个月
【 答案】 D

【 解析】 患者是否需要牙周手术治疗 ꎬ应在牙周基础治疗后至少 时 ꎬ对其进行全

面的牙周检查和必要的 X 线复查后作是否手术的判断和手术方法的选择 ꎮ

13.下列有关 Gracey 刮治器的特点 ꎬ不正确的是
A.有牙位特殊性 B.单侧切割刃
C.工作端有两个弯曲 D.刃面与器械颈部呈 70°角
E.长而凸的外侧刃缘为非工作缘
【 答案】 E

【 解析】 Gracey 刮治器 ꎮ

14.牙周炎除四大症状外的晚期伴发症状是
A.牙周袋形成 B.牙龈炎症
C.牙槽骨吸收 D.牙移位
E.牙齿松动
【 答案】 D

【 解析】 ꎬ 前牙常呈扇形移位 ꎮ 因此 ꎬ D

正确ꎮ

15.慢性牙周炎早期的特点为
A.牙齿松动 B.牙齿移位
C.牙槽骨嵴顶吸收 D.伴发根分叉病变
E.可发生牙周脓肿
【 答案】 C

【 解析】 ꎬ 也是早期的主要表现 ꎬ 故

选 C ꎮ

16.青春期龈炎的临床表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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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发生于前牙的唇侧牙龈 Ｂ .探诊出血
Ｃ .龈缘肥厚 Ｄ .形成假性牙周袋
Ｅ .以上都是
【 答案】 Ｅ
【 解析】 青春期龈炎患者年龄在青春期前后 ꎬ 牙龈色、形、质的改变与普通炎症性牙龈病相

同 ꎬ

ꎬ牙龈炎症肥大的程度超过局部刺激的程度 ꎬ且

易于复发ꎮ 因此 ꎬ本题答案为 Ｅ ꎮ

１７.单纯改良 Ｗｉｄｍａｎ翻辧术的适应证是
Ａ .牙周袋深度超过膜龈联合 Ｂ .不需修整牙槽骨者
Ｃ .需植骨术者 Ｄ .牙龈增生
Ｅ .需要牙槽骨成形术者
【 答案】 Ｂ

【 解析】

ꎬ此类患者的 ꎮ

１８.关于宿主的防御反应与牙周病关系 ꎬ正确的说法是

Ａ . 中性粒白细胞对牙周组织只起防御作用
Ｂ .巨噬细胞与牙周组织破坏无关

Ｃ .体液免疫产生的 ＩｇＧ对组织只起保护作用
Ｄ .细胞免疫不参与牙周炎症反应
Ｅ .宿主的防御反应在牙周病的病理机制中起防御和损伤的双重作用
【 答案】 Ｅ

【 解析】 牙周病的许多组织破坏 ꎬ 不是感染微生物直接引起的 ꎬ 而是宿主对感染微生物及
其毒性产物的应答间接引起的机体在阻止微生物入侵时发生的免疫反应 ꎬ也会损伤局部牙周

组织 ꎬ宿主免疫的保护－破坏机制也是牙周病进程的重要因素ꎮ

１９.某女性患者 ꎬ３０岁ꎮ 主诉 :近半年牙龈逐渐肿大 ꎬ刷牙易出血 ꎬ有自动出血史ꎮ 若此患
者诊断为妊娠期龈炎 ꎬ临床检查最可能的发现是

Ａ .牙龈乳头出现溃疡 Ｂ .牙龈疼痛、出血、有恶臭味
Ｃ .牙龈出血及牙齿松动 Ｄ .化脓、恶臭味、牙龈疼痛
Ｅ .牙龈鲜红色 ꎬ表面呈分叶状
【 答案】 Ｅ

【 解析】 的局部表现为

ꎬ 常呈扁圆形向近远中扩延 ꎬ ꎮ 此题 Ｅ 选项正确ꎮ

２０.男性 ꎬ１７岁ꎮ 诉牙龈出血 ꎬ咀嚼无力 １ 个月余 ꎬ 口腔检查 :切牙和第一磨牙松动Ⅰ° ꎬ切
牙唇侧移位ꎮ 牙周袋 ５ ~６ ｍｍꎬ第一磨牙牙周袋 ６ ｍｍꎬ菌斑指数和牙龈指数 １ ꎬ探诊牙龈出血ꎬ

初步诊断为

Ａ .成年人牙周炎

Ｃ .快速进展性牙周炎
Ｅ .青春前期牙周炎
【 答案】 Ｂ

Ｂ .青少年牙周炎
Ｄ .青春期龈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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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本题题干中提到" 男性 ꎬ１７ 岁 " ꎬ 因此可排除 Ａꎮ 探诊见切牙牙周袋 ５ ~ ６ ｍｍꎮ 第

一磨牙牙周袋 ６ ｍｍꎮ 因此 ꎬ可排除 Ｄ ꎮ 由于牙周炎仅发生于切牙和第一磨牙 ꎬ 因此 ꎬ可排除
Ｃ ꎮ 青少年牙周炎是指发生在青少年时期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牙周炎ꎮ 病情发展较快ꎮ 本病属
于局限型青少年牙周炎 ꎬ病变局限于切牙和第一磨牙 ꎬ因此 ꎬＢ 正确ꎮ

２１.女 ꎬ４０岁ꎮ 要求洁治ꎮ 检查 :牙石(＋＋) ꎬ牙龈缘及乳头中度红 ꎬ探诊出血 ꎬ探诊深度普
遍 ４ ~５ ｍｍꎮ 可探及釉牙骨质界 ꎬ牙无松动ꎮ 最可能的诊断是

Ａ .边缘性龈炎 Ｂ .妊娠期龈炎
Ｃ .慢性牙周炎 Ｄ .药物性牙龈增生
Ｅ .快速进展性牙周炎
【 答案】 Ｃ
【 解析】

ꎬ 附着丧失 ꎬ 牙槽骨吸收 ꎬ该患者症状符合慢性牙周炎的诊断 ꎮ 故
选 Ｃꎮ

２２.女 ꎬ２０岁ꎮ 偶有咬苹果出血 １ 年ꎮ 检查牙石(＋) ꎬ大多数牙的牙龈缘及乳头轻度红、水
肿 ꎬ探诊出血 ꎬ邻面探诊深度 ３ ~４ ｍｍꎬ但未探及釉牙骨质界 ꎬ牙无松动ꎮ 最可能的诊断

Ａ .慢性牙周炎 Ｂ .妊娠期龈炎
Ｃ .慢性龈缘炎 Ｄ .药物性牙龈增生
Ｅ . 白血病的牙龈病损
【 答案】 Ｃ

【 解析】

ꎮ 因此 ꎬ此题符合慢性龈炎的诊断ꎮ 选项 Ｃ 正确 ꎬ排除 Ａ 选项ꎮ

ꎬ患者咬硬物出血 １ 年 ꎬ排除 Ｂꎻ ꎬ牙龈小球状、分叶状
或桑葚状增生 ꎬ颜色淡粉色 ꎬ排除 Ｄꎻ白血病牙龈出血不止 ꎬ龈肿大呈外形不规则的结节状 ꎬ颜
色暗红或苍白ꎬ伴有全身症状ꎬ排除 Ｅꎮ 所以ꎬ此题选 Ｃ ꎮ

２３.女ꎬ５０岁ꎮ 下前牙松动 １ 年ꎮ 检查 :下前牙松动 Ｉ 度ꎬ牙石(＋＋＋) ꎬ牙龈退缩 ３ ｍｍꎬ探
诊深度 ４ ｍｍꎬ全口其他牙结石(＋＋) ꎬ牙龈缘及乳头暗红ꎮ 探诊出血(＋) ꎬ探诊深度普遍 ５ ~ ６
ｍｍꎬ有附着丧失ꎮ 最可能的诊断为

Ａ .龈乳头炎 Ｂ .成人牙周炎
Ｃ .慢性龈缘炎 Ｄ .牙周牙髓联合病变
Ｅ .快速进展性牙周炎
【 答案】 Ｂ

【 解析】 特征包括

等 ꎬ本病例均存在以上表现 ꎬ故诊断为成人牙周炎(慢性牙

周炎) ꎬ选 Ｂꎮ

２４.某女性患者 ꎬ２３岁ꎮ 近 １ 周以来牙龈疼痛极易出血 ꎬ有异常口气 ꎬ并见下颌前牙唇侧龈
乳头坏死 ꎬ其最可能的诊断和致病菌是

Ａ .妊娠期龈炎 ꎬ中间普氏菌
Ｂ .急性坏死性溃疡性龈炎 ꎬ螺旋体和梭形杆菌
Ｃ .慢性龈缘炎 ꎬ黏性放线菌
Ｄ .青春期龈炎 ꎬ牙龈卟啉单胞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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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增生性龈炎 ꎬ内氏放线菌
【 答案】 B

【 解析】 患者常表现为异常 口 臭 ꎬ 患牙牙龈极易出血 ꎬ

ꎮ ꎮ

25.对于 CPI 计分为 2 的患者 ꎬ应建议
A.有效刷牙 B.使用牙线
C.洁治 D.龈下刮治
E. 口服抗消炎药
【 答案】 C

【 解析】 ꎬ 需洁治ꎮ CPI 计分为 1 表示有牙龈出血ꎻCPI 计分为 3

表示有浅牙周袋ꎻCPI 计分为 4 表示有深牙周袋 ꎮ

26.牙齿做窝沟封闭的最佳时间是
A.穿破牙龈时 B. 面露出时
C 对颌牙也已经萌出时 D.牙萌出后达到 平面时
E.以上均可以
【 答案】 D

【 解析】 ꎮ 乳牙磨牙 3 ~4 岁 ꎻ第一恒

磨牙 6 ~7 岁 ꎻ第二恒磨牙 11 ~ 13 岁ꎮ

27.牙周病易受到以下哪个系统疾病的影响
A.心脏病 B.高血压
C.糖尿病 D.吸烟
E. 胃病
【 答案】 C

【 解析】 许多研究已经证实了糖尿病与牙周炎的关系 ꎬ公认

ꎮ

28.临床诊断乳牙根尖周病不依赖
A.疼痛 B.肿胀
C.龋洞深度 D.松动
E.X 线检查
【 答案】 C

【 解析】 诊断乳牙根尖周病需要依据其临床症状 ꎬ疼痛是诊断牙髓病的重要症状之一 ꎬ 它

包括激发痛和自发痛 ꎮ 肿胀是根尖周炎的一个主要特征ꎮ 叩痛和松动、牙髓活力测验、X 线检

查是很重要的检查方法 ꎬ对牙髓病和根尖周病的诊断和疗效的判断有重要意义 ꎮ

29.氟牙症的牙着色改变是由于
A.牙齿发育过程中氟与釉质结合 B.釉质基质遇光发生化学变化
C.外来色素渗入釉质所致 D.釉质内有机质遗留造成
E.以上都是
【 答案】 A

【 解析】 氟牙症的着色改变是由于牙齿发育过程中氟与釉质结合 ꎮ

(30 ~ 31 题共用备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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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健康牙周 B.牙龈炎
C.慢性成人牙周炎 D.Down 综合征
E.局部型青少年牙周炎
30.优势菌是牙龈卟啉单胞菌的牙周疾病是
31 .优势菌是伴放线聚集杆菌的牙周疾病是
【 答案】 C、E

【 解析】 慢性成人牙周炎主要致病菌 :牙龈卟啉单胞菌 、中间普氏菌、福赛坦氏菌、直肠弯
曲菌、具核梭杆菌 ꎮ 局限性青少年牙周炎(侵袭性牙周炎) 主要致病菌为伴放线聚集杆菌ꎻ牙
龈炎主要致病菌为黏性放线菌等ꎻ Down 综合征为染色体异常引起的疾病 ꎬ 发育迟缓 、智力
低下ꎮ

(32 ~ 34 题共用备选答案)

A.硝苯地平 B.替硝唑
C.米诺环素 D.青霉素
E.罗红霉素
32.能引起牙龈增生的药物是
33.对 Aa 具有较强抑制作用的药物是
34.对螺旋体作用最强的药物是
【 答案】 A、C、B

【 解析】 ꎻ

是兼性厌氧菌 ꎬ

ꎮ

(35 ~ 36 题共用备选答案)

A.粉红 B.暗红
C.鲜红 D.紫红
E.发白

35.患急性龈炎时 ꎬ牙龈颜色一般是
36.严重贫血患者 ꎬ牙龈颜色一般是
【 答案】 C、E

【 解析】 牙龈颜色可以反映牙龈疾病 ꎬ也可以反映全身疾病 ꎬ发生病变时可以发生变色 ꎬ

ꎬ但是发生 ꎬ 因为血管充血 ꎬ组织肿胀 ꎬ ꎬ

因为血红蛋白多 ꎬ表现为皮肤黏膜苍白 ꎬ ꎮ

161

第

五

章



第六章 儿童口腔医学

考情分布图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儿童口腔医学

龋病 4 5 6 5 5

牙髓病和根尖周病 5 4 4 6 5

咬合发育问题 2 1 2 2 3

牙发育异常 2 3 2 2 1

牙外伤 2 3 1 1 2

高频考点必背

1 .氨硝酸银可使牙齿变黑 ꎬ禁用于恒牙ꎮ

2.乳牙龋病的治疗药物中 ꎬ氟化钠无腐蚀性 ꎬ可用于不合作的患儿ꎮ

3.混合牙列时期的年轻恒牙在牙列中有活跃的垂直向和水平向的移动度 ꎬ所以在修复牙
体时以恢复牙冠的解剖形态为目的 ꎬ不强调恢复牙齿间的接触点 ꎮ

4.间接盖髓术应用于深龋近髓或外伤牙冠折断近髓无明显牙髄炎症的患牙 ꎻ症状轻微的
轻度牙髓充血的患牙 ꎮ

5.如果不能明确牙髓状况需要观察牙髓反应时 ꎬ也可以用氧化锌丁香油糊剂暂时充填观
察 ꎬ4 ~6 周后若无症状再去除表层暂时的充填材料 ꎬ垫底后永久充填ꎮ

6.乳牙患龋以下颌乳磨牙最多 ꎬ上颌乳磨牙和上颌乳前牙为次 ꎬ下颌乳前牙最少 ꎮ

7.乳牙龋齿的药物治疗主要适用于龋损面广泛的不易制备洞形的浅龋或环状龋 ꎮ

8.环状龋的形成与乳牙牙颈部出生后釉质之矿化度低有关 ꎮ

9.术前 X 线片了解根尖周组织及牙根吸收情况 ꎬ牙根吸收 1/2 时不宜做活髓切断术 ꎮ

10.乳牙早萌多见于下颌中切牙 ꎮ

11 .额外牙好发于上颌中切牙之间 ꎬ前牙区多见ꎮ

12.外伤牙多发生于上颌中切牙 ꎬ其次为上颌侧切牙 ꎬ下颌切牙较少见 ꎮ

13.乳牙挫入对恒牙胚的影响最严重 ꎬ挫入时一定要明确牙齿移位的方向 ꎮ

14.根管治疗术的适应证是牙髓坏死及根周尖炎而具有保留价值的乳牙 ꎮ

15.年轻恒牙的牙髓治疗的原则是尽可能保存活髓或牙乳头 ꎮ

16.恒牙萌出后 3 ~5 年牙根才能发育完成ꎮ

17.乳牙早失的原因包括 :①因严重龋病、牙髓病及根尖周病而被拔除 ꎻ②恒牙异位萌出 ꎬ

乳牙根过早吸收脱落 ꎻ③牙齿因外伤脱落 ꎻ④天性牙齿缺失 ꎮ

18.乳牙早失后 ꎬ牙齿间隙缩窄最快发生在拔牙后 6 个月内 ꎬ如果继承恒牙近期内不能萌
出 ꎬ间隙就会缩小 ꎬ需要及时制作间隙保持器ꎮ

19.乳牙滞留常见下颌乳中切牙滞留 ꎬ恒中切牙于舌侧萌出 ꎬ呈现双排牙现象ꎮ

20.年轻恒牙龋去净腐质可能露髓时 ꎬ可以采用保留部分软化牙本质避免露髓 ꎬ采取氢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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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钙间接盖髓 ꎬ妥善垫底后充填ꎮ １０~ １２周后再次治疗 ꎬ去除软化牙本质 ꎬ确定未露髓 ꎬ再做间
接盖髓 ꎬ垫底、充填 ꎬ此法也称二次去腐法或间接牙髓治疗法ꎮ

２１.乳牙慢性牙槽脓肿往往由龈沟排脓 ꎬ年轻恒牙也偶有此途径排脓情况 ꎮ

２２. 目前常用的盖髓剂首选氢氧化钙类制剂 ꎮ

历年真题5年

１ .患儿 ꎬ女孩 ７ 岁ꎮ 下颌第一恒磨牙窝沟有龋损能卡住探针 ꎬ医生决定采预防性充填治疗
该牙 ꎬ基于龋损的范围、深度 ꎬ采用的充填窝洞的材料是

Ａ .后牙复合树脂 Ｂ .玻璃离子
Ｃ .稀释树脂 Ｄ .银汞合金
Ｅ .窝沟封闭剂
【 答案】 Ａ

【 解析】 年轻恒牙进行 治疗时 ꎬ 在窝沟龋仅局限在釉质或牙本质表层

( 牙本质只有少量龋坏) ꎬ去净腐质后 ꎬ ꎮ 所以 ꎬ选择 Ａ 项ꎮ

ꎮ

２.根尖诱导成形术复查时间为治疗后
Ａ.１周 Ｂ.２ 周
Ｃ.１ 个月 Ｄ.１.５~２ 个月
Ｅ.３~６ 个月
【 答案】 Ｅ
【 解析】 根尖诱导成形术是指牙根未完全形成之前发生牙髓严重病变

或根尖周炎症的年轻恒牙 ꎬ在控制感染的基础上 ꎬ用药物及手术方法保存根
尖部的牙髓或使根尖周组织沉积硬组织 ꎬ促使牙根继续发育和根尖形成的治疗方法 ꎮ 随访观

察 : 随访－次 ꎬ至根尖形成或根端闭合为止ꎮ

Ａ .萌出时 Ｂ .萌出后半年
Ｃ.萌出后 １~２ 年 Ｄ.萌出后３~５ 年
Ｅ.萌出后６~８ 个月
【 答案】 Ｄ

【 解析】 恒牙根尖发育完成的时间 :在牙齿萌出后 ꎬ

ꎬ综合而言 ꎬＤ 选项正确ꎮ 牙根没有发育完成时期的恒牙又叫 ꎮ

４ .恒牙牙根未发育完全的死髓牙 ꎬ应采用的促使根尖继续形成的治疗方法是
Ａ .活髓切断术 Ｂ .根管治疗术
Ｃ .牙髓摘除术 Ｄ .根尖诱导成形术
Ｅ .倒充填术
【 答案】 Ｄ

【 解析】 用于恒牙牙根未发育完全 ꎬ 而发生严重牙髓病变和根尖周病变
时 ꎬ应促使牙根继续发育和根尖形成 ꎬ所以 Ｄ 选项正确ꎮ 用于冠髓感染而根髓未

感染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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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下列哪种发育异常的牙是由两个正常的牙胚融合而成的
Ａ .双生牙 Ｂ .结合牙
Ｃ .融合牙 Ｄ .额外牙
Ｅ .牙中牙
【 答案】 Ｃ

【 解析】 是由两个正常牙胚的牙釉质或牙本质融合在一起而成的(

) ꎮ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基本发育完成的牙 ꎬ 牙骨质结合形成( ꎬ

牙本质分开) ꎮ :一个牙胚成釉器内陷 ꎬ形成 ꎮ

６ .男性 ꎬ１０岁 ꎬ左上中切牙有深楔状缺损 ꎬ可探及露髓孔 ꎬ探无感觉 ꎬＸ 线检查发现根尖有
大面积阴影 ꎮ 在进行根管治疗时 ꎬ有关开髓部位的选择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Ａ . 由于楔状缺损部位已经通髓腔 ꎬ可以从楔状缺损处制备进入髓腔的洞形
Ｂ . 由于切牙的舌面窝髓壁薄 ꎬ可以从舌面窝向牙颈部方向钻入
Ｃ . 由于切牙的髓腔形态与切牙的外形基本一致 ꎬ可以从切端开始向牙根方向钻入
Ｄ .只要能进入髓腔的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
Ｅ .以上都不是
【 答案】 Ｂ

【 解析】 前牙髓腔形态特点为ꎻ舌方向在颈部最宽 ꎬ且舌侧根管壁比唇侧根管壁薄ꎮ 因此 ꎬ

开髓部位 Ｂ 是最正确的ꎮ

７ .某患儿ꎬ９ 岁ꎮ 牙齿变色就诊ꎮ 检查 :冠折牙本质暴露ꎬ牙齿变色ꎮ 冷热测无反应ꎬＸ 线
片示根尖喇叭口 ꎬ骨硬板不连续ꎮ 现首要措施是

Ａ .拔髓 ꎬ不要拔出根尖孔 ꎬ保护牙乳头
Ｂ .彻底去除根管内感染物质 ꎬ消除炎症 ꎬ保护牙乳头
Ｃ .根管内不要封甲醛甲酚等刺激性大的药物
Ｄ .用氢氧化钙糊剂充填不要超填
Ｅ .定期复查更换糊剂
【 答案】 Ｂ

【 解析】 对于牙根未发育完全的年轻恒牙 ꎬ 出现牙髓感染或坏死后(根髓亦受损) ꎬ首要措

施是 ꎮ

８ .患者 ꎬ女 ꎬ１０岁ꎮ 下颌第二前磨牙中央有一牙尖突起 ꎬＸ 线体显示髓角较高 ꎬ考虑的治疗
方案是

Ａ .暂时观察 ꎬ定期检查 Ｂ .分次磨除
Ｃ . 自行磨损 Ｄ .盖髓充填法
Ｅ .根管治疗
【 答案】 Ｄ

【 解析】 的方法有 ꎬ但是

ꎬ不宜采用此法 ꎬ需要采用 ꎬ然后制备洞形 ꎬ ꎮ

９ .患者 ꎬ男ꎬ２０天ꎮ 出生时萌出下颌中切牙两颗ꎬⅢ度松动ꎬ并影响患儿吮吸母乳ꎮ 下面说
法不正确的是

Ａ .拔除这两颗牙
Ｃ .新生牙

Ｂ .乳牙早萌
Ｄ .牙根尚未发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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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若引起创伤性溃疡 ꎬ涂以甲紫液
【 答案】 Ｃ

【 解析】 是指婴儿出生时就有的牙齿 ꎮ 是指出生后不久萌出的牙齿 ꎮ 本题

应属于诞生牙 ꎮ

１０.患者 ꎬ男 ꎬ９ 岁ꎮ 左上第二磨牙因患根尖周炎而行根管治疗 ꎬ充填后 ２ 天即发生疼痛ꎮ

不可能的原因是

Ａ .残髓未去净 Ｂ .充填体过高
Ｃ .制备洞形时机械切削、振动 Ｄ .根尖周组织对根尖糊剂的反应
Ｅ .充填体悬突
【 答案】 Ｃ

【 解析】 患牙为根管治疗牙 ꎬ无牙髓 ꎬ制备洞形时也不会对牙髓产生刺激而引起疼痛ꎮ

１１.患儿 ꎬ１０岁ꎮ 右上第二磨牙曾做过充填治疗 ꎬ 口腔检查发现靠近材料边缘的牙体透黑

色 ꎬ叩(－) ꎬ无松动ꎮ 最不宜考虑的治疗方案是

Ａ .暂时观察 ꎬ定期检查 Ｂ .去除原充填物及继发龋坏
Ｃ .重新充填 Ｄ .拔除
Ｅ .视情形做根管治疗
【 答案】 Ｄ

【 解析】 口腔内的治疗应优先考虑患牙能否保留 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修复ꎮ

１２.女性 ꎬ１３岁ꎮ 左上前牙突然出现明显的咬合痛、自发痛 ３ 天ꎮ 口腔检查 :恒牙列 ꎬ牙周

检查 ꎬ无异常叩诊(＋＋) ꎬ舌面窝处深龋 ꎬ探诊(－) ꎮ 最可能的病因是

Ｃ .畸形舌侧窝 Ｄ .畸形舌侧尖
Ｅ .牙中牙
【 答案】 Ｃ

【 解析】 由于舌侧窝呈囊状深陷 ꎬ ꎬ利于细菌滋生 ꎬ再加上存

在发育上的缺陷 ꎬ ꎮ 故 Ｃ 选项正确ꎮ

ꎬ ꎮ

１３.下列属于恒牙迟萌原因的是
Ａ .乳牙早失 Ｂ .颅骨锁骨发育不全
Ｃ .乳牙病变 Ｄ .乳牙滞留
Ｅ .以上均正确
【 答案】 Ｅ

【 解析】 恒牙迟萌的原因有 :乳牙病变、早失、滞留 ꎬ颅骨锁骨发育不全、先天性甲状腺分泌

减少症等 ꎮ

１４.患者 ꎬ男 ꎬ９ 岁ꎮ 两颗上颌中切牙受硬物撞击 ꎬ牙齿酸痛ꎬ上、下牙咬合时有不适感ꎬ牙齿
未见脱位 ꎬ但釉质表面有裂纹ꎮ 临床及 Ｘ 线检查 ꎬ牙根组织未见明显折断 ꎬ牙周间隙稍增宽ꎮ

最恰当的诊断是
Ａ .牙挫伤 Ｂ .牙震荡
Ｃ .釉质折断 Ｄ .牙周组织损伤
Ｅ .根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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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B

【 解析】 此意考查牙震荡的临床表现 ꎮ 牙震荡为 ꎬ通常不伴牙体组织的

缺损ꎮ 临床表现患牙可有 ꎻ龈缘可有少量出血 ꎬ牙髓活力测试 ꎬ可

有活力 ꎬ也可表现无活力( 牙髓休克) ꎮ

15.窝沟封闭剂的一些辅助剂不包括
A.溶剂 B.填料
C.涂料 D.氟化物
E.稀释剂
【 答案】 E

【 解析】 封闭剂通常由合成有机高分子树脂、稀释剂、引发剂和一 些辅助剂( 溶剂、填料、氟

化物、涂料等)组成 ꎮ

16.下列哪项是窝沟封闭的适应证
A.窝沟较深 ꎬ探诊可卡住探针
C.患较多邻面龋损者

B.患者不能配合
D.牙齿被牙龈覆盖

E. 面无深的沟裂点隙
【 答案】 A

【 解析】 适应证 :① ꎬ特别是可以插入或卡住探针( 包括可疑龋) ꎻ②

ꎮ 非适应证 :①牙 面无深的沟裂点隙 、自洁作用好ꎻ②患较

多邻面龋损者 ꎻ③患者不合作 ꎬ 不能配合正常操作 ꎻ④牙齿尚未完全萌出 ꎬ被牙龈覆盖 ꎮ

17.窝沟封闭酸蚀牙面的范围一般是
A.牙尖斜面的 1/3 B.牙尖斜面的 2/3

C.牙尖斜面的 1/5 D.全部牙面仅窝沟内
E.牙尖斜面的 1/2

【 答案】 B

【 解析】 酸蚀剂可为磷酸液或含磷酸的凝胶 ꎬ 酸蚀面积应为接受封闭的范围 ꎬ一般为

ꎮ

18.乳牙龋病对全身的不良影响不包括
A.影响儿童的营养摄入 B.机体其他组织发生病灶感染
C.影响恒牙列 D.影响正确发音
E.影响美观和儿童心理
【 答案】 C

【 解析】 影响恒牙列属于局部影响 ꎬ其余均为全身影响 ꎮ

19.治疗乳牙的目的

A.尽可能保持牙齿的功能 ꎬ避免过早拔牙 B.尽可能维持活牙髓
C.尽可能促进根尖的形成 D.尽可能防止乳牙过早自行脱落替换
E.以上均是
【 答案】 E

【 解析】 治疗乳牙的目的是尽可能

20.乳牙髓腔感染易引起根分叉处骨吸收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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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乳牙髓室底较薄易折裂 Ｂ .乳牙钙化差 ꎬ髓室底易被龋蚀穿通
Ｃ .乳牙吸收是从根分叉处开始 Ｄ .乳牙髓室底多副根管通达根分叉处
Ｅ .以上均是
【 答案】 Ｄ
【 解析】 ꎬ 当牙髓感染时 ꎬ 易引起根分叉处的骨质破坏ꎮ

２１.下述不属于判断乳牙接近替换期表现的是

Ａ .牙冠破坏大 Ｂ .临床Ⅲ度松动
Ｃ .恒牙胚牙根已形成一半 Ｄ .恒牙位置已接近乳牙根分叉
Ｅ .乳牙根吸收已达 １/２
【 答案】 Ａ

【 解析】 牙冠的破坏程度显示的是乳牙的缺损程度 ꎬ是病理性的 ꎬ与乳牙替换无关 ꎮ 其余

均为乳牙接近替换器的表现 ꎮ

２２.某男婴 ꎬ１ 岁半ꎮ 口内检查发现 ꎬ上下乳中切牙和乳侧切牙均已萌出 ꎬ按照一般乳牙萌
出顺序 ꎬ在其口内萌出的下一颗牙为

Ａ .上颌乳尖牙 Ｂ .下颌乳尖牙
Ｃ .上颌第一乳磨牙 Ｄ .下颌第一乳磨牙
Ｅ .下颌第二乳磨牙
【 答案】 Ｄ

【 解析】 按照乳牙萌出的生理特点 :下颌早于上颌 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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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ꎬ ꎬ故该男婴 口 内萌出的下一颗
牙应为下颌第一乳磨牙 ꎮ

２３.某男性患儿 ꎬ９ 岁ꎮ 上颌前牙外伤 ８ 小时ꎮ 口腔检查左上中切牙已萌出ꎬ松动Ⅰ度 ꎬ叩
痛(＋) ꎬ牙齿纵向冠根折裂 ꎬ舌侧呈游离状ꎮ 处理方法是

Ａ .结扎固定 Ｂ .根管治疗
Ｃ .一次性根管治疗后钉固位修复 Ｄ .拔除
Ｅ .磨除牙冠ꎬ保留牙根
【 答案】 Ｄ

【 解析】 由于是纵向冠根联合折裂 ꎬ舌侧游离 ꎬ 因此不论年龄大小均应拔除ꎮ

２４.某男性患儿 ꎬ８ 岁ꎮ 下右 １ 远中深龋洞ꎬ叩诊无异常ꎬ牙龈正常 ꎬ牙齿无松动ꎮ 去腐未
净 ꎬ龋深 ꎬ近髓ꎮ 该患儿最适合用

Ａ .直接盖髓术 Ｂ .二次去腐
Ｃ .活髓切断 Ｄ .根尖诱导成形术
Ｅ .间接盖髓
【 答案】 Ｅ

【 解析】 从处理结果看 ꎬ患牙龋洞已经近髓 ꎬ 由于患儿年仅 ８ 岁 ꎬ必须进行保髓治疗 ꎬ故应

采用间接盖髓的治疗方法ꎮ 故选 Ｅ ꎮ 若患牙腐质软 ꎬ不能去净 ꎬ则需二次去腐ꎮ

２５.乳牙根尖周病首选用下面哪种治疗方法
Ａ .干髓术 Ｂ .根管治疗术
Ｃ .塑化疗法 Ｄ .安抚疗法
Ｅ .空管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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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B

【 解析】 乳牙根管治疗术是促进根尖周病愈合的有效方法 ꎮ 干髓术方法简便 ꎬ近期疗效尚

可 ꎬ但是远期疗效欠佳 ꎬ干髓剂有毒性 ꎬ使其并不是一种好的疗法ꎮ 随着现代根管治疗技术和

器械的引进 ꎬ塑化及空管治疗已经逐渐被根管治疗所取代ꎮ

26.乳牙于出生后多久萌出
A.2 个月左右 B.6 个月左右
C.1 岁半左右 D.2 岁左右
E.2 岁半左右
【 答案】 B

【 解析】 ꎮ

27.实施乳牙深龋备洞的措施中 ꎬ不正确的是
A.严格要求洞底平 ꎬ侧壁平直 ꎬ两者相垂直 B.去尽腐质
C.保护牙髓 D.洞缘线圆钝
E.尽量保留健康牙体组织
【 答案】 A

【 解析】 对于深龋患牙 ꎬ近髓处不必追求底平 ꎬ 以保护牙髓为主要原则 ꎮ 甚至某些软龋亦

可不必去净 ꎬ采用二次去腐法ꎮ

28.某男性患儿 ꎬ2 岁 7 个月ꎮ 家长发现该患儿上前牙" 发黑" ꎬ要求治疗 ꎬ检查左右上 1 近
中邻面浅龋 ꎮ 治疗一般采取

A.药物治疗 B.充填治疗
C.修复治疗 D.根管治疗
E.观察随诊
【 答案】 A

【 解析】 对于 可采用药物治疗 ꎮ 常用药物

包括 等
29.下列关于影响乳牙早失后间隙变化因素的描述 ꎬ不正确的是
A.乳切牙早失 ꎬ间隙变小或消失的较少
B.乳尖牙早失 ꎬ间隙极易变小
C.乳牙丧失时年龄越小 ꎬ邻牙倾斜的机会越多
D.乳牙越接近脱落时拔除 ꎬ邻牙倾斜的机会越多
E.牙列严重拥挤时牙齿向缺牙间隙移动会很快
【 答案】 D

【 解析】 乳牙在恒牙萌出前缺失 ꎬ但恒牙萌出过程中会对邻牙造成挤压斜 ꎬ从而引起缺牙

间隙较大的改变 ꎬ但乳牙接近脱落时拔除 ꎬ邻牙倾斜的机会反而很小ꎮ

30.患者 ꎬ男 ꎬ8 岁ꎮ 在上颌前磨牙萌出 ꎬ颊尖釉质发育不全 ꎬ之前乳磨牙曾严重破坏 ꎬ未做
治疗 ꎬ过早脱落 ꎬX 线检查根部刚开始发育 ꎬ根管粗大ꎮ 不属于该患者的经历的是

A.乳牙早失 B.牙本质发育不全
C.恒牙早萌 D.乳牙根尖周炎
E.Turner 牙
【 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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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该 8 岁患者上颌前磨牙萌出 ꎬ所经历过程包括 :

上与牙本质发育不全无关 ꎮ 答案为 B

31 .患儿 ꎬ女 ꎬ7 岁ꎮ 主诉全口牙龈增生 2 年余 ꎬ一侧已经妨碍咀嚼ꎮ 诊断为遗传性牙龈纤
维瘤病 ꎬ患者不会出现下列哪一体征

A.牙齿移位 B.牙龈增生
C.增生的牙龈呈结节状 D.增生可达膜龈联合
E.增生牙龈不影响牙萌出
【 答案】 E

【 解析】 遗传性牙龈纤维瘤病增生牙龈组织致密而硬 ꎬ影响牙齿的萌出 ꎮ

32.乳牙外伤常见的是
A.冠折露髓

C.冠根联合折断
E 完全脱出
【 答案】 D

【 解析】 乳牙外伤最常见的为牙齿脱位 ꎮ

33.乳牙环状龋多位于
A.牙冠切 1/3 处

C.牙冠切 1/3 ~ 中 1/3 处
E.牙冠 1/3 ~ 中 1/3 处
【 答案】 B

【 解析】 环状龋多现于 ꎬ有时切缘残留少许正 常的釉质、牙本质ꎮ

环状龋在恒牙中实为少见 ꎮ

34.奶瓶龋主要发生于
A.上颌乳切牙邻面 B.上颌乳磨牙 he 面
C.上颌乳切牙唇面 D.下颌乳磨牙 he 面
E.上颌乳尖牙唇面
【 答案】 C

【 解析】 奶瓶龋主要发生在 ꎬ与奶瓶贴附于上颌乳前牙唇面ꎮ 随着时间

的延续 ꎬ述可波及尖牙和乳磨牙ꎮ

35.乳牙根尖周病治疗成功的标准不包括
A.无异常松动 B.无龈下结石
C.无肿胀 D.牙齿无变色
E.X 线片示根尖周无病变
【 答案】 D

【 解析】 乳牙根尖周病治疗后一般牙齿成为死髓牙 ꎬ变色ꎮ

36.乳牙龋病充填后疼痛的因素 ꎬ可能性不大的是
A.制备洞形时机械切削、振动、压力、温度等刺激牙髓
B.意外穿髓未发觉
C.牙髓已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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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龋蚀穿髓未及时处理
E.充填体过高
【 答案】 D

【 解析】 龋蚀穿髓未及时处理的疼痛并非充填后所导致的 ꎬ而是自身炎症所导致的 ꎮ

37.某家长带小孩到医院检查牙齿 ꎬ医生诊断患儿患有奶瓶龋 ꎬ为此应建议家长
A.母乳喂养 B.给孩子喝白开水
C.用纱布给孩子擦拭口腔 D.不要让儿童含奶瓶睡觉
E.进食后给孩子用温开水漱口
【 答案】 D

【 解析】 要避免 的发生 ꎬ最好的方法就

38.窝沟封闭成功的关键是
A.酸蚀剂量要大 B.酸蚀时间要充足
C.牙面要彻底清洁 D.酸蚀剂彻底冲洗
E.封闭前保持牙面干燥 ꎬ不被唾液污染
【 答案】 E

【 解析】 封闭前保持 是封闭成功的关键 ꎮ

39.一个对 2 500 名 6 ~ 13 岁儿童的调查表明
A.咬合面龋与光滑面龋发生率相同 B.咬合面龋为光滑面龋的 4 倍
C.咬合面龋为光滑面龋的 8 倍 D.光滑面龋为咬合面龋的 4 倍
E.光滑面龋为咬合面龋的 8 倍
【 答案】 C

【 解析】 6 ~ 13 岁儿童窝沟龋较多 ꎬ故咬合面龋大大高于光滑面龋ꎮ

1 .恒牙咬合建立的关键是
A.第一恒磨牙的咬合关系
C.保证第一恒磨牙无龋坏
E.及时进行第一、二恒磨牙的窝沟封闭
【 答案】 A

【 解析】 儿童 6 岁时在第二乳磨牙后萌出第一 恒磨牙 ꎬ 以后恒牙按照顺序替换乳牙 ꎬ 萌出
的恒牙咬合建立就是依据第一恒磨牙的咬合关系建立的 ꎬ第二恒磨牙的咬合关系建立时 ꎬ其他
恒牙的咬合关系已经形成了 ꎮ 保证第一恒磨牙无龋坏、保证第二恒磨牙无龋坏和及时进行第
一、2 恒磨牙的窝沟封闭都是预防牙体疾病 ꎬ与建立咬合没有关系ꎮ 因此 ꎬ选 Aꎮ

2.乳牙患龋的最好发牙位是
A.上颌乳磨牙 B.下颌乳磨牙
C.上颌乳切牙 D.上颌乳尖牙
E.下颌乳前牙
【 答案】 B

【 解析】 是 ꎬ

ꎮ 因此ꎬ选B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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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乳牙龋齿治疗原则如下 ꎬ除外
A.降低咬合高度 B.去除病变组织
C.恢复牙体外形 D.提高咀嚼功能
E.利于恒牙列的形成
【 答案】 A

【 解析】 乳牙龋齿治疗原则要 ꎬ

ꎬ而不是降低咬合高度ꎮ 因此 ꎬ选 Aꎮ

4.患儿 8 岁 ꎬ 右下第一恒磨牙深龋 ꎬ 去除大块腐质 ꎬ 近髓处留少许软化牙本质 ꎬ 上方用
Ca(OH)2 盖髓后充填 ꎮ 再次去腐质应在什么时间复诊

A.1 ~2 周 B.3 ~4 周
C.6 ~ 8 周 D.10 ~ 12 周
E.15 周
【 答案】 D

【 解析】 患儿 8 岁 ꎬ右下第 一 恒磨牙是年轻恒牙 ꎬ 年轻恒牙髓腔大 ꎬ 髓角高 ꎬ 备洞时防

止意外穿髓 ꎬ 深龋治疗采用二次去腐法 ꎬ 去除大块腐质 ꎬ 近髓处留少许软化牙本质 ꎬ 上方
用 Ca ( OH) 2 盖髓后充填 ꎬ 再次去腐质应在 修复性牙本质形成后复诊去腐 ꎮ 因

此 ꎬ选 Dꎮ

5.患儿 ꎬ6 岁ꎮ 左下后牙有洞疼痛数天 ꎬ昨晚加重 ꎬ不能入眠ꎮ 最可能的诊断
A.深龋嵌塞食物 B.急性龈乳头炎
C.慢性牙髓炎急性发作 D.急性根尖周炎
E.慢性根尖周炎急性发作
【 答案】 C

【 解析】 冷热刺激痛、夜间痛、放射痛这些都是急性牙髓炎的牙痛特征 ꎬ左下后牙有洞疼痛

数天 ꎬ是属于慢性牙髓炎的急性发作ꎮ 因此 ꎬ选 C ꎮ

6.发生于年轻恒牙的可复性牙髓炎 ꎬ去净腐质未露髓者 ꎬ首选治疗方法为
A.局麻下安抚引流 B.安抚治疗
C.间接盖髓 D.活髓切断
E.局麻拔髓
【 答案】 C

【 解析】 此题题干明确诊断为可复性牙髓炎 ꎬ去净腐质未露髓 ꎬ 首选治疗方法应为间接盖

髓ꎮ 因此ꎬ选 Cꎮ

7.下列各项中必须立刻做牙髓治疗的是
A.乳牙根尖 1/3 折断 B.乳牙全脱位
C.外伤嵌入 D.乳牙移位
E.冠折露髓孔大
【 答案】 E

【 解析】

ꎮ

8.乳牙根管治疗中错误的是

171

第

六

章



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5+2+1 ”

A.药物失活牙髓前应有牙片参考 B.揭净髓室顶完全暴露根管口
C.拔髓时可以保留根尖 1/3 的牙髓 D.选用刺激性小的药物进行根管消毒
E.选用可吸收的药物根充
【 答案】 C

【 解析】 乳牙牙髓治疗时应去净感染牙髓 ꎮ

9.患儿 ꎬ7 岁ꎮ 右上中切牙冠折后半小时内到医院就诊ꎮ 检查 :穿髓孔较大 ꎬ探疼明显 ꎬ 叩
诊不适 ꎮ 应选治疗方法

A.直接盖髓术 B.活髓切断术
C.根管治疗术 D.根尖诱导成形术
E.拔髓术
【 答案】 B

【 解析】 本题患儿 ꎬ7 岁 ꎬ右上中切牙是年轻恒牙 ꎬ外伤冠折穿髓孔较大 ꎬ不能选用直接盖髓

术 ꎬ应选择活髓切断术 ꎬ保留活的根髓 ꎬ让牙根发育完善ꎮ 因此 ꎬ选 B ꎮ

10.远中导板间隙保持器适用于
A.单侧第一乳磨牙早失
B.双侧第一乳磨牙早失

C.第二乳磨牙早失 ꎬ第一恒磨牙尚未萌出或萌出中
D.第一恒磨牙萌出后 ꎬ单侧第二乳磨牙早失
E.两侧多个牙早失 ꎬ用其他保持器困难的病例
【 答案】 C

【 解析】 适用于第二乳磨牙早失 ꎬ第一恒磨牙尚未萌出或萌出中 ꎮ 第

一乳磨牙早失可采用 ꎻ第一恒磨牙萌出后 ꎬ单侧第二乳磨
牙早失可采用带环丝圈式或全冠丝圈式间隙保持器ꎻ两侧多个牙早失 ꎬ用其他保持器困难的病

例可采用舌弓或 Nance 弓保持器 ꎮ

11 .女 ꎬ10 岁 ꎬ诉下颌前牙松动时发现 IV 缺失 ꎬ缺失牙间隙已明显缩小 ꎬ拟采用哪种间隙保
持器最为合适

A.远中导板保持器 B.丝圈保持器
C.功能性活动保持器 D.舌弓保持器
E.间隙扩展装置
【 答案】 E

【 解析】 此题干中" " 提示此患者最好采用 ꎮ 选项中只有

E 选项可扩大间隙 ꎮ

12.下列不是乳牙滞留的原因的是
A.乳牙根吸收不足

B.乳牙根尖病变引起骨组织破坏 ꎬ使乳牙滞留原位
C.乳牙外伤
D.恒牙先天缺失
E.牙齿固连
【 答案】 C

【 解析】 乳牙嵌入性外伤可能会导致乳牙滞留 ꎬ 而脱出性外伤 ꎬ 甚至牙脱位可导致乳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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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失ꎮ

13.关于乳牙外伤不正确的是
A.多发生在 2 ~4 岁儿童 B.乳牙外伤发生率高于年轻恒牙

C.多发生在室外 D.牙齿移位较常见 ꎬ约占乳牙外伤的 80%

E.乳牙外伤中 ꎬ以冠折多见
【 答案】 E

【 解析】 乳牙外伤中牙齿移位最为常见 ꎬE 错误ꎮ

14.乳牙移位不正确的处理是

A.将移位乳牙复位以后 ꎬ一般预后较好
B.发现牙髓或根尖感染时应及时拔牙
C.乳牙嵌入牙槽应拉出复位

D.乳牙部分脱出牙槽窝 ꎬ复位后易松动 ꎬ应拔牙
E.乳牙全脱出 ꎬ一般不再植
【 答案】 C

【 解析】 嵌入性乳牙外伤 ꎬ可不必处理 ꎬ待其自行萌出ꎮ

15.外伤牙齿多发生于
A.上中切牙 B.下颌中切牙
C.上颌侧切牙 D.下颌侧切牙
E.第二乳磨牙
【 答案】 A

【 解析】 ꎬ所以乳牙外伤多见于上中切牙 ꎮ

16.下列关于乳牙的拔除与保留 ꎬ错误的是
A.无继承恒牙胚的乳牙应保留
B.接近替牙期的乳牙残冠、根应及时拔除

C.根尖病变严重者 ꎬ应拔除并做保持器
D.距恒牙萌出尚早 ꎬ根尖病变不大 ꎬ应尽量保留治疗
E.第二乳磨牙过早拔除 ꎬ不需做保持器
【 答案】 E

【 解析】 第二乳磨牙过早拔除 ꎬ亦需要做保持器 ꎬ以防止第一恒磨牙向前移位ꎮ E 错误ꎮ

(17 ~ 19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吮指 B.咬下唇习惯
C. 口呼吸 D.偏侧咀嚼习惯
E.吐舌习惯
下列情况的病因是

17.腭盖高拱 ꎬ龈红肿 ꎬ开唇露齿
18.上前牙前突 ꎬ散在间隙 ꎬ前牙深覆盖
19.上前牙唇倾 ꎬ下前牙舌倾
【 答案】 C、A、B

【 解析】 易致 ꎻ 易致 ꎻ

易致 ꎻ 易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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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吐舌习惯易致开 ꎮ

(20 ~21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奶瓶龋 B.环状龋
C.猖獗性龋 D.停止性龋
E.急性龋

20.常发生于上颌乳前牙的唇面 ꎬ较快发展成广泛性龋
21 .包括涉及下前牙在内的绝大多数牙齿的快速、广泛的龋蚀
【 答案】 A、C

【 解析】 :不良 等)导致的龋坏 ꎬ 多发生于乳前牙的唇面ꎻ

: ꎬ乳前牙唇面、邻面的龋坏较快发展成的围绕牙冠的广泛性龋坏 ꎬ奶瓶龋常
表现为环状龋ꎻ :突然发生 ꎬ 涉及牙位广泛( 包括 ) ꎬ迅速地形成龋坏ꎻ

:因 ꎬ原致龋因素消失 ꎬ龋坏不再进展 ꎬ处于静止状态 ꎻ急性龋 :龋病进
展快 ꎬ数月内形成龋洞 ꎬ龋坏组织 ꎬ多见于儿童或青少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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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黏膜病学

考情分布图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口腔黏膜病学

口腔黏膜感染性疾病 ４ ５ ３ ４ ４

口腔黏膜变态反应性疾病 ２ １ ２ ２ ２

口腔黏膜溃疡类疾病 ５ ５ ４ ５ ４

口腔黏膜大疱类疾病 ２ ２ １ ２ １

口腔黏膜斑纹类疾病 ２ ２ １ １ ３

唇、舌疾病 ３ １ ２ １ ２

艾滋病、性传播疾病的口腔表征 ２ ２ １ ２ １

高频考点必背

１ . Ⅰ型单纯疱疹病毒主要引起口腔黏膜、咽 、口周皮肤、面部、腰以上皮肤黏膜及脑的感
染 ꎻⅡ型单纯疱疹病毒主要引起腰以下皮肤黏膜及生殖器的感染 ꎮ

２.复发性疱疹性口炎一般复发感染的部位在口唇部或接近口唇处 ꎬ故又称复发性唇疱疹 ꎮ

３ .单纯疱疹是由单纯疱疹病毒所致的皮肤黏膜病ꎮ 临床上 ꎬ以出现簇集性小水疱为特征 ꎬ

有自限性 ꎬ易复发ꎮ

４ .新生儿鹅口疮多在出生后 ２ ~ ８ 天内发生 ꎬ好发部位为颊、舌、软腭及唇 ꎬ损害区黏膜充
血 ꎬ有散在的色白如雪的柔软小斑点 ꎬ不久即相互融合为白色或蓝白色丝绒状斑片 ꎬ并可继续
扩大蔓延 ꎬ严重者波及扁桃体、咽部ꎮ

５ . 口腔念珠菌病的首选药物是制霉菌素ꎮ

６ .临床怀疑口腔念珠菌感染时 ꎬ首先选用的辅助诊断技术为直接涂片镜检ꎮ

７ .多形渗出性红斑是一组累及皮肤和黏膜、以靶形或虹膜状红斑为典型皮损的急性炎症
性皮肤黏膜病 ꎬ有自限性 ꎬ且常复发ꎮ

８ .复发性口腔溃疡又称为复发性阿弗他溃疡或复发性口疮 ꎬ患病率居口腔黏膜病之首ꎮ

９ . 口炎型口疮的病损特点是 :①散在小溃疡 ꎬ溃疡较多 ꎬ似 “满天星 ” ꎬ无发疱期 ꎻ②损害多
发于口腔的无角化黏膜 ꎻ③无皮肤损害 ꎮ

１０. 目前认为核苷类药物是抗 ＨＳＶ最有效的药物 ꎮ

１１.核苷类药物主要有阿昔洛韦、伐昔洛韦、泛昔洛韦和更昔洛韦 ꎮ

１２.带状疱疹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 ＶＺＶ)所引起的 ꎬ 以沿单侧周围神经分布的簇集性

小水疱为特征 ꎬ常伴有明显的神经痛ꎮ

１３.天疱疮主要累及皮肤、口腔、食管黏膜ꎮ

１４.天疱疮在病损发生的早期用直接法可以检测棘细胞间有鱼网状的荧光抗体即天疱疮
抗体存在 ꎬ主要是 Ｉｇ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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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口腔黏膜斑纹类疾病包括口腔白斑病和口腔扁平苔藓 ꎮ

16. 口腔白斑病根据临床表现不同 ꎬ可分为均质型和非均质型 ꎮ 其中 ꎬ非均质型又可分为
疣状型、溃疡型和颗粒型 ꎮ

17.颗粒结节状白斑多数可查到白色念珠菌感染 ꎮ

18. 白色水肿一般无自觉症状 ꎬ发生于双颊咬合线附近ꎮ 呈半透明或乳白色 ꎬ牵拉时变浅 ꎬ

扪之柔软 ꎮ

19.异位皮脂腺是皮脂腺在黏膜上的异位 ꎬ常见于颊部及唇部 ꎬ偶尔也可出现在腭、龈、舌
部黏膜 ꎮ

20.轻型口疮又称为轻型复发性阿弗他溃疡 ꎬ约占复发性阿弗他溃疡(rau )患者的 80% ꎬ患
者初发时多数为此型 ꎮ

21 .腺周口疮的溃疡大而深 ꎬ似 “ 弹坑 ” ꎬ直径可大于 1 cm ꎬ周围组织红肿微隆起 ꎬ基底微
硬 ꎬ表面有灰黄色假膜或灰白色坏死组织 ꎬ溃疡期持续时间较长 ꎬ可达 1 ~2 个月或更长ꎮ

22.创伤性溃疡的临床特征为溃疡形态不规则 ꎬ边缘隆起 ꎬ溃疡形态与刺激物相吻合ꎮ

23.天疱疮是一组皮肤黏膜大疱性自身免疫病 ꎬ 临床表现为皮肤、黏膜上成批出现的极易
破溃的水疱 ꎬ不经治疗常难以愈合ꎮ

24.扁平苔藓有时有皮肤病变 ꎬ 白斑没有皮肤病变ꎮ

25.黏膜下纤维化以颊、咽、软腭多见 ꎬ初期为小水疱与溃疡 ꎬ 随后为淡白色斑纹 ꎬ似云雾
状 ꎬ并可触及黏膜下纤维性条索 ꎬ后期可出现舌运动及张口受限 ꎬ吞咽困难等自觉症状ꎮ

26. 口腔扁平苔藓的临床表现是 :皮肤损害、指甲与(或)趾甲损害 、口腔黏膜损害、生殖器
黏膜损害 ꎮ

27.慢性非特异性唇炎多与各种慢性长期持续性刺激有关 ꎬ如干燥、寒冷、舔唇、咬唇等不
良习惯及日晒、烟酒、化妆品刺激等 ꎮ

28.慢性糜烂性唇炎应以唇部湿敷为主要治疗手段 ꎮ

29. 口角炎的种类较多 ꎬ有感染性口角炎、维生素缺乏性口角炎等 ꎬ其临床表现相似 ꎬ好发
于儿童ꎮ

30.地图舌又称为游走性舌炎 ꎬ是一种浅层的慢性剥脱性舌炎 ꎬ主要出现在舌背 ꎬ有时也见
于舌缘、舌腹、舌尖 ꎮ

31 .地图舌临床表现为舌背丝状乳头呈片状剥落 ꎬ微凹陷 ꎬ形成光滑的红色剥脱区 ꎬ故也称
剥脱性舌炎 ꎮ

32.一期梅毒是指梅毒螺旋体进入皮肤或黏膜后 ꎮ 即开始繁殖 ꎬ并使局部发生炎症 ꎬ2 ~ 4

周后在螺旋体进入部位发生溃疡和糜烂 ꎬ称为下疳 ꎮ

33.二期梅毒的症状多数在感染后 2 年内相继或同时出现 ꎬ梅毒疹为最主要的症状ꎮ

历年真题5年

1 .带状疱疹的致病病原微生物

A.细菌

C.衣原体
E.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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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Ｅ

【 解析】 带状疱疹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所引起的 ꎬ 以沿单侧周围神经分布的簇集性小

水疱为特征 ꎬ常伴有明显的神经痛ꎮ

２.念珠菌性口炎中慢性肥厚型的高龄患者 ꎬ为了明确诊断有无异常增生 ꎬ首选的诊断方
法是

Ａ 甲苯胺蓝染色 Ｂ .血清念珠菌抗体测定

Ｃ .活体组织检查 Ｄ .涂片镜检

Ｅ 基因测定
【 答案】 Ｃ

【 解析】 念珠菌性口炎中慢性肥厚型 ꎬ又称念珠菌白斑 ꎬ可见于颊黏膜、舌背及腭部ꎮ 由于

菌丝探入到黏膜或皮肤的内部 ꎬ 引起角化不全、棘层肥厚、上皮增生、微脓肿形成以及固有层乳

头的炎细胞浸润 ꎬ而表层的假膜与上皮层附着紧密 ꎬ不易剥脱ꎮ 组织学检查 ꎬ可见到轻度到中

度的上皮不典型增生 ꎬ有人认为念珠菌白斑病有高于 ４％的恶变率 ꎬ特别是高龄患者应提高警

惕 ꎬ争取早期活检 ꎬ以明确诊断ꎮ

３ .下面哪项不是急性疱疹性口炎与疱疹样口疮的区别

Ａ .好发年龄不同

Ｂ .性别差异

Ｃ .前者为急性发作、全身反应较重 ꎻ后者为反复发作、全身反应较轻

Ｄ .前者病损表现为成簇小水疱 ꎻ后者病损表现为散在小溃疡
Ｅ .前者病损可伴皮肤损害 ꎻ后者病损无皮损害
【 答案】 Ｂ

【 解析】 口疮在临床上多见 ꎬ最常见的是轻型 ꎬ溃疡为圆形或椭圆形 ꎬ数目一般较少亦较表

浅 ꎬ故不留瘢痕 ꎬ若有感染则溃疡扩大且加深 ꎬ但这种情况少见 ꎬ重型往往有轻型的病史 ꎬ 多为

１ ~２ 个大而深的溃疡或同时有 １ ~２ 个较小的溃疡ꎮ 病程长ꎬ疗效差ꎮ 疱疹样 口疮ꎬ溃疡小而

数目多 ꎬ散在分布呈口炎形式ꎮ 周围黏膜充血 ꎬ这与疱疹牲 口炎常难以区别ꎮ 疱疹性口炎与疱

疹样 口疮无明显的性别差异ꎮ

４ .菌性口炎的主要致病菌是

Ａ .黄色葡萄球菌、草绿色链球菌、肺炎双球菌

Ｂ .黄色葡萄球菌、草绿色链球菌、肺炎双球菌、淋球菌

Ｃ .膜炎球菌、草绿色链球菌、肺炎双球菌、溶血性链球菌

Ｄ .黄色葡萄球菌、草绿色链球菌、肺炎双球菌、溶血性链球菌

Ｅ .血性链球菌、草绿色链球菌、肺炎双球菌、淋球菌
【 答案】 Ｄ

【 解析】 球菌性口炎是由金黄色葡萄球菌、草绿色链球菌、溶血性链球菌、肺炎双球菌等所

引起的球菌性感染 ꎮ 所以本题选 Ｄ ꎮ

５ .某女性患者 ꎬ５０岁ꎮ 颊黏膜有红斑样病损 ꎬ表面糜烂 ꎬ周围有白色放射状条纹ꎮ 鼻梁两
侧皮肤有蝴蝶斑 ꎮ 镜下可见上皮层萎缩变薄 ꎬ表层过度角化 ꎬ基底细胞层液化变性 ꎬ 固有层浅
层胶原纤维水肿、变性ꎮ 毛细血管扩张 ꎬ周围有慢性淋巴细胞浸润ꎮ 据此可诊断为

Ａ.白斑 Ｂ .扁平苔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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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天疱疮 D.红斑

E.慢性盘状红斑狼疮
【 答案】 E

【 解析】 从患者临床表现及病理表现来看 ꎬ患者应诊断为慢性盘状红斑狼疮 ꎮ

6.某男性患者 ꎬ60 岁ꎮ 口腔内黏膜出现大面积糜烂 ꎬ后结痂ꎮ 镜下见病变浅层上皮脱落 ꎬ

仅见基底细胞附着于结缔组织上方 ꎬ呈绒毛状 ꎬ其上方见个别松散的圆形细胞 ꎬ胞核圆形 ꎬ大而
肿胀 ꎬ染色质多 ꎬ尼氏征阳性ꎮ 据此可诊断为

A.寻常性天疱疮 B. 良性黏膜类天疱疮

C.艾滋病的口腔表现 D.扁平苔藓

E. 肉芽肿性唇炎
【 答案】 A

【 解析】 据患者的镜检和临床表现 :浅层上皮脱落 ꎬ仅见基底细胞附着于结缔组织上方 ꎬ呈

绒毛状 ꎬ其上方见个别松散的圆形细胞 ꎬ胞核圆形 ꎬ大而肿 ꎬ染色质多 ꎬ尼氏征阳性 ꎬ可诊断为寻

常性天疱疮 ꎮ

7.患者 ꎬ女性 ꎬ65 岁ꎮ 下颌义齿基托边缘锐利 ꎬ下后牙前庭沟处可见一处深在溃疡 ꎬ边缘隆
起 ꎬ疼痛不明显 ꎬ最可能的诊断是

A.癌性溃疡 B.压疮性溃疡
C. 自伤性溃疡 D.结核性溃疡

E.Riga-Fede 溃疡

【 解析】 压疮性溃疡是持久性机械刺激引起的一种 口腔黏膜深溃疡 ꎬ 多见于成年人 ꎬ尤其

是老年人残根、残冠和不良义齿的长期慢性刺激可在邻近的部位发生病损 ꎬ 多见于舌缘和唇 、

颊黏膜 ꎬ早期受刺激处黏膜发红 ꎬ有轻度的肿胀和疼痛ꎮ

8.不适宜疱疹性龈口炎治疗的措施是

A.注意休息加强营养 B.全身应用抗病毒药物
C.局部用皮质激素雾化吸入 D.补充大量维生素

E. 中医中药
【 答案】 C

【 解析】 疱疹性龈口炎治疗包括全身治疗、局部治疗、物理疗法、对症支持治疗和中药治

疗 ꎬ全身可以应用抗病毒药物 ꎬ 包括核苷酸类和利巴韦林 ꎮ 局部黏膜可用含漱液、抗生素糊剂

等 ꎻ物理疗法可用氮氖激光治疗ꎻ同时病情较严重者应注意休息 ꎬ补充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C

等 ꎮ 结合中医药治疗 ꎬ但不能用肾上腺皮质激素ꎮ 故本题选 C ꎮ

9. 口腔念珠菌病患者治疗可采用下列方法 ꎬ除外
A.2% ~4%碳酸氢钠溶液清洁口腔 B.1%克霉唑溶液清洗或含漱

C.1%龙胆紫液涂擦 D. 口服制霉菌素

E. 口服广谱抗生素
【 答案】 E

【 解析】 口腔念珠菌病的治疗方法有 :①2% ~4%碳酸氢钠溶液清洁口腔形成碱性环境 ꎬ抑

制念珠菌生长繁殖 ꎻ②1%克霉唑溶液清洗或含漱可以抑菌和抗真菌作用ꎻ③制霉菌素有抑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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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ꎬ可以口服ꎻ故 Ａ、Ｂ、Ｃ、Ｄ 均可用于本病治疗ꎬ而 Ｅ 不可用于本病治疗ꎬ因为念珠菌是条件
致病菌 ꎬ广谱抗生素是其诱发因素之一 ꎬ不能应用ꎮ 故本题选 Ｅ ꎮ

１０.原发性疱疹性口炎好发人群是

Ａ .老年人 Ｂ .６ 岁以下儿童

Ｃ .青少年 Ｄ .更年期妇女

Ｅ .各年龄均可出现
【 答案】 Ｂ

【 解析】 原发性疱疹性口炎最常见的由Ⅰ型单纯疱疫病毒引起的口腔病损 ꎮ 以 ６ 岁以下

儿童较多见 ꎬ尤其是 ６ 个月至 ２ 岁更多ꎬ因为多数婴儿尚生后ꎬ即有对抗单纯疱疹病毒的抗体ꎬ

这是一种来自母体的被动免疫 ꎬ４ ~６ 个月时自行消失ꎮ 故选 Ｂ ꎮ

１１.扁平苔藓发生时 ꎬ与基底细胞的免疫反应有关的是
Ａ .单核巨噬细胞 Ｂ .Ｒ 淋巴细胞

Ｃ .Ｔ 淋巴细胞 Ｄ .肥大细胞

Ｅ .粒细胞
【 答案】 Ｃ

【 解析】 扁平苔藓和红斑狼疮与 Ｔ 淋巴细胞对基底细胞的免疫反应有关ꎮ

１２.以下疾病中最常出现口腔损害的是

Ａ .增殖型天疱疮 Ｂ .寻常型天疱疮

Ｃ .落叶型天疱疮 Ｄ .红斑型天疱疮
Ｅ .大疱性类天疱疮
【 答案】 Ｂ

【 解析】 天疱疮是一种少见而严重的皮肤黏膜疱性疾病 ꎮ 一般分为四型 ꎬ 即寻常型、增殖

型、落叶型及红斑型天疱疮ꎮ 最常发生口腔损害中的主要为寻常型天疱疮 ꎮ

１３.重型复发性阿弗他溃疡可出现以下临床特征 ꎬ除了
Ａ .溃疡可呈弹坑状 Ｂ .溃疡可发生于口腔后部
Ｃ .溃疡可造成组织缺损 Ｄ .溃痛可呈鼠嗤状

Ｅ .溃疡基底部微硬
【 答案】 Ｄ

【 解析】 溃疡呈鼠啮状是结核性溃痛的临床表现ꎮ 故选 Ｄ ꎮ

１４.下列不属于口腔黏膜变态反应性疾病的是

Ａ .药物血管神经性水肿 Ｂ .过敏性接触性口炎

Ｃ .药物过敏性口炎 Ｄ .多形性渗出性红斑

Ｅ .阿弗他溃疡
【 答案】 Ｅ
【 解析】 口腔黏膜变态反应性疾病包括药物血管神经性水肿、过敏性接触性口炎、药物过

敏性口炎、多形性渗出性红斑等 ꎬ阿弗他溃疡是口腔黏膜的溃疡类疾病ꎮ 故选 Ｅ ꎮ

１５.斯－约综合征表现为

Ａ .带状疱疹病毒侵犯面神经膝状神经节 ꎬ出现味觉障碍及面瘫
Ｂ .尼氏征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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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 口腔大面积糜烂 ꎬ伴鼻腔、生殖器、肛门、眼损害
Ｄ . 口腔黏膜上皮出现过角化及异常增生

Ｅ .幼儿舌系带中央两侧出现溃疡
【 答案】 Ｃ

【 解析】 重型多形性红斑黏膜病除口腔表现与轻型者相同外 ꎬ眼结膜、鼻腔、外耳道、阴道、

尿道及直肠等部位黏膜均可受累 ꎬ发生糜烂及炎症 ꎬ此种情况因身体各腔受累 ꎬ被称为多窍糜

烂性外胚层综合征ꎬ亦即斯－约综合征ꎮ 故选 Ｃ ꎮ

１６.皮肤表现为虹膜状红斑的是

Ａ .盘状红斑狼疮 Ｂ . 口腔扁平苔藓
Ｃ .多形性红斑 Ｄ .天疱疮

Ｅ .类天疱疮
【 答案】 Ｃ

【 解析】 虹膜状红斑 ꎬ即直径为 ０ .５ ｃｍ左右的圆形红斑的中心有粟粒大小的水疱 ꎬ又称靶

形红斑 ꎬ为多形性红斑典型的皮肤病损 ꎬ故选 Ｃ ꎮ

１７.患带状疱疹出现耳痛、面瘫及外耳道疱疹表示病毒侵入
Ａ .三叉神经第一支 Ｂ .三叉神经第二支

Ｃ .三叉神经第三支 Ｄ .脊神经

Ｅ .膝状神经节
【 答案】 Ｅ

【 解析】 病毒入侵膝状神经节可出现外耳道或鼓膜疱疹 ꎬ膝状神经节受累同时侵犯面神经

的运动和感觉神经纤维时 ꎬ表现为面瘫、耳痛以及外耳道疱疹三联征ꎮ 故选 Ｅ ꎮ

１８.地图舌是一种

Ａ .慢性剥脱性舌炎 Ｂ .急性萎缩性舌炎

Ｃ .慢性增生性舌炎 Ｄ .病毒感染性舌炎

Ｅ .慢性营养不良性舌炎
【 答案】 Ａ

【 解析】 地图舌是一种慢性剥脱性舌炎 ꎬ舌乳头剥脱形似地图 ꎬ主要出现在舌背 ꎬ 由于其形

态和位置多变又称为游走性舌炎 ꎮ

１９.血管神经性水肿属于

Ａ . 自身免疫性疾病 Ｂ .变态反应性疾病

Ｃ .遗传性疾病 Ｄ .传染性疾病

Ｅ .创伤性疾病
【 答案】 Ｂ

【 解析】 血管神经性水肿为急性局部反应型黏膜皮肤水肿(伴有荨麻疹时候) ꎬ又称巨型荨

麻疹 ꎬ发病机制属于Ⅰ型变态反应 ꎬ故本题选 Ｂ ꎮ

２０.女性 ꎬ５０岁ꎮ 近口角处颊黏膜白色斑块近 １ 年 ꎬ不能擦去ꎮ 组织学见上皮增生ꎬ内有中
性粒细胞浸润和散在微脓肿 ꎬ角化层有垂直于上皮的 ＰＡＳ阳性菌丝 ꎬ结缔组织内慢性炎症细
胞浸润 ꎮ 最可能的病理诊断是

Ａ.白斑 Ｂ.红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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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口腔结核 D.念珠菌病

E.慢性盘状红斑狼疮
【 答案】 D

【 解析】 此题为口腔念珠菌病病理变化及鉴别诊断方面的考题 ꎮ 口腔念菌病有多种表现

形式 ꎬ常见的有急性假膜性、慢性增殖性和慢性萎缩性ꎮ 其中慢性增殖性念珠菌病又称念珠菌

白斑 ꎬ常发生在近口角的颊黏膜和舌背 ꎬ表现为非均质性的白色斑块 ꎬ病理变化较具特征性 ꎬ有

上皮增厚、表层中性粒细胞浸润和微脓肿形成、PAS 阳性菌丝侵入上皮 、固有层炎症细胞浸润 ꎬ

所以答案选 D ꎮ

21 .男 ꎬ40 岁 ꎬ感冒后 ꎬ下唇及唇周皮肤出现成簇的针头大小的小水疱 ꎬ破溃后结痂 ꎬ局部烧
灼样疼痛 ꎮ 该患者可能患的疾病为

A. 口角炎 B. 固定性药疹
C.复发性口疮 D.天疱疮

E.唇疱疹
【 答案】 E

【 解析】 复发性疱疹性口炎多发生在 口唇或接近口唇处 ꎬ故又称为复发性唇疱疹 ꎬ 可以有

诱因 ꎬ如感冒后复发 ꎬ表现为簇集性小水疱 ꎬ病损区有刺激痛、灼痛、痒等症状 ꎬ所以 E 正确ꎮ

22.下列哪项不可能出现在坏死性唾液腺化生

A.黏膜表面出现火山口样溃疡

B.溃疡可深达骨面 ꎬ破坏骨组织

C.溃疡中心坏死 ꎬ周围黏膜充血

D.有少数不出现溃疡 ꎬ而为表面黏膜发红的肿块
E.—般无痛 ꎬ或偶有刺激痛
【 答案】 B

【 解析】 坏死性唾液腺化生多发生于腭部 ꎬ也可见于唇、颊及磨牙后腺 ꎬ腭部病变多在硬软

腭交界处 ꎬ可单侧也可双侧ꎮ 本病特征为黏膜表面形成火山口样溃疡 ꎬ溃疡可深达骨面 ꎬ但不

破坏骨组织 ꎬ溃疡中心坏死 ꎬ周围黏膜充血 ꎬ亦有少数不出现溃疡 ꎬ仅表面黏膜发红肿胀者ꎮ 一

般无痛或偶有刺激痛ꎮ 疾病病程 6 ~ 8 周 ꎬ可自愈ꎮ

23.艾滋病患者在口腔易发生的疾病不包括

A.坏死性龈炎 B.类天疱疮

C.牙周炎 D.Kaposi 肉瘤
E.非霍奇金淋巴瘤
【 答案】 B

【 解析】 这是关于艾滋病在口腔的表现的基本知识题 ꎮ 艾滋病在口腔的较重要的表现为

毛状白斑 ꎮ 除此之外 ꎬ艾滋病患者的口腔易患念珠菌病、HIV 龈炎、坏死性龈炎、HIV 牙周炎 、

Kaposi 肉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等 ꎮ 故选 B ꎮ

24.某女性患者 ꎬ60 岁ꎮ 牙龈起疱半年 ꎬ色灰白 ꎬ不易破溃ꎮ 镜下见上皮基底层下疱 ꎬ基底
细胞变性 ꎬ部分区域上皮全层剥脱 ꎬ结缔组织表面平滑 ꎬ胶原纤维水肿 ꎬ其中有大量淋巴细胞、

浆细胞及嗜酸性粒细胞浸润 ꎮ 据此可诊断为

A.复发性阿弗他溃疡 B.寻常性天疱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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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良性黏膜类天疱疮 D.艾滋病的口腔表现

E. 肉芽肿性唇炎
【 答案】 C

【 解析】 良性翻膜类天疤疮的病理包括 :上皮基底层下疤 ꎬ基底细胞变性 ꎬ部分区域上皮全

层剥脱 ꎬ结缔组织表面平滑 ꎬ胶原纤维水肿 ꎬ其中有大量淋巴细胞及浆细胞、嗜酸性粒细胞浸

润 ꎮ 据此可诊断为良性翻膜类天疤疮ꎮ

25.某女性患者 ꎬ51 岁ꎮ 牙龈红肿 ꎬ经检查可见 1 cm 大小的疱 ꎬ色灰白 ꎬ无周缘扩展现象ꎮ

镜下可见上皮基层下疱 ꎬ基底细胞变性 ꎬ上皮全层剥脱 ꎬ胶原纤维水肿 ꎬ有大量淋巴细胞浸润ꎮ

免疫病理显示 ꎬ上皮基底膜区域有免疫球蛋白及补体沉积 ꎬ抗基底膜抗体阳性 ꎮ 据此可诊断为

A. 白斑 B.扁平苔藓
C.天疱疮 D. 良性黏膜类天疱疮

E.慢性盘状红斑狼疮
【 答案】 D

【 解析】 从患者免疫病理看 :上皮基底膜区域有免疫球蛋白及补体沉积 ꎬ抗基底膜抗体阳

性 ꎬ可以诊断为良性翻膜类天疤疮ꎮ

26.愈合后形成明显瘢痕的黏膜病是

A.重型阿弗他溃疡与寻常型天疱疮 B.重型阿弗他溃疡与良性黏膜类天疱疮

C.腺周口疮与寻常型天疱疮 D.腺周口疮与带状疱疹

E.腺周口疮与重型多形性红斑
【 答案】 B

【 解析】 重型阿弟他溃荡和良性翻膜类天疤疮由于病损范围波及翻膜下层 ꎬ且病损时间较

长 ꎬ因此 ꎬ病变愈合后会形成明显的癮痕组织ꎮ

27.血管神经性水肿少发或不发的部位是

A.舌 B.唇
C.眼睑 D.上腭

E.咽喉部
【 答案】 D

【 解析】 硬聘部由于缺少膜下层 ꎬ 同时组织较致密ꎮ 因此 ꎬ一般不会发生血管神经性水肿ꎮ

28.某男性患儿 ꎬ 8 个月 ꎮ 舌系带溃烂 1 月 ꎬ 查左乳 1 萌出 ꎬ 边缘锐利 ꎬ 舌系带处可见
1 .0 cm×0.8 cm 大小的溃疡 ꎬ溃疡增殖 ꎬ边缘高起外翻 ꎬ表面有灰白色伪膜 ꎬ触较硬ꎮ 此患儿可
能诊断为

A . Riga- Fede 病 B . Bednar 口 疮

C.腺周口疮 D.压疮性溃疡
E.鹅口疮

E.牙髓充血
【 答案】 A

【 解析】 由于患儿新牙萌出 ꎬ边缘锐利 ꎬ根据其临床表现可诊断为儿童创伤性溃荡ꎮ

(29 ~ 32 题共用题干)

患者 ꎬ男性 ꎬ30 岁 ꎬ有吸毒史(注射) ꎮ 近半年来体重减轻 ꎬ发热 ꎬ 口腔反复发生真菌感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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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考虑为 AIDS ꎮ

29.为进一步确诊 ꎬ需抽血检查哪项指标
A.血 常 规 B. AFP

C.抗 HIV 抗体 D.针对 HIV 的 CDS+细胞

E.红细胞沉降率

30.传染性最强的体液是

A.唾液 B.粪便
C.屎液 D.血液

E.汗液

31 .在艾滋病的治疗中 ꎬ经常选用的抗病毒药是
A.阿昔洛韦 B.金刚烷胺

C.金刚乙胺 D.齐多夫定

E.利巴韦林

32.AIDS 的传播途径有

A.性行为 B.血液传播

C.母婴传播 D.A+B 选项
E.A+B+C 选项
【 答案】 C、D、D、E

【 解析】 抗 HIV 抗体是否阳性是确诊艾滋病的标准 ꎮ 因为机会性感染是艾滋病患者最常

见的并发症 ꎬ而且在疾病早期就有表现 ꎮ 由 HIV 的传播途径 :血液、体液以及母婴传播均是可

传播途径 ꎬ但血液的传染性最强 ꎮ 齐多夫定是治疗 AIDS 患者的必选药物 ꎬ它具有一定的抗病

毒能力 ꎮ AIDS 患者的传播途径包括 :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垂直传播和医源性感染等 ꎮ

(33 ~ 35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天疱疮 B.多形渗出性红斑

C.带状疱疹 D. 口腔白斑病
E. 口腔红斑

33.属于感染性疾病的是

34.属于变态反应性疾病的是

35.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是
【 答案】 C、B、A

【 解析】 感染性疾病包括病毒感染 ꎬ 细菌感染及真菌感染 ꎬ 带状疱疹属于病毒感染 ꎮ 变态

反应性疾病是机体受到抗原或半抗原刺激后 ꎬ 出现生理功能紊乱或组织细胞损伤的异常适应

性免疫应答 ꎮ 因此 ꎬ 多形性红斑是 一 种变态反应疾病 ꎮ 自身免疫疾病包括天疱疮、类天疱

疮等ꎮ

(36 ~ 38 题共用备选答案)

A.抗生素药膜局部贴敷

C.去除刺激因素

E.2%碳酸氢钠溶液

36.治疗白斑的首要措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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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5+2+1 ”

37.治疗创伤性溃疡的首要措施是
38.婴儿鹅口疮局部用药治疗首选
【 答案】 C、C、E

【 解析】 治疗白斑的首要措施是去除刺激因素 ꎮ 治疗创伤性溃疡的首要措施也是去除刺

激因素 ꎮ 婴儿鹅 口 疮局部用药治疗首选 2% 碳酸氢钠溶液 ꎮ 天疱疮治疗的首选药物是泼

尼松ꎮ

(39 ~40 题共用题干)

患者 ꎬ女性 ꎬ56 岁ꎮ 因口腔黏膜反复水疱 1 年多就诊 ꎬ水疱破溃形成大面积、溃疡面ꎮ 检
查 :上、下唇内侧黏膜、牙龈黏膜、舌腹黏膜、双侧颊黏膜及软腭黏膜 ꎬ可见不规则形较大范围浅
溃疡面 ꎬ探针可无痛性伸入ꎮ 浅溃疡周围的黏膜下方 ꎬ涂片可见 Tzanck 细胞ꎮ

39.该患者的诊断最可能是
A.疱性扁平苔藓

C.带状疱疹
E.复发性阿弗他溃疡

40.本病最早出现病损的部位是

A.鼻腔

C.皮肤

E.外生殖器
【 答案】 D、B

B.疱疹性龈口炎
D.寻常型天疱疮

B. 口腔
D.眼

【 解析】 寻常型天疱疮本病的病理特征为棘层松解和上皮内疱形成 ꎮ 由于疱壁薄且脆弱

易破 ꎬ以及有周缘扩展现象 ꎬ很难切取到完整的疱 ꎬ但镜下仍然见到松解的棘细胞 ꎬ这种上皮细

胞没有细胞间桥 ꎬ细胞肿胀呈圆形 ꎬ核染色深 ꎬ常有胞质晕环绕着核周围 ꎬ这种游离为单个或数

个成团的细胞 ꎬ称之为天疱疮细胞(Tzanck cell) ꎮ 采用探针沿疱底向周围外观上看似健康的

黏膜上皮轻微挑拨 ꎬ 出现剥离即为周缘扩展现象 ꎬ是天疱疮的主要临床特征ꎮ 口腔 :较早期出

现病损的部位 ꎮ 起疱前常先有 口干、咽干或吞咽时刺痛等症状ꎮ

(41 ~42 题共用题干)

男 ꎬ35 岁 ꎬ牙龈增生影响进食数年ꎮ 有癫痫病史ꎮ 检查 :全口牙龈增生 ꎬ前牙区为重 ꎬ牙龈
乳头球形增大并有分叶、质韧 ꎬ覆盖牙面 2/3 以上ꎮ

41 .最可能的诊断是
A.牙龈瘤

C.牙龈纤维瘤病

E. 白血病的牙龈病损

42.最可能的致病因素是
A.牙菌斑
C.服用苯妥英钠

E.环孢素
【 答案】 D、C

B.增生性龈炎

D.药物性牙龈增生

B.遗传因素
D.硝苯地平

【 解析】 药物性牙龈增生有特殊药物史 ꎬ 牙龈小球状、分叶状或桑葚状增生 ꎬ颜色淡粉色 ꎬ

患者有癫痫病史 ꎬ牙龈疾病可能由抗癫痫药物引起 ꎮ 与龈增生有关的药物有三类 :苯妥英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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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孢素、钙通道拮抗剂 ꎮ 苯妥英钠治疗癫痫病 ꎬ该患者存在癫痫病 ꎬ所以可能长期服用苯妥英
钠导致牙龈增生 ꎮ

(43 ~45 题共用题干)

患者 ꎬ女性 ꎬ36 岁ꎮ 因咽痛服磺胺药后 ꎬ舌背起疱 ꎬ破溃后疼痛难忍 ꎬ进食受限 ꎬ以往曾有
类似病史 ꎮ 检查 :舌背黏膜表面可见 0.5 cm× 1 .2 cm 界限清楚的糜烂面 ꎬ表面有黄色假膜 ꎬ渗
出较多 ꎮ

43.本病例最可能的诊断为

A.急性疱疹性龈口炎
C. 白塞病
E.接触性口炎

44.在询问病史时 ꎬ应特别注意患者的
A.健康状况

C.既往用药史

E.局部有无创伤史

45.下列实验室检查对确诊最有帮助的是
A.血常规及分类检查

C.嗜酸性粒细胞直接计数

E.血清钙检查
【 答案】 B、C、C

【 解析】 患者服磺胺药后 ꎬ舌背起疱 ꎬ以往曾有类似病史ꎮ 检查 :舌背黏膜表面可见界限清

楚的糜烂面 ꎬ表面有黄色假膜 ꎬ渗出较多 ꎬ最可能的诊断为药物过敏性口炎ꎮ 在询问病史时 ꎬ应

特别注意患者的既往用药史 ꎮ 药物过敏性口炎属于变态反应类疾病 ꎬ嗜酸性粒细胞明显升高 ꎬ

实验室检查对确诊最有帮助的是嗜酸性粒细胞直接计数 ꎮ

(46 ~49 题共用题干)

男 ꎬ27 岁 ꎬ牙龈疼痛ꎮ 自动出血 3 天ꎮ 检查 :腐败性口臭 ꎬ多个牙的牙龈乳头尖端消失变
平 ꎬ下切牙的龈缘虫蚀状坏死 ꎬ有灰白膜覆盖ꎮ

46.该病的最可能诊断是
A.边缘性龈炎

C.急性坏死性龈炎

E.快速进展性牙周炎

47.对诊断最有帮助的辅助检查是

A.涂片革兰氏染色
C.拍曲面断层片

E.肌电图检查

48.分析导致该病的主要病原微生物为
A.伴放线聚集杆菌

C.葡萄球菌
E.放线菌

49.如果明确了诊断 ꎬ并认为治疗中应使用全身药物最佳药物选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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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牙龈卟啉单胞菌

D.梭形杆菌和螺旋体

B.红细胞沉降率检查
D.出凝血时间检查

B.药物过敏性口炎
D.黏膜血疱

B.吸烟史

D.家庭发病情况

B.增生性龈炎
D.慢性牙周炎

B.查白细胞
D.咬合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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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青霉素 B.阿莫西林
C.抗消炎 D. 甲硝唑

E.增效联磺片
【 答案】 C、A、D、D

【 解析】 患者牙龈疼痛 ꎬ 自动出血ꎮ 检查 :腐败性口臭 ꎬ 多个牙的牙龈乳头尖端消失变平 ꎬ

下切牙的龈缘虫蚀状坏死 ꎬ有灰白膜覆盖 ꎮ 该病的最可能诊断是急性坏死性龈炎 ꎮ 对诊断急

性坏死性龈炎最有帮助的辅助检查是涂片革兰氏染色 ꎬ可查到大量的梭形杆菌和螺旋体 ꎬ梭形

杆菌和螺旋体是转性厌氧菌 ꎬ 甲硝唑是杀灭厌氧菌最有效的药物 ꎮ

易错考题2年

1 . 口腔念珠菌病病损区涂片直接镜检可见

A.分枝杆菌 B.菌丝和孢子

C.梭状杆菌和螺旋体 D.病毒包涵体
E.大量细菌及白细胞浸润
【 答案】 B

【 解析】 念珠菌有芽生孢子和假菌丝两种存在形式 ꎮ

2.以下为良性黏膜类天疱疮的病理特点 ꎬ除了
A.形成基底层下疱 B.有时可发生上皮全层剥脱
C.上皮内出现棘层松解 D. 固有层有大量淋巴细胞浸润
E.组织愈合后形成瘢痕
【 答案】 C

【 解析】 良性黏膜类天疱疮镜下病变形成上皮基底层下疱 ꎬ病损部位的上皮全层剥脱 ꎬ 结

缔组织表面光滑 ꎬ胶原纤维水肿 ꎬ其中有大量淋巴细胞浸润ꎮ 晚期黏膜固有层纤维结缔组织增
生 ꎮ 上皮层内无棘层松解 ꎬ可与寻常性天疱疮进行区别ꎮ

3.以下各类口腔黏膜疾病中 ꎬ发病率最高的是
A.感染性疾病 B. 自身免疫性疾病
C.斑纹类疾病 D.唇舌疾病
E.溃疡类疾病
【 答案】 E

【 解析】 复发性阿弗他溃疡为口腔黏膜病中发病率最高者 ꎮ

4.二期梅毒的诊断标准不包括

A.有不洁性交史或下疳史 ꎬ病程两年以内
B.多种皮疹伴全身淋巴结肿大和流感症状
C.梅毒骨膜炎
D.实验室检查时黏膜损害处能找到梅毒螺旋体
E.梅毒血清学试验强阳性
【 答案】 C

【 解析】 梅毒骨膜炎是三期梅毒的表现之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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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下列哪一项属于天疱疮的临床表现
A.黏膜表面呈白色网状条纹 B.黏膜损害中央呈现萎缩凹陷
C.黏膜损害中央呈白色斑块 D.黏膜损害中央为溃疡
E.早期即出现大面积糜烂
【 答案】 E

【 解析】 天疱疮是一种慢性、复发性、严重性表皮内疱性皮肤病 ꎬ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临

床上可分四型 :寻常型、增殖型、落叶型和红斑型 ꎬ该病早期即可出现大面积的糜烂 ꎮ

6.下列不属于口腔念珠菌病多发因素的是
A.长期使用广谱抗生素 B.长期精神抑郁、紧张
C.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 D.患有慢性消耗性疾病
E. 白色念珠菌毒力增强
【 答案】 B

【 解析】 长期使用广谱抗生素、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 、患有慢性消耗性疾病 、白色念珠菌

毒力增强等均是口腔念珠菌病多发的因素 ꎮ 而长期精神抑郁 、紧张不会造成白色念珠菌

感染 ꎮ

7.某男性患者 ꎬ49 岁ꎮ 因头颈部肿瘤放疗 ꎬ放疗结束后 ꎬ感口干、进食刺激痛来诊ꎮ 检查 :

口腔黏膜干 ꎬ唾液黏稠 ꎬ双颊、上下唇内侧黏膜可见弥散不规则红斑 ꎬ舌背丝状乳头广泛萎缩 ꎬ

黏膜充血发红明显 ꎮ 其诊断首先应考虑为
A.放射性口腔炎 B.继发白色念珠菌感染
C. 口干综合征 D.维生素 B 缺乏
E.糜烂型扁平苔藓
【 答案】 B

【 解析】 患者双颊、上下唇内侧黏膜可见弥散不规则红斑 ꎬ舌背丝状乳头广泛萎缩 ꎬ明显看

出该患者已伴发白色念珠菌病 ꎮ

8.患者 ꎬ女性 ꎬ21 岁ꎮ 主诉 :近 2 年来 ꎬ晨起时口中有血丝ꎮ 若诊断为慢性龈炎 ꎬ下列哪项
不是其治疗原则

A.去除病因 B.牙周洁治

C.局部药物治疗 D.定期复查 ꎬ防止复发
E.全身应用抗生素
【 答案】 E

【 解析】 慢性龈炎的治疗原则 :①去除病因 :通过洁治术彻底清除菌斑 、牙石 ꎬ 消除造成菌
斑滞留和局部刺激牙龈的因素ꎮ 对于牙龈炎症较重的患者 ꎬ可配合局部药物治疗 ꎬ常用的局部
药物有 1%过氧化氯、0.12% ~0.2%氯己定溶液以及碘制剂 ꎮ 对于不伴有全身疾病的慢性龈炎
患者 ꎬ不应全身使用抗菌药物 ꎮ ②手术治疗 :对于少数牙龈纤维增生明显 ꎬ炎症消退后牙龈形
态仍不能恢复正常的患者可施行牙龈成形术 ꎬ 以恢复牙龈的生理外形 ꎮ ③防止复发 :慢性龈炎
治疗并不难 ꎬ疗效也较理想 ꎬ重要的是要防止疾病的复发 ꎮ 积极开展椅旁口腔卫生宣教工作 ꎬ

指导并教会患者控制菌斑的方法 ꎬ持之以恒地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状况 ꎬ并定期(每 6 ~ 12 个
月一次)进行复查和维护 ꎬ才能保持疗效 ꎬ防止复发ꎮ

9.某男性患者 ꎬ55 岁ꎮ 软腭处有一疱 ꎬ约 1 cm 大小 ꎬ稍有糜烂 ꎬ疼痛明显ꎮ 皮肤尼氏征阳
性ꎮ 镜下可见 ꎬ棘层松解 ꎬ上皮内疱形成ꎮ 基底细胞附着于结缔组织的上方 ꎻ疱底可见不规则

187

第

七

章



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５＋２＋１”

的乳头成绒毛状突起 ꎬ突起表面有基底细胞层ꎮ 病理诊断可考虑为
Ａ .天疱疮 Ｂ .带状疱疹
Ｃ .扁平苔藓 Ｄ .慢性盘状红斑狼疮
Ｅ .复发性阿弗他溃疡
【 答案】 Ａ

【 解析】 该患者腭部有一疱 ꎬ直径约 １ ｃｍꎬ稍有糜烂 ꎬ皮肤尼氏征阳性 ꎬ考虑诊断为天疱疮ꎮ

１０.患者 ꎬ男性 ꎬ５８岁ꎮ ４ 天前左面部、唇周出现成簇带状群集分布的水疱 ꎬ持续灼痛 ꎬ另外

左颊黏膜见多而密集的小水疱 ꎬ遗留较大的浅溃疡面 ꎮ 最可能的诊断是
Ａ .急性疱疹性口炎 Ｂ .天疱疮
Ｃ .带状疱疹 Ｄ .多形性红斑
Ｅ .疱疹样口疮
【 答案】 Ｃ

【 解析】 带状疱疹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急性感染性皮肤病 ꎮ 对此病毒无免疫力

的儿童被感染后 ꎬ发生水痘 ꎮ 部分患者被感染后成为带病毒者而不发生症状 ꎮ 感染后可长期
潜伏于脊髓神经后根神经节的神经元内 ꎬ 当抵抗力低下或劳累、感染、感冒时 ꎬ病毒可再次生长
繁殖 ꎬ并沿神经纤维移至皮肤 ꎬ使受侵犯的神经和皮肤产生强烈的炎症ꎮ 皮疹一般有单侧性和
按神经节段分布的特点 ꎬ有集簇性的疱疹组成 ꎬ并伴有疼痛 ꎻ年龄越大 ꎬ神经痛越重ꎮ 本病好发
于成人 ꎬ春秋季节多见 ꎮ 发病率随年龄增大而呈显著上升ꎮ

１１.某男性患者 ꎬ５０岁ꎮ 自述口腔黏膜发硬半年 ꎬ有嚼槟榔史ꎮ 活检标本见上皮萎缩 ꎬ紧接
上皮下出现胶原纤维玻璃样变带 ꎬ其下方胶原纤维水肿 ꎬ淋巴细胞浸润ꎮ 据此可诊断为

Ａ.白斑 Ｂ.红斑
Ｃ .扁平苔藓 Ｄ . 口腔黏膜下纤维样变
Ｅ . 白色海绵状斑痣
【 答案】 Ｄ

【 解析】 据患者的口腔活检标本 :上皮萎缩 ꎬ 紧接上皮下出现胶原纤维玻璃样变带 ꎬ其下方

为胶原纤维水肿 ꎬ可诊断为口腔黏膜下纤维样变ꎮ

１２.以萎缩性损害为主的舌乳头炎是
Ａ .轮廓乳头炎 Ｂ .叶状乳头炎
Ｃ .丝状乳头炎 Ｄ .菌状乳头炎
Ｅ.毛舌
【 答案】 Ｃ

【 解析】 舌乳头炎包括轮廓乳头炎、叶状乳头炎、丝状乳头炎、菌状乳头炎 ꎬ其中丝状乳头

炎以萎缩性损害为主 ꎬ其他舌乳头炎均以红肿、疼痛为主ꎮ 故选 Ｃ ꎮ

１３. 口腔念珠菌病通常不会发生于
Ａ .长期精神紧张 Ｂ .长期使用广谱抗生素
Ｃ .长期使用肾上腺皮质激素 Ｄ .患有慢性消耗性疾病
Ｅ . 白色念珠菌本身毒力增强
【 答案】 Ａ

【 解析】 长期使用广谱抗生素、长期使用肾上腺皮质激素、患有慢性消耗性疾病、白色念珠

菌本身毒力增强均可发生口腔念珠菌病 ꎬ但长期精神紧张不会引起口腔念珠菌病 ꎮ 故选 Ａ ꎮ

１８８



第七 章 口腔黏膜病学

１４.以下疾病中一般不具有癌变倾向的是
Ａ . 口腔白斑病 Ｂ . 口腔红斑病
Ｃ .坏死性黏膜腺周围炎 Ｄ . 口腔扁平苔藓
Ｅ .盘状红斑狼疮
【 答案】 Ｃ

【 解析】 口腔白斑病和口腔红斑病是癌前病变 ꎬ 口腔扁平苔藓和盘状红斑狼疮是癌前状态 ꎬ

均会发生癌变 ꎬ而坏死性黏膜腺周围炎是重型阿弗他溃疡ꎬ反复发作ꎬ但不会癌变ꎮ 故选 Ｃ ꎮ

１５.通过局部注射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物可治疗

Ａ .腺周口疮 Ｂ .结核性溃疡
Ｃ .雪口病 Ｄ .疱疹性口炎
Ｅ .以上均不是
【 答案】 Ａ

【 解析】 腺周 口疮溃疡大而深 ꎬ愈合慢 ꎬ 可以通过局部注射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物促进溃

疡愈合ꎮ 故选 Ａ
１６.临床上 ꎬ复发性阿弗他溃疡可分为
Ａ .普通型、严重型、特殊型 Ｂ .轻型、中型、重型
Ｃ .溃疡型、疱疹型、坏死型 Ｄ .轻型、疱疹型、重型
Ｅ .充血型、溃疡型、坏死型
【 答案】 Ｄ
【 解析】 临床上 ꎬ复发性阿弗他溃疡依据溃疡的大小、数目及深浅可分为轻型、疱疹型和重

型ꎮ 故选 Ｄꎮ

１７.溃疡反复发作 ꎬ病损表面覆盖黄色假膜 ꎬ周边有充血红晕带 ꎬ中央凹陷 ꎬ灼痛明显 ꎬ且溃
疡大而深 ꎬ状似“ 弹坑 ” ꎬ最可能的诊断是

Ａ .手—足— 口病 Ｂ .重型复发性口疮
Ｃ .轻型复发性口疮 Ｄ .疱疹样复发性口疮
.口
答

眼－
】 Ｂ

生殖器三联症

【 解析】 重型复发性口疮的特征是溃疡反复发作 ꎬ病损表面覆盖黄色假膜 ꎬ周边有充血红

晕带ꎬ中央凹陷ꎬ灼痛明显ꎬ且溃疡大而深ꎬ状似“弹坑” ꎮ 故选 Ｂ ꎮ

１８.球菌性口炎的致病菌不包括
Ａ .草绿色链球菌 Ｂ .肺炎双球菌
Ｃ .金黄色葡萄球菌 Ｄ .变形链球菌
Ｅ .溶血性链球菌
【 答案】 Ｄ

【 解析】 球菌性口炎的致病菌包括草绿色链球菌、肺炎双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溶血性

链球菌ꎮ 变形链球菌是龋病的主要致病菌ꎮ 故选 Ｄ ꎮ

１９.以下疾病中不属于口腔变态反应性疾病的是

Ａ .血管神经性水肿 Ｂ .斯－约综合征
Ｃ .接触性口炎 Ｄ .药物性口炎
Ｅ.Ｒｉｇａ－Ｆｅｄ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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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Ｅ

【 解析】 Ｒｉｇａ－Ｆｅｄｅ病是创伤性溃疡 ꎬ属于口腔黏膜溃疡类疾病 ꎬ 而不属于口腔变态反应性

疾病ꎮ 故选 Ｅꎮ

２０.下列不属于口腔扁平苔藓临床表现的是
Ａ . 中年女性患者较多 Ｂ .磨牙颊黏膜多见白色网状条纹
Ｃ . 白色网状条纹稠密区域较多发生糜烂 Ｄ .损害多为单侧性
Ｅ .皮肤、指甲、生殖器黏膜均可发生
【 答案】 Ｄ

【 解析】 口腔扁平苔藓临床表现是中年女性患者较多 ꎬ磨牙颊黏膜多见白色网状条纹 ꎬ有

对称性 ꎬ白色网状条纹稠密区域较多发生糜烂 ꎬ皮肤、指甲、生殖器黏膜均可发生ꎮ 故选 Ｄ ꎮ

２１. 口腔黏膜带状疱疹的临床表现是
Ａ .散在分布的单个小溃疡
Ｂ .各处成簇小水疱

Ｃ .单侧性皮肤－黏膜疱疹 ꎬ沿三叉神经分支排列 ꎬ且疼痛明显

Ｅ .单个或几个大小不等的水疱
【 答案】 Ｃ

【 解析】 口腔黏膜带状疱疹的临床表现是单侧性皮肤－黏膜疱疹 ꎬ沿三叉神经分支排列 ꎬ且

疼痛明显ꎮ 故选 Ｃ ꎮ

２２.地图舌任何年龄均可发生 ꎬ但多见于
Ａ.中年 Ｂ .青少年
Ｃ .青年 Ｄ.儿童
Ｅ.老年
【 答案】 Ｄ
【 解析】 地图舌任何年龄均可发生 ꎬ但多见于儿童ꎮ 故选 Ｄ ꎮ

(２３~２６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在上皮的棘层、基底层或黏膜固有层可见圆形或卵圆形 ꎬ平均直径 １０ｍｍ左右 ꎬ均质性
嗜酸 ꎬＰＡＳ染色阳性呈玫瑰红色的小体

Ｂ .可摄取和处理入侵的抗原 ꎬ通过淋巴管道迁移至局部淋巴结 ꎬ发育成并指状树突细胞
Ｃ .上皮细胞没有细胞间桥 ꎬ细胞肿胀呈圆形 ꎬ核染色深 ꎬ常有胞质晕环绕着核周围

Ｄ .在慢性盘状红斑狼疮病损处 ꎬ用直接免疫荧光技术可探测病损部位上皮基底膜区域有
免疫球蛋白、补体沉积 ꎬ形成一条翠绿色的荧光带

Ｅ .疱在基底层之下 ꎬ基底细胞变性 ꎬ使上皮全层剥离

２３.天疱疮细胞
２４.基层下疱
２５.Ｃｉｖａｔｔｅ小体
２６.狼疮带
【答案】Ｃ、Ｅ、Ａ、Ｄ

【 解析】 上皮细胞没有细胞间桥 ꎬ细胞肿胀呈圆形 ꎬ核染色深 ꎬ 常有胞质晕环绕着核周围 ꎬ

这种游离的棘细胞成为天疱疮细胞 ꎮ 疱在基底层之下、基底细胞变性 ꎬ使上皮全层剥离成为上

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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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下疱ꎮ 在上皮的棘层、越底层或黏膜固有层可见圆形或卵圆形 ꎬ平均直径 10pm 左右 ꎬ均质
性嗜酸 ꎬPAS 染色体阳性呈玫瑰红色的小体 ꎬ成为 Civatte 小体ꎮ 在慢性盘状红斑狼疮病损区 ꎬ

用直接免疫荧光技术可探测到病损部位上皮基底膜区有免疫球蛋白、补体沉积 ꎬ形成一条翠绿
色的荧光带 ꎬ称为狼疮带ꎮ

(27 ~28 题共用备选答案)

A.边缘扩展阳性 B.尼氏征阳性
C.雷诺征阳性 D.针刺反应阳性
E.Wickham 纹
27.天疱疮的皮肤损害特点为
28.扁平苔藓的皮肤损害表面常有
【 答案】 B、E

【 解析】 天 疱 疮 的 皮 肤 损 害 特 点 为 尼 氏 征 阳 性ꎮ 扁 平 苔 藓 的 皮 肤 损 害 表 面 常 有
Wickham 纹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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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口腔颌面外科学

考情分布图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口腔颌面外科学

口腔颌面外科基本
知识及基本技术

10 9 9 9 8

麻醉与镇痛 6 7 8 8 7

牙及牙槽外科 6 7 6 7 5

牙种植术 4 5 4 4 3

口腔颌面部感染 11 13 12 12 13

口腔颌面部创伤 13 12 11 11 10

口腔颌面部肿瘤及瘤样病变 15 12 13 13 14

唾液腺疾病 8 7 8 10 9

颞下颌关节疾病 6 8 7 8 7

颌面部神经疾病 5 7 8 8 6

先天性唇裂和腭裂 6 5 6 7 6

口腔颌面部影像学诊断 4 5 6 5 3

牙颌面畸形 3 4 3 3 4

口腔颌面部后天畸形和缺损 5 5 6 5 4

高频考点必背

1 .钳夹、结扎止血为口腔颌面外科手术中最基本、最常用的止血方法 ꎬ 即用血管钳将看得
见的出血点进行快速、准确的钳夹止血 ꎮ

2.缝合顺序应是先游离侧 ꎬ后固定侧 ꎬ相反则易撕裂组织ꎮ

3.外翻缝合又有纵式和横式之分 ꎬ选择时应考虑创缘血供方向 ꎬ使其与缝线方向一致 ꎮ

4.在缝合皮肤时 ꎬ必须加以矫正 ꎬ其方法是薄、低侧组织要多而深缝 ꎬ而厚、高侧组织要少
而浅缝 ꎬ如此缝合后创缘两侧即可调整到同一水平面上 ꎮ

5. 口腔颌面外科常用的引流方法有片状引流、纱条引流、管状引流、负压引流ꎮ

6. 口腔颌面外科手术中 ꎬ脓肿或无效腔的引流物应放置至脓液及渗出液完全消除为止 ꎮ

7. 口腔颌面外科手术创口缝合后 ꎬ负压引流的去除时间视引流量的多少而定 ꎬ一般 24 小
时内引流量不超过 20 ~ 30 mL 时 ꎬ即可拔除引流管ꎮ

8.干热灭菌法适用于玻璃、陶瓷等器具 ꎬ 以及不宜用高压蒸气灭菌的吸收性明胶海绵、凡
士林、油脂、液状石蜡和各种粉剂等物品 ꎮ

9.棉织品、合成纤维、塑料及橡胶制品等 ꎬ不可使用于干热灭菌法灭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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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手术区常用消毒药物中 ꎬ碘酊杀菌力强 ꎬ但刺激性大 ꎬ故在不同部位使用浓度不同 ꎬ消
毒颌面颈部为 ２％ꎬ 口腔内为 １％ꎬ头皮部为 ３％ꎬ使用后应予脱碘 ꎬ碘过敏者禁用ꎮ

１１.氯己定溶液的口腔内及创口消毒浓度为 ０ .１％ꎮ

１２. 口腔颌面外科的消毒方法应从术区中心开始 ꎬ逐步向四周环绕涂布 ꎬ但感染创口相反 ꎮ

１３.头颈部手术消毒范围应至术区外 １０ｃｍꎬ四肢、躯干则需扩大至 ２０ｃｍꎬ以保证有足够的
安全范围为原则 ꎮ

１４.淋巴结检查时 ꎬ检查者手指紧贴检查部位 ꎬ按一定顺序 ꎬ 由浅入深 ꎬ滑动触诊ꎮ 一般的
顺序为 :枕部、耳后、耳前、腮腺、颊、下颌下、颏下 ꎻ顺胸锁乳突肌前后缘、颈前后三角直至锁骨
上凹 ꎬ仔细检查颈深、浅淋巴结 ꎬ颈部淋巴结的所在部位和引流方向ꎮ

１５.穿刺检查是指通过穿刺抽吸肿块内容物 ꎬ 了解内容物的颜色、透明度、黏稠度等性质 ꎬ

可以进一步协助诊断 ꎬ如血管瘤可有血液抽出 ꎬ舌下腺囊肿有蛋清样黏液 ꎮ

１６.丁哌卡因一般可达 ６ 小时以上 ꎬ麻醉强度为利多卡因的 ３ ~４ 倍ꎮ

１７.丁卡因由于毒性大 ꎬ一般不做浸润麻醉 ꎬ既使用作表面麻醉 ꎬ亦应注意剂量 ꎬ一次用量
不应超过 ４０ ｍｇꎬ即 ２％丁卡因不超过 ２ ｍＬꎮ

１８. 口腔颌面部软组织范围较大的手术 ꎬ常用 ０ .２５％~ ０.５％普鲁卡因或 ０ .２５％~ ０.５％利多
卡因作浸润麻醉 ꎮ

１９.下牙槽神经阻滞麻醉的麻醉区域及效果 :同侧下颌骨、下颌牙、牙周膜、前磨牙至中切
牙唇(颊)侧牙龈、黏骨膜及下唇部 ꎬ以下唇麻木为注射成功的主要标志 ꎮ

２０.舌神经阻滞麻醉的麻醉区域为同侧下颌舌侧牙龈、黏骨膜 、口底黏膜及舌前 ２/３ 部分ꎮ

２１.上颌磨牙拔除主要选择上颌结节及腭大孔麻醉 ꎬ但由于上颌第一磨牙的近中颊根受上
牙槽中神经支配 ꎬ因此 ꎬ拔除上颌第一磨牙时还应在其颊侧近中作浸润麻醉ꎮ

２２.局麻药物的种类很多 ꎬ按其化学结构可分为酯类和酰胺类 ꎬ 国内常用的酯类局麻药物
有普鲁卡因、丁卡因等 ꎮ 国内常用的酰胺类局麻药物有利多卡因、阿替卡因等ꎮ

２３.普鲁卡因的通透性和弥散性差 ꎬ不易被黏膜吸收 ꎬ故不适用于表面麻醉 ꎮ

２４.利多卡因在临床上主要以 １％~ ２％溶液含 １ ∶ １０００００肾上腺素用于口腔手术的阻滞
麻醉 ꎬ 目前是使用最多的局麻药物ꎮ

２５.利多卡因有迅速、安全的抗室性心律失常作用 ꎬ在治疗各种原因的室性心律失常时效
果显著 ꎬ因而对心律失常患者常作为首选的局部麻醉药 ꎮ

２６.下颌前牙的拔除可选择下牙槽神经阻滞麻醉加舌神经阻滞麻醉 ꎬ或唇、舌侧浸润麻醉 ꎮ

２７.局部麻醉过程中出现血肿 ꎬ是注射针刺破血管所致 ꎬ较常见于上牙槽后神经、眶下神经
阻滞麻醉时 ꎮ

２８.暂时性牙关紧闭可发生于下牙槽神经口内阻滞麻醉时 ꎬ但比较罕见 ꎮ 由于注射不准
确 ꎬ麻醉药注入翼内肌或咬肌内 ꎬ使肌肉失去收缩与舒张的功能 ꎬ并停滞于收缩状态 ꎬ因而出现
牙关紧闭 ꎬ一般都是暂时性的ꎮ

２９. 口腔颌面部手术采用全麻插管者 ꎬ拔管时机是患者基本清醒并吸净气管内分泌物后
拔除ꎮ

３０. 口腔颌面部患者手术时 ꎬ最常采用的麻醉方法是气管内插管全身麻醉ꎮ

３１.一般认为ꎬ在放疗后 ３ ~５ 年不应拔牙ꎮ

３２.未有效控制的糖尿病是拔牙的禁忌证 ꎬ如需拔牙 ꎬ血糖应在 ８ .８８ ｍｍｏｌ/Ｌ 以内 ꎬ无酸中
毒症状时进行 ꎮ

１9３

第

八

章



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５＋２＋１”

３３.拔牙可导致甲状腺危象的发生 ꎬ必须拔牙时 ꎬ应在治疗后 ꎬ基础代谢率控制在＋２０％以
下 ꎬ脉搏不超过 １００次/分时进行ꎮ

３４.对于引起极大痛苦、必须拔除的牙 ꎬ在妊娠期间皆可进行 ꎬ但对选择性手术 ꎬ则应在怀
孕的第 ４、５、６ 个月期间进行较为安全ꎮ

３５.心脏病患者拔牙的禁忌证有 :①６ 个月内发生过心肌梗死 ꎻ②不稳定的或最近才开始的
心绞痛 ꎻ③充血性心力衰竭 ꎻ④未控制的心律不齐 ꎻ⑤未控制的高血压 ꎮ

３６.青霉素是预防细菌性心内膜炎的首选药物 ꎮ

３７.拔牙后 ꎬ拔牙创面内充满的血液于 １５~ ３０分钟即可形成血凝块而将创口封闭 ꎮ

３８.牙拔除术中 ꎬ分离牙龈的目的是避免安放牙钳时损伤牙龈 ꎬ导致术后牙龈出血 ꎮ

３９.根据阻生第三磨牙的长轴与第二磨牙的长轴关系 ꎬ可分为以下各类 :①垂直阻生 ꎻ②水
平阻生 ꎻ③倒置阻生 ꎻ④近中阻生 ꎻ⑤远中阻生 ꎻ⑥颊向阻生 ꎻ⑦舌向阻生 ꎮ

４０. 口腔上颌窦交通多发生于上颌磨牙取根致牙根移入上颌窦 ꎬ窦底穿孔 ꎻ也可因磨牙根
尖病变致窦底骨质缺如 ꎬ搔刮病变时窦底穿孔 ꎮ 术中可用鼻腔鼓气法检查是否有口腔上颌窦
交通ꎮ

４１.下颌阻生第三磨牙拔除术在术中的注意事项包括 :①远中切口如偏舌侧 ꎬ易引起出血
和水肿 ꎻ②颊侧切口与远中切口的末端成 ４５° 角向下 ꎬ勿超过前庭沟 ꎬ否则将引起颊部肿胀 ꎻ

③应作黏骨膜全层切开 ꎬ紧贴骨面将瓣翻起 ꎻ④用锤凿法去骨时 ꎬ为避免暴露第二磨牙牙根 ꎬ应
首先在第二磨牙颊远中角之后 ꎬ与牙槽嵴垂直 ꎬ凿透密质骨使成一沟 ꎻ⑤用锤凿法劈开时 ꎬ牙冠
应已有足够的显露 ꎬ且牙不松 ꎬ在颊面近中发育沟处 ꎬ用锐利而合适的器械劈开 ꎻ⑥涡轮钻拔牙
法是近年来较常使用的方法 ꎬ具有无振动 ꎬ创伤小 ꎬ手术视野清楚 ꎬ手术时间短 ꎬ术后并发症减
少等明显优点 ꎮ

４２.发生口腔上颌窦交通时 ꎬ如果交通口大于 ７ ｍｍꎬ需用邻位组织瓣关闭创口ꎮ

４３.干槽症的治疗原则是清创 ꎬ隔离外界刺激 ꎬ促进肉芽组织生长ꎮ

４４.牙种植体中 ꎬ临床上主要应用的是骨内种植体 ꎬ外形多为柱状或螺旋柱状及根形锥状 ꎬ

表面均进行了粗化处理 ꎮ

４５.钛和钛合金由于具有良好的生物学性能理想的力学性能 ꎬ成为目前应用最广、最受青
睐的种植体金属材料 ꎮ

４６.种植体－骨界面的正常愈合即骨结合ꎮ

４８.化脓性炎症的急性期 ꎬ局部表现为红、肿、热、痛、功能障碍、引流区淋巴结肿痛等典型
症状ꎮ

４９.颌面部危险三角区内的化脓性感染是最易引起海绵窦血栓性静脉炎 ꎬ其原因是此区面
部静脉无静脉瓣 ꎮ

５０.因病原菌的不同 ꎬ 口腔颌面部感染可分为化脓性和特异性两大类 ꎬ特异性是指结核、梅
毒、放线菌等引起的特定病变 ꎮ

５１. 口腔颌面部感染常由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大肠杆菌等引起ꎮ

５２.当急性炎症局限成脓肿后 ꎬ 由于主要感染菌种的不同 ꎬ其脓液性状也有差异 ꎬ如金黄色
葡萄球菌为黄色黏稠脓液 ꎻ链球菌一般为蛋黄稀薄脓液 ꎬ有时由于溶血而呈褐色 ꎻ铜绿假单胞
菌的典型脓液为翠绿色、稍黏稠 ꎬ有酸臭味 ꎻ混合细菌感染则为灰白或灰褐色脓液 ꎬ有明显的腐
败坏死臭味 ꎮ

１９４

４７.种植体周围存在一定宽度的健康附着龈是确保种植义齿修复美学效果的重要因素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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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颞下间隙位置深在、隐蔽 ꎬ故感染发生时外观表现常不明显 ꎬ仔细检查可发现颧弓上 、

下及下颌支后方微肿 ꎬ有深压痛 ꎬ伴有不同程度的张口受限ꎮ

54. 口底多间隙感染治疗时 ꎬ如肿胀已波及整个颌周 ꎬ或已有呼吸困难现象时 ꎬ则应做广泛
性切开 ꎬ其切口可在双侧下颌下 ꎬ颏下作与下颌骨相平行的 “ 衣领 ” 型或倒 “T” 切口ꎮ

55.智齿冠周炎的炎症沿下颌支外侧或内侧向后扩散 ꎬ可分别引起咬肌间隙、翼下颌间隙
感染ꎮ

56.眶下间隙感染治疗时 ꎬ按低位引流原则常在口内上颌前牙及前磨牙区口腔前庭黏膜转
折处做切口 ꎬ横行切开黏骨膜达骨面 ꎬ用血管钳向尖牙窝方向分离脓肿 ꎬ使脓液充分引流 ꎬ生理
盐水冲洗脓腔 ꎬ留置橡皮引流条ꎮ

57.咬肌间隙感染的典型症状是以下颌支及下颌角为中心的肌肉肿胀、充血、压痛 ꎬ伴明显
张口受限 ꎬ由于咬肌肥厚坚实 ꎬ脓肿难以自行溃破 ꎬ也不易触到波动感ꎮ

58.咬肌间隙感染治疗时 ꎬ 口外切口从下颌支后缘绕过下颌角 ꎬ距下颌下缘 2cm 处切开 ꎬ切
口长 3 ~5cm ꎬ逐层切开皮下组织、颈阔肌以及咬肌在下颌角的部分附丽 ꎬ用骨膜剥离器 ꎬ 由骨
面推起咬肌进入脓腔 ꎬ引出脓液 ꎬ冲洗脓腔后填入盐水纱条引流ꎮ

59.颌骨骨髓炎的含义 ꎬ并不单纯限于骨髓腔内的炎症 ꎬ而系指包括骨膜、骨密质和骨髓以
及骨髓腔内的血管、神经等整个骨组织的炎症过程 ꎮ

60.化脓性颌骨骨髓炎的感染途径中 ꎬ牙源性感染在临床上最为多见 ꎬ约占化脓性颌骨骨
髓炎的 90% ꎮ

61 . 中央性颌骨骨髓炎多在急性化脓性根尖周炎及根尖周脓肿的基础上发生 ꎮ

62.边缘性颌骨骨髓炎常在颌周间隙感染基础上发生 ꎬ下颌骨为好发部位 ꎬ其中又以升支
及下颌角部居多 ꎮ

63.慢性中央性颌骨骨髓炎的病灶清除应以摘除死骨为主 ꎮ

64.慢性中央性颌骨骨髓炎病变比较局限者 ꎬ 死骨与周围组织分离的时间在发病后 3 ~

4 周ꎮ

65.慢性边缘性颌骨骨髓炎在已明确骨质破坏的部位和范围 ꎬ一般在病程 2 ~4 周后 ꎬ即可
施行病灶清除术 ꎮ

66.新生儿颌骨骨髓炎主要发生在上颌骨 ꎮ

67.新生儿颌骨骨髓炎的感染来源多为血源性 ꎬ但亦可因牙龈损伤或母亲患化脓性乳腺
炎 ꎬ哺乳时病原菌侵入而引起ꎮ

68.如果已经确定为放射性颌骨坏死 ꎬ不必等待死骨完全分离 ꎬ应在健康骨质范围内施行
死骨切除术 ꎬ可收到预防病变扩大的效果ꎮ

69.化脓性淋巴结炎与结核性淋巴结炎形成脓肿后 ꎬ还可借抽吸出的脓液进行鉴别诊断 ꎬ

冷脓肿的脓液稀薄污浊 ꎬ暗灰色似米汤 ꎬ夹杂有干酪样坏死物ꎮ

70.脑挫裂伤是脑组织的实质性损伤 ꎬ意识障碍取决于脑损伤的程度 ꎬ神经系统体征取决
于损伤部位 ꎬ如出现昏迷 清醒 再昏迷的情况 ꎬ则提示有颅内血肿的可能性 ꎮ

71 .颌面部外伤患者包扎的作用有 :①压迫止血ꎻ②暂时性固定 ꎬ减少骨折段活动 ꎬ 防止进
一步移位 ꎻ③保护并缩小创口 ꎬ减少污染或唾液外流 ꎮ

72.在运送口腔颌面部创伤患者时应注意保持呼吸道通畅 ꎬ 昏迷患者可采用俯卧位 ꎬ额部
垫高 ꎬ使口鼻悬空 ꎬ有利于唾液外流和防止舌后坠ꎮ

73.唇、舌、耳、鼻及眼睑的断裂伤 ꎬ如离体组织尚完整 ꎬ伤后时间不超过 6 小时 ꎬ应尽量设

195

第

八

章



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５＋２＋１”

法缝回原处 ꎮ

７４.颊部贯通伤的治疗原则是尽量关闭创口和消灭创面 ꎮ

７５.牙列的移位或咬合关系错乱是诊断颌骨骨折的重要体征 ꎮ

７６.恢复正常的咬合关系是治疗颌骨骨折的重要标准 ꎮ

７７.判断窒息最有力的依据是锁骨上窝、胸骨上窝及肋间隙明显凹陷 ꎮ

７８.填塞止血法可用于开放性和洞穿性创口、窦腔出血 ꎮ

７９.牙槽突骨折的特征性表现是 :摇动损伤区某一牙时 ꎬ可见邻近数牙及骨折片随之移动 ꎮ

８０.下颌骨发生骨折的部位常与解剖结构有关 ꎬ如正中联合部、颏孔区、下颌角区、髁突颈
部均属于薄弱区 ꎬ因此成为骨折好发部位ꎮ

８１.影响下颌骨骨折后骨折段移位的因素有 :骨折的部位、外力的大小和方向、骨折线方向
和倾斜度、骨折段是否有牙以及附着肌肉的牵拉作用等 ꎬ其中各咀嚼肌的牵拉作用又是主要
因素ꎮ

８２. ＬｅｆｏｒｔⅠ型骨折的骨折线从犁状孔水平、牙槽突上方向两侧水平延伸至上颌翼突缝 ꎮ

８３.ＬｅｆｏｒｔⅡ型骨折的骨折线自鼻额缝向两侧横过鼻梁、眶内侧壁、眶底、颧上颌缝 ꎬ再沿上
颌骨侧壁至翼突 ꎮ

８４.ＬｅＦｏｒｔⅢ型骨折多伴有颅底骨折或颅脑损伤 ꎬ出现耳、鼻出血或脑脊液漏ꎮ

８５.上颌骨上无强大的咀嚼肌附着 ꎬ故骨折块多随外力的方向而发生移位 ꎬ或因重力而下
垂 ꎬ一般常出现向后下方向移位ꎮ

８６.大多数髁突骨折可采用保守治疗 ꎬ即在手法复位并恢复咬合关系后行颌间固定 ꎮ

８７.颧骨及颧弓骨折诊断中 ꎬＸ 线片检查常用鼻颏位(华氏位)和颧弓切线位 ꎮ

８８.癌与肉瘤的根本区别在于组织学来源 ꎮ

８９.癌是指来自上皮组织的恶性肿瘤 ꎮ

９０. 肉瘤是指来源于间叶组织的恶性肿瘤 ꎮ

９１.皮脂腺囊肿囊内为白色凝乳状皮脂腺分泌物 ꎮ

９２.皮样囊肿的诊断除根据病史及临床表现外 ꎬ穿刺检查可抽出乳白色豆渣样分泌物 ꎬ有
时大体标本可见毛发 ꎬ在镜下可见有脱落的上皮细胞、毛囊和皮脂腺等结构 ꎮ

９３.牙源性颌骨囊肿根据其来源不同可分为根端囊肿、始基囊肿、含牙囊肿 ꎮ

９４.始基囊肿发生于成釉器发育的早期阶段 ꎬ釉质和牙本质形成之前 ꎬ在炎症或损伤刺激
后 ꎬ成釉器的星网状层发生变性 ꎬ并有液体渗出蓄积其中而形成囊肿ꎮ

９５.含牙囊肿又称滤泡囊肿 ꎬ发生于牙冠或牙根形成之后 ꎬ在缩余釉上皮与牙冠之间出现
液体渗出而形成 ꎮ

９６.色素痣来源于表皮基底层产生黑色素的色素细胞 ꎮ

９７.牙龈瘤来源于牙周膜及颌骨牙槽突的结缔组织 ꎮ

９８.成釉细胞瘤多发生于青壮年 ꎬ以下颌体及下颌角部为常见ꎮ

９９.我国口腔颌面部鳞状细胞癌多发生于 ４０~ ６０岁的成人 ꎬ男性多于女性 ꎬ部位以舌、颊 、

牙龈、腭、上颌窦为常见ꎮ

１００.急性化脓性腮腺炎的病原菌主要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ꎮ

１０１.复发性腮腺炎具有自愈性 ꎬ以增强抵抗力、防止继发感染 ꎬ减少发作为原则ꎮ

１０２.慢性阻塞性腮腺炎造影片的典型特点是导管腊肠样改变 ꎮ

１０３.舍格伦综合征患者的主要症状有 :眼干 、口干、唾液腺及泪腺肿大、类风湿关节炎等结

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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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组织疾病 ꎮ

１０４.舌下腺囊肿最常见于青少年 ꎬ临床上可分为 :单纯型、口外型和哑铃型 ꎮ

１０５.外渗性黏液囊肿占黏液囊肿的 ８０％以上 ꎬ组织学表现为黏液性肉芽肿或充满黏液的
假囊 ꎬ无上皮衬里ꎮ

１０６.多形性腺瘤又名混合瘤 ꎬ是唾液腺肿瘤中最常见者 ꎮ

１０７.多形性腺瘤由肿瘤性上皮组织和黏液样或软骨样间质所组成 ꎬ根据其成分比例 ꎬ可分
为细胞丰富型及间质丰富型 ꎮ

１０８.腺样囊性癌的临床病理特点包括 :①肿瘤易沿神经扩散 ꎻ②肿瘤浸润性极强 ꎻ③肿瘤
易侵入血管 ꎬ造成血行性转移 ꎬ转移率高达 ４０％ꎻ转移部位以肺为最多见 ꎻ④颈淋巴结转移率
很低 ꎻ⑤肿瘤细胞沿着骨髓腔浸润 ꎮ

１０９.黏液表皮样癌是唾液恶性肿瘤中最常见者 ꎮ

１１０.颞下颌关节脱位按性质可分为急性脱位、复发性脱位和陈旧性脱位 ꎮ

１１１.炎症、关节损伤是颞下颌关节内强直的常见原因 ꎮ

１１２.Ｘ 线检查有助于诊断并鉴别纤维性强直和骨性强直 ꎮ

１１３.三叉神经痛是指在三叉神经分布区域内出现阵发性电击样剧烈疼痛 ꎬ历时数秒至数
分钟 ꎬ间歇期无症状 ꎬ疼痛可由于口腔或颜面的任何刺激引起 ꎬ 以中老年人多见 ꎬ 多数为单
侧性ꎮ

１１４.卡马西平是目前治疗三叉神经痛的首选药物 ꎮ

１１５.贝尔麻痹系指临床上不能肯定病因的不伴有其他体征或症状的单纯性周围面神经
麻痹ꎮ

１１６.额纹消失 ꎬ不能皱眉是鉴别中枢性面瘫与周围性面瘫的主要依据 ꎮ

１１７.一般认为 ꎬ单侧唇裂整复术最合适的年龄为 ３ ~６ 个月ꎬ体重达 ５ ~６ｋｇ以上ꎮ

１１８.双侧唇裂整复术比单侧整复术复杂 ꎬ术中出血相对较多 ꎬ手术时间也较长 ꎬ一般宜 ６ ~

１２个月时施行手术 ꎮ

１１９.腭裂修复多选择在患儿 １２~ １８个月时进行 ꎮ

１２０.上颌前部 片可显示上颌前部的全貌 ꎬ包括前牙及牙槽突、切牙孔、鼻腔底、腭中缝 、

上颌窦、鼻泪管等 ꎮ

１２１.上颌后部 片可显示被检查侧上颌骨后部的影像 ꎬ包括第一前磨牙至第二磨牙及其
牙槽突和该侧上颌窦底部 ꎬ用于观察一侧上颌后部骨质改变 ꎮ

１２２.下颌骨侧斜位片又称为下颌骨侧位片 ꎬ为临床最常用的检查方法之一 ꎬ用于检查下颌
骨体部、升支及髁突的病变 ꎮ

１２３.上颌骨骨折 Ｘ 线检查首选华特位ꎮ

１２４.下颌骨发育不足一般是 ＡｎｇｌｅⅡ类 ꎮ

１２５.下颌发育过度、上颌发育不全一般是 ＡｎｇｌｅⅢ类 ꎮ

１２６.长面畸形一般是 ＡｎｇｌｅⅡ类 ꎮ

１２７.根据骨切开后的愈合过程及其生物力学特点 ꎬ术后的追踪观察至少应持续 ６ 个月ꎮ

１２８.游离皮片移植时 ꎬ皮片越薄则越容易成活 ꎮ

１２９.各种皮片移植中 ꎬ抗感染力最强的是刃厚皮片ꎮ

１３０.临床上 ꎬ为了增长或缩短某一组织的长度和宽度而常用 “ Ｖ ” “ Ｙ ” 皮瓣成形术 ꎬ也是属
于滑行皮瓣的一种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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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皮瓣移植的注意事项中 ꎬ需断蒂者 ꎬ一般在术后 １４~２１天进行ꎮ

１３２.游离皮瓣术后要保持室温在 ２５℃ 左右 ꎬ以防血管痉挛 ꎮ

１３３.术后 ７２小时内是游离皮瓣最容易发生血管危象的时候 ꎮ

１３４.Ｙ－Ｖ成形术可以增加皮肤宽度 ꎬ缩小长度ꎮ

历年真题5年

１ .治疗 引起的开口困难可选用
Ａ .局部封闭 Ｂ .开口练习
Ｃ .理疗 Ｄ .关节镜手术
Ｅ .开放手术
【 答案】 Ｅ
【 解析】 颞下颌关节强直分为真性关节强直和假性关节强直两类 ꎮ

配套名师高清视频

前者是由关节内纤维

性或骨性粘连引起 ꎬ也称关节内强直ꎻ后者是因软组织损伤产生的瘢痕限制下颌运动造成的 ꎬ

也称颌间挛缩 ꎮ ꎮ

２.正常情况下唾液分泌量每分钟为
Ａ.０.５ｍＬ Ｂ.０.７５ｍＬ
Ｃ.０.８５ｍＬ Ｄ.１.０ｍＬ

Ｅ.１.５ ｍＬ
【 答案】 Ａ

【 解析】 正常成人每天的唾液分泌量为 ꎬ其中的绝大多数来自三 对大唾液

腺 ꎮ 在无任何刺激的情况下 ꎬ唾液的基础分泌量每分钟 ꎮ

３ .某患者拔牙 ꎬ注射局麻药后立即发现头晕 ꎬ胸闷、 、全身冷汗、 、

ꎬ恶心 ꎬ其发生的局麻并发症应为
Ａ .晕厥 Ｂ .过敏反应
Ｃ .中毒 Ｄ .神经损伤
Ｅ .颈交感神经综合征
【 答案】 Ａ
【 解析】 晕厥是由于一 时性中枢缺血所致短暂的意识丧失过程 ꎬ一般由于恐惧、饥饿、疲劳

和全身健康较差等内在因素 ꎬ 以及疼痛、体位不良等外在因素所引起 ꎮ 患者出现头晕、面色苍
白、全身冷汗、四肢厥冷无力、脉快而弱、恶心 ꎬ重症可出现短暂意识丧失ꎮ

４ .女 ꎬ５４岁ꎮ 发现左下牙龈菜花样溃疡 ２ 个月ꎬ无下唇麻木症状 ꎬ活检诊为 “鳞癌 Ｉ 级” ꎮ

查见溃疡 小颌面顶部未触及明显肿大淋巴结 ꎮ 该患者的 Ｔ 分类是

Ａ.Ｔ１ Ｂ.Ｔ２
Ｃ.Ｔ３ Ｄ.Ｔ４

Ｅ.Ｔ５
【 答案】 Ｂ

【 解析】

ꎬ故选 Ｂ ꎮ

５ .男ꎬ ꎬ间隔 １~２ 个月发作 １ 次ꎮ 有助于明确诊断的

１９８

１３５.轴形皮瓣的长宽比例为在血管长轴范围内不受长宽比例限制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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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是
A.CT 检查 B.B 超检查
C.腮腺造影 D.放射性核素扫描
E.唇腺活检
【 答案】 C

【 解析】 儿童复发性腮腺炎可发生于任何儿童期 ꎬ但以 5 岁左右最为常见 ꎮ 男性多于女

性 ꎬ可突发 ꎬ也可逐渐发病ꎮ 腮腺区反复肿胀 ꎬ伴不适 ꎬ肿胀不如流行性腮腺炎明显 ꎬ仅有轻度
水肿 ꎬ皮肤可潮红ꎮ 挤压腺体可见导管 口有脓液或胶冻液体溢出 ꎮ 随着年龄增加 ꎬ 间歇期延
长 ꎬ持续时间缩短ꎮ

ꎮ

6.患者男 ꎬ29 岁 ꎬ腭前部肿胀 3 个月 ꎬX 线见 ꎮ 镜下见衬里上皮
为复层鳞状上皮和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 ꎮ 最可能的病理诊断是

A.鼻腭囊肿 B.鼻唇囊肿
C.球上颌囊肿 D.根尖囊肿
E.牙源性角化囊肿
【 答案】 A

【 解析】 ꎬ镜下囊肿可内衬复层鳞状上
皮和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立方上皮或柱状上皮 ꎬ 因此 A 正确 ꎮ 鼻唇囊肿为软组织囊肿 ꎬ在 X

线片上不易发现 ꎬ 因此 B 错误ꎮ 球上颌囊肿位于上颌侧切和尖牙牙根之间 ꎬ 因此 C 错误ꎮ 根
尖囊肿位于牙齿根尖部 ꎬ 因此 D 错误 ꎮ 牙源性角化囊肿多位于下颌骨 ꎬ且衬里为复层鳞状上

皮 ꎬ无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 ꎬ因此 E 错误ꎮ

7.某男性患者 ꎬ19 岁ꎮ 右下颌第一磨牙轻微疼痛 ꎬX 线见第一磨牙根尖有一 圆形界线清楚
的阻射区 ꎬ镜下见骨小梁的厚度和数量增加 ꎬ骨髓腔窄小 ꎬ腔内有纤维组织及少量炎细胞浸润ꎮ

据此可诊断为

A.Garre 骨髓炎 B.致密性骨炎
C.慢性化脓性骨髓炎 D.结核性骨炎
E.慢性局灶性骨髓炎
【 答案】 B

【 解析】 致密性骨炎是通过根尖区 X 线片见有阻射影 ꎬ镜检见骨小梁的厚度和数量增加 ꎬ

骨髓腔变窄 ꎬ腔内有纤维组织及少量炎细胞浸润 ꎬ而诊断为致密性骨炎ꎮ

8.患者 ꎬ男性 ꎬ46 岁ꎮ 口底多间隙感染 ꎬ肿胀明显 ꎬ可及 ꎬ主诉呼吸困难ꎮ

下列处理正确的是

A.加大抗生素剂量 B.广泛切开引流
C.局部冷敷 D.穿刺抽脓
E.气管切开
【 答案】 B

【 解析】 口底多间隙感染容易导致呼吸困难 ꎬ 引起窒息的发生 ꎬ所以应广泛切开引流 ꎬ减轻

局部压力 ꎮ

9.男 ꎬ10 岁ꎮ 左面颊部皮脂腺囊肿感染反复发作 ꎬ分析原因 ꎬ主要是
A.抗生素用量不足 B.感染细菌的抗药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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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5+2+1 ”

C.未及时切除病灶 D.引流不畅
E.全身抵抗力差
【 答案】 C

【 解析】 ꎬ切开皮肤后分离 ꎬ摘除囊壁 ꎮ

皮脂腺囊壁比较薄 ꎬ应避免破裂 ꎬ囊肿并发感染时 ꎬ应切开排出脓液 ꎬ待感染控制 3 个月后手术

切除 ꎮ 如果病灶不切除会造成皮脂腺囊肿反复发作 ꎮ

10.某患者患下颌骨恶性肿物 ꎬ进行性张口困难 ꎬ下唇麻木 ꎬ出现这些症状的可能原因
A.颊神经及颞下颌关节受累 B.下颌缘支及升颌肌群受累
C.下牙槽神经及升颌肌群受累 D.颊神经及升颌肌群受累
E.下颌缘支及颞下颌关节受累
【 答案】 C

【 解析】 在此病例中 ꎬ 临床出现下唇麻木的最可能原因肿瘤压迫了支配下唇的感觉神经 ꎬ

根据三叉神经的分布 ꎬ我们知道颊神经是支配下颌后牙颊侧牙龈及颊部黏膜的ꎻ支配下唇的感

觉神经是下牙槽神经ꎻ而下颌缘支为面神经分支 ꎬ属于运动神经 ꎬ支配降 口 角肌群等ꎮ 张 口 受

限可能的原因有肌肉受累或关节受累ꎮ 因此 ꎬ综合分析答案 C 是正确的ꎮ

11 .男性 ꎬ25 岁ꎮ 因口腔颌面部创伤致 ꎬ 口底肿胀ꎬ来院就诊 ꎬ最有效
合理的止血方法是
A.注射止血针 B.指压患侧的颈总动脉
C.用纱布块填塞止血 D.创口缝合止血
E.做颈外动脉结扎术
【 答案】 D

【 解析】 舌体是血液循环十分丰富的器官 ꎬ裂伤后出血明显而且容易致口底肿胀或血肿造

成上呼吸道梗阻 ꎬ 因此最佳处理是创口缝合止血 ꎬ剩余方法如注射止血针、用纱布块填塞止血、

指压患侧颈总动脉、颈外动脉结扎术均不是最有效方法 ꎮ

12.下列对牛角钳描述正确的是
A.多用于拔除下颌磨牙二根者
B.多用于拔除上颌磨牙二根者
C.适用于拔除下颌磨牙三根者
D.适用于拔除下颌第一磨牙远中颊根扁平、远中舌根细而圆者
E.多用于拔除阻生齿
【 答案】 A

13.碘酊用于口腔黏膜消毒常用的浓度为
A.0.5% B.1 .0%

C.2.0% D.3.0%

E.5%

【 答案】 B

【 解析】 碘酊杀菌力强 ꎬ但刺激性大 ꎬ故在不同部位使用浓度不同 :

ꎬ使用后应予脱碘 ꎬ碘过敏者禁用ꎮ

14.儿童行舌系带矫正术时 ꎬ最好的年龄是
A.4 ~6 个月 B.7 ~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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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2 岁 D.3 ~4 岁
E.4 ~5 岁
【 答案】 C

【 解析】 儿童行舌系带矫正术应在学说话之前进行 ꎬ在 1 ~2 岁期间最佳 ꎬ故 C 正确ꎮ

15. 的器械消毒方法是
A.高压蒸汽灭菌法 B.化学蒸汽压力灭菌法

C.干热灭菌法 D.酒精浸泡法
E.碘伏表面消毒法
【 答案】 D

【 解析】 ꎬ ꎬ 浸泡消毒效果难以

保证ꎮ

16.上颌骨骨折下垂移位引起的呼吸困难的主要抢救措施是
A.清除分泌物 B.头低侧卧位
C.上提并固定上颌骨 D.拉舌至口外
E.止血
【 答案】 C

【 解析】 此类骨折好发生阻塞性窒息 ꎬ 可临时采用筷子、压舌板或类似器材横放于

ꎬ将上颌骨骨折块向上悬吊 ꎬ 并将两端固定于头部绷带上应当上提并固定上颌

骨 ꎬ防止组织向后下方移位 ꎬ阻塞气道ꎮ

17.3 岁的女孩 ꎬ因左下颌疼痛就诊 ꎬ临床检查 :左侧下颌较对侧丰满 ꎬ皮肤无红肿ꎻ口内检
查 :牙体无龋坏 ꎬ牙齿萌出正常ꎻ两侧颞下颌关节区无压痛 ꎬ开口度正常 ꎬ体温不高 ꎻ曲面体层片
显示 :左侧下颌支、下颌角骨质沿颌骨外形膨胀性生长 ꎬ其内可见点片状高低密度混杂影 ꎬ骨小
梁结构消失 ꎬ病变区与正常骨组织无明确分界 ꎬ全口牙体结构、萌出未见异常ꎮ 根据以上表现 ꎬ

可以考虑以下哪种疾病的可能性最大
A.牙源性中央性颌骨骨髓炎 B.牙源性边缘性颌骨骨髓炎
C.颌骨骨肉瘤 D.颌骨骨纤维异常增殖症
E.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生症
【 答案】 D

【 解析】 沿颌骨外形膨胀性生长为颌骨骨纤维异常增殖症的特征性影像学表现 ꎮ

18.男性患者颊部撕脱伤 ꎬ就诊时出血量较多 ꎬ并有休克症状 ꎬ首先应采取的措施是
A.安静 B.补充血容量
C.镇静 D.清创缝合
E.防止感染
【 答案】 B

【 解析】 ꎬ对于出血性休克的患者首先应先补充血

容量ꎮ

19.某患者因车祸被抬入急诊室 ꎮ CT 检查显示颅内有血肿 ꎬ量约 30mL ꎬ合并下颌骨开放
性骨折 ꎮ 并有舌后坠 ꎬ抢救原则首先是

B.下颌骨结扎固定
D.保持呼吸道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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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５＋２＋１”

Ｅ .开颅手术
【 答案】 Ｄ

【 解析】 该患者合并下颌骨开放性骨折 ꎬ并有舌后坠 ꎬ可造成呼吸道阻塞 ꎬ使伤员在短时间

内死亡 ꎬ故首先要保持呼吸道通畅ꎮ

２０.一患者发生 Ｌｅｆｏｒｔ Ⅰ型骨折 ꎬ关于其临床表现正确的是
Ａ .多伴有颅脑损伤

Ｂ .骨折线由鼻额缝向两侧横过鼻梁、眶下 ꎬ达到翼突
Ｃ .咬合异常 ꎬ可发生前牙开
Ｄ .颅面分离 ꎬ面中份凹陷变长
Ｅ .出现眶下区麻木
【 答案】 Ｃ

【 解析】 ＬｅＦｏｒｔＩ型骨折又称上颌骨低位骨折或水平骨折 ꎮ 骨折线从梨状孔水平、牙槽突上

方向两侧水平延伸至上颌翼突缝ꎮ 骨折线位置较低 ꎬ一般不并发颅脑损伤 ꎬ其主要的临床表现

为咬合的异常 ꎮ

２１.患者因下颌第三磨牙断根常规难以拔除 ꎬ故行翻瓣去骨法将断根取出 ꎬ术后组织瓣近
中缝合处出现塌陷、伤口裂开、愈合延迟 ꎮ 可能的原因是

Ａ .手术创伤较大 ꎬ伤口恢复较慢 Ｂ .瓣底窄、游离端宽
Ｃ .瓣下无骨组织支撑 Ｄ .瓣设计的过大
Ｅ .复位不正确
【 答案】 Ｃ

【 解析】 在行翻瓣去骨法拔除断根或行其他手术时 ꎬ要求瓣的下方必须有骨的支持 ꎬ这样

才能有良好的血运及减小组织瓣的张力及组织瓣与组织的贴合 ꎬ故 Ｃ 正确ꎮ

２２.下颌骨骨折后颌间固定的时间为
Ａ.２~４ 周 Ｂ.４~６周
Ｃ.６~８ 周 Ｄ.８~１０周
Ｅ .１０~ １２周
【 答案】 Ｂ

【 解析】 颌间固定是为了恢复和维持正常的咬合关系 ꎬ

ꎮ

２３.拔除残根时 ꎬ最容易进入上颌窦的是
Ａ .上颌第一前磨牙的牙根 Ｂ .上颌第二前磨牙的牙根
Ｃ .上颌第一磨牙的远中颊根 Ｄ .上颌第一磨牙的腭侧根
Ｅ .上颌第二磨牙的腭侧根
【 答案】 Ｄ

【 解析】 ꎬ 已有穿孔时 ꎬ如小的穿孔( 直径

２ ｍｍ左右) ꎬ可按拔牙后常规处理 ꎬ待其自然愈合ꎮ 中等大小的穿孔( 直径 ２ ~ ６ ｍｍ)也可按上

述方法处理后 ꎬ将两侧牙龈拉拢后缝合ꎮ 穿孔大于 ７ ｍｍꎬ需用邻位组织瓣关闭创 口ꎮ

２４.牙槽突骨折牙弓夹板应跨过骨折线至少多少个牙位
Ａ.１ Ｂ.２
Ｃ.３ Ｄ.４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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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

【 答案】 C

【 解析】 必须跨过 方可固定牙槽突骨折 ꎮ

25.在有感染的肉芽创面上植皮 ꎬ宜选用
A.表层皮片 B.薄中厚皮片
C.厚中厚皮片 D.全厚皮片
E.管网全厚皮片
【 答案】 A

【 解析】 皮片可分为表层皮片、中厚皮片、全厚皮片ꎮ 皮片本身没有血供 ꎬ移植成功的条件
是受毛细血管生长进入皮片ꎮ

26.新生儿颌骨骨髓炎的感染来源多为
A.腺源性 B.血源性
C.损伤性 D.牙源性
E.医源性
【 答案】 B

【 解析】 新生儿骨髓炎以血源性感染多见 ꎬ其次为接触或直接损伤感染 ꎬ故 B 正确ꎮ

27.面部疖痈易发生全身并发症的原因 ꎬ除外
A.病原菌毒力强 B.静脉多有瓣膜
C.颜面部血液循环丰富 D.颜面表情肌的活动
E.感染侵入面静脉时血栓形成 ꎬ致静脉回流受阻
【 答案】 B

【 解析】 病原菌毒力强是面部疖痈并发症好发的原因之一 ꎬ所以 A 不能选ꎻ颜面部血液循
环丰富也是造成感染容易扩散的原因 ꎬ所以 C 不能选 ꎬ颜面部的表情肌活动频繁 ꎬ容易引起感
染的扩散 ꎬ所以 D 也不能选ꎻ感染侵入面静脉时血栓形成 ꎬ致静脉回流受阻也是感染扩散引起
并发症的重要原因 ꎬ所以 E 不选ꎻ面部静脉多无瓣膜 ꎬ 比较容易发生逆行性感染 ꎬ所以 B 选项
错误 ꎬ选 B ꎮ

28.哪一项不是下颌骨易发生骨折的薄弱部位

A.正中联合 B.颏孔区
C.下颌角 D.喙突
E.髁状突颈部
【 答案】 D

【 解析】 下颌骨是颌面诸骨中体积最大、面积最广、位置最突出者 ꎬ在结构上存在易发生骨

折的薄弱部位 : ꎮ

29.脱位牙再植后最好的愈合方式是
A.骨性粘连 B.牙周膜愈合
C.牙根面炎症性外吸收 D.牙根炎症性内吸收
E.牙脱落
【 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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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脱位牙再植后的愈合方式有牙周膜愈合、骨性愈合、纤维性愈合 ꎮ

３０.下颌第三磨牙阻生适宜做龈瓣切除术的情况是

Ａ .水平阻生 ꎬ冠周炎反复发作

Ｂ .前倾阻生 ꎬ前方邻牙远中龋坏
Ｃ .前倾阻生 ꎬ龈瓣上有咬痕
Ｄ .垂直阻生 ꎬ升支前方有足够空隙 ꎬ对颌牙位置正常
Ｅ .颊向阻生 ꎬ对颌牙位置正常
【 答案】 Ｄ

【 解析】 ꎮ

３１.关于脓肿切开引流操作错误的是
Ａ .切口的位置在脓肿的低位
Ｂ .切口的位置选择在愈合后瘢痕隐蔽的位置

Ｃ .颜面危险三角区的脓肿切开后只能轻度挤压
Ｄ .最好选择在口内切开引流

Ｅ .切开至黏膜下或皮下 ꎬ可钝性分离扩大创口
【 答案】 Ｃ

ꎬ以保证引流通畅

配套名师高清视频

【 解析】 颜面危险三角区静脉常无瓣膜 ꎬ致使在鼻根向两侧口角区域内发生的感染易向颅

内扩散 ꎬ故不能挤压ꎮ

３２.近年来女性口腔癌发病率的变化趋势是
Ａ.上升 Ｂ .下降
Ｃ .不变 Ｄ.无规律
Ｅ .波浪式
【 答案】 Ａ

【 解析】 据调查 ꎬ女性口腔癌的患病率增长快 ꎬ 口腔癌男女的比例下降 ꎬ故本题选 Ａ ꎮ

３３.颌骨骨折最重要的临床体征是
Ａ .骨折段异常活动 Ｂ .局部肿痛
Ｃ .骨摩擦音 Ｄ .咬合错乱
Ｅ .张口受限
【 答案】 Ｄ

【 解析】 ꎮ

３４.关于腮腺多形性腺瘤手术的叙述 ꎬ错误的是
Ａ .肿瘤在深叶时 ꎬ将肿瘤连同全腮腺切 Ｂ .各种术式均要保留面神经
Ｃ .单纯肿瘤摘除术 Ｄ .将肿瘤连同周围腮腺组织一并切除术
Ｅ .肿瘤在浅叶时 ꎬ将肿瘤和腮腺浅叶一并切除术
【 答案】 Ｃ

【 解析】 多形性腺瘤的治疗为手术切除 ꎬ

３５.最易并发脑脊液鼻漏的颌骨骨折是
Ａ .ＬｅＦｏｒｔ Ⅰ型骨折 Ｂ .ＬｅＦｏｒｔ Ⅱ型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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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ＬｅＦｏｒｔⅢ型骨折 Ｄ .髁状突骨折
Ｅ .下颌骨正中骨折
【 答案】 Ｃ
【 解析】 ＬｅＦｏｒｔⅢ型骨折 :又称上颌骨高位骨折或颧弓骨折 ꎮ 骨折线自鼻额缝向两侧横过

鼻梁、 、经颧额缝向后达翼突 ꎬ形成颅面分离 ꎬ常使面中部凹陷 ꎬ变长ꎮ 此型骨折多伴有颅

底骨折或颅脑损伤出现 ꎮ

３６.下牙槽神经阻滞麻醉时出现面瘫 ꎬ一般的处理方法为

Ａ .注射维生素 Ｂ .局部热敷
Ｃ .局部理疗 Ｄ . 口服镇静剂
Ｅ .不做特殊处理
【 答案】 Ｅ

【 解析】 下牙槽神经阻滞麻醉时 ꎬ操作不慎可致暂时性面神经麻痹 ꎮ

３７.腮腺扪诊的正确方法为
Ａ .以示、中、环指 ３ 指提拉式扪诊 Ｂ .以示、中、环指 ３ 指平触为宜
Ｃ .双手合诊 Ｄ .双指合诊
Ｅ .以拇指、示指挤触
【 答案】 Ｂ

【 解析】 双手合诊适用于 口底 ꎬ下颌下检查ꎻ双指合诊适用于唇、颊、舌部检查ꎻ腮腺扪诊以

示、中、环指 ３ 指平触为宜ꎮ

３８.颞部外伤出血进行压迫止血的有效部位是
Ａ .耳屏前区 Ｂ .颈动脉三角区
Ｃ .颌外动脉 Ｄ .下颌角区
Ｅ .咬肌前缘
【 答案】 Ａ

【 解析】 在咬肌止端前缘的下颌骨骨面上压迫面动脉 ꎻ在耳屏前压迫颞浅动脉 ꎮ 在 口腔、

咽及颈部严重出血时 ꎬ可直接压迫患侧颈总动脉 ꎬ用拇指在胸锁乳突肌前缘 ꎬ环状软骨平面将

颈总动脉压闭在第 ６ 颈椎横突上 ꎬ持续时间一般不超过 ５ 分钟ꎮ

３９. 由小痣细胞组成 ꎬ位于真皮内的是
Ａ .交界痣 Ｂ .皮内痣
Ｃ .复合痣 Ｄ .毛痣
Ｅ .雀斑样痣
【 答案】 Ｂ

【 解析】 ꎬ痣细胞在表皮和真皮交界处 ꎬ呈多个巢团状 ꎮ

ꎬ位于真皮内ꎬ所以 Ｂ 正确ꎮ

４０.在下颌下腺肿瘤的诊断中 ꎬ以下哪种是一种准确率较高的定性诊断方法
Ａ.ＣＴ检查 Ｂ.Ｘ 线检查
Ｃ .细针吸取活检 Ｄ.Ｂ 超
Ｅ.ＭＲＩ检查

【 答案】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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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细针吸取活检 :该方法通过细针吸取 ꎬ采集细胞标本 ꎬ观察人体实质性器官的肿瘤

及非肿瘤性组织的异常变化的细胞学表现 ꎬ通常用来检查实质性脏器的肿瘤 ꎬ确定细胞的良恶

性质及可能的组织类型 ꎮ

41 .舌下腺囊肿的内容物的特点是
A. 白色凝乳状物质 B.灰白色角化物质
C.豆腐渣样物质 D.蛋清样黏稠液体
E.淡黄色含胆固醇结晶液体
【 答案】 D

【 解析】 舌下腺囊肿呈浅紫蓝色 ꎬ扪之柔软有波动感ꎮ 囊肿常位于 口底的一侧 ꎬ有时可扩

展至对侧 ꎬ较大的囊肿可将舌抬起 ꎬ状似 “ 重舌 ” ꎮ 穿刺可抽出蛋清样黏稠液体ꎮ

42.牙拔除后至少多长时间 ꎬ拔牙创内形成凝血块而将创口封闭
A.5 分钟 B.10 分钟
C.15 分钟 D.30 分钟
E.45 分钟
【 答案】 C

【 解析】 拔牙创出血及血凝块形成 ꎬ拔牙后 ꎬ

ꎮ 此血块的存在有保护创 口、防止感染、促进创 口正常愈合的功能ꎮ

43.牙种植手术的禁忌证包括
A.颌骨肿瘤 B.严重习惯性磨牙症
C.精神病患者 D.糖尿病
E.以上都是
【 答案】 E

【 解析】 牙种植手术的禁忌证包括 :①全身情况差或严重系统疾病不能承受手术者 ꎮ ②严

重糖尿病 ꎮ ③ 口腔内有急、慢性炎症者ꎮ ④ 口腔或颌骨内有良、恶性肿瘤者 ꎮ ⑤某些骨疾病 ꎬ

如骨质疏松症、骨软化症及骨硬化症等 ꎮ ⑥严重习惯性磨牙症 ꎮ ⑦ 口腔卫生不良者 ꎮ ⑧精神
病患者 ꎮ

44.关于拔除下颌切牙的描述 ꎬ正确的是
A.下颌切牙与上颌切牙外形类似 ꎬ可使用旋转力
B.下颌切牙牙根较细易折断 ꎬ不可使用旋转力
C.下颌切牙牙根较细易折断 ꎬ可稍加旋转力
D.下颌切牙牙根较细但不易折断 ꎬ故摇动力与旋转力可同时使用
E.以上均不正确
【 答案】 B

【 解析】

45. 口腔颌面外科手术全身麻醉特点中不正确的是
A.麻醉与手术互相干扰 B.易于保持气道通畅
C.小儿与老年患者多 D.手术失血多
E.麻醉深度要求三期一级
【 答案】 B

【 解析】 由于气管插管的部位与手术视野在一起 ꎬ所以不利于气道的通畅 ꎬ所以选 B ꎮ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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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和麻醉的位置都在头部所以麻醉和手术容易相互干扰 ꎬ不选 A ꎮ 老年肿瘤患者较多 ꎬ小儿
畸形患者手术较多 ꎬ所以不选 C ꎮ 由于颌面部血运丰富 ꎬ所以术中失血相对较多 ꎬ不选 D ꎮ 麻
醉深度要求三期一级 ꎬ不选 E ꎮ

46.关于腺样囊性癌的说法 ꎬ错误的是
A.肿瘤沿骨髓腔侵袭时在影像学上表现为明显骨破坏
B.肿瘤浸润性极强
C.肿瘤易沿神经血管束扩散
D.颈淋巴结转移较少
E.肿瘤易侵入血管造成血行转移
【 答案】 A

【 解析】 肿瘤细胞沿着骨髓腔浸润 ꎬ常为散在的瘤细胞团 ꎬ脱钙不明显时 ꎬ在 X 线片上常无

明显的骨质破坏 ꎮ

47.下颌运动异常、疼痛、弹响和杂音是以下哪类疾病的主要症状
A.颞下窝肿瘤 B.颞下颌关节炎
C.颞下颌关节强直 D.颞下颌关节紊乱病
E.髁突肿瘤
【 答案】 D

【 解析】 颞下颌关节紊乱病并非指单一疾病 ꎬ 它是一类病因尚未完全清楚而又有相同或相

似临床症状的一组疾病的总称 ꎮ

ꎮ

48.腭裂的临床特点是
A.吸吮功能障碍 B.牙齿错位萌出
C.听力降低 D.软腭正中线黏膜呈浅蓝色
E.以上均是
【 答案】 E

【 解析】 腭裂的临床特点有 :腭部解剖形态的异常ꎻ吸吮功能障碍 ꎻ腭裂语音ꎻ口鼻腔自洁

环境的改变ꎻ牙列错乱ꎻ听力降低ꎻ颌骨发育障碍 ꎬ 当出现黏膜下裂时 ꎬ可见到软腭正 中线黏膜

呈浅蓝色 ꎮ

49.不属于痣样基底细胞癌综合征临床表现的是
A.分叉肋 B.多发性角化囊肿
C.颅骨异常 D.眶距缩窄
E.小脑镰钙化
【 答案】 D

【 解析】 多发性角化囊肿同时伴发皮肤基底细胞痣(或基底细胞癌) ꎬ有分叉肋、

等症状时 ꎬ称为基底细胞癌综合征ꎮ

50.使用拔牙钳拔牙过程中可以摇动、扭转和牵引三种力量 ꎬ下列描述正确的
A.拔除上颌第一磨牙时可以使用扭转力量 ꎬ然后牵引拔除
B.拔除上颌第一前磨牙时可以使用扭转力
C.拔除上颌前牙时可以使用扭转力

D.为了尽快拔除患牙 ꎬ使用摇动力时 ꎬ摇动的幅度要大 ꎬ以便尽快扩大牙槽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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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牵引力应与摇动和扭转结合使用 ꎬ 向阻力较大的方向进行
【 答案】 C

【 解析】

ꎮ

51 .以下哪项不是鼻骨骨折后的临床表现
A.移位和畸形 B.鼻出血
C.鼻通气障碍 D.眼睑部瘀斑
E.复视
【 答案】 E

【 解析】 ꎮ

52.高分子可吸收接骨板完全吸收的时间为
A.半年 B.1 年
C.3 年半 D.2 年
E.3 年
【 答案】 D

【 解析】 可吸收骨板可以伴随骨折愈合转化吸收 ꎬ其中的时间大概需要 2 年ꎮ

53.以下哪点不是颞下颌关节强直的病因
A.瘢痕 B.颌骨肿瘤
C.损伤 D.类风湿关节炎
E.上下颌间瘢痕挛缩
【 答案】 B

【 解析】 关节内强直多发生在 15 岁以前的儿童ꎮ 常见的原因是化脓性炎症 ꎬ 以化脓性中
耳炎最常见ꎮ 另一个常见原因是创伤导致的关节损伤 ꎬ 多数在儿童期由于下颌骨损伤 ꎬ尤其是
颏部的对冲性损伤造成 ꎮ 使用产钳 ꎬ损伤了关节也可引起关节强直 ꎮ 血源性化脓性关节炎及
类风湿关节炎所致的关节强直比较少见 ꎬ关节外强直常见病因力软组织或肌肉损伤所产生的
瘢痕 ꎬ患者常有严重创伤史、感染史或不正确的外科手术史ꎮ 咽部、颞下窝肿瘤放射治疗后 ꎬ颌
面软组织广泛纤维性变 ꎬ也可造成颌间瘢痕挛缩 ꎮ

54.带蒂皮瓣断蒂一般在第一次手术后多长时间进行

A.7 天 B.7 ~ 14 天
C.14 ~21 天 D.21 ~ 31 天
E.30 ~40 天
【 答案】 C

【 解析】 带蒂皮瓣断蒂一般在 ꎬ这样才能保证皮瓣的成活ꎮ

55.化脓性颌骨骨髓炎急性期的 X 线片表现是
A.骨小梁有斑点状吸收 B.有骨膜反应
C.有死骨形成 D.颌骨未见明显改变
E.破坏骨周围有骨质增生
【 答案】 D

【 解析】 X 线片检查在骨髓炎的急性期常看不到有骨质破坏 ꎮ 一般在发病 ꎬ进入慢

性期 ꎬ颌骨已有明显破坏后 ꎬX 线片检查才具有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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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下列关于颌面畸形的描述 ꎬ正确的是
Ａ .颌面畸形患者必然存在错颌 Ｂ .上下颌骨关节异常
Ｃ .是颌骨与颅骨骨骼的异常关系 Ｄ .畸形都是对称的
Ｅ .以上均正确

【 答案】 Ａ
５７.对于炎症期患者的拔牙 ꎬ

Ａ .牙源性感染引起急性蜂窝织炎时 ꎬ为控制病情 ꎬ应尽早拔出患牙
Ｂ .急性冠周炎时阻生牙拔出创伤大 ꎬ可导致炎症扩散 ꎬ应在炎症控制后拔牙
Ｃ .急性牙源性感染患者应推迟拔牙
Ｄ .急性传染性口炎患者应推迟拔牙
Ｅ .对于放疗后的患者 ꎬ拔出照射区的患牙时应慎重 ꎬ必须拔牙时也应给予足量抗生素
【 答案】 Ａ

【 解析】 如残根等引起急性蜂窝织炎时 ꎬ应首先控制炎症 ꎬ 引起感染的残根的处理是第二

位的 ꎬ但为了更好地控制炎症 ꎬ一旦有可能 ꎬ也应及时拔出患牙ꎮ

５８.下列哪种唾液腺肿瘤易侵犯面神经 ꎬ引起疼痛、面瘫等神经症状
Ａ .腺样囊性癌 Ｂ .黏液表皮样癌
Ｃ .多形性腺瘤 Ｄ .沃辛瘤
Ｅ .未分化癌
【 答案】 Ａ

【 解析】 腺样囊性癌临床症状与多形性腺瘤相类似 ꎬ但此瘤易于

ꎬ发生在腮腺者 ꎬ可导致面神经麻痹ꎮ

５９.ＬｅＦｏｒｔＩＩ型骨折是指
Ａ .颧弓上骨折 Ｂ .锥形骨折
Ｃ .水平骨折 Ｄ .纵形骨折
Ｅ .矢状骨折
【 答案】 Ｂ

【 解析】 ＬｅＦｏｒｔ按骨折线的高低位置 ꎬ将其分为三型 ꎮ ＬｅＦｏｒｔＩ型骨折 :又称上颌骨低位骨
折或水平骨折 ꎮ 骨折线从梨状孔水平、牙槽突上方向两侧水平延伸至上颌翼突缝 ꎮ ＬｅＦｏｒｔＩＩ
型骨折 :又称上颌骨中位骨折或锥形骨折 ꎮ 骨折线自鼻额缝向两侧横过鼻梁、内侧壁、眶底、颧
上颌缝 ꎬ再沿上颌骨侧壁至翼突ꎮ 有时可波及筛窦达颅前凹 ꎬ 出现脑脊液鼻漏ꎮ ＬｅＦｏｒｔⅢ型骨
折 :又称上颌骨高位骨折ꎮ 骨折线自鼻额缝向两侧横过鼻梁、眶部 ꎬ经颧额缝向后达翼突 ꎬ形成
颅面分离 ꎬ常使面中部凹陷、变长ꎮ 此型骨折多伴有颅底骨折或颅脑损伤 ꎬ 出现耳、鼻出血或脑
脊液漏 ꎮ

６０.髁状突颈部骨折后髁状突常被拉向前内方是由于患侧
Ａ .颞肌的作用 Ｂ .咬肌的作用
Ｃ .翼内肌的作用 Ｄ .翼外肌的作用
Ｅ .关节韧带的作用
【 答案】 Ｄ

【 解析】 翼外肌有上、下两头 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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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ꎬ向后外方走行 ꎬ止于髁突颈部的关节翼肌窝、关节囊和关节盘ꎮ 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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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三叉神经痛疼痛的特点是
A.疼痛常因吞咽、讲话而引起

B.疼痛常由于咀嚼、大张口时诱发
C.持续性剧痛 ꎬ夜间加剧

D.疼痛常伴有耳颞区皮肤发红、多汗、唾液分泌及颞浅动脉搏动增加
E.骤然发生的闪电样剧烈疼痛 ꎬ持续时间较短 ꎬ夜间减弱或消失
【 答案】 E

【 解析】 三叉神经痛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在三叉神经某分支区域内 ꎬ

62.哪项不是牙源性角化囊性瘤 X 线的特点
A.有单囊和多囊之分 ꎬ单囊多见 B.沿颌骨长轴发展
C.下颌多见 D.牙根吸收多呈截断状
E.囊肿可向舌侧膨隆
【 答案】 D

【 解析】 牙源性角化囊性瘤的 X 线表现为 :

63.原发性第二鳃裂瘘外口多位于

A.颈中、下 1/3 ꎬ胸锁乳突肌前缘处 B.胸锁乳突肌前缘后
C.腮腺前缘 D.颈动脉鞘后部
E.茎突后缘
【 答案】 A

【 解析】 原发性第二鳃裂瘘外 口 多位 :

64.关于静脉畸形描述错误的是
A.好发于颊、颈、眼睑 B.体位移动试验阴性
C.颜色可能正常 D.颜色可能为蓝色
E.边界不太清楚
【 答案】 B

【 解析】 静脉畸形好发于颊、颈、眼睑、唇、舌或 口底部ꎮ 位置深浅不一 ꎬ如果位置较深 ꎬ则
皮肤或黏膜颜色正常 ꎻ

当头低位时 ꎬ病损区则充血膨大ꎻ恢复正 常位后 ꎬ肿胀亦随之缩小 ꎬ恢复原状 ꎬ

此称为体位移动试验阳性 ꎮ

65. 口腔内缝线打结应打

A.单重结
C.三重结
E.五重结
【 答案】 C

【 解析】 口腔内缝线打结应打三重结 ꎮ

B.二重结
D. 四重结

210



第八 章 口腔颌面外科学

６６.唾液腺炎最主要的感染途径是
Ａ .损伤性 Ｂ .血源性
Ｃ .逆行性 Ｄ .淋巴源性
Ｅ .邻近组织炎症波及
【 答案】 Ｃ

【 解析】

６７.腮腺良性肥大的改变属于
Ａ .炎症性 Ｂ .非炎症性
Ｃ .病毒感染性 Ｄ .特异性感染
Ｅ .家族性
【 答案】 Ｂ

【 解析】 唾液腺良性肥大是一种非肿瘤、非炎症、慢性、再发性、无痛性肿大的唾液腺疾病ꎮ

６８.发于舌背部的舌癌 ꎬ早期常转移至
Ａ .颏下或颈深中群淋巴结 Ｂ .颈淋巴结
Ｃ .下颌下淋巴结 Ｄ .脾部
Ｅ .肝部
【 答案】 Ｂ

【 解析】

ꎮ

６９. 目前认为 ꎬ骨结合

Ａ .是指种植体与骨组织之间仅有薄薄的一层结缔组织
Ｂ .是指种植体与骨组织之间完全没有结缔组织
Ｃ .在生物相容性不良时也能形成

Ｄ . 比纤维－骨性结合的种植体成功率低

【 解析】

７０.以下关于颞下颌关节紊乱病的叙述 ꎬ

Ａ .并非指单一疾病 ꎬ而是一组疾病的总称

Ｂ .是多因素所致疾病 ꎬ关节内微小创伤与精神心理因素是本病的两个主要致病因素
Ｃ .本病有自限性

Ｄ .３ 个主要临床症状是下颌运动异常、疼痛及关节弹响和杂音
Ｅ .治疗不及时会发生关节强直
【 答案】 Ｅ

【 解析】 颞下颌关节紊乱病有自限性 ꎬ一般不发生关节强直 ꎮ 颞下颌关节紊乱病好发于青
壮年 ꎬ以 ２０~ ３０岁患病率、就诊率最高ꎮ 颞下颌关节紊乱病并非指单一疾病 ꎬ它是一类病因尚
未完全清楚而又有相同或相似临床症状的一组疾病的总称 ꎮ 一般都有颞下颌关节区及(或)

咀嚼肌痛、下颌运动异常和伴有功能障碍以及关节弹响、破碎音及杂音三类症状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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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关于双侧颞下颌关节急性前脱位的叙述 ꎬ

A.下颌前伸 ꎬ颏部前突 B.前牙开 ꎬ不能闭口
C.耳屏前肿胀 ꎬ后牙接触 D.必要时作 X 线检查排除髁状突骨折
E.复位后应限制下颌运动 2 ~ 3 周
【 答案】 C

【 解析】 急性前脱位触诊耳屏前方有凹陷 ꎬ髁状突骨折是耳屏前肿胀疼痛 ꎮ 急性前脱位可

为单侧或双侧 ꎮ 双侧脱位的症状是 :①下颌运动异常 ꎬ患者呈开口状 ꎬ说话、咀嚼和吞咽均有困
难 ꎻ检查时可见前牙开 、反 ꎮ ②下颌前伸 ꎬ 两颊变平 ꎮ ③触诊耳屏前方有凹陷 ꎬ在颧弓下
可触到脱位的髁突 ꎮ ④X 线片可见髁突脱位于关节结节前上方 ꎮ 单侧急性前脱位者 ꎬ颏部中

线及下前牙中线偏向健侧 ꎬ健侧后牙反 ꎮ

72.不符合舌损伤缝合要求的是
A.边距稍大 B.保持舌的长度

C.小针细线缝合 D.缝得深些 ꎬ多带些组织
E.最好加褥式缝合
【 答案】 C

【 解析】 否组织较脆 ꎬ活动性大 ꎬ缝合处易于撕裂 ꎬ故应采用较粗的丝线(4 号以上缝线)进

行缝合ꎮ ꎬ进针距创缘要稍远 ꎬ深度要深 ꎬ尽可能多带一 些组织 ꎬ 以

防创 口裂开或缝线松脱 ꎬ最好加用褥式缝合ꎮ

73.临床区别颌下腺肿块与颌下淋巴结的主要方法是
A.探诊 B.听诊
C.望诊 D. 叩诊
E. 口内外双合诊
【 答案】 E

【 解析】 颌下腺肿块在 口 内、外触诊都有感觉 ꎬ颌下淋巴结在 口 内不容易触诊出来ꎮ

ꎮ

74.干槽症的诊断标准不包括以下哪项

A.拔牙后 1 ~2 天有剧烈疼痛 B.可向耳颞部 ꎬ下颌下区或头顶部放射
C.拔牙窝内空虚 D.拔牙窝内有腐败坏死的血凝块
E. 口腔内可有臭味
【 答案】 A

【 解析】 ꎬ前者更严重而多见ꎮ 主要症状发生在术
后 3 ~4 天后的持续性疼痛 ꎬ可向耳颞部放射ꎮ 检查时 ꎬ可见拔牙窝空虚 ꎬ牙槽骨壁表面有灰白
色假膜覆盖 ꎬ创内有腐败坏死物质 ꎬ有明显臭味 ꎬ骨壁有明显触痛 ꎬ创 口周围牙龈略红肿 ꎻ局部
淋巴结可有肿大 ꎬ压痛ꎮ 偶有发生张 口 受限、低热、全身不适等症状者ꎮ 治疗原则 :清创 ꎬ 隔离
外界刺激 ꎬ促进肉芽组织、生长ꎮ

75.通常不会引起张口受限的间隙感染是

A.颞下间隙感染
C.咬肌间隙感染
E.颞间隙感染
【 答案】 B

B.眶下间隙感染
D.翼下颌间隙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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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张 口 受限的间隙只是针对张闭口肌肉的间隙 ꎬ如咬肌间隙感染、翼下颌间隙感染 、

颞间隙等 ꎬ

７６.唇裂术后使用唇弓减张的时间至少是
Ａ.７ 天 Ｂ.１０天
Ｃ.１４天 Ｄ.３ 周
Ｅ.３ 个月
【 答案】 Ｂ

【 解析】 在使用期间 ꎬ应注意观察皮肤对胶

布有无过敏反应和皮肤压伤 ꎬ如有发生应及时拆除 ꎮ

７７. 口腔颌面部感染的主要途径是
Ａ .牙源性感染 Ｂ .腺源性感染
Ｃ .损伤性感染 Ｄ .血源性感染
Ｅ .医源性感染
【 答案】 Ａ

【 解析】 病原菌通过病变牙或牙周组织进入体内发生感染者 ꎬ称为牙源性感染 ꎮ 牙在解
剖结构上与颌骨直接相连 ꎬ 牙髓及牙周感染可向根尖 、牙槽突、颌骨以及颌面部蜂窝组织间
隙扩散由于龋病、牙周病、智牙冠周炎均为临床常见病 ꎬ故口腔颌面部感染的主要途径是牙
源性感染 ꎮ 腺源性由面颈部淋巴结感染扩散而引起 ꎮ 损伤性继发于损伤后的感染 ꎮ 血源
性机体其他部位的化脓性病灶通过血液循环形成的口腔颌面部化脓性病变 ꎮ 医源性医务
人员诊疗过程中( 如 :查体、局部麻醉、手术 、穿刺等操作) 未严格遵守无菌原则和院内感染
管理制度造成的继发性感染称医源性感染 ꎮ

７８.在术中 ꎬ种植体与骨组织间的结合方式最理想的是

Ａ .纤维－骨性结合 Ｂ . 肉芽－骨性结合

Ｅ .骨性结合拟牙周膜性结合
【 答案】 Ｃ

【 解析】

７９.下列哪项不是放射性颌骨骨髓炎的临床特点
Ａ .病程发展缓慢 ꎬ可在放疗后十余年才出现症状
Ｂ .死骨分离速度缓慢
Ｃ .死骨与正常骨界线清楚

Ｄ .骨面暴露部位长期溢脓 ꎬ久治难愈
Ｅ .可形成口腔和面颊部洞穿缺损
【 答案】 Ｃ

【 解析】 放射性颌骨骨髓炎病程发展缓慢 ꎬ往往在放射治疗后 ꎬ数月乃至十余年始出现症
状 ꎮ 发病初期呈持续性针刺样剧痛 ꎬ 由于放疗引起黏膜或皮肤溃疡 ꎬ致牙槽骨、颌骨骨面外露 ꎬ

呈黑褐色ꎻ继发感染后在露出骨面的部位长期溢脓 ꎬ久治而不愈 ꎮ 放射后的颌骨破骨细胞与成

骨细胞的再生能力低下 ꎬ致死骨分离的速度非常缓慢ꎮ 因此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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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颌骨牵张成骨技术的间歇期一般为
A.2 ~4 天 B.3 ~5 天
C.4 ~6 天 D.5 ~7 天
E.6 ~ 8 天
【 答案】 D

【 解析】 颌骨牵张成骨技术的间歇期是指从安放牵引器到开始牵引的时间 ꎬ

ꎮ

81 .下列关于成釉细胞瘤临床表现的描述 ꎬ

A.生长缓慢 B.男女发病无明显差别
C.是颌骨中心性上皮肿瘤 D.多发于老年人
E.除发生于颌骨外 ꎬ也可能发生于胫骨或脑垂体内
【 答案】 D

【 解析】 成釉细胞瘤为颌骨中心性上皮肿瘤 ꎬ 多发生于青壮年 ꎮ 以下颌体及下颌角部为常
见 ꎮ 生长缓慢 ꎬ初期无自觉症状ꎻ逐渐发展可使颌骨膨大 ꎬ造成畸形 ꎬ左、右面部不对称ꎮ 如肿
瘤侵犯牙槽突时 ꎬ可使牙松动、移位或脱落 ꎻ肿瘤继续增大时 ꎬ使颌骨外板变薄 ꎬ甚至吸收 ꎬ这时
肿瘤可以侵入软组织内ꎮ 由于肿瘤的侵犯 ꎬ可以影响下颌骨的运动度 ꎬ甚至可能发生吞咽、咀
嚼和呼吸障碍 ꎮ 肿瘤表面常见有被对颌牙造成的压痕 ꎬ如果咀嚼时发生溃疡 ꎬ可能造成继发性
感染而化脓、溃烂、疼痛ꎮ 当肿瘤压迫下牙槽神经时 ꎬ 患侧下唇及颊部可能感觉麻木不适ꎮ 如
肿瘤发展很大 ꎬ骨质破坏较多 ꎬ还可能发生病理性骨折ꎮ 成釉细胞瘤几乎没有性别差异 ꎬ 除发
生于颌骨外 ꎬ极少数可发生在胫骨或脑垂体内 ꎮ

82.男性 ꎬ60 岁ꎮ 右下后牙残冠行局麻下拔除术ꎮ 在局麻药注射时突然出现头晕 ꎬ胸闷 ꎬ面
色苍白ꎮ 全身冷汗 ꎬ恶心 ꎬ呼吸困难 ꎬ ꎬ应采取的措施

A.立即停止注射 B.放平椅位 ꎬ置患者于头低位
C.松解衣领 ꎬ保持呼吸通畅 D.氧气吸入 ꎬ静脉注射高渗葡萄糖
E.以上均是
【 答案】 E

【 解析】 对于麻醉时出现晕厥的患者 ꎬ ꎬ放平椅位 ꎬ松解衣领 ꎬ保持呼吸通

畅并给以安慰ꎮ 对于较轻晕厥 ꎬ不需特殊治疗 ꎬ对于失去知觉的重症晕厥 ꎬ可刺激患者呼吸 ꎬ压

迫或针刺人中穴 ꎬ必要时吸氧ꎮ 应选 E ꎮ

83.男 ꎬ60 岁ꎮ 行上颌结节注射麻醉后 ꎬ突然感到心悸、头晕、头痛、脉搏快而有力ꎮ 血压升
至 150/100mmHg ꎬ 口唇苍白 ꎬ应考虑

A. 中毒 B.晕厥
C.癔症 D.过敏
E. 肾上腺素反应
【 答案】 E

【 解析】 此患者注射麻药后感到心悸、 、头痛、脉搏快而有力 ꎬ血压升高 ꎬ是肾上腺素造

成的反应 ꎮ ꎬ所以 E 正确ꎮ

84.一患者不慎被玻璃划伤面部软组织 ꎬ查见左耳前区皮肤长约 5cm 纵向创口 ꎬ创缘整齐 ꎬ

有出血 ꎬ本病例一般不会合并以下哪项重要结构损伤
A.腮腺腺体损伤 B.腮腺导管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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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面前静脉及颌外静脉的损伤
E.颌面骨骨折
【 答案】 E

【 解析】 切割伤一般不会导致颌面骨骨折 ꎮ

85.患儿 ꎬ男性 ꎬ年龄 3 个月 ꎬ体重 6kg ꎬ生命体征平稳 ꎬ心肺未见异常 ꎬ血尿常规检查未见异
常 ꎮ 其左侧上唇连同鼻底裂开 ꎬ右侧上唇部分裂开 ꎬ鼻底尚完整ꎮ 在术前检查中 ꎬ影响手术的
内容不包括

A.上呼吸道感染 B.听力障碍
C.先天性心脏病 D.面部湿疹
E.不明原因的发热
【 答案】 B

【 解析】 ꎮ

86.某女性患者 ꎬ30 岁ꎮ 头面部被硬物击伤 ꎬ拍片证实上颌前部牙槽骨骨折 ꎬ并伴有牙龈撕
裂伤 ꎬ最正确的处理方式是

A.颌间结扎固定 B.去除活动的牙槽骨 ꎬ缝合软组织
C.复位牙槽骨 ꎬ单颌固定 ꎬ缝合软组织 D.将牙及牙槽骨复位 ꎬ缝合软组织
E.单纯缝合软组织
【 答案】 C

【 解析】

87.某男性患者 ꎬ23 岁ꎮ 入院诊断为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 ꎬ入院治疗后症状缓解 ꎬ现患者龋
齿严重欲拔牙 ꎬ则血红蛋白指标为多少时可以拔牙

A.>120g/L B.>110g/L

C.>100g/L D.>90g/L

E.>80g/L

【 答案】 E

【 解析】 当血红蛋白低于 时 ꎬ患者的抗感染能力过低 ꎬ拔牙后易发生感染ꎮ 血小板计

数应在 以上 ꎬ血友病患者 以上时进行拔牙 ꎮ

88.位于上颌恒侧切牙和尖牙牙根之间 ꎬX 线呈倒置梨形的囊肿是
A.球上颌囊肿 B.鼻腭囊肿
C.鼻唇囊肿 D.根尖周囊肿
E.残余囊肿
【 答案】 A

【 解析】

ꎮ

89.普鲁卡因偶能发生过敏反应的原因是

B.酰胺类药物
D.酯类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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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与青霉素交叉过敏
【 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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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酯类局麻药会引起过敏反应 ꎬ 包括普鲁卡因和丁卡因ꎮ

90.利多卡因一次最大用量为

A.10 ~50 mg B.80 ~ 100 mg

C.300 ~400 mg D.800 ~ 1 000 mg

E.1 500 mg

【 答案】 C

【 解析】

故选 C ꎮ

91 .采用平阳霉素治疗 ꎬ效果最佳的是
A.大囊型淋巴管瘤 B.海绵型淋巴管瘤
C.淋巴管瘤 D.毛细管型淋巴管瘤
E.蔓状血管瘤
【 答案】 A

【 解析】 ꎮ

92.对鳞状细胞癌首选的化疗药物是
A.长春新碱 B.氮芥
C.平阳霉素 D.环磷酰胺
E.氟尿嘧啶
【 答案】 C

【 解析】 单一化学药物治疗 :原则上应用选择性比较强的药物 ꎮ

素 ꎻ腺癌类应用喜树碱或氟尿嘧啶治疗 ꎮ

93.舌癌发生远处转移 ꎬ最常见的转移部位为
A.脑 B.骨
C.肝 D. 肾
E.肺
【 答案】 E

如鳞状细胞癌应用平阳霉

配套名师高清视频

【 解析】 舌癌常发生早期颈淋巴结转移 ꎬ且转移率最高 ꎬ 因舌体具有丰富的淋巴管和血液

循环 ꎬ加以舌的机械运动频繁 ꎬ这些都是促使舌癌转移的因素ꎮ 此外 ꎬ舌癌可发生远处转移 ꎬ一

般多转移至肺部 ꎮ

94.两段式两次法种植术第一次和第二次手术间隔时间
A.1 个月 B.2 个月
C.2 ~ 3 个月 D.3 ~4 个月
E.7 ~9 个月
【 答案】 D

【 解析】 种植体完成骨结合后 ꎬ 即可安装

愈合基桩 ꎮ

95.丁卡因不用于浸润麻酔的原因 ꎬ主要是该药
A.穿透力强 B.作用时间长
C.毒性大 D.刺激性大
E.可引起过敏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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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C

【 解析】 丁卡因的局麻作用强 ꎬ吸收后毒性也相应大 ꎬ黏膜穿透力强 ꎬ作用较快 ꎬ持续时间

长ꎮ 用于浸润麻醉时 ꎬ 因吸收面积大 ꎬ更易出现毒性反应 ꎬ故不用于浸润麻醉ꎮ 穿透性强是丁

卡因作为表面麻醉的原因 ꎻ作用时间长和刺激性大均不是不用于浸润麻醉的原因 ꎮ

96.舌癌的最好发部位
A.舌尖 B.舌背
C.舌根 D.舌腹
E.舌侧缘
【 答案】 E

【 解析】 舌癌是最常见的口腔癌之一 ꎮ ꎬ这与尖锐牙尖、不良修复

体等有一定关系 ꎬ其次是舌腹、舌背、舌尖ꎮ

97.眶下间隙感染向颅内扩散 ꎬ并发海绵窦血栓性静脉炎 ꎬ其扩散途径通常是
A.面前静脉 ꎬ颈内静脉 B.颞浅静脉 ꎬ内眦静脉
C.面前静脉 ꎬ颞浅静脉 ꎬ颈内静脉 D.面前静脉 ꎬ内眦静脉 ꎬ眼静脉
E.眶内静脉 ꎬ面前静脉
【 答案】 D

【 解析】 眶下间隙感染向颅内扩散途径是面前静脉 、内眦静脉、眼静脉 ꎮ 眶下间隙内的静

脉 回流应是 ꎬ由于眶下间隙内这些静脉内瓣膜少而薄弱 ꎬ 当
面部发生疖、痈感染时可向颅内扩散 ꎬ导致海绵窦血栓性静脉炎 ꎬ故 D 正确ꎮ

98.面部 “ 危险三角区 ” 的范围是
A. 由鼻根到双侧口角的连线构成

B. 由双侧膜外部到上唇中点的连线构成
C. 由双侧瞳孔到颊部正中连线构成

D. 向双侧眼外眦部与颊部正中的连线构成
E. 由颊部正中到双侧口角的连线构成
【 答案】 A

【 解析】

A ꎮ

99.拔牙术引发细菌性心内膜炎的致病菌是
A.金黄色葡萄球菌 B.大肠杆菌
C. 甲型溶血性链球菌 D.乙型溶血性链球菌
E.肺炎球菌
【 答案】 C

【 解析】 先天性心脏病、风湿热引起瓣膜损害、曾做过心脏修补手术的患者 ꎬ在有菌血症发
生时 ꎬ 皆有导致细菌性心内膜炎的可能 ꎮ 引起发病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绿色链球菌( 甲型溶
血性链球菌) 菌血症ꎮ 绿色链球菌在正常情况下对青霉素高度敏感 ꎬ但使用青霉素 24 小时后 ꎬ

即产生耐药菌株 ꎮ 青霉素是预防细菌性心内膜炎的首选药物 ꎮ 绿色链球菌的耐药菌株产生
快 ꎬ但消失慢 ꎬ使用青霉素后 2 周仍然存在ꎮ 如有多个牙需拔除 ꎬ较安全的方法是在青霉素正
确使用控制下 ꎬ一次全部拔除应拔的牙 ꎮ 但近 2 周内曾使用过青霉素者 ꎬ不得使用青霉素预防
心内膜炎 ꎬ建议术前 1 小时口服阿莫西林胶囊作为预防用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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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丹毒的致病菌是
A.树状芽孢杆菌 B. 白色念珠菌
C.金黄色葡萄球菌 D.乙型溶血性链球菌
E.表皮葡萄球菌
【 答案】 D

【 解析】 丹毒的致病菌为乙型溶血性链球菌 ꎬ故选 D ꎮ

101 .下列属于黏液表皮样癌的描述 ꎬ

A.约 2/3 的黏液表皮样癌发生在腮腺 B.有的无包膜而向周围组织浸润

C.低分化型常见颈淋巴结转移 D.血行转移多见 ꎬ且多转移至肝脏
E.高分化型生长慢 ꎬ转移率低 ꎬ预后较佳
【 答案】 D

【 解析】 黏液表皮样癌发生于腮腺者居多 ꎬ其次是腭部和下颌下腺 ꎬ 高分化黏液表皮样癌
的临床表现有时与多形性腺瘤相似 ꎬ呈无痛性肿块 ꎬ生长缓慢ꎮ 肿瘤体积大小不等 ꎬ边界可清
或不清 ꎬ质地中等偏硬 ꎬ表面可呈结节状 ꎮ 高分化黏液表皮样癌如手术切除不彻底 ꎬ术后可以
复发 ꎬ但很少发生颈淋巴结转移 ꎬ血行转移更少见ꎮ 术后生存率较高 ꎬ预后较好ꎮ 与高分化者
相反 ꎬ低分化黏液表皮样癌生长较快 ꎬ可有疼痛 ꎬ边界不清 ꎬ与周围组织粘连 ꎬ腮腺肿瘤常累及
面神经 ꎬ淋巴结转移率较高 ꎬ且可出现血行性转移ꎮ 术后易于复发 ꎬ患者预后较差ꎮ

102.下列是牙源性角化囊肿易复发的原因 ꎬ

A.囊壁薄 B.可能存在多发病灶
C. 同一病灶内有多个囊腔 D.可能存在子囊
E.囊肿内有角化物
【 答案】 E

【 解析】 牙源性角化囊性瘤具有较高的术后复发倾向 ꎬ

ꎮ 与复发
相关的因素还有囊壁内可含有微小子囊或卫星囊 ꎬ若手术残留 ꎬ可继续长大形成囊肿ꎻ该肿瘤

的生长具有局部侵袭性 ꎬ 可沿抗性较小的骨小梁之间呈指状外突性生长 ꎬ 若手术不彻底则易
复发ꎮ

103.咬肌间隙感染如未及时切开引流 ꎬ最常引起的并发症是
A.败血症 B.脓毒血症
C.下颌骨中央性骨髓炎 D.颈间隙感染
E.下颌骨边缘性骨髓炎
【 答案】 E

104.患者 ꎬ女性 ꎬ45 岁ꎮ 腮腺区有一无痛、渐进性肿物 1 年 ꎬ近日出现疼痛ꎮ 镜下可见肿瘤
组织由中间或表皮样细胞组成 ꎬ形成实行团块 ꎬ瘤细胞间变明显 ꎬ可见核分裂象 ꎮ 据此可诊
断为

A.肌上皮瘤 B.腺淋巴瘤
C.黏液表皮样癌 D.多形性腺瘤
E.嗜酸性腺瘤
【 答案】 C

【 解析】 从肿瘤组织由中间或表皮样细胞组成 ꎬ形成实行团块 ꎬ瘤细胞间变明显 ꎬ可见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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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象来看 ꎬ患者所患为黏液表皮样癌ꎮ

105.患者 ꎬ女性 ꎬ28 岁ꎮ 左颞下颌关节 紧咬牙时左关节区疼
痛 ꎬ多数后牙缺失 ꎮ X 线片示左关节后间隙明显变小ꎮ 其诊断应该是

A.左翼外肌痉挛 B.左髁突破坏

C.左关节盘穿孔 D.左关节盘前移位 ꎬ髁突后移
E.左关节盘前移位 ꎬ关节前移
【 答案】 D

106.患者 ꎬ女性 ꎬ30 岁ꎮ 因牙痛拔除牙后 5d 出现渐进性张口受限 ꎬ吞咽困难 ꎬ检查翼下颌
皱襞红肿 ꎬ除下颌支后缘稍丰满压痛外 ꎬ其余未见明显阳性体征 ꎬ首先考虑的诊断是

A.干槽症 B.咬肌间隙感染
C.颞下间隙感染 D.翼下颌间隙感染
E.颌下间隙感
【 答案】 D

107.患者 ꎬ男性 ꎬ30 岁ꎮ 右颞下颌关节无痛性弹响 3 个月 ꎬ检查 :开口度 50 mm ꎬ两侧关节
开口末弹响 ꎬ关节区无压痛ꎮ 首选的治疗方法是

A.泼尼松龙翼内肌封闭 B.1%利多卡因咬肌封闭
C.2%普鲁卡因关节腔封闭 D.1%利多卡因翼外肌封闭
E.2%鱼肝油酸钠关节囊封闭
【 答案】 D

【 解析】

所以 D 正确ꎮ

108.患者 ꎬ男性 ꎬ32 岁ꎮ 自觉左腮腺区有一肿块 ꎬ临床上做腮腺扪诊 ꎬ正确的检查方法是
A.拇指和示指提拉式扪诊 B.拇指和中指提拉式扪诊
C.拇指和示指、中指相对们诊 D.双手口内联合触诊
E.示指、中指、环指平触
【 答案】 E

109.某患者右侧舌背小圆形血管瘤 ꎬ边界清 ꎬ约 1 .0 cm× 1 .0 cm 大小 ꎬ拟行手术切除 ꎬ手术
时应注意

A.采用细针细线 ꎬ以减小瘢痕 B.进针点距创缘近些 ꎬ缝得浅些
C.最好不用褥式缝合 D.尽量保持舌的长度
E.尽量保持舌的宽度
【 答案】 D

【 解析】 血管瘤切除后 ꎬ局部组织缺损 ꎬ为保证语音的正常 ꎬ应保证舌体的长度ꎮ

110.患者颏部被钝器打击后 ꎬ出现双侧后牙早接触 ꎬ前牙开 ꎬ双侧颞下颌关节区肿胀疼
痛 ꎬ最合适的诊断应是

A.双侧颞下颌关节急性前脱位
D.双侧升颌肌群痉挛

E.双侧关节盘穿孔破裂
【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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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ꎮ

111 .化脓性腮腺炎最主要的感染途径是
A.血源性 B.淋巴源性
C.邻近组织炎症波及 D.损伤
E.逆行性
【 答案】 E

【 解析】 可以由血源性、淋巴源性、邻近组织炎症的波及、损伤及逆行他感染等多种原因造

成ꎮ ꎬ故选 E ꎮ

112.心脏病患者拔牙应视为禁忌证的是

A.一年前发生的前壁心肌梗死 B.血压 170/100 mmHg

C.未控制的心律不齐 D.心功能 II 级
E.心功能正常的心脏病
【 答案】 C

【 解析】 血压 170/100 mmHg 属高血压 ꎬ但还不是拔牙的禁忌证 ꎮ 心肌梗死也在拔牙禁忌

范畴 ꎬ但一 ꎮ 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C ꎮ

113.引起小儿颌下间隙感染的最多来源是
A.外伤性 B.牙源性
C.血源性 D.淋巴结源性
E.医源性
【 答案】 D

【 解析】 引起儿童颌下间隙感染最多来源是淋巴结源性 ꎬ

114.对放射线不敏感的肿瘤是
A.未分化癌 B.恶性淋巴瘤
C.鳞状细胞瘤 D.恶性淋巴上皮瘤
E.骨肉瘤
【 答案】 E

【 解析】 肿瘤对放射线的敏感度一般可分为低度敏感ꎬ中度敏感ꎬ高度敏感三种情况ꎮ 间叶组

织来源的肿瘤一般对放射线不敏感ꎬ鳞状上皮肿瘤中度敏感ꎬ未分化癌和恶性淋巴瘤则较敏感ꎮ

115.始基囊肿属于
A.胚胎性软组织囊肿 B.潴留囊肿
C.牙源性囊肿 D.面裂囊肿
E.血外渗性囊肿
【 答案】 C

【 解析】

属于牙源性囊肿ꎮ

116.根尖周脓肿切开引流应注意
A.局部应有明显波动感 B.可用表面麻醉剂

C.脓肿位置深 ꎬ可放置引流条 D.患牙髓腔开放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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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以上各项
【 答案】 E

【 解析】 根尖周脓肿切开时要符合一般脓肿切开的原则 ꎬ如局部具有波动感 ꎬ 不麻醉或表

面麻醉 ꎬ引流等原则ꎮ

117.颌骨骨折伴发脑脊液鼻漏时不应
A.用抗生素 B.局部保持清洁

C.进行鼻腔冲洗 ꎬ协助引流 D.观察脑脊液量及色泽
E.脑脊液停止一定时间后处理颅骨骨折
【 答案】 C

【 解析】

ꎬ故应用抗生素 ꎬ保持瘘 口局部的清洁 ꎬ 同时观察脑脊液及色泽 ꎬ判断病情的严重程

度 ꎬ在脑脊液停止一定时间后才处理颅骨骨折 ꎬ故排除 A、B、D、E ꎬ进行鼻腔冲洗后有可能导致

感染扩散 ꎬ是很危险的操作 ꎬ故选 C ꎮ

118.容易早期发生肺部转移的口腔颌面部肿瘤是
A.牙龈癌 B.舌癌
C.黏液表皮样癌 D.颊癌
E.腺样囊性癌
【 答案】 E

【 解析】 口腔颌面部易发生远处转移的肿瘤主要有 :腺样囊性癌、黑色素瘤、骨肉瘤、纤维

肉瘤等 ꎮ ꎮ

119.恶性淋巴管瘤的临床表现如下 ꎬ除外
A.好发于儿童及青少年 B.主要发生于颈部锁骨上

C.表面皮肤正常 ꎬ柔软有波动感 D. 内有透明浅黄色水样液体
E.有可压缩性 ꎬ体位移动试验阳性
【 答案】 E

【 解析】 恶性淋巴管瘤的临床表现应是好发于儿童及青少年 ꎬ主要发生颈部、锁骨上 ꎬ表面

皮肤正常 ꎬ柔软有波动感 ꎬ穿刺可吸出透明、淡黄色水样液体 ꎬ镜检有淋巴细胞 ꎬ有可压缩性 ꎬ体

位移动试验阳性是血管畸形临床特征 ꎮ

120.患者 ꎬ25 岁ꎮ 口底肿胀 ꎬ肉眼观囊腔内充满豆腐渣样物质ꎮ 镜下见角化复层扁平上皮
衬里 ꎬ囊壁内未见皮肤附属器 ꎮ 最可能的病理诊断是

A.皮样囊肿 B.牙源性角化囊性瘤
C.表皮样囊肿 D.皮脂腺囊肿
E.皮脂腺瘤
【 答案】 C

【 解析】

121 .最常引起牙根吸收的颌骨病变是
A.角化囊肿 B.根端囊肿
C.残余囊肿 D.成釉细胞瘤
E 牙源腺性黏液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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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D

【 解析】 ꎬ但后者没有前者常见 ꎮ 其余

三个选项的病变一般都不会造成牙根的吸收 ꎬ所以不选 A、B、C ꎮ

122.绷带包扎的作用包括

A.保护术区和创部 ꎬ防止继发感染 B.镇痛、固定敷料
C.止血并防止水肿 D.防止或减轻骨折错位
E.以上都是
【 答案】 E

【 解析】 绷带包扎的作用 :

123.腮腺区包块通常不做术前病理检查 ꎬ而采取手术时做冰冻检查的主要原因是
A.重复切口影响美观
B.患者免受两次手术痛苦

C.增加解剖面神经的困难 ꎬ并且不符合肿瘤治疗原则

D.有面神经不易取标本
E.增加刀口感染机会
【 答案】 C

【 解析】 腮腺区包块通常不做术前病理检查ꎬ ꎮ

124.下列哪种肿瘤一般不应做活组织检查

A.转移性肿瘤 B.恶性黑色素瘤
C.恶性淋巴瘤 D.恶性肉芽肿
E 多形性腺瘤
【 答案】 B

【 解析】 ꎬ其他例如骨肉瘤等恶性骨肿

瘤、肾肿瘤、可切除的小范围肿瘤( 活组织检查有促进肿瘤细胞播散的可能性 ꎬ但并不是说做

过穿刺的患者凡是出现播散转移都是因为活检穿刺造成的 ꎬ 即使不做活组织检查部分患者也

会出现播散转移 ꎬ 因为转移是恶性肿瘤的重要特征之一 ) 不能做活检的恶性淋巴瘤 ꎮ

125.细菌进入创口几小时内尚未大量繁殖而易于清除

A.6 ~ 12 小时内 B.14 小时内
C.20 小时内 D.24 小时内
E.32 小时内
【 答案】 A

【 解析】 细菌在进入创 口 ꎬ 多停留在损伤组织的表浅部位 ꎬ 尚未大量繁殖 ꎬ容

易清除ꎮ

126.去除负压引流的指征是
A.术后 2 天 B.24 h 内引流量不超过 60 ~70 mL

C.术后 24 h D.24 h 内引流量不超过 20 ~ 30 mL

E.24 h 内引流量不超过 40 ~50 mL

【 答案】 D

【 解析】 属于负压引流的引流时间 ꎬ属于基本手术操作部分 ꎮ 引流的时间 : 引流物的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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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应因手术不同而异污染创 口或为防止积血、积液而放置的引流物 ꎬ 多在 24 ~ 48 小时后去
除ꎻ脓肿或死腔的引流物应放置至脓液及渗出液完全消除为ꎻ负压引流的去除时间则视引流量
的多少而定 ꎬ 时 ꎬ 即可拔除引流管ꎮ 引流物为异物 ꎬ在
达到引流目的后 ꎬ应尽早拔除ꎮ

127.牙拔除后需要多长时间 ꎬX 线片上拔牙创出现正常的骨结构
A.半个月后 B.1 ~2 个月
C.2 ~ 3 个月 D.5 ~6 个月
E.6 ~ 12 个月
【 答案】 D

128.上颌阻生第三磨牙拔除的适应证不包括
A.牙本身龋坏 B.与邻牙间食物嵌塞
C.无对牙而下垂 D.完全埋于骨内无症状者

E.咬颊或摩擦颊黏膜
【 答案】 D

129.关于牙种植体植入术的原则 ꎬ错误的是
A.牙种植体表面无污染 B.手术的微创性
C.牙种植体愈合期无干扰 D.保证牙种植体早期的稳定性

E.种植术后必须配合静脉大剂量抗生素预防感染
【 答案】 E

130.关于普鲁卡因的特点 ꎬ错误的
A.青霉素过敏的患者慎用 B.毒、副作用小
C.偶发过敏反应 D.适用于表面麻醉
E.为酯类药物
【 答案】 D

【 解析】 普鲁卡因属酯类 ꎮ 常见不良反应有 :①过敏反应 ꎻ②毒性反应 ꎮ 一旦血药浓度骤
然升高 ꎬ可引起一 系到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毒性症状 ꎬ用前常规皮试ꎮ 因弥散力差 ꎬ

临床上常用普鲁卡因行局部浸润麻醉、神经阻滞麻醉 ꎮ 其表面麻醉和硬膜外阻滞效果差 ꎬ一般
不采用ꎮ 故 D 错误ꎮ

131 .导致口腔颌面外科手术麻醉死亡的因素中 ꎬ哪种因素的比例最高
A.呼吸道并发症 B.心血管意外
C. 肾功能衰竭 D.心搏骤停
E.肝功能衰竭
【 答案】 A

132. 由于下颌骨的特殊解剖特点 ꎬ下列哪种病变容易通过下颌管扩散 ꎬ导致急性弥散性中
央性颌骨骨髓炎

B.根尖周致密性骨炎
D.黏膜下脓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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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根尖脓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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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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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残根的拔除或保留应根据
A.牙根缺损破坏的范围 B.根尖周组织的健康情况
C.治疗效果 D.与修复的关系
E.以上都对
【 答案】 E

【 解析】

ꎮ 如果残根破坏较大 ꎬ缺损达龈下 ꎬ根尖周组织病变范围较广

泛 ꎬ治疗效果不佳者 ꎬ可考虑拔除ꎻ如果残根较稳固 ꎬ根尖周组织无明显病变或病变范围较小 ꎬ

同时对义齿的支持和固定有作用者 ꎬ则应进行根管治疗后保留 ꎮ

134.反复发作并形成两颊瘘的第三磨牙牙冠周炎 ꎬ其根治方法为
A.切除瘘管 B.拔除病原牙 ꎬ搔刮瘘管
C.切除瘘管 ꎬ应用抗生素 D.切除瘘管 ꎬ局部冲洗
E.拔除病原牙 ꎬ切除瘘管
【 答案】 E

【 解析】

135. 口腔颌面部感染途径
A.损伤性感染 B.药物性感染
C.腺源性感染 D.医源性感染
E.牙源性感染
【 答案】 B

136.颧弓骨折的主要临床体征是 配套名师高清视频

A.局部塌陷 B.局部肿痛
C.咬合错乱 D.张口受限
E.眶周瘀斑
【 答案】 D

137.颌骨骨折的治愈标准是
A.骨性愈合 B.纤维性愈合
C.骨折线上的牙齿不松动 D.恢复原有咬合关系
E.无感染发生
【 答案】 D

【 解析】

138.LeFort I 型骨折是指
A.锥形骨折 B.下颌骨骨折
C.上颌骨低位骨折 D.上颌骨中位骨折
E.上颌骨高位骨折
【 答案】 C

139.对因咽部肿胀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的患者 ꎬ应当
A.立即行气管切开术 B.立即行环甲膜切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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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插入通气导管
E.使患者处于头低侧卧位或俯卧位
【 答案】 A

140.可复性关节盘前移位的主要症状是
A.疼痛和张口受限
C.疼痛可有扳机点
E.开闭、前伸、侧方运动的任何阶段有多声破碎音 ꎻ开口型歪曲
【 答案】 D

【 解析】

141 .诊断牙槽突骨折最有力的证据是
A.牙龈撕裂
B.牙齿松动

C.牙齿移位 ꎬ咬合关系紊乱
D.摇动损伤区的牙时 ꎬ可见邻近数牙随之移动
E.局部疼痛 ꎬ不敢咬合
【 答案】 D

142.颌面外伤清创时下述哪项是错误的
A.尽量保留软组织

B.除确已坏死的组织外 ꎬ一般仅将创缘略加修整即可
C.唇、鼻、眼睑等重要部位的撕裂伤 ꎬ组织大部分游离 ꎬ即使没有感染也应去除

D.应注意探查有无面神经损伤
E.应注意探查有无骨折发生
【 答案】 C

【 解析】 颌面由于血运丰富 ꎬ抗感染与再生修复能力较强 ꎬ创 口 易于愈合。

143.颌面骨中容易发生骨折的为
A.颧骨
C.腭骨
E.上颌骨
【 答案】 D

144.治疗三叉神经痛的 为
A.神经营养药
C.激素类
E.山莨菪碱
【 答案】 D

145.关于牙龈瘤的叙述 ꎬ哪项是错误的
A.女性多见 ꎬ与内分泌有关

C.一般应将病变波及的牙齿拔除
E.因非真性肿瘤 ꎬ切除后不易复发
【 答案】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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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弹响和开口过大呈半脱位
D.开口初期有弹响

B.苯妥英钠
D.卡马西平

B.颧弓
D.下颌骨

D. 向外牵出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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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角化囊性瘤好发于
A.上颌前牙区 B.上颌磨牙区
C.上颌尖牙区 D.下颌升支及磨牙区
E.下颌前牙区
【 答案】 D

【 解析】 ꎮ

147.通常不会发生恶变的是
A.囊性水瘤

C.角化囊性瘤
E. 甲状舌管瘘
【 答案】 A

148. 口腔颌面部因炎症而引起的囊肿主要是

A.根尖囊肿
C.角化囊肿
E.含牙囊肿
【 答案】 A

B.腮裂囊肿
D.皮脂腺囊肿

B.鼻腭囊肿
D.始基囊肿

【 解析】

149.哪种肿瘤仅发生于颌骨
A.成釉细胞瘤 B.巨细胞瘤
C.骨化性纤维瘤 D.骨瘤

E.以上均不是
【 答案】 E

150.关于良性肿瘤特点的叙述 ꎬ哪项是错误的
A.永不威胁生命 B.细胞分化程度高
C.多呈膨胀性生长 D.有包膜 ꎬ界限清 ꎬ少数可恶变

E.肿瘤细胞与来源组织细胞相似
【 答案】 A

151 . 口腔颌面部不易早期发现的肿瘤是
A.腮腺浅叶肿瘤 B.颌下腺肿瘤
C.硬腭肿瘤 D.舌体部肿瘤

E.舌下腺肿瘤
【 答案】 E

【 解析】 ꎮ

152.肿瘤化疗的最严重不良反应是
A. 口腔溃疡 B. 胃肠道反应
C.骨髓抑制 D.脱发
E.肝损害
【 答案】 C

(153 ~ 157 题共用备选答案)

A.皮瓣内包含有一对知名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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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无知名的血管供血 ꎬ其长宽比例要受到一定限制

C.在缺损附近的皮肤组织形成的皮瓣 ꎬ供旋转用 ꎬ无知名血管
D.皮瓣含有一条血管蒂 ꎬ经过皮下隧道而转移
E.应用显微血管外科技术 ꎬ将身体远处轴型皮瓣移植到缺损区

153.游离皮瓣是指
154.动脉皮瓣是指
155.随意皮瓣是指
156.旋转皮瓣是指
157.岛状皮瓣是指
【 答案】 E、A、B、C、D

(158 ~ 16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急性化脓性腮腺炎

C.流行性腮腺炎
E.腮腺放线菌病
158.以上属于副黏病毒感染的疾病是
159.以上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是

160.以上属腮腺特异性感染的疾病是
161 .又被称为 “手术后腮腺炎 ” 的是
162.又被称为 “腮腺管炎 ” 的是
【 答案】 C、D、E、A、B

(163 ~ 166 题共用备选答案)

A.暂时制动
C.颌间结扎

E.暂不处理 ꎬ随访

163.移位明显的骨折需要
164.没有移位的骨折需要
165.移位不明显的颌骨折需要
166.牙槽骨骨折可行
【 答案】 D、A、C、B

(167 ~ 169 题共用题干)

女性 ꎬ32 岁 ꎬ不慎被机器将长发辫卷入造成大块头皮撕脱ꎮ

167.关于其创面的描述不正确的是
A.出血较多 ꎬ疼痛剧烈易发生休克
C.皮下组织及肌肉均有挫伤
E 部分耳郭、眉毛连同上眼睑同时撕脱

168.最恰当的救治步骤是
A.及时清创 ꎬ复位缝合
C.止痛药物
E.密切观察生命体征变化

169.若伤后时间超过 6 小时 ꎬ撕脱组织瓣损伤过重 ꎬ组织已不能利用 ꎬ应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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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创缘整齐 ꎬ有明显的出血点
D.颅骨暴露

B.补液、抗感染
D.创口敷料覆盖加压包扎

B.牙间结扎
D.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B.慢性阻塞性腮腺炎
D.舍格伦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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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松解创缘 ꎬ减少张力尽量拉拢缝合
B.撕脱的皮肤清创后 ꎬ切削成全厚或中厚皮片再植
C.立刻作血管吻合组织再植术
D.采用局部皮瓣关闭创面
E.切取健康组织皮片游离移植消灭创面
【 答案】 B、A、C、E

(170 ~ 172 题共用题干)

一患者被人用刀划伤面部软组织 ꎬ耳前区皮肤有长约 6 cm 的纵向创口 ꎬ创缘整齐 ꎬ有活动
出血

170.确切的诊断是
A.挫伤 B.切割伤
C.撕裂伤 D.挫裂伤
E.刺伤

171 .如有知名血管断裂 ꎬ最宜采用的止血方法是
A.指压止血 B.填塞止血
C.药物止血 D.包扎止血
E.结扎出血
172.本病例不会损伤的重要结构是
A.腮腺腺体 B.面神经分支
C.上颌骨 D.腮腺导管
E.面静脉和面动脉
【 答案】 B、E、C

(173 ~ 174 题共用备选答案)

A.用力紧闭眼睑 ꎬ则眼球转向外上方 B.上下唇因口轮匝肌瘫痪而不能闭合
C.上下眼睑不能闭合 D.前额皱纹消失和不能蹙眉
E.常易患结膜炎
173.贝尔面瘫与中枢面瘫鉴别的主要依据是
174.面瘫的贝尔征是指
【 答案】 D、A

(175 ~ 176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张口过度 B.脑脊液漏

C.舌后坠 D.后牙早接触 ꎬ前牙
E.复视
175.双侧髁突骨折可出现
176.双侧颏孔区骨折可出现
【 答案】 D、C

(177 ~ 178 题共用题干)

患者 ꎬ女性 ꎬ24 岁ꎮ 左下第三磨牙低位阻生ꎮ 注射麻药后出现头晕、胸闷、面色苍白 ꎬ脉快
而弱 ꎬ恶心、呼吸困难 ꎬ血压下降 ꎬ并有短暂意识丧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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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根据上述症状可诊断为
A.癔症
C.晕厥
E. 肾上腺素反应
【 答案】 C

178.针对上述情况采取的措施中错误的
A.输氧
C.氨水刺激呼吸
E.多巴胺 20 mg 静脉注射
【 答案】 E

【 解析】 晕厥是局麻及拔牙过程中最常见的并发症 ꎮ 其常见的原因是患者紧张、恐惧、休
息欠佳、空腹低血糖等 ꎬ 常发生在局麻操作过程中及注射后和拔牙后 ꎮ 多巴胺适用于心肌梗
死、创伤 、内毒素败血症、心脏手术、肾衰竭、充血性心力衰竭等引起的休克综合征ꎻ补充血容量
后休克仍不能纠正者 ꎬ尤其是有少尿及周围血管阻力正常或较低的休克 ꎻ 晕厥时不能采用该
药 ꎬ高血压是拔牙禁忌证 ꎬ所以拔牙前口服升压药是错误的ꎮ

(179 ~ 181 题共用备选答案)

A.脑脊液漏
C.颅面分离
E.张口受限

179.颅底骨折常伴有
180.颧弓骨折常伴有
181 .眶底骨折常伴有
【 答案】 A、E、D

(182 ~ 184 题共用备选答案)

A.下颌骨下缘下 2 cm 作平行切口
C. 口内翼下颌皱襞内侧纵形切口
E.下颌骨下缘下 1 ~ 1 .5 cm 作平行切口
182.咬肌间隙脓肿应作

183.下颌下间隙脓肿应作
184.翼下颌间隙脓肿应作
【 答案】 B、A、B

(185 ~ 186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张口受限 ꎬ咀嚼时痛 ꎬ 口内上颌结节后方有压痛
B.张口受限 ꎬ吞咽时痛 ꎬ腭垂偏向健侧
C.张口受限 ꎬ咀嚼时痛加剧 ꎬ并向耳颞部反射

D.张口极度困难 ꎬ患侧下颌支后缘内侧皮肤肿胀并有深部压痛
E.牙关紧闭

185.颞下间隙感染临床表现为
186.咽旁间隙感染临床表现为
【 答案】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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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下颌角下 2 cm 绕下颌角弧形切口
D. 口内翼下颌皱襞处横形切口

B.迅速放平椅位
D.针刺人中穴

B. 中毒
D.过敏反应

B.局部水肿
D.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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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 189 题共用备选答案)

A.表层皮片
C.全厚皮片
E.岛状皮瓣
187.生活力和抗感染能力强大的是
188.包括表皮层及一部分真皮层的是
189.能耐受摩擦和负重的是
【 答案】 A、B、C

易错考题2年

1 .以下关于上颌窦癌的叙述 ꎬ

A.以鳞癌为最常见
B.早期无症状而不易发觉

配套名师高清视频

C.肿瘤发生部位不同可出现不同临床症状(如鼻塞、复视、张口受限等)

D.早期即有明显的骨质破坏
E.远处转移较少见
【 答案】 D

【 解析】 上颌窦癌因位于上颌窦内 ꎬ早期无症状 ꎬ不容易发觉ꎻ当肿瘤发展到一 定程度 ꎬ 出

现较明显的症状时才被注意 ꎮ

2. 常发生远处转移的脏器是
A.脑 B.骨
C.肝 D. 肾
E.肺
【 答案】 E

【 解析】

ꎮ

3.发生于舌下腺的肿瘤其恶性肿瘤所占比例大约占
A.30% B.10%

C.50% D.70%

E.90%

【 答案】 E

【 解析】 腮腺肿瘤中 ꎬ 良性肿瘤占大多数 ꎬ约 75% ꎬ恶性肿瘤只占少数 ꎬ约 25%ꎻ下颌下腺肿
瘤中 ꎬ 良恶性肿瘤的比例比较接近 ꎬ分别占 35% 和 45%ꎻ

4.腮腺多形性腺瘤切除术应采取
A.沿包膜摘除肿瘤 ꎬ保留面神经
B.包膜外正常组织处切除肿瘤 ꎬ不保留面神经

C.深叶肿瘤应切除肿瘤及全腮腺 ꎬ不保留面神经
D.浅叶肿瘤应切除肿瘤及浅叶保留面神经
E.肿瘤及周围部分腮腺组织切除不保留面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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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D

【 解析】

腮腺肿瘤应保留面神经 ꎬ下颌下腺肿瘤应包括下颌下腺一并切除 ꎮ 由于

肿瘤常位于腮腺后下极 ꎬ可考虑作连同肿瘤以及周围 0.5 cm 以上正常腮腺切除的腮腺部分切

除术ꎮ 这种手术方式不同于剜除术 ꎬ不会造成复发 ꎬ但可保留腮腺导管及大部分腮腺的功能 ꎮ

5.下颌下腺炎常见的原因是
A.淋巴结炎 B.冠周炎
C.牙槽脓肿 D.结石阻塞导管
E.血源性感染
【 答案】 D

【 解析】

涎石常使唾液排

出受阻 ꎬ并继发感染 ꎬ造成腺体急性或反复发作的炎症ꎮ

6.涎腺炎症最多见于
A.腮腺 B.下颌下腺
C.舌下腺 D.唇腺
E.腭腺
【 答案】 A

【 解析】

7.通常所说的颞下颌 “关节强直 ” 指的不是
A.真性关节强直 B.关节内强直
C.关节内纤维性粘连 D.关节内骨性粘连
E.颌间挛缩
【 答案】 E

【 解析】 假性关节强直( 关节外强直) :口颊部或上下颌间组织 ꎬ 由于瘢痕黏连将颌骨挛缩

在一起 ꎬ致开口困难 ꎬ但关节本体结构正常 ꎮ

8. 由器质性病变导致开口度逐渐变小 ꎬ以致完全不能开口 ꎬ称为
A.癔症性牙关紧闭 B.咀嚼肌群痉挛
C.颞下颌关节强直 D.破伤风后牙关紧闭
E.关节盘移位
【 答案】 C

9.关于不可复性关节盘前移位临床特点的叙途 ꎬ哪项是错误的
A.典型的关节弹响病史 ꎬ继之有间断性关节绞锁史

B.进而弹响消失 ꎬ开口受限
C.开口时下颌偏向健侧

D.测被动开口度时 ꎬ开口度不能增大
E.X 线片显示关节前间隙增宽
【 答案】 C

【 解析】

ꎮ 临床检查开 口受限ꎬ开 口时下颌偏向患侧ꎬ关节区疼痛ꎻ被动开 口检查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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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度不能增大 ꎮ X 线片(许勒位) 可见关节后间隙变窄 ꎬ关节造影片或 MRI 检查可证实关节盘
前移位 ꎮ

10.颞下颌关节紊乱病是口腔颌面部常见病之一 ꎬ以下列哪一年龄组患病率、就诊率最高
A.50 岁以上 B.20 岁以内
C.20 ~ 30 岁 D.40 ~50 岁
E.50 岁以上
【 答案】 C

【 解析】 颞下颌关节紊乱病好发于青壮年 ꎬ 以 20 ~ 30 岁患病率、就诊率最高ꎮ 颞下颌关节
紊乱病并非指单一疾病 ꎬ 它是一类病因尚未完全清楚而又有相同或相似临床症状的一组疾病
的总称ꎮ

11 .三叉神经痛患者在疼痛发作时上颌的痛性抽搐不包括

A.痛区潮红 B.眼结膜充血
C.出汗流涎 D.流泪
E.患侧鼻腔黏液减少
【 答案】 E

12.哪项检查目的在于观察膝状神经节是否受损

A.味觉检查 B.听觉检查
C.泪液检查 D.有无面瘫
E.唾液分泌功能
【 答案】 C

【 解析】

ꎮ 但如同时出现感觉功能与副交感功能的障碍时 ꎬ则所出现的症状对
损害的发生部位具有定位意义 ꎮ 因此 ꎬ临床上在必要时 ꎬ尚应进行下列各种检查 :味觉检查、听

觉检查、泪液检查 ꎮ 其中泪液检查目的在于观察膝状神经节是否受损 ꎮ

13.关于面神经麻痹的叙述 ꎬ哪项是错误的
A.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

B.贝尔麻痹指临床上不能肯定病因的、不伴有其他症状或体征的单纯型周围面神经麻痹
C.面神经损害如发生在茎乳孔外 ꎬ一般不发生味觉、泪液、唾液等方面的变化
D.贝尔麻痹急性期不宜应用强的刺激疗法
E.预后要取决于病情严重程度和治疗是否及时
【 答案】 A

【 解析】

ꎮ

14.以下关于三叉神经痛的叙述 ꎬ哪项是错误的

A.三叉神经痛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
B.疼痛可自发 ꎬ也可由刺激 “ 扳机点 ” 引起
C.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病员无论病程长短 ꎬ神经系统检查极少有阳性体征
D.角膜反射的改变常提示器质性三叉神经痛
E. 目前治疗三叉神经痛的首选药物是苯妥英钠
【 答案】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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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对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均应首先采用药物治疗 ꎬ如无效时再考虑其他方法 ꎮ

是目前治疗三叉神经痛的首选药物 ꎮ

15.面瘫的贝尔征是指

A.用力紧闭眼睑 ꎬ则眼球转向外上方
C.不能鼓腮、吹气
E.结膜囊内常有泪腺积滞
【 答案】 A

16.拔牙局麻时最易形成血肿的麻醉方法是
A.下牙槽神经阻滞麻醉
C.腭大孔阻滞麻醉
E.上牙槽后神经阻滞麻醉
【 答案】 E

B.患侧口角下垂 ꎬ健侧向上歪斜
D.睑裂过大 ꎬ闭合不全

B.鼻腭神经阻滞麻醉
D.上牙槽前神经浸润麻醉

【 解析】 上牙槽后神经阻滞麻醉注意针尖刺入不宜过深 ꎬ 以免刺破上颌结节后方的翼静脉

丛ꎬ引起血肿ꎮ

17.下颌骨体部骨折固定时间应为
A.1 ~2 周 B.2 ~ 3 周
C.4 ~6 周 D.7 ~ 8 周
E.9 ~ 10 周
【 答案】 C

【 解析】 ꎬ下颌骨骨折固定 4 ~ 6

周时骨断端已经长好 ꎬ可以解除固定 ꎬ若固定时间太长 ꎬ不利用保持口腔清洁ꎮ

18.急性化脓性腮腺炎的病原菌主要是
A.链球菌 B.肺炎双球菌
C.奋森螺旋体 D.金黄色葡萄球菌
E.牙龈炎
【 答案】 D

【 解析】 链球菌及肺炎双球菌较

少见ꎮ

19.发生病变时可穿刺出不凝固血性液体的肿瘤是
A.神经纤维瘤
C.骨肉瘤
E.血管内皮瘤
【 答案】 B

20.对偶三角瓣主要适应于
A.整复邻近组织缺损

C.覆盖感染创面
E.器官再造
【 答案】 B

【 解析】 对偶三角瓣的主要作用是两瓣交叉缝合后能延长组织
织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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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皮肤创口缝合后过度外翻是因为
A.进针点距创缘过远
B.两侧进针深度不一致

C.皮肤切口两侧进针间距大于皮下间距
D.皮肤切口两侧进针间距小于皮下间距
E.打结过紧
【 答案】 D

【 解析】 正确缝合应是皮肤切口两侧进针间距应等于或略小于皮下间距 ꎬ如皮肤切口两侧

进针间距过分大于或小于皮下间距会出现皮肤创缘的内卷或外翻 ꎬ这样影响创 口愈合ꎮ

22.腭裂术后穿孔最主要的原因是
A.感染 B.张力过大
C.出血 D.患儿哭闹
E.饮食
【 答案】 B

【 解析】

23. 口腔颌面部血循环丰富 ꎬ受伤后通常不会导致
A.出血较多 ꎬ常见发生休克 B.易形成血肿
C.组织水肿反应快而重 D.组织再生修复能力强
E.组织抗感染力强
【 答案】 A

【 解析】 组织水肿反应快而重 ꎬ组织再生修复

能力强 ꎬ组织抗感染力强 ꎬ但通常不会引起大出血而导致休克ꎮ

24.以下关于口腔颌面部损伤伤员急救的叙述中 ꎬ哪项是错误的
A.防止窒息的关键在于及早发现和及时处理

B.对颅脑损伤的患者 ꎬ在抢救的同时 ꎬ颌面部伤口可做简单包扎处理
C.病员如有脑脊液鼻漏或耳漏 ꎬ应及时作鼻腔或耳道填塞
D.有条件时应尽早进行清创缝合术
E.无条件时应尽早包扎创口 ꎬ防止外界细菌继续侵入
【 答案】 C

25.关于放射性骨坏死的临床病理表现 ꎬ错误的是
A.间断性疼痛 B.继发细菌感染
C.病理性骨折 D.骨松质变化较重
E.瘘管形成
【 答案】 D

【 解析】

口 臭明显ꎮ D 病变主要是骨的变
性和坏死 ꎬ骨髓炎或细菌感染为继发病变 ꎬ 多位于骨组织暴露的部分ꎮ 皮质骨的变化比松质骨
变化更为明显 ꎬ因为密质骨含钙量高 ꎬ吸收射线性大ꎮ 因此 ꎬD 错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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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常用的口腔科器械消毒方法除了
A.戊二醛浸泡 B.高压蒸汽

C.干热灭菌 D.化学熏蒸
E.超声波清洗
【 答案】 E

【 解析】 ꎮ

27.在颞下颌关节紊乱病中 ꎬ疼痛有 “ 扳机点 ” 的为
A.翼外肌功能亢进 B.翼外肌痉挛
C.不可复性关节盘前移位 D.骨关节病
E.肌筋膜痛
【 答案】 E

【 解析】

ꎮ

28.下列呼吸困难常伴 “ 三凹征 ” 的是
A.吸气性呼吸困难 B.呼气性呼吸困难
C.心源性呼吸困难 D.血源性呼吸困难
E. 中毒性呼吸困难
【 答案】 A

【 解析】 吸气性呼吸困难表现为喘鸣 ꎬ 常

见于喉、气管狭窄 ꎬ如炎症、水肿、异物和肿瘤等ꎮ

29.两侧创缘高低不平时的缝合方法是
A.两侧进针取同样的厚度
C.多做埋藏缝合

E.低侧缝合稍多并深些 ꎬ高缝合稍少并浅些
【 答案】 E

30.痛性抽搐 ꎬ是指伴疼痛
A.面部潮红

C.表情肌不自主痉挛
E.用力揉搓面部
【 答案】 C

B.作适当的附加切口
D.高侧进针深些

B.眼结膜充血
D.咬唇、伸舌

31 .男性 ꎬ12 岁ꎮ 口底部广泛性水肿 2 天ꎮ 检查 :水肿范围上及面颊部 ꎬ下至锁骨水平 ꎬ皮
肤灼热、红肿发硬、压痛明显、呈凹陷性水肿 ꎬ并可扪及捻发音ꎮ 此病的诊断应是

A.化脓性口底蜂窝织炎 B. 口底多间隙感染
C.颈部多间隙感染 D.腐败坏死性口底蜂窝织炎
E.双侧下颌下间隙感染
【 答案】 D

32.某患者一侧下颌骨磨牙区、下颌角及升支部渐进性膨大 ꎬ按之有乒乓球感 ꎬX 线片示多
房性密度减低影 ꎬ分房大小相差悬殊 ꎮ 分隔清晰锐利、阴影边缘呈切迹状 ꎬ 阴影内牙根尖有不
规则吸收 ꎬ该病最可能的诊断是

A.成釉细胞瘤 B.牙源性角化囊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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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牙源性纤维瘤 D.成骨肉瘤
E.颌骨血管瘤
【 答案】 A

33.女 ꎬ25 岁ꎮ 左侧完全性唇裂术后继发畸形 ꎬ

A.局部浸润麻醉 B.双侧眶下神经阻滞麻醉
C.基础麻醉加局部浸润麻醉 D.全身麻醉
E.鼻腭神经阻滞麻醉
【 答案】 B

【 解析】

故本题选 B ꎮ

34.某舌癌患者因术后放疗造成患侧下颌骨放射性骨坏死 ꎬ并继发感染 ꎬ局部反复肿胀 ꎬ伴
剧烈疼痛 ꎬ以下治疗措施中 ꎬ哪项是不适当的

A.应用抗生素控制感染 B.高压氧治疗

C.理疗 D.局部冲洗 ꎬ保持引流通畅
E.在健康骨质范围内施行死骨切除术
【 答案】 C

【 解析】 放射性颌骨坏死治疗原则 :①全身治疗控制感染ꎻ给予镇痛剂 ꎮ 增强营养 ꎬ输血ꎻ

高压氧 ꎮ ②局部治疗 ꎬ死骨在未分离前 ꎬ每天冲洗(低浓度过氧化氢或抗生素液) ꎮ 骨钳分次

逐步咬除死骨 ꎬ 已分离后的死骨予以摘除 ꎬ 口腔黏膜与皮肤被放射线累及部分 ꎬ也可一并切除ꎮ

感染期进行理疗容易使感染扩散 ꎮ

35. 口腔手术操作时乙肝病毒的传染通常是

A.通过血液制品传播给患者 B.医生之间相互传播
C.患者之间相互传播 D. 由患者传播给口腔医生
E. 由口腔医生传播给患者
【 答案】 D

【 解析】

36.一名青年男性患者 ꎬ从台阶上摔倒 ꎬ颏部先着地 ꎬ检查 :颌面部未见创口ꎻ左侧颞下颌关
节区明显压痛 ꎬ轻度肿胀 ꎬ未扪及台阶感 ꎬ咬合关系未见异常 ꎬ张口度 2 指 ꎬ下颌向右侧运动困
难 ꎮ 左侧颞下颌关节区穿刺抽出血液线检查报告高位髁状突骨折 ꎬ移位不明显 ꎮ 应进行以下
何种治疗

A.手法复位后行颌间固定

B.用空针抽吸出未凝血液 ꎬ加压后采用颏顶枕绷带固定 ꎬ 限制张口至肿痛消失 ꎬ然后进行
张口训练

C.在左侧磨牙区垫上橡皮垫 ꎬ进行颌间弹性牵引复位固定 4 周
D.软食或半软食 4 周 ꎬ然后进行张口训练
E.在左侧颞下颌关节区进行加压包扎 ꎬ3 ~5 天后进行张口训练
【 答案】 B

37.男性 ꎬ50 岁 ꎬ左耳垂后下肿胀、破溃后有脓液流出 ꎬ其中可见针尖大小淡黑色颗粒 ꎬ经化
验为 ꎮ 对于该病最有效的药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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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大环内酯类 Ｂ .青霉素族
Ｃ .喹诺酮类 Ｄ .氨基糖苷类
Ｅ .硝基咪唑类抗生素

【 答案】 Ｂ
３８.某男性患者 ꎬ２５岁ꎮ 头面部外伤后昏迷 ꎬ约 ７ 分钟后清醒 ꎬ对当时情况遗忘 ꎬ主诉头痛、

头晕 ꎬ神经系统检查(－) ꎬ此时最有可能的诊断应为

Ｃ .硬脑膜外血肿 Ｄ .颅底骨折
Ｅ .脑膜炎
【 答案】 Ｂ

【 解析】 患者有外伤史 ꎬ伴短暂昏迷 ꎬ特别是清醒后遗忘当时情况 ꎬ检查无神经系统症状 ꎬ

是典型的脑震荡 ꎮ

３９.女性 ꎬ３２岁ꎮ 拔下颌牙后出现渐进性张口受限 ꎬ下颌下淋巴结肿大 ꎬ除下颌升支后缘稍
丰满压痛外 ꎬ其他没有明显体征 ꎬ最可能的诊断是

Ａ .下颌下间隙感染 Ｂ .翼颌间隙感染
Ｃ .咽旁间隙感染 Ｄ .咬肌间隙感染
Ｅ .舌下间隙感染
【 答案】 Ｂ

【 解析】

４０.患者 ꎬ男 ꎬ６５岁ꎮ 因发现左耳下肿物 ２ 年入院ꎮ 患者两年前发现耳下肿物 ꎬ时消时长 ꎬ

无疼痛、麻木 ꎬ检查 :左耳垂后下区有一直径 ３ｃｍ椭圆状肿物 ꎬ质较软 ꎬ活动度好 ꎬ边界清楚 ꎬ放
射性核素显像显示肿物呈９９ＭＴｃ凝集 ꎮ 对明确肿物性质 ꎬ指导手术最有价值的检查是

Ａ .术前活检 Ｂ .术中冰冻切片检查
Ｃ .ＭＲＩ检查 Ｄ .超声检查
Ｅ .核素扫描
【 答案】 Ｂ

【 解析】 ꎬＭＲＩ、

超声检查、放射性核素扫描对诊断仅能提供参考 ꎬ不能确诊ꎮ

４１.女性 ꎬ３８岁ꎮ 发现左耳垂后下肿物 ３ 年余 ꎬ生长缓慢 ꎬ近来生长加快ꎮ 检查触诊可及直
径约 ３ｃｍ类圆形质硬肿物 ꎮ 活动 ꎬ与皮肤及腮腺基底均无粘连 ꎬ表面有结节感 ꎮ 关于该患者
的治疗错误的是

Ａ .单纯肿瘤摘除术
Ｂ .将肿瘤连同周围腮腺组织一并切除术

Ｃ .肿瘤在浅叶时 ꎬ将肿瘤和腮腺浅叶一并切除术
Ｄ .肿瘤在深叶时 ꎬ将肿瘤连同全腮腺切除术
Ｅ .各种术式均要保留面神经
【 答案】 Ａ

【 解析】 然后是考查考生是否可判断出该

肿物为腮腺多形性腺瘤的可能性大 ꎬ诊断正确后则应该知道腮腺多形性腺瘤单纯肿瘤摘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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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错误的 ꎬ 因腮腺多形性腺瘤为临界性肿瘤 ꎬ 包膜不完整 ꎬ如行单纯摘除术易造成术后复发ꎮ

４２.青年男性 ꎬ牙龈溃疡 ３ 个月 ꎬ经 ２ 周抗感染治疗不愈ꎮ 为明确诊断 ꎬ应选用的检查为
Ａ.牙片 Ｂ.ＣＴ检查

Ｃ .Ｂ 超检查 Ｄ .切取活检
Ｅ .细针吸取活检
【 答案】 Ｄ

【 解析】 对于牙龈溃疡 ３ 个月不愈 ꎬ应高度警惕恶性肿瘤 ꎬ 明确诊断首先要采取切取活检

的诊断方法ꎮ

４３.下列哪种肿瘤一般不应做活组织检查
Ａ .转移性肿瘤 Ｂ .恶性黑色素瘤
Ｃ .恶性淋巴瘤 Ｄ .恶性肉芽肿
Ｅ .皮肤癌
【 答案】 Ｂ

【 解析】

４４.病历记录的内容有
Ａ .家族史 Ｂ .检查
Ｃ .诊断 Ｄ .治疗计划和修复设计
Ｅ .以上都对
【 答案】 Ｅ

【 解析】

４５.通常颌面部随意皮瓣的长宽比例为

Ａ.１ ∶１ Ｂ.１.５ ∶ １
Ｃ.２~３∶１ Ｄ.４~５∶１
Ｅ.６ ∶ １
【 答案】 Ｃ
【 解析】

４６. 中厚皮片包括
Ａ .表皮层
Ｃ .表皮＋真皮全层
Ｅ .表皮＋真皮＋皮下组织

【 答案】 Ｂ

４７.咀嚼肌检查的内容
Ａ .扪诊

Ｃ .压痛点的部位
Ｅ .以上都对
【 答案】 Ｅ

Ｂ .表皮＋部分真皮层
Ｄ .表皮＋真皮＋部分皮下组织

Ｂ .有无压痛
Ｄ .肌肉收缩的强度及对称性

【 解析】

ꎮ 常通过触诊对咬肌、颞肌扪诊检查有无压痛等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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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颌面部检查的内容不包括
A.面部皮肤颜色、营养状态 B.颌面部外形的对称性
C.咀嚼肌检查 D.侧面轮廓的面型
E.颌面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
【 答案】 C

【 解析】

(49 ~52 题共用备选答案)

A.3 ~6 个月 B.12 ~ 18 个月
C.4 ~6 岁 D.9 ~ 11 岁
E.16 岁以后

49.唇裂修复术的时间为
50.腭裂修复术的时间为
51 .牙槽嵴裂植骨术的时间为
52.正颌外科矫治颌骨畸形的时间为
【 答案】 A、B、D、E

【 解析】

(53 ~55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开放性损伤 B.闭合性损伤
C.复合伤 D.穿通伤
E.枪弹伤
53.皮肤或口腔黏膜完整性受到破坏的损伤称为

54.除颌面部损伤外 ꎬ合并有其他部位或器官的损伤称为
55.皮肤或黏膜完整性尚存的损伤称为
【 答案】 A、C、B

(56 ~58 题共用备选答案)

A.无菌创口 B.污染创口
C.感染创口 D.一期愈合创口
E.延期愈合创口

56.与口鼻腔相通或在口腔内手术的创口属于
57.未经细菌侵入的创口属于
58.虽有细菌侵入 ꎬ但未引起化脓性炎症的创口属于
【 答案】 B、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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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口腔修复学

考情分布图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口腔修复学

口腔检查与修复前准备 ４ ５ ５ ５ ４

牙体缺损 ３８ ３６ ３８ ３６ ３７

牙列缺损 ３９ ３７ ３６ ３８ ３８

牙列缺失 ３０ ３４ ３２ ３３ ３１

高频考点必背

１ .对于牙槽骨吸收达到根 ２/３ 以上ꎬ牙松动达Ⅲ度者应拔除ꎮ

２.义齿修复前骨尖修整的最佳时机是拔牙后 １ 个月左右ꎮ

３ .牙槽嵴重建术是治疗无牙颌牙槽嵴严重吸收、萎缩的一种方法 ꎮ

４ .牙体缺损最常见的原因是龋病其次是外伤、磨损、楔状缺损、酸蚀和发育畸形等ꎮ

５ .正常人的开口度为 ３ .７ ~４ .５ ｃｍꎬ低于该值表明有张口受限ꎮ

６ .下颌最大侧方运动范围正常情况下约为 １２ ｍｍꎮ

７ . 固定义齿修复的最佳时间一般是在拔牙后 ３ 个月ꎮ

８ .牙体预备完毕后 ꎬ避免使用有强烈刺激的消毒剂 ꎬ尤其是接近牙髓的深洞和牙颈部 ꎬ一
般常采用 ７５％乙醇消毒 ꎮ

９ . 固位力是指修复体在行使功能时能抵御各种作用力而不发生移位或脱落ꎮ

１０.修复体的主要固位力来自摩擦力和黏结力 ꎮ

１１.为了避免修复体与龈组织接触 ꎬ有人主张将修复体边缘止于距龈缘 ２ ｍｍ处 ꎬ其好处是
不再刺激牙龈 ꎬ也便于边缘的检查 ꎮ

１２.把修复体龈边缘设

计在与龈缘平齐 ꎬ似乎可兼顾龈上和龈下两种设计的优点 ꎬ可是在齐龈缘处菌斑容易积
聚 ꎬ加上修复体边缘处约有 ２０μｍ 的缝隙易形成继发龋坏和龈缘炎ꎮ

１３.常用的牙体缺损修复方法有嵌体、部分冠、全冠和桩核冠 ꎮ

１４.理想的桩直径应为根径的 １/３－１/４ꎮ

１５.全冠修复步骤中不可能对牙髓造成危害的是用橡胶印模材取印模 ꎮ

１６.人造冠边缘与牙体组织间无明显缝隙 ꎬ允许的微小间隙不超过 ５０μｍ ꎮ

１７.黏固剂的最大厚度一般不得超过 ３０μｍ ꎬ否则会增加被膜厚度而使修复体黏固后加高
咬合ꎮ

１８.修复体使用之后出现过敏性疼痛的主要原因有 :继发性龋、牙龈退缩、黏固剂脱落或
溶解ꎮ

１９.修复体黏固后出现自发性疼痛 ꎬ其常见原因为牙髓炎、金属微电流刺激和根尖炎或牙
周炎ꎮ

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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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导致牙列缺损的常见原因是龋病 ꎮ

21 . 固位桥的组成部分是固位体、桥体、连接体ꎮ

22.完全固定桥是指双端固定桥 ꎮ

23.黏结固定桥是利用酸蚀、黏结技术将固定桥直接黏固于基牙上 ꎬ修复牙列缺损 ꎬ其固位
主要依靠黏结材料的黏结力 ꎬ而牙体制备的固位形为辅助固位作用 ꎮ

24.半固定桥一般适用于基牙倾斜度大 ꎬ若采用双端固定桥修复 ꎬ难于求得共同就位道的
病例ꎮ

25.嵌体的适应证有 :①各种牙体缺损已涉及牙尖、切角、边缘嵴以及 面 ꎬ而不能使用一
般材料充填修复者 ꎮ ②因为牙体缺损的邻接不良或食物嵌塞严重 ꎬ需恢复邻面接触点但仍存
在有较大体积的健康牙体组织 ꎬ可以为嵌体提供足够抗力者 ꎮ

26.黏结剂中的氢原子和被粘物表面的氧化物之间可以形成氢键结合 ꎬ并可成为很强的黏
结力ꎮ

27. 面预备的目的是为铸造金属全冠提供 面间隙 ꎬ一般为 1 .0 mm ꎬ并为修复体建立正
常 关系提供条件 ꎮ

28.铸造全冠颈部肩台通常为非贵金属 0.5 mm ~ 0.8 mm 宽 ꎬ贵金属 0.35 ~ 0.5mm 宽 ꎬ铸造
全冠常用肩台为戊凹形和圆角形肩台 ꎮ

29.最有可能设计为单端固定桥的情况是上颌侧切牙缺失 ꎮ

30.衡量一个牙是否为良好基牙的最重要指标是牙周膜面积 ꎮ

31 .设计固定义齿时 ꎬ增加基牙的目的是为了分散 力 ꎬ减轻基牙的负荷ꎮ

32. 固定桥最重要的支持基础是牙周膜 ꎮ

33.如果牙槽突的吸收超过根长的 1/3 ꎬ就不宜选作基牙ꎮ

34.全冠是临床上最常用的固定桥的固位体 ꎮ

35. 固定桥倾斜牙做基牙 ꎬ如患者年轻 ꎬ首选的方法是正畸后再修复ꎮ

36.最适宜作桥体龈面的材料是烤瓷 ꎮ

37.烤瓷熔附金属桥体是临床上应用最为广泛的桥体类型 ꎮ

38.接触式桥体的龈端与牙槽嵴黏膜接触 ꎬ为临床常采用的一种桥体形式 ꎮ

39.在设计右上第一前磨牙桥体时 ꎬ在口腔条件正常的情况下 ꎬ最合理的龈端类型是改良
盖嵴式 ꎮ

40.一般拔牙后的 1 ~ 3 个月内 ꎬ牙槽突吸收较快 ꎬ以后逐渐趋于稳定 ꎬ所以固定桥修复最好
是在牙槽嵴的吸收比较稳定之后进行 ꎬ即拔牙后的 3 个月左右 ꎬ使桥体龈端与牙槽嵴黏膜有良
好的接触 ꎬ避免在牙槽嵴的吸收未稳定前作固定桥修复 ꎮ

41 . 力是导致挠曲的主要原因ꎮ

42. 固定连接体应位于天然牙的近中或远中面的接触区 ꎬ 即接近切端或 面的 1/2 部位 ꎬ

其面积不应小于 4 ~ 10 mm2 ꎮ

43.活动连接体适用于半固定桥的活动连接端 ꎬ一般设计于后牙固定桥 ꎮ

44.与塑料牙比较 ꎬ瓷牙的特点是硬度大 ꎬ咀嚼效率高 ꎬ脆性大 ꎬ不易磨改ꎮ

45.可摘局部义齿按 面形态不同 ꎬ可分为解剖式牙、非解剖式牙和半解剖式牙 ꎮ

46.与解剖式人工牙比较 ꎬ非解剖式人工牙咀嚼效能差 ꎬ侧向 力小ꎮ

47.基托能修复缺损的牙槽骨、颌骨和软组织 ꎬ并加强义齿的固位与稳定 ꎮ

48.与金属基托比较 ꎬ塑料基托色泽美观 ꎬ近似黏膜 ꎬ操作简便 ꎬ价廉 ꎬ重量轻 ꎬ便于修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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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垫 ꎬ但坚韧度差 ꎬ受力大时基托易折裂 ꎻ温度传导作用差 ꎬ且不易自洁ꎮ

４９.在塑料基托中加金属网状物 ꎬ 可以增加基托的坚固性 ꎬ 金属网要放置在基托应力集
中处ꎮ

５０.上颌后牙游离端义齿基托后缘应伸展到翼上颌切迹 ꎬ远中颊侧应盖过上颌结节 ꎬ后缘
中部应到硬软腭交界处稍盖过软腭 ꎮ

５１.下颌基托后缘应覆盖磨牙后垫的 １/３ ~ １/２ꎮ

５２.塑料基托一般厚约 ２ ｍｍꎬ基托边缘厚约 ２ .５ ｍｍꎬ金属基托厚度一般厚约 ０ .５ｍｍꎬ边缘
处厚度可达 １ｍｍꎬ并呈圆钝状ꎮ

５３.可摘局部义齿的固位体不应对基牙产生矫治力 ꎮ

５４.取戴义齿时 ꎬ固位体对基牙应无侧方压力 ꎬ不损伤基牙ꎮ

５５.直接固位体主要是卡环 ꎬ将卡环置于基牙的倒凹区 ꎬ利用卡环的弹性是目前广泛应用
的固位体 ꎮ

５６.可摘局部义齿上起辅助固位和增强稳定作用的部分称作间接固位体 ꎮ

５７.卡臂尖位于倒凹区 ꎬ是卡环产生固位作用的部分 ꎬ可防止义齿 向脱位ꎮ

５８.卡环臂起始部分较坚硬 ꎬ 放置在观测线上或非倒凹区 ꎬ 起稳定作用 ꎬ 防止义齿侧向
移位ꎮ

５９.卡环体为连接卡环臂、 支托及小连接体的坚硬部分 ꎬ位于基牙轴面角的非倒凹区 ꎬ有
稳定和支持义齿的作用 ꎬ可防止义齿侧向和龈向移动 ꎮ

６０.铸造 支托应薄而宽 ꎬ呈匙形 ꎬ颊舌宽度约为磨牙颊舌径的 １/３ 或前磨牙的颊舌径的
１/２ꎮ 铸造 支托的长度约为磨牙近远中径的 １/４ 或前磨牙近远中径的 １/３ꎮ

６１.可摘局部义齿基牙观测时 ꎬ Ⅰ型观测线在基牙的近缺隙侧距 面远 ꎬ远缺隙侧距 面
近 ꎬ即缺隙侧的倒凹区大ꎮ

６２.可摘局部义齿基牙观测时 ꎬ Ⅱ型观测线为近缺隙侧倒凹区大 ꎬ远离缺隙侧倒凹区小ꎮ

６３. Ⅰ型卡环的特点是固位、支持和稳定作用好ꎮ

６４. Ⅱ型卡环的特点是固位支持作用较好 ꎬ但稳定较差ꎮ

６５. Ⅲ型卡环的特点是固位、支持作用较好 ꎬ稳定作用较差ꎮ

６６.ＲＰＩ卡环采用近中 支托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基牙的所受扭力 ꎮ

６７.ＲＰＩ卡环邻面板的作用是增强义齿的固位 ꎮ

６８.ＲＰＡ卡环组可用于前庭沟过浅或存在颊侧组织倒凹者 ꎮ

６９.前腭杆前缘应离开上前牙舌侧龈缘至少 ６ ｍｍꎮ

７０.后腭杆位于上颌硬区之后 ꎬ颤动线之前 ꎬ两端弯曲向前至第一磨牙与第二磨牙之间 ꎮ

７１.侧腭杆位于上颌硬区的两侧 ꎬ离开龈缘应有 ４ ~６ ｍｍꎬ并且与牙弓平行 ꎬ用于连接前、后
腭杆 ꎬ一侧或两侧(双杆)均可 ꎬ其强度好 ꎬ不易变形 ꎬ戴用舒适ꎮ

７２.舌杆纵剖面呈半梨形 ꎬ边缘薄而圆滑 ꎬ距牙龈缘 ３ ~４ ｍｍꎬ上缘厚 １ｍｍꎬ下缘 ２ｍｍꎮ

７３.舌板常用于口底浅 ꎬ舌侧软组织附着高( 口底到龈缘的距离在 ７ ｍｍ 以下) ꎬ舌隆突明
显者ꎮ

７４. 固位力的主要来源是固位体与基牙之间的摩擦力 ꎮ

７５.倒凹的坡度一般应大于 ２０° ꎮ

７６.圆形卡环适用于健康的、牙冠外形好的基牙上 ꎬ牙支持式可摘局部义齿最常用 ꎬ 固位 、

支持和稳定作用均好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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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杆形卡环的固位臂进入基牙唇颊面倒凹的方向是从牙龈方向 ꎮ

78. 回力卡环具有应力中断作用的原因是基托相连 ꎬ 力通过人工牙和基托传到黏膜和颌
骨上 ꎬ减轻基牙的负担ꎮ

79.对半卡环适用于前后有缺隙孤立的前磨牙、磨牙 ꎮ

80.延伸卡环适用于松动或牙冠外形差的基牙 ꎮ

81 .延伸卡环除了固位作用之外 ꎬ还具有夹板固定作用ꎮ

82.杆形卡环的特点是固位作用好 ꎬ稳定作用差ꎮ

83.杆形卡环的主要优点是弹性好 ꎬ与基牙的接触面积小 ꎬ推型固位作用强 ꎬ对基牙的损伤
小 ꎬ美观 ꎬ基牙可保持生理运动ꎮ

84. 固位力的大小与固位体的数目成正比 ꎬ2 ~4 个固位体可以达到固位要求 ꎬ切忌设计过
大的固位力 ꎬ因容易损伤基牙也可能造成摘戴困难ꎮ

85.义齿的下沉常见于游离端基托 ꎬ无 支托的黏膜支持式义齿 ꎬ是由 力造成的ꎮ

86.Kennedy 第一类牙列缺损者是双侧游离缺失 ꎮ

87.Kennedy 二类缺损者的义齿一般为混合支持式 ꎮ

88.Kennedy 三类缺损者的义齿一般为牙支持式 ꎮ

89.为减轻 Kennedy 一、二类缺损者游离端基牙的负担 ꎬ除采用 RPI 卡环以外 ꎬ还可采用回
力卡环 ꎮ

90.种植体材料主要以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的钛金属为主 ꎬ如纯钛、钛合金等 ꎮ

91 .许多种植体系统的穿龈部分有不同的高度 ꎬ规格一般为 1 ~5 mmꎮ

92. 中央螺栓是连接种植体与基台的杆形螺丝 ꎬ贯穿基台 ꎬ与种植体连接为一体 ꎬ起着固定
作用ꎮ

93.种植义齿应维护骨组织的健康 ꎬ种植体周围的骨组织在种植术后 1 年垂直吸收率应小
于 0.2 mmꎮ

94.印模材料的种类较多 ꎬ 目前主要采用制取可摘局部义齿印模 ꎬ 即藻酸盐印模材料和硅
橡胶印模材料 ꎬ而印模膏和印模石膏等材料已较少使用 ꎮ

95.解剖式印模是当承托义齿的软、硬组织处于静止状态时 ꎬ 所取得的印模 ꎬ 为无压力
印模ꎮ

96.初戴义齿时 ꎬ 口内暂时会有异物感、恶心和呕吐 ꎬ有时发音可能受到影响 ꎬ还有咀嚼不

便等 ꎬ但经耐心练习 ꎬ1 -2 周后即可改善ꎮ

97.戴上颌可摘局部义齿后 ꎬ 由于基托后缘伸展过多、过厚 ꎬ或基托后缘与黏膜不贴合 ꎬ两
者之间有唾液刺激而引起恶心 ꎮ

98.对游离端缺失的义齿 ꎬ因其印模常用无压力印模法 ꎬ为使基托组织面稍加压 ꎬ亦采用重
衬处理 ꎮ

99.当牙齿缺失后 ꎬ上下颌骨的改变主要是牙槽嵴的萎缩 ꎮ

100.牙槽嵴的吸收率在牙齿缺失后头 3 个月最快 ꎬ约 6 个月后吸收速率显著下降 ꎬ拔牙后
2 年吸收速度趋于稳定 ꎮ

101 .下颌牙槽嵴的吸收方向是向下前和向外 ꎬ结果使下牙弓逐渐变大 ꎬ上下颌间距离缩
短 ꎬ面下 1/3 距离也随之变短 ꎬ上下颌骨的关系失去协调可表现出下颌前突、下颌角变大、髁突
变位以及下颌关节骨质吸收和功能紊乱 ꎮ

102.上颌两侧尖牙牙尖顶的连线应通过切牙乳突中点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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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当牙列缺失后 ꎬ上颌骨唇侧骨板吸收较多 ꎬ使切牙乳突向前移 ꎬ因此 ꎬ上颌前部缺牙较
多的病例 ꎬ上颌两侧尖牙尖顶间的连于切牙乳突后缘 ꎮ

104.上颌全口义齿的后缘应在腭小凹后 2 mm 处 ꎮ

105.舌侧翼缘区后部是下颌全口义齿固位的重要部位 ꎬ此区基托应有足够伸展 ꎮ

106.根据无牙颌组织结构的特点与全口义齿修复的关系 ꎬ无牙颌可分为 4 个区 ꎬ分别为主
承托区、副承托区、边缘封闭区和缓冲区 ꎮ

107.全口义齿的无牙颌分区中 ꎬ主承托区的骨组织上覆盖着高度角化的复层扁平上皮 ꎬ其
下有致密的黏膜下层所附着 ꎬ能承担咀嚼压力 ꎬ抵抗义齿基托的碰撞而不致造成组织的创伤 ꎮ

108.副承托区是指上下颌牙槽嵴的唇颊和舌腭侧(不包括硬区) ꎮ

109.缓冲区是指无牙颌上的上颌隆突、颧突、下颌结节的颊侧、切牙乳突隆突、下颌舌骨嵴
以及牙槽嵴上的骨尖、骨棱等部位 ꎬ上面覆盖很薄的黏膜 ꎬ为防止压痛 ꎬ与之相对的基托组织面
应做出适当缓冲 ꎮ

110.全口义齿与唇颊肌作用关系最密切的一面是磨光面 ꎮ

111 .与吸附力最相关的因素是义齿基托组织面与黏膜接触的密合程度 ꎮ

112.与大气压力的产生关系最密切的是边缘封闭好坏 ꎮ

113.影响义齿固位的有关因素包括颌骨的解剖形态、基托的边缘、唾液的质和量 ꎮ

114.全口义齿的印模根据取印模的次数分为一次印模法和二次印模法 ꎮ

115.二次印模法又称联合印模法 ꎬ 由初印模和终印模组成 ꎬ是在患者口中制取两次印模后
完成工作印模的方法 ꎮ

116.印模边缘应圆钝 ꎬ有一定的厚度 ꎬ其厚度为 2 ~ 3 mmꎮ

117.下颌后缘盖过磨牙后垫约 6 mm ꎬ远中舌侧边缘向远中伸展到下颌舌骨后间隙 ꎬ下缘
跨过下颌舌骨嵴 ꎬ不应妨碍口底和舌运动ꎮ

118.工作模型应充分反映出无牙颌组织面的细微纹路 ꎬ 印模边缘上显露出肌功能修整的
痕迹 ꎬ模型边缘厚度以 3 ~5 mm 为宜 ꎬ模型最薄处也不能少于 10 mmꎮ

119.在石膏模型上 ꎬ用雕刻刀在颤动线处切一深度 1 ~ 1 .5 mm 的切迹 ꎬ沿此切迹向前约
5 mm的范围内 ꎬ将石膏模型轻轻刮去一层 ꎬ越向前刮除得越少 ꎬ使与上腭的黏膜面移行 ꎮ

120.哥特弓描记是为了确定正中关系位 ꎮ

121 .患者戴用全口义齿后感到牙槽嵴不确定部位的疼痛 ꎬ面部肌肉不适 ꎬ每天仅能戴用数
小时就需摘下 ꎬ否则难以忍受 ꎬ其最可能的原因是义齿垂直距离过高ꎮ

122.全口义齿临床初戴时出现咬舌 ꎬ可能原因是下颌义齿 平面低ꎮ

123.患者戴全口义齿 1 年后觉恶心 ꎬ 以往未曾有此现象 ꎬ未发现全身疾病 ꎬ最可能的原因
是前牙早接触导致义齿后缘轻微翘动 ꎮ

历年真题5年

1 .以下关于半固定桥的说法中错误的
A.适用于倾斜基牙为获得共同就位道
B.保护缺隙一侧支持力较弱的基牙

配套名师高清视频

C.含中间基牙的多单位固定桥 ꎬ保护中间基牙
D.可动连接体的栓道位于固位体上
E.可动连接体一般用栓道式附着体

244



第九章 口腔修复学

【 答案】 C

【 解析】 半固定桥 :半固定桥的桥体一 端的固位体力固定连接 ꎬ 另一 端的固位体为活动连

接 ꎮ 活动连接体在桥体的部分制成栓体 ꎬ将嵌合于基牙固位体上的栓道内 ꎮ 半固定桥特点 :①

ꎮ 因为 力通过活动连接体的传导 ꎬ使应力得以分散和缓冲 ꎬ

而固定连接端基牙则承担较大 力 ꎬ容易使固定连接端基牙受到创伤 ꎮ ②半固定桥一般适用
于基牙倾斜度大 ꎬ若采用双端固定桥修复 ꎬ难于求得共同就位道的病例ꎮ A ꎬB ꎬD ꎬE 均为半固
定桥的特点而 C 为复合固定桥的特点

2.与银汞合金充填比较铸造嵌体的优点是
A.机械性能优良 B. 固位好
C.边缘线短 D.牙体切割少
E.制作方便
【 答案】 A

【 解析】 银汞合金可以直接充填 ꎬ铸造嵌体要牙体制备 ꎬ 印模制取 ꎬ还要体外制作嵌体 ꎬ最
后才能黏固 ꎬ两者相比较银汞合金充填更方便ꎮ

ꎮ 金属嵌体其各个轴壁外展 2 ° ~ 5 ° ꎬ银汞合
金充填各个轴壁应平行或稍内聚因此金属嵌体固位不比银汞充填好 ꎮ 因此 ꎬB 错误 ꎮ 因铸造
嵌体有洞缘斜面而银汞充填没有因此铸造嵌体边缘线更长 ꎮ 因此 ꎬC 错 ꎬ 因铸造合金预备需外
展 2 ° ~5°ꎮ 因此 ꎬ其牙体切割多ꎮ 因此 ꎬD 错误ꎮ 铸造嵌体制作更复杂ꎮ 因此ꎬE 错误ꎮ

3.卡环体的作用是
A.起固位作用

B.起稳定作用 ꎬ防止义齿侧向移动
C.起支持作用 ꎬ防止义齿龈向移动

D.起固位和稳定作用 ꎬ防止义齿龈向和侧向移动
E.起稳定和支持作用 ꎬ防止义齿侧向和龈向移动
【 答案】 E

【 解析】 卡环体为连接卡环臂 ꎬ 支托及小连接体的坚硬部分 ꎬ位于基牙轴面角的非倒凹

区 ꎬ有稳定和支持义齿的作用 ꎬ可防止义齿侧向和龈向移动ꎮ 故选 E

4.金属嵌体洞形与银汞合金充填洞形的相同之处是

A.轴壁均外展 2 ° ~5 ° B.邻面均可做片切形
C.邻面均可作邻沟 D.边缘均有洞缘斜面
E.备洞时均做预防性扩展
【 答案】 E

【 解析】 A 选项金属嵌体因是体外制作所以为了就位轴壁应外展 2 ° ~ 5 ° ꎬ 而银汞充填为分
层堆塑为了更好地固位应轴壁与洞底垂直或稍内聚 ꎮ B 只有嵌体可做片切洞形

C 邻轴沟一般为部分冠防止舌侧脱位固位洞形充填无此洞形 ꎮ D 金属嵌体洞缘应预备洞
缘斜面 ꎬ其目的是

(嵌体洞缘斜面目的为重点应牢记) ꎬ 而银汞充填较金属嵌体强度低 ꎬ 为防止
边缘崩裂因此不制作洞缘斜面 ꎮ E 预防性扩展主要目的是防龋 ꎬ金属嵌体和银汞合金都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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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扩展 ꎮ

５ .以下关于双端固定桥固位体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Ａ .要有共同就位道 Ｂ .共同就位道应与牙长轴平行
Ｃ . 固位体固位力应与 力大小相适应 Ｄ .两端固位体的固位力应基本相等
Ｅ . 固位体固位力应与桥体跨度相适应
【 答案】 Ｂ
【 解析】 双端固定桥又称完全固定桥 ꎬ 固定桥两端固位体与桥体之间的连接形式为固定连

接 ꎬ 当固位体黏固于基牙后 ꎬ基牙、固位体、桥体则连接成一 个不动的整体 ꎬ从而组成新的咀嚼
单位 ꎬ双端固定桥特点 :①固定桥所承受的 力 ꎬ通过两端基牙传递至基牙牙周组织 ꎮ ②双端
固定桥的桥基牙承受较大 力 ꎬ且两端牙所分担的 力也比较均匀 ꎮ ⑶双端固定桥将基牙连
接为一个整体 ꎬ 由单个基牙的生理性运动转变成固定桥基牙的整体性生理运动 ꎮ 此运动方式
同样符合牙周组织健康要求ꎮ Ａ ꎬＣ ꎬＤ ꎬＥ 为双端固定桥的原则特点ꎬＢ 选项

６ .牙外伤伴牙周膜损伤者 ꎬ根管治疗后进行桩冠修复的最短时间为
Ａ.３ 天 Ｂ.７ 天
Ｃ .１４天 Ｄ.１８天
Ｅ.２１天
【 答案】 Ｂ

【 解析】

ꎮ 故选 Ｂꎮ

７ .义齿修复前骨尖修整的最佳时机是拔牙后
Ａ.２ 周左右 Ｂ .４ 周左右
Ｃ .８ 周左右 Ｄ.１０周左右
Ｅ .１２周左右
【 答案】 Ｂ

【 解析】 牙齿拔除后由于骨质的吸收不均 ꎬ常可形成骨尖或骨突 ꎮ 若经过一段时间后仍不

消退 ꎬ且有压痛 ꎬ或有明显倒凹 ꎬ妨碍义齿摘戴时 ꎬ应进行牙槽骨修整 ꎬ一般在拔牙后 １ 个月左

右修整较好 ꎮ

８ .在义齿修复前口腔软组织的处理措施中 ꎬ不应包括
Ａ .黏膜病的治疗 Ｂ .黏膜瘢痕组织的修整
Ｃ .松软牙槽嵴的修整 Ｄ .咀嚼肌功能训练
Ｅ .唇、舌系带的修整
【 答案】 Ｄ

【 解析】 义齿修复前口腔软组织处理 :①治疗口腔黏膜疾患如口腔黏膜有溃疡 、白色损害
等黏膜病 ꎬ必须先做治疗 ꎬ 以免造成对黏膜的刺激 ꎬ致使疾患加剧ꎮ ②舌系带的修整如唇舌系

带附着点接近牙槽嵴顶 ꎬ 系带过短 ꎬ影响义齿的固位和功能 ꎬ则应进行外科修整ꎮ ③瘢痕组织
的修整口腔内如有瘢痕组织 ꎬ 当对义齿的固位稳定有影响时 ꎬ可考虑予以修整 ꎮ ④对松动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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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修整有时由于戴用不良修复体过久 ꎬ以致骨质大量吸收 ꎬ牙槽嵴表面被一种松软可移动的
软组织所覆盖 ꎮ 对于对支持义齿没有帮助的松软组织 ꎬ可以在修复前给予切除ꎮ

9.以下关于桩核冠理想根桩长度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达根长的 1/3 即可 B.应达根长的 1/3 ~ 1/2

C.应达根长的 1/2 ~2/3 D.应达根长的 2/3 ~ 3/4

E.应达根长的 3/4 ~4/5

【 答案】 D

【 解析】 桩的长度 :为确保牙髓治疗效果和预防根折 ꎬ

ꎮ

10.对口腔功能影响最大的疾病是
A.后牙牙体缺损 B.牙列缺损
C.牙列缺失 D.颞下颌关节紊乱病
E.全牙列重度磨耗
【 答案】 C

【 解析】 牙列缺失对患者的咀嚼功能 、面容改变产生重大影响 ꎬ是 一种潜在的病理状态 ꎮ

随着时间的推移 ꎬ可继而引起牙槽嵴、口腔黏膜、颞下颌关节、咀嚼肌及神经系统的有害改变ꎮ

11 .关于复合固定桥的说法中 ꎬ错误的是
A.包括 4 个以上的牙单位 B.整个固定桥中含有 2 个以上的牙单位

C.承受外力时 ꎬ各基牙受力反应多数不一致 D.获得共同就位道比较困难
E.复合固定桥常包括前牙和后牙
【 答案】 B

【 解析】 复合固定桥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简单固定桥组合成复合固定桥 ꎮ 如在双端固
定桥的一端再连接一个半固定桥或单端固定桥 ꎮ ①复合固定

ꎬ常包括前牙和后牙 ꎬ形成程度不同弧形的固定桥 ꎬ整个固定桥中含有两个以上基牙ꎮ ②

当承受外力时 ꎬ各个基牙的受力反应不一致 ꎬ可以相互支持或相互制约 ꎬ使固定桥取得固位和
支持 ꎮ ③反之 ꎬ也可能影响到固定桥的固位而引起固位体和基牙之间松动 ꎮ ④复合固定桥包
括的基牙数目多而且分散 ꎬ要获得共同就位道比较困难 ꎮ

12.杆形卡环的特点是

A. 固位作用好 ꎬ稳定作用也好 B. 固位作用好 ꎬ稳定作用差
C. 固位作用差 ꎬ稳定作用好 D. 固位作用差 ꎬ稳定作用也差
E. 固位、稳定作用均不确定
【 答案】 B

【 解析】 杆形卡环主要优点是 :弹性好 ꎬ与基牙的接触面积小 ꎬ

ꎮ 主要缺点是稳定作用不如圆形卡环 ꎬ易存积食物 ꎬ杆形卡

坏了不易修理 ꎮ

13.对关于正中关系的描述正确的是
A.又称正中 B.亦称正中关系
C.亦称牙尖交错 D.髁突位于关节窝中部
E.是一个稳定可重复的位置
【 答案】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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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正 中关系是指下颌不偏左、不偏右 ꎬ适居正中 ꎬ髁突处于关节窝的后位 ꎬ在适当的
垂直距离时 ꎬ下颌骨对上颌骨的位置关系 ꎮ

ꎬ如果迫使下颌再向

后退 ꎬ则会由于附着在下颌骨上的肌肉受拉 ꎬ髁突后方的软组织受压而感到不适ꎮ 髁突在正 中
关系位时 ꎬ又称为铰链位 ꎬ下颌依此为轴可作 25 mm 转动(切点测量) ꎬ为铰链开闭口运动 ꎬ称
为正中关系范围ꎮ 在此范围内 ꎬ上下牙发生接触(一般在磨牙区) ꎬ称为正中关系 ꎬ 亦称后退接
触位ꎮ

14.制作固定义齿需要等待伤口愈合的适合时间是在拔牙后
A.1 个月 B.2 个月
C.3 个月 D.3 ~6 个月
E.1 年以上
【 答案】 C

【 解析】 本题目考查的主要是固定义齿的适应证 ꎬ在适应证中明确表述 :缺牙区牙槽嵴在

拔牙或者手术后 3 个月左右牙槽嵴的吸收趋于稳定 ꎬ可以制作固定桥ꎮ

15.对腭小凹的描述错误的是
A.位于腭中缝的后部 B.位于软硬腭交界处的稍后方

C.数目多为并列的两个 ꎬ左右各一 D.上颌义齿的后缘应止于腭小凹
E.腭小凹是口内黏膜腺导管的开口
【 答案】 D

【 解析】 腭小凹 :是口内黏膜腺导管的开 口 ꎬ位于上腭中缝后部的两侧 ꎬ软硬腭连接处的稍
后方 ꎬ ꎮ 因此 D

错误ꎮ

16.系统疾病史包括

A.有无药物过敏史 B.有无牙用材料过敏史
C.是否患有糖尿病 D.是否有传染性疾病史
E.以上都对
【 答案】 E

【 解析】 系统病史 :①与制定修复治疗计划有关的内容 :如患者在以往就医时是否需抗生
素预防感染 ꎬ是否需使用激素或抗凝剂等 ꎬ有无药物过敏或牙用材料过敏史 ꎬ是否作过放射治
疗等 ꎮ 应认识到某些系统性疾病可导致支持组织对修复体的支持能为降低 ꎮ ②系统疾病在 口
腔内的表现 :如牙周病可受糖尿病、绝经期、妊娠或抗惊厥的影响ꎮ 另外 ꎬ有些药物的不良反应
可产生类似颞下颌关节疾病的症状或唾液腺分泌的减少 ꎮ ③传染性疾病史 :如乙肝、艾滋病或
梅毒等传染病的患者或携带者 ꎬ可成为交叉感染源 ꎬ对医务人员或其他患者构成威胁 ꎬ应采取
适当的预防措施 ꎮ

17. 口腔专科病史包括
A.牙周病史 B.修复治疗情况
C.牙体牙髓治疗情况 D.正畸治疗情况
E.以上都对
【 答案】 E

【 解析】 口腔专科病史就是和口腔相关的各类病史 ꎬ 包括口内( 牙体牙髓 ꎬ牙周 ꎬ黏膜) ꎬ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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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ꎬ修复治疗情况 ꎬ正畸治疗情况等等 ꎬ均是口腔专科病史 ꎬ故选 E ꎮ

18.不会导致全冠黏固后出现龈缘炎的是
A.轴壁突度不良 B.咬合早接触
C.冠边缘不密合 D.龈沟内黏固剂残留
E.冠边缘过长
【 答案】 B

【 解析】 修复体黏固后出现龈缘炎的原因 :

咬合早接触会造成咬合疼痛和牙周膜的损伤一般不会造成龈缘炎 ꎮ

19. 支托凹底与基牙长轴的角度应为
A.0° B.20 °

C.45 ° D.60°

E.90°

【 答案】 E

【 解析】 铸造 支托的支托凹应呈三角形或匙形 ꎬ 由基部向 面中部逐渐变窄ꎮ

ꎮ 支托凹底
应与基牙长轴垂直因此 ꎬ选 E ꎮ

20.全口义齿做侧方咬合时 ꎬ工作侧不接触 ꎬ平衡侧接触 ꎬ应调整
A.增大补偿曲线曲度 B.增大横 曲线
C.减小补偿曲线曲度 D.减小横 曲线
E.以上均不对
【 答案】 D

【 解析】 故侧方运动时 ꎬ工作侧上下后牙的相对牙尖有接触而平衡侧相对牙尖不接触 ꎬ这

是由于平衡侧后牙横 曲线过小或工作平衡侧横 曲线较大造成的 ꎬ调整时首先加大平衡侧

的横 曲线 ꎬ

21 .黏结固定桥的固位主要依靠

B.约束力
D.吸附力

E.黏结和卡环
【 答案】 C

【 解析】 黏结固定桥是利用酸蚀 ꎬ黏结技术将固定桥直接黏固于基牙上 ꎬ修复牙列缺损 ꎬ其

固位主要依靠黏结材料的黏结力 ꎬ而牙体制备的固位形为辅助固位作用 ꎬ

22.关于全冠黏固后出现自发痛的原因说法中最不可能的是
A.牙髓炎 B.金属微电流刺激
C.咬合过低 D.牙周损伤
E.根尖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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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C

【 解析】 全冠黏固后出现自发性疼痛原因 :①其常见原因为牙髓炎 ꎬ金属微电流刺激和根
尖炎或牙周炎 ꎮ ②由于牙体切割过多 ꎬ黏固前未戴暂时冠做牙髓安抚治疗 ꎬ牙髓受刺激由充血

发展为牙髓炎 ꎮ ③修复体戴用一段时间后出现的自发性疼痛 ꎬ 多见于继发龋引起的牙髓炎 ꎮ

④由于修复前根管治疗不完善 ꎬ根尖周炎未完全控制ꎮ ⑤根管侧壁钻穿未完全消除炎症ꎮ ⑥咬
合创伤引起的牙周炎 ꎮ

23.修复前口腔的一般处理有
A.处理急性症状 B.保证良好的口腔卫生
C.拆除不良修复体 D.治疗和控制龋病及牙周病
E.以上都对
【 答案】 E

【 解析】 修复前口腔的 一般处理有 :处理急性症状 ꎬ保证良好的口腔卫生 ꎬ拆除不良修复

体 ꎬ治疗和控制龋病及牙周病都属于之前处理的内容 ꎮ

24.用于判断全冠试戴时是否就位的标志中不正确的是
A.龈边缘达到位置 B.稳定性好
C.咬合基本合适 D. 固位良好
E.无翘动
【 答案】 D

【 解析】 冠就位的标志 :①冠的龈边缘到达设计的位置 ꎬ 有肩台预备的颈缘应与冠边缘密

合无明显缝隙 ꎮ ② ꎮ ③人造冠

在患牙上就位后不岀现翘动现象 ꎮ

25.以下措施可以提高全口义齿固位和稳定 ꎬ除了
A.扩大基托面积 B.准确的印模
C.有利的磨光面形态 D.合理的排牙
E.指导患者使用义齿
【 答案】 A

【 解析】 要在不妨碍周围组织活动的前提下 ꎬ全口义齿基托的边缘应充分伸展 ꎬ 并有适宜
的厚度和外形这样可以 扩大基托面积与周围组织保持良好的接触 ꎬ形成良好的边缘封有

利于固位和稳定 ꎮ 但
ꎬ基托面积过大也会影响固位因此 A 不正确ꎮ B ꎬC ꎬD ꎬE 是

提高义齿固位和稳定的方法 ꎬ都可以提高义齿的固位和稳定 ꎮ

26.下颌游离端局部义齿基托后缘应位于
A.末端人工牙远中 B.磨牙后垫前方
C.磨牙后垫前缘 D.磨牙后垫 1/3 ~ 1/2

E.磨牙后垫后缘
【 答案】 D

【 解析】 上颌后牙游离端义齿基托后缘应伸展到翼上颌切迹 ꎬ远中颊侧应盖过上颌结节 ꎬ

后缘中部应到硬软腭交界处稍后的软腭上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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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铸造 支托长度为

A.前磨牙近远中径的 1/4

C.磨牙近远中径的 1/2

E.磨牙近远中径的 1/4

【 答案】 E

【 解析】 铸造 支托应薄而宽 ꎬ呈匙形 ꎬ颊舌

28.牙体缺损的定义是
A.牙体组织的龋损 B.接触点的丧失
C.牙体硬组织的破损 D.磨耗
E.隐裂
【 答案】 C

【 解析】 、 ꎬ造成牙体形态、咬
合和邻接关系的异常 ꎬ影响牙髓、牙周组织的健康 ꎬ对咀嚼功能、发音和美观等可产生不同程度

的影响 ꎮ

29.基牙倒凹的深度和倒凹的坡度一般为

A.倒凹的深度应大于 1 mm ꎬ倒凹的坡度应小于 10°
B.倒凹的深度应大于 1 mm ꎬ倒凹的坡度应小于 20 °

C.倒凹的深度应小于 1 mm ꎬ倒凹的坡度应小于 10°

D.倒凹的深度应小于 1 mm ꎬ倒凹的坡度应小于 20 °

E.倒凹的深度应小于 1 mm ꎬ倒凹的坡度应大于 20 °

【 答案】 E

【 解析】 基牙一般倒凹的深度应小于 1 mm ꎬ铸造卡环臂要求的倒凹深度偏小 ꎬ 不宜超过

0.5 mm ꎬ

30.X 线片检查有
A.X 线牙片 B.X 线曲面断层片
C.颞下颌关节 X 线侧位片 D.头颅定位片
E.以上都对
【 答案】 E

【 解析】 X 线片检查包括 X 线牙片 ꎬX 线曲面断层片 ꎬCBCT ꎬ颞下颌关节 X 线侧位片 ꎬ头颅

定位片等ꎮ

31 .衡量一个牙是否为良好基牙的最重要指标是
A.牙槽骨的量 B.牙槽骨的密度
C.牙周膜面积 D.牙根长度
E.牙根数目
【 答案】 C

【 解析】 临床上 ꎬ常用牙周膜面积大小来衡量是否为良好基牙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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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根桩的直径应为根径的
A.根径的 1/4 B.根径的 1/3

C.根径的 1/2 D.根径的 2/3

E.根径的 3/4

【 答案】 B

【 解析】 桩的直径 :

ꎮ ②上前牙的桩直径应为 1 .5 ~2.5 mmꎮ ③下前牙的桩直径为 1 .

1 mm ꎮ ④上下后牙均 1 .4 ~2.7 mmꎮ

33.当固定桥两端固位力不相等时会引起
A.一端基牙的骨吸收 B.一端基牙的松动
C.一端固位体的磨耗 D.一端固位体的松动
E.整个固定桥的弯曲
【 答案】 D

【 解析】 基牙两端的固位体固位力应基本相等 :

ꎮ 因此 ꎬ若一端固位力不足时 ꎬ应设法

提高固位力 ꎬ必要时增加基牙数 ꎬ以便与另一端固位体的固位力相均衡ꎮ

34.前腭杆的前缘应
A.位于上前牙舌隆突上 B.位于上前牙舌侧龈缘
C.离开上前牙舌侧龈缘 3 mm D.离开上前牙舌侧龈缘 6 mm

E.离开上前牙舌侧龈缘 10 mm

【 答案】 D

【 解析】 前腭杆 :位于上颌硬区之前 ꎬ腭皱襞之后 ꎬ薄而宽 ꎬ与黏膜组织密合但无压力 ꎬ

ꎮ 为了不妨碍舌的功能和发音 ꎬ应该尽量避免覆盖腭前区组织 ꎮ 前部边缘

设计于腭皱襞之间 ꎮ 常用铸造法制成 ꎮ

35.为防止游离酸对牙髓的刺激 ꎬ年轻患者的恒牙(活髓牙)采用铸造全冠修复时 ꎬ不能用
的永久性黏固剂是

A.磷酸锌黏固剂 B.玻璃离子黏固剂
C.丁香油黏固剂 D.羧酸玻璃离子黏固剂
E.聚羧酸锌黏固剂
【 答案】 A

【 解析】

ꎮ 在粉液调和后的短时间内其酸性较强(调和 3 min 后其pH 为 3.5) ꎮ

36.与唇颊舌肌作用有关的是
A.组织面 B.磨光面
C.咬 面 D. 平面
E.以上都是
【 答案】 B

【 解析】 磨光面是指义齿与唇颊和舌肌接触的部分 ꎮ 磨光面的外形是由不同的斜面构成

的 ꎬ磨光面的倾斜度 ꎬ义齿周围边缘的宽度和人工牙齿的颊舌位置正常时 ꎬ舌和颊才有帮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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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固位和抵抗侧向压力的作用 ꎮ

37. 固定义齿修复的最佳时间一般是在拔牙后
A.4 周 B.5 周
C.6 周 D.2 个月
E.3 个月
【 答案】 E

【 解析】 一般拔牙后 3 个月内牙槽骨吸收速度较快不易进行义齿的修复 ꎬ3 个月后吸收速

度趋于稳定因此 3 个月后进行固定义齿修复 ꎮ 为避免患者长期忍受无牙之苦 ꎬ可进行即刻义

齿在伤口未完全愈合时修复 ꎬ待牙槽嵴吸收稳定后行义齿修复或重新制作 ꎮ

38.检查缺牙情况的内容不包括
A.缺牙区间隙大小 B.牙槽嵴情况
C.拔牙创愈合情况 D.对颌牙情况
E.牙槽嵴有无骨尖、倒凹
【 答案】 D

【 解析】 缺牙区情况 :检查缺牙间隙大小是否正常 ꎬ 牙槽嵴有无妨碍修复治疗的骨尖、倒

凹、骨隆突等ꎮ D 选项不在缺牙区情况范围内 ꎬ所以答案为 D ꎮ

39.桩冠修复时 ꎬ一般要求根尖部保留多少长度的根充材料
A.不用保留 B.1 ~ 3 mm

C.3 ~5 mm D.5 ~7 mm

E.以上都不适宜
【 答案】 C

【 解析】 为确保牙髓治疗效果和预防根折 ꎮ

40.黏接固定桥的特点是

A.主要以牙体预备的固位形获得固位作用
B.牙体预备时磨削牙体组织较多

C.主要利用黏结材料的黏结力起到固定作用

D.黏结材料的黏结力与固定桥的固位关系不大
E.适用于多数牙缺失的修复
【 答案】 C

【 解析】 黏结固定桥是利用酸蚀 ꎬ 复合树脂黏结技术将固定桥的固位体直接黏结在缺隙
两侧的基牙上 ꎬ其固位主要依靠黏结材料的黏结力 ꎬ 而预备体上的固位形只起辅助的固位
作用 ꎬ这一 点是黏结固定桥最大的特点 ꎬ应用较广泛的黏结固定桥类型是金属翼板黏结桥 ꎮ

黏结固定桥具有磨除牙体组织少 ꎬ 患者易于接受 ꎬ 不显露金属或极少暴露金属的优点 ꎬ 容易
更改为其他固定桥设计 ꎮ 不过 ꎬ黏结固定桥对黏结材料的性能要求较高 ꎬ 对制作的精度要
求亦高 ꎮ

41 . 固定桥的固位体边缘止于龈上的适应证为

A.牙冠短 ꎬ 龈高度不足 B.前牙唇侧冠修复
C.龋坏达龈下 D.龈退缩 ꎬ牙颈部倒凹大
E.牙冠有缺损 ꎬ需要较大的固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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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Ｄ

【 解析】 Ａ 龈高度不足 ꎬ修复体固位力差应用龈下边缘以增大接触面积增强固位力 ꎮ Ｂ
前牙为了美观固位体边缘应位于龈下 ꎬＣ 龋坏到达龈下因修复体边缘要放在牙体上因此用龈
下边缘ꎮ Ｅ 需要较大的固位力时应把边缘放在龈下增大接触面积进而增大固位力ꎮ 因此 ꎬ选
Ｄ 根据牙冠长短和倒凹大小决定冠的龈边缘位置 :牙冠短邻面倒凹小者冠边缘止于龈缘ꎻ牙冠
长邻面倒凹大者冠边缘可在龈缘以上 ꎮ

４２.金瓷冠舌侧龈边缘最好为
Ａ .肩台＋斜面 Ｂ .１３５°肩台
Ｃ .９０°肩台 Ｄ .浅凹槽形
Ｅ.凿状
【 答案】 Ｄ

【 解析】 全瓷覆盖因为瓷的收缩率大 ꎬ 为了保证全冠颈缘的密合性 ꎬ全冠舌侧颈缘全用金

属 ꎬ部分瓷覆盖其舌侧颈缘也是金属 ꎬ

４３.前伸 时上后牙尖的工作斜面是
Ａ .上牙舌尖的远中斜面 Ｂ .上牙颊尖的舌斜面
Ｃ .上牙舌尖的颊斜面 Ｄ .上牙颊舌尖的颊斜面
Ｅ .上牙颊尖的近中斜面
【 答案】 Ａ

【 解析】 正 中 :支持尖相对中央窝 ꎬ和近远中边缘嵴 ꎮ 侧方 接触斜面为:

ꎮ 前伸咬

合时 ꎬ下牙的工作斜面是功能尖的近中斜面 ꎬ上后牙是功能尖的远中斜面ꎮ

４４.混合支持式义齿影响基牙受力大小的因素中哪个是错误的
Ａ .牙槽嵴宽大丰满者 ꎬ基牙受力小
Ｂ .黏膜移动性大 ꎬ基牙受力大
Ｃ .义齿基托越大 ꎬ基牙受力越小
Ｄ .脱位力存在时位移相同的倒凹深度锻丝卡比铸造卡加在基牙上的力小
Ｅ .卡环静止时对基牙无作用力 ꎬ可避免基牙受到扭力
【 答案】 Ｃ

【 解析】 混合支持式义齿( 牙合) 力由牙和牙槽骨共同承担因此牙槽嵴丰满提供的支持力

多基牙受力就小 ꎮ 义齿基托大是在牙槽骨丰满的前提下 大才能减小基牙受的力 ꎬ 而单独

说义齿基托越大 ꎬ基牙受力大是不正确的ꎮ

４５. 固定桥承受 力时 ꎬ 力传导到基牙上是通过
Ａ .固位体 Ｂ .固定连接体
Ｃ .活动连接体 Ｄ .桥体
Ｅ .桥体龈端的黏膜
【 答案】 Ａ

【 解析】 固定桥承受 力的时候最终承担 力的基牙 ꎬ 固位体和基牙直接接触的 ꎬ所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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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 力都要通过固位体传到基牙上 ꎮ

46.一般情况下可摘局部义齿的固位力主要是
A.卡环与基牙间的卡抱力 B.吸附力
C.间接固位体的平衡力 D.大气压力
E.义齿本身的重力
【 答案】 A

【 解析】 活动义齿固位力主要来源为固位体与基牙之间的摩擦力 ꎬ 而卡环是主要的固

位体ꎮ

47.严重 面磨损引起颞颌关节紊乱病的主要原因是

A.颌间垂直距离过短 ꎬ引起关节损伤
B.边缘嵴和发育沟缺损 ꎬ导致 面外形不完整
C.不均匀磨损遗留高陡牙尖 ꎬ造成咬合创伤
D.牙本质过敏 ꎬ造成 力不定 ꎬ损害关节
E.长期的咀嚼使 力应为集中 ꎬ损害关节
【 答案】 A

【 解析】 全口牙齿磨损严重 ꎬ 牙冠明显变短甚至呈残根时 ꎬ颌间距离过短可出现关节后压
迫症状 ꎬ导致颞颌关节紊乱病 ꎬ故选 A ꎮ 边缘嵴和发育沟缺损 ꎬ 面外形不完整会影响咀嚼功
能和 力的分布 ꎬ 同时出现食物嵌塞 ꎬ但并非关节紊乱病的主要原因 ꎬ排除 B ꎮ 不均匀磨损遗
留高陡牙尖 ꎬ牙齿在咀嚼过程中受到过大侧方咬合力 ꎬ造成咬合创伤 ꎬ形成不良咀嚼习惯 ꎬ对关
节功能有一定影响 ꎬ但不是主要原因 ꎬ排除 C ꎮ 牙本质过敏更主要的损害在于刺激牙髓引起牙
髓病和根尖周病变 ꎬ排除 D ꎮ 力应力集中对牙支持组织损害更大 ꎬ排除 E ꎮ 此题选 A ꎮ

48.关于腭小凹的描述 ꎬ正确的是
A.位于软、硬腭交界处 B.位于腭中缝上
C.是口内黏液腺导管的开口 D.义齿基托的后缘应止于此
E.数目多为 1 ~2 个
【 答案】 C

【 解析】 腭小凹是口内黏液腺导管的开 口 ꎬ位于软硬腭交界处稍后方中线的两侧 ꎬ

ꎮ

49.全口义齿基托边缘与唇颊沟、舌沟、上颌后堤区及下颌磨牙后垫处相接触的区域属于
A.主承托区 B.副承托区
C.边缘封闭区 D.缓冲区
E.翼缘区
【 答案】 C

【 解析】 边缘封闭区是义齿边缘接触的软组织部分 ꎬ如黏膜皱襞、系带附着部、上颌后堤区

和下颌磨牙后垫 ꎮ

50.下列有关嵌体的说法 ꎬ不正确的是

A.在口外的模型上制作完成
C.强度及耐久性能好
E.可高度抛光
【 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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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预备牙体洞形时 ꎬ如果制备倒凹修复体则无法就位 ꎮ 嵌体预备时各轴壁外展 2 ° ~

5 ° 以利于就位ꎮ

51 .可摘局部义齿修复前口内检查的内容不包括
A.缺牙区的部位和数目 B.缺牙区牙槽嵴的骨表面状态
C.唾液的黏度和分泌量 D.余留牙的情况
E. 口内软组织的情况
【 答案】 C

【 解析】 可摘局部义齿一般是牙支持式或混合支持式 ꎬ ꎮ

不需要检查唾液的黏度和分泌量 ꎬ而全口义齿需要检查ꎮ

52.下颌单侧游离端缺失 ꎬ选择局部可摘义齿修复 ꎬ错误的设计是
A.在近缺隙侧的基牙上设置直接固位体
B.在对侧前牙上设置间接固位体
C.大连接体设计为舌杆
D.在对侧牙弓后面部分设置两个间接固位体
E.卡环数量以不超过 4 个为宜
【 答案】 B

【 解析】 下前牙一般不放置 支托等间接固位体
53.不适用调节倒凹法确定就位道的是
A.后牙游离缺失 B.前牙缺失

C.缺牙间隙多 ꎬ倒凹大 D.一侧后牙非游离缺失
E.前后牙同时缺失
【 答案】 C

【 解析】 调凹就是使缺隙两侧基牙的倒凹适当地集中在一端基牙 ꎬ义齿斜向就位 ꎮ 此种就

位道适用于基牙牙冠短 ꎬ基牙长轴彼此平行者ꎮ 义齿斜向就位 ꎬ可以防止吃黏性食物时从侧向

脱位ꎮ

54.RPI 卡环邻面板的作用不包括
A.防止食物嵌塞 B.防止基托下沉
C.防止义齿脱位 D.有利于美观
E.增强义齿的固位
【 答案】 B

【 解析】 义齿受力后 ꎬI 杆离开牙面 ꎬ邻面板也移向倒凹区 ꎬ可以减小对基牙的扭力 ꎬ

ꎮ 故 ACDE 都是其作用选 B ꎮ

55.以下哪项对全冠龈边缘位置设计无影响
A. 固位力大小 B.牙体预备操作的难易
C.美观因素 D.牙龈的保护
E.边缘密合
【 答案】 B

【 解析】 龈边缘的设计与多种因素有关 ꎬ如边缘密合 ꎬ 牙龈健康 ꎬ但是与牙体预备操作的难

易无关 ꎬ不能为了好预备而改变设计原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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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下列关于固定桥基牙的要求描述 ꎬ不正确的是
A.牙冠形态基本正常 B.牙周无进行性炎症
C.牙周牙槽骨的吸收不能超过根长的 1/3 D.牙根的吸收不能超过 1/5

E.死髓牙能作为基牙
【 答案】 D

【 解析】 理想基牙的牙冠 龈高度应适合 ꎬ形态正常 ꎬ 牙体硬、软组织健康ꎮ 牙根周围可能

出现牙槽骨吸收 ꎬ

ꎮ 基牙要承担自身的和桥体的压力 ꎬ 必须要求基牙牙周组织健康 ꎮ 最为理想的情况

是牙周无进行性炎症 ꎬ根尖周无病变 ꎬ牙槽骨及颌骨结构正常 ꎬ牙槽骨几乎无吸收ꎮ

57.非贵金属铸造全冠颈部肩台的宽度为
A.1 ~2 mm B.0.5 ~0.8 mm

C.2.5 mm D.0.8 ~ 1 .5 mm

E.2.5 ~ 3 mm

【 答案】 B

【 解析】

ꎮ

58.全口义齿初戴时 ꎬ常常需要选磨 ꎬ以下哪个原因不正确
A. 架不可能完全模拟人的下颌关节的各种运动
B.垂直距离一般过高
C.义齿制作过程中的每一步均可能有误差
D.人工牙 面形态不一定符合要求
E.初戴义齿可能下沉不均匀
【 答案】 B

【 解析】 全口义齿协调稳定的咬合是义齿行使有效功能及保护支持组织的必要条件 ꎮ

ꎮ 因此 ꎬ选 B 垂直距离
改变属于取颌记录错误导致的 ꎮ

59.根据桩核制作方式的不同 ꎬ桩可分为
A.铸造桩和预成桩 B.金属桩和非金属桩
C.铸造桩和非铸造桩 D.预成桩与非预成桩
E.铸造一体式桩和铸造分体桩
【 答案】 A

【 解析】 桩核的类型根据桩核使用材料不同可分为金属桩核及非金属桩核 ꎮ 金属桩核又

有贵金属桩核和非贵金属桩核之分 ꎮ 非金属桩核有玻璃纤维桩及瓷桩等 ꎮ 根据桩核制作方法

不同 ꎬ可分为预成桩加树脂核和铸造金属桩ꎮ

60.下列选择无牙颌上颌托盘的要求 ꎬ不正确的
A.边缘应与唇颊沟等高 B.宽度应比上颌牙槽嵴宽 2 ~ 3 mm

C.后缘盖过颤动线 3 ~4 mm D.长度应盖过翼上颌切迹
E.系带处有相应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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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Ａ
【 解析】 ꎬ唇颊

系带处应呈切迹 ꎬ托盘长度需盖过两侧翼上颌切迹 ꎬ后缘应超过颤动线 ３ ~４ ｍｍꎮ 下颌托盘的
高度和宽度与上颌的托盘相同 ꎬ其长度应盖过磨牙后垫 ꎮ

６１.与义齿吸附力无关的因素是

Ａ .基托材料 Ｂ .基托与黏膜的接触面积
Ｃ .基托与黏膜的密合度 Ｄ .唾液质量
Ｅ .以上都对
【 答案】 Ａ

【 解析】 全口义齿主要是靠大气负压和吸附力固位的 ꎮ 具体地说 ꎬ全口义齿的基托与其所

覆盖的牙槽嵴黏膜紧密贴合 ꎬ两者之间形成大气负压 ꎮ 基托与黏膜之间的唾液又使这三者之
间形成了吸附力 ꎬ大气压力、吸附力共同作用 ꎬ构成了全口义齿的固位力ꎮ 这就好比将两块湿

密贴合而难以用力分开是一样的道理ꎮ 依据物理学原理 ꎬ这大气负压、吸附力与两块玻璃板的
面积成正比关系 ꎮ 因此

ꎮ 与义齿的材料无关ꎮ

６２.余留牙的保留牙槽骨吸收的程度下列哪项是错误的
Ａ.达到根 １/５ Ｂ.达到根 ２/５
Ｃ .达到根 １/３ Ｄ.达到根 ２/３
Ｅ.达到根 １/２
【 答案】 Ｄ

【 解析】 一般来说 ꎬ对于牙槽骨吸收达到根 ２/３ 及以上 ꎬ 牙松动达三度者应拔除ꎮ 所以对

于吸收达到根 ２/３ 的余留牙要考虑拔除不是保留ꎮ

６３.无牙颌牙槽嵴严重吸收的患者宜采用
Ａ .解剖式牙 Ｂ .半解剖式牙
Ｃ .非解剖式牙 Ｄ .金属 面牙
Ｅ.瓷牙
【 答案】 Ｃ

【 解析】 无牙颌的义齿修复时黏膜支持式ꎮ

ꎮ 题干说 “ 无牙颌牙槽嵴严重吸收的患者 ” 牙槽嵴非常条件不好为了减少

对牙槽嵴的压力 ꎬ所以选 Ｃ ꎮ

６４.当颌位记录时下颌前伸 ꎬ在戴牙时 ꎬ全口义齿前牙表现为
Ａ.反 Ｂ.对刃
Ｃ .深覆盖 Ｄ .深覆
Ｅ .正常覆盖覆
【 答案】 Ｃ

【 解析】 颌位记录时患者的下颌前伸 ꎬ全口义齿制作时按照下颌前伸时的水平距离恢复 ꎬ

戴牙时 ꎬ患者下颌回到正 中咬合位置 ꎬ就会出现下颌义齿后退的情况 ꎬ可表现为深覆盖ꎮ

２５８



第九章 口腔修复学

65.可摘局部义齿在临床上最常用的形式是
A.铸造支架式可摘局部义齿 B.牙支持式可摘局部义齿
C.钢丝弯制式可摘局部义齿 D.混合支持式可摘局部义齿
E.黏膜支持式可摘局部义齿
【 答案】 D

【 解析】 混合支持式义齿基牙上有 支托和卡环 ꎬ基托有足够的伸展 ꎬ 由天然牙和黏膜共

同承担 力ꎻ适用于各类牙列缺损 ꎬ尤其是游离端缺失者ꎮ

66.侧腭杆与龈缘的关系是
A.与龈缘接触 B.离开 1 ~ 3 mm

C.离开 4 ~6 mm D.离开 6 ~ 10 mm

E.离开 10 ~ 15 mm

【 答案】 C

【 解析】 侧腭杆 :位于上颌硬区的两侧 ꎬ 离开龈缘应有 并且与牙弓平行 ꎬ用于连接

前、后腭杆 ꎬ一侧或两侧(双杆)均可ꎮ 其强度好 ꎬ不易变形 ꎬ戴用舒适ꎮ

67.导致全口义齿基托折裂或折断的原因是

A. 由于牙槽嵴的吸收 ꎬ基托组织面与组织间不密合

B.侧后牙排列在牙槽嵴顶的外侧 ꎬ咬合时以牙槽嵴为支点或上颌硬为支点 ꎬ造成基托左右
翘动

C.牙尖早接触或牙尖干扰
D.前伸 、侧方 不平衡
E.以上都是
【 答案】 E

【 解析】 全口义齿基托折裂或折断由多种原因所决定 ꎬ如基托自身原因 ꎻ外力较大 ꎬ基托不

密合 ꎬ牙尖干扰等导致的咬合不平衡 ꎬ咬合应力过大等ꎮ

68.卫生桥桥体龈面与牙槽嵴黏膜之间的间隙至少为
A.2 mm B.2.5 mm

C.3 mm D.3.5 mm

E.4 mm

【 答案】 C

【 解析】 悬空式桥体 :桥体与黏膜不接触 ꎬ 留有至少 3 mm 以上的间隙 ꎬ此间隙便于食物通

过而不积聚 ꎬ有较好的自洁作用 ꎬ故称为卫生桥ꎮ

69. 固定桥黏固后患者感到牙齿胀痛不适的原因为

A.咬合过度 B.基牙受扭力 ꎬ接触点过紧
C.桥体龈端接触点过紧 D.黏固剂过厚
E.基牙负担加重
【 答案】 B

【 解析】 如果没有共同就位道 ꎬ

ꎮ 选项 A、E 一般会导致牙齿的疼痛表现咬合高点和题干中的 “胀痛 ꎬ不适 ” 不符ꎮ 选

项 C 桥体龈端接触点过紧主要直接压迫和刺激牙龈 ꎬ形成创伤性炎症 ꎬ黏膜的疼痛 ꎮ 选项 D

一般在临床上修复体和牙体之间有一定的空隙 ꎬ 多余的黏结剂就会从空隙被挤压出来 ꎬ黏结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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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厚是导致固位不好的直接原因所以被排除 ꎮ

70.女性 ꎬ82 岁ꎮ 牙列缺失ꎬ牙槽嵴狭窄 ꎬ咀嚼效率低 ꎬ其原因不可能
A.年龄过大全口义齿修复后咀嚼效率 B.义齿固位较差
C.垂直距离过低 D.咬合接触点少
E.人工牙过小
【 答案】 A

【 解析】

ꎬ所以该题选答

案 A ꎮ

71 .全口义齿修复中 ꎬ作用于唾液与唾液之间的力应称之为
A.黏固力 B.黏着力
C.吸引力 D.黏附力
E.附着力
【 答案】 B

【 解析】 吸附力 :是指两种物体分子间的吸引力 ꎬ 包括附着力和黏着力 ꎮ 附着力是不同分

子间的吸引力 ꎮ 黏着力是相同分子间的凝聚力ꎮ 所以选 B ꎮ

72.对原有修复体的检查包括
A.原义齿与口腔组织的密合情况 B. 关系
C.外形是否合适 D.义齿行使功能的效率
E.以上都对
【 答案】 E

【 解析】 原有修复体的检查 :患者如佩戴有修复体 ꎬ应了解患者要求重做的原因 ꎬ检查原义

齿与口腔组织的密合情况 ꎬ咬合关系是否正确 ꎬ外形是否合适 ꎬ义齿对牙龈、黏膜有无刺激以及

该义齿行使功能的效果知何等 ꎬ分析评价原修复体的成功与失败之处 ꎬ并作为重新制作时的

参考ꎮ

73.前腭杆的正确位置应在
A.第一磨牙区
B.第一、2 磨牙之间

C.腭隆突之后 ꎬ颤动线之前 ꎬ两端弯向第一磨牙之间
D.上颌硬区之前腭皱襞之后
E.第二双尖牙区
【 答案】 D

【 解析】

74.下列不属于可摘局部义齿不稳定表现的是

A.翘动 B.颤动
C.摆动 D.下沉
E.旋转
【 答案】 B

【 解析】 可摘局部义齿的不稳定因素包括 :翘动、摆动、旋转、下沉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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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可摘局部义齿不稳定现象不包括
A.义齿游离端翘起 B.义齿摆动
C.义齿脱落 D.义齿旋转
E.义齿下沉
【 答案】 C

【 解析】 义齿不稳定现象多出现于游离端义齿 ꎬ表现为翘动、摆动、旋转、下沉 ꎮ 主要靠间

接固位体的设计来处理 ꎮ

76.解剖式印模是在承托义齿的软硬组织处于

A.静止状态下取得的印模 ꎬ为有压力印模 ꎬ用稠度小的印模材料所取得的印模即属此类
B.静止状态下取得的印模 ꎬ为无压力印模 ꎬ用稠度小的印模材料所取得的印模即属此类
C.静止状态下取得的印模 ꎬ为有压力印模 ꎬ用稠度大的印模材料所取得的印模即属此类
D.静止状态下取得的印模 ꎬ为无压力印模 ꎬ用稠度大的印模材料所取得的印模即属此类
E.功能状态下取得的印模 ꎬ为有压力印模 ꎬ用稠度大的印模材料所取得的印模即属此类
【 答案】 B

【 解析】 解剖式印模是在承托义齿的软硬组织处于静止状态下取得的 ꎬ 为无压力印模 ꎬ

77.大气压力与义齿哪个结构关系最密切
A.缓冲区 B.主承托区
C.副承托区 D.咬合面
E.边缘封闭区
【 答案】 E

【 解析】 大气压力 :根据物理学原理 ꎬ 当两个物体间产生负压而空气又不能进入时 ꎬ大气压

力则将两个物体紧紧压在一起ꎮ 只有当负压破坏后 ꎬ 两个物体才能分开ꎮ 全口义齿基托与 口
腔黏膜紧密贴合 ꎬ基托边缘与周围黏膜组织形成良好的边缘封闭 ꎬ使空气不能进入 ꎮ 当上下牙
咬合时 ꎬ托与黏膜间的空气被排出而形成负压ꎮ 大气压力作用在基托磨光面上 ꎬ可使义齿获得

足够固位力 ꎮ

78.下列哪项是全口义齿垂直距离过大的表现
A.后牙相撞声 B.颏唇沟变深
C.鼻唇沟变浅 D.咀嚼时要用较大的力量
E.两侧颞肌动度不一致
【 答案】 A

【 解析】

ꎮ 由于患者的息止颌间隙过小可导致患者
在说话和进食时可出现后牙相撞声 ꎬ 常需大张 口进食 ꎬ 义齿容易脱位 ꎮ 而且咀嚼效能有所
下降 ꎮ

79.塑料全冠最常见的适应证是

B. 固定义齿固位体
D.各种美容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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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E

【 解析】 塑料全冠不可长期使用最常见的适应证是保护性暂时修复 ꎮ

80.基牙在牙弓上的位置 ꎬ最有利于义齿稳定的是
A.支点线成直线形 B.基牙位于牙弓后端
C.支点线成平面形 D.基牙集中
E.基牙位于牙弓一侧
【 答案】 C

【 解析】 基牙在牙弓上的位置 ꎬ最有利于义齿稳定的是支点线成平面形ꎮ 因此 ꎬ 直接固位

体的设计越分散越有利 ꎮ

81 .全口义齿修复与固位有关的因素 ꎬ下列错误的是
A. 口腔黏膜的性质 B.牙槽骨致密程度
C.颌骨的解剖形态 D.颊侧基托的伸展
E.前伸 平衡
【 答案】 B

【 解析】 全口义齿的固位原理 :全口义齿必须固位在牙槽嵴上 ꎬ而且保持稳定 ꎬ才能很好地

行使功能ꎮ 与

ꎮ 牙槽骨致密程度会影响义齿的支持和导

致牙槽骨过快吸收与固位无关 ꎮ

82.制取模型检查的意义
A.检查牙周情况 B.可以弥补口腔内一般检查的不足
C.了解牙根的情况 D.了解关节的情况
E.了解牙体牙髓治疗情况
【 答案】 B

【 解析】 模型检查可以弥补口腔内一般检查之不足 ꎮ 便

ꎬ必要时可将上下颌模型在 架上进行研究 ꎬ制定治疗计划

和修复体设计等 ꎮ

83.下列关于高嵌体的描述 ꎬ不正确的
A.可用于洞形 面部分宽度较大时
B.可用于前牙

C.缺点是牙体预备较复杂 ꎬ固位力较差 ꎬ

D.原则上高嵌体的边缘要求远离咬合接触区 1 mm

E.牙体预备时应去除腐质、原有修复体、残余充填体及继发龋
【 答案】 B

【 解析】 高嵌体不可用于前牙 ꎬ而主要用于磨牙的大面积缺损 ꎬ以恢复正常的咬合关系ꎮ

84.延伸卡环适用于
A.前磨牙或尖牙作为末端基牙的游离端缺失患者

B.松动基牙或基牙外形差 ꎬ无足够固位力
C.孤立的前磨牙或磨牙 ꎬ其前后均有要修复的缺隙
D.牙冠外形好 ꎬ无明显倾斜的基牙
E.相邻的两个基牙邻面有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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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B

【 解析】 延伸卡环适用于基牙松动或外形差无法获得足够的固位时 ꎬ将卡环臂延伸至近缺

隙牙的相邻牙的倒凹区以获得固位 ꎬ并对松动基牙有夹板固定的保护作用 ꎮ

85.在排列可摘局部义齿人工后牙的要求中 ꎬ错误的是
A.尽可能减小覆盖 B.前磨牙的排列兼顾美观
C.尽量排列在牙槽嵴上 D.与对 牙排成尖窝相对的咬合关系
E.上下颌双侧后牙缺失 ꎬ 平面平分颌间距离
【 答案】 A

【 解析】 个别后牙缺失 :如缺隙正常 ꎬ

龈距离较大 ꎬ宜排成品塑料牙ꎮ 个别后牙人工牙的颊舌向和近远中向倾斜程度 ꎬ可根据对 天
然牙的位置、倾斜度以及 面磨损等情况 ꎬ对人工牙的 面适当磨改或将对颌天然牙调磨 ꎬ使
相对的上下颌牙更吻合 ꎮ 后牙多数缺失 :应注意排好第二双尖牙和第一、2 磨牙 ꎬ使上下颌牙
的尖凹关系相对 ꎬ使在正 中颌位时有最大面积的接触 ꎬ 以发挥良好的咀嚼功能 ꎮ 后牙游离缺
失 :单侧或双侧多数牙游离缺失 ꎬ后牙应排在牙槽嵴上 ꎮ 上下颌双侧后牙缺失 :应按全口义齿
排牙原则进行排牙 ꎬ 平面应平分颌间距离 ꎬ要求有适当的纵、横 曲线 ꎬ并与前牙协调 ꎬ而能
达到前伸和侧方 平衡 ꎮ

86.上前牙缺隙过窄时 ꎬ排牙错误的做法是
A.将人工牙做不同程度的扭转使人工牙与邻牙重叠
B.排列近远中径较小的牙齿
C.将人工牙减径
D.加大人工牙的近远中向倾斜度
E.将人工牙减数
【 答案】 D

【 解析】 加大人工牙的近远中向倾斜度会导致牙齿排列更加拥挤 ꎬ使过窄的间隙无法容纳
人工牙ꎮ

87.牙列缺失后牙槽嵴吸收较慢的部位是
A.前磨牙区 B.磨牙区
C.腭穹隆 D.上颌结节
E.以上都是
【 答案】 E

【 解析】 以上这几个部位都是骨质密度较高的地方 ꎬ所以吸收比较缓慢ꎮ

88.与大气压力作用无关的是
A.基托与黏膜的接触面积 B.基托与黏膜的密合度
C.义齿边缘封闭效果 D. 力大小
E.以上者都对
【 答案】 D

【 解析】 大气压力 :全口义齿基托边缘与周围的软组织始终保持紧密的接触 ꎬ 形成良好的

边缘封闭 ꎬ使空气不能进入基托与黏膜之间 ꎬ在基托黏膜之间形成负压 ꎬ在大气压力作用下 ꎬ基

托和组织密贴而使义齿获得固位 ꎮ ꎮ 大气压力跟

基托与黏膜的接触面积成正比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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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关于全口义齿 平面位置测定下列哪一项是错误的
A.与瞳孔连线平行 B.与鼻翼耳屏连线平行
C.与下颌两侧牙槽嵴平行 D.平分颌间距离
E.在上唇下缘以下 2 mm

【 答案】 C

【 解析】 平面的前部在上唇下缘以下露出约 1 ~ 2 mm ꎬ且与瞳孔连线平行 ꎬ 平面的后

部 ꎬ从侧面观要与鼻翼耳屏线平行ꎮ C 选项为干扰选择 ꎬ不是全口义齿 平面的要求 ꎬ 两侧牙

槽嵴甶于骨吸收的情况不同 ꎬ 多数情况下 口 内各部分牙槽嵴都不在一个平面上 ꎬ 因此不能作为

临床确定 平面的参考 ꎮ

90.与可摘局部义齿相比 ꎬ下列哪项不是固定义齿的优点

A. 力分散到修复连接体整体 B.咀嚼效能高
C.磨牙少 D.近似真牙
E.异物感小
【 答案】 C

【 解析】 固定义齿与可摘局部义齿相比 ꎬ磨除的牙体组织较多 ꎬ 因此 C 不是它的优点ꎮ

91 . 固定义齿中起固位作用的结构是

A.基牙 B. 固位体
C.连接体 D.牙槽嵴和黏膜
E.桥体
【 答案】 B

【 解析】 固定义齿中起固位作用的是固位体与基牙之间的摩擦力 ꎮ 基牙不属于固定义齿 ꎬ

基牙是人体器官 ꎮ

92.关于牙列缺失后舌的改变 ꎬ错误的是
A.舌体形态改变 B.舌体功能异常
C.味觉异常 D.舌体萎缩
E.舌与颊部内陷软组织接触
【 答案】 D

【 解析】 牙列缺失后 ꎬ 由于缺少了牙列的阻挡 ꎬ舌体变大ꎮ

93.以下关于上颌后堤区的描述 ꎬ错误的是
A.该区组织柔软有一定可让性

B.是上颌全口义齿后缘的封闭区
C.后堤区可作为排牙的标志

D.在义齿承受压力时 ꎬ该区组织可随义齿而移动
E.在模型上可采用刮除石膏的方法形成后堤区
【 答案】 C

【 解析】

ꎬ

最宽处约 5 mm ꎬ形成弓形后堤区后堤区组织柔软有一定的可让性 ꎮ 因此 ꎬ 它是上颌后牙后缘

的封闭区 ꎬ在义齿承受压力时可随义齿移动 ꎬ但其并非排牙的标志ꎮ 因此 ꎬC 错误

264



第九章 口腔修复学

９４.某患者 ꎬ右下 ６ 远中舌侧大面积缺损 ꎬ已进行根管治疗以后 ꎬ现要求修复 ꎬ检查发现右
下 ６ 无叩痛 ꎬ无松动 ꎬ咬合距离正常 ꎬ临床牙冠高度尚可 ꎬ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除了

Ａ .铸造金属全冠 Ｂ .塑料全冠
Ｃ .金属烤瓷全冠 Ｄ .嵌体冠
Ｅ .嵌体
【 答案】 Ｂ

【 解析】 塑料全冠临床应用多作为暂时冠 ꎬ起保护活髓 ꎬ维持和稳定的作用 ꎬ可暂时恢复功

能ꎮ 由于材料性能欠佳 ꎬ不作为永久修复ꎮ

９５.卡臂尖位于基牙倒凹区 ꎬ可以
Ａ .防止义齿龈向脱位 Ｂ .防止义齿 向脱位
Ｃ .防止义齿前向脱位 Ｄ .防止义齿后向脱位
Ｅ .防止义齿侧向脱位
【 答案】 Ｂ

【 解析】 卡臂尖位于倒凹区 ꎬ是卡环产生固位作用的部分 ꎬ可防止义齿 向脱位ꎮ 是活动

义齿最主要的固位力 ꎮ

９６.烤瓷冠唇侧应为金瓷冠留出的间隙为

Ａ.０.５ ｍｍ Ｂ.１.０ ｍｍ
Ｃ.１.５ ｍｍ Ｄ.２.０ ｍｍ
Ｅ.２.５ ｍｍ
【 答案】 Ｃ

【解析】 牙体 唇侧 应 预备 出金属 厚度 的 间 隙 约 ０. ５ｍｍꎬ 以及 瓷 的 厚度 ０. ８５~ １ .２ｍｍ
约１.５ｍｍꎮ

９７.患者 ꎬ男 ꎬ１４岁 ꎬ上下牙列釉质发育不全 ꎬ此时前牙首选治疗方案是
Ａ .烤瓷冠 Ｂ .可见光固化树脂贴面

Ｃ .前牙３/４ 冠 Ｄ.金－塑混合全冠

【 解析】 树脂贴面是由树脂按照牙体外形形成贴面后 ꎬ通过光固化作用使树脂固化于牙体

表面 ꎬ主要用于前牙修复ꎮ 只覆盖前牙唇面 ꎬ磨除牙体少ꎮ 全冠修复 一般建议 １８岁后进行ꎮ

此患者 １４岁应做保守治疗待成年后再行永久修复治疗 ꎬ光固化树脂贴面磨牙最少因此最适

合 ꎮ 即使可行全冠修复全瓷冠或烤瓷冠的修复效果远优于硬树脂冠 ꎮ

９８.下列哪一项不是固定桥挠曲的不良后果

Ａ .金属颊 (舌)面与塑料分离 Ｂ .桥体与基牙之间出现裂缝
Ｃ .对 牙疼痛 Ｄ .基牙固位体松动
Ｅ .食物嵌塞
【 答案】 Ｃ
【 解析】 固定桥挠曲主要影响的是修复本身 ꎬ 固定桥所涉及的基牙 ꎬ及此区域的功能 ꎮ 引

起对 牙疼痛是最不可能的 ꎮ Ａ 挠曲变形后因树脂没有延展性会造成与金属颊舌面分离 ꎮ Ｂ
因挠曲变形使固定桥与基牙不再密合而出现裂缝 ꎬ 出现裂缝后会造成固位体的松动和食物
嵌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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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固定义齿与牙体缺损修复对基牙要求的主要差别在于

A.牙冠有足够的固位形 B.牙根粗长稳固
C.要求活髓 D.牙周组织健康
E.基牙的轴向位置基本正常 ꎬ有共同就位道
【 答案】 E

【 解析】 固定义齿涉及多个牙齿 ꎬ且是 一 个整体 ꎮ 因此 ꎬ 需要考虑就位道的问题 ꎬ利于就

位 ꎬ 同时又 需要保证一定的固位力ꎮ

100.全口义齿的前牙要排列成浅覆 、浅覆盖的原因是因为
A.美观 B.有利义齿稳定
C.易于取得前伸平衡 D.为了排牙简单、方便
E.可以减少前牙牙槽嵴的吸收
【 答案】 C

【 解析】 前牙排成浅覆 、浅覆盖 ꎬ ꎬ这样排列虽上唇的丰满度欠佳 ꎬ

但是能取得前伸平衡 ꎬ有利于义齿的固位稳定 ꎮ

101 .全口义齿修复后出现咬颊现象 ꎬ其主要原因是
A.后牙基托边缘过厚 B.后牙人工牙过大
C.上颌结节基托边缘过长 D.后牙覆盖关系过小
E.后牙人工牙过小
【 答案】 D

【 解析】 全口义齿修复后出现咬颊现象 ꎬ其主要原因是后牙

ꎮ

102. 固定连接体与基牙在近中或远中面的接触区面积不应小于
A.1 mm2 B.2 mm2

C.3 mm2 D.4 mm2

E.5 mm2

【 答案】 D

【 解析】 固定连接体与基牙在近中或远中面的接触面积是 4 ~ 10 mm 不应小于 4 mm2 ꎬ如小

于 4 mm2 则固位能力大大下降 ꎮ

103.做金属烤瓷时 ꎬ密合度最差的肩台是
A.羽状肩台 B.浅凹型肩台
C.135 °肩台 D.90°肩台
E.120 °肩台
【 答案】 D

【 解析】 做金属烤瓷时 ꎬ这种密合度最差的肩台是 90°肩台 ꎬ但做全瓷时却可保证很好的强

度ꎮ 强度最差的为刃状肩台ꎮ

104.以下哪一项并非基托缓冲的目的
A.防止压迫黏膜组织 B.防止压痛
C.防止义齿翘动 D.防止有碍发音
E.防止压迫牙龈组织
【 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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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缓冲主要是指基托组织面和边缘为了减少对黏膜的压力而留出的缓冲带 ꎮ 而

105.切牙乳突是排列上中切牙的解剖标志 ꎬ是因为
A.切牙乳突与上颌中切牙之间有较稳定的关系
B.切牙乳突位于上颌腭中缝的前端

C.切牙乳突下方为切牙孔 ꎬ排牙时要防止此处压迫
D.切牙乳突的位置变化较小
E.两个上中切牙的交界线应以切牙乳突为准
【 答案】 A

【 解析】 切牙乳突与上颌中切牙之间有较稳定的关系 ꎬ

ꎮ

106.混合支持式义齿受力后 ꎬ 力由
A.基牙承载 B. 支托承载
C.基托承载 D.基牙和基托下黏膜、牙槽骨承载
E.基托下的黏膜、牙槽骨承载
【 答案】 D

【 解析】

ꎬ基牙上咬合面设

支托 ꎬ支托适当伸展ꎮ

107.支点线是指
A.两个固位体的连线 B.两个支托的连线
C.两个基牙的连线 D.两个卡环的连线
E.两个主要基牙上直接固位体上 支托的连线
【 答案】 E

【 解析】 支点线是 ꎮ 依据设计的 支托位置确定 ꎮ 其意义是

用以指导间接固位体的设置ꎮ 第一类支点线斜割牙弓 ꎬ即斜线式ꎮ 第二类支点线横割牙弓 ꎬ即

横线式 ꎮ 第三类支点线位于牙弓的一侧而成前后方向者 ꎬ 即纵线式ꎮ 第 四类支点线构成多边

形 ꎬ即平面式ꎮ

108.金合金全冠抛光使用的抛光剂为
A.氧化铁 B.硼砂
C.浮石 D.氧化铬
E.石膏
【 答案】 A

【 解析】 金合金用氧化铁抛光剂抛光 ꎬ

109.可摘局部义齿戴用后出现基牙疼痛的原因不是
A.基牙有结石或牙周病 B.基牙与卡环接触过紧
C. 支托断裂 D.基托与基牙接触过紧
E.咬合高
【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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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支托断裂会导致义齿下沉 ꎬ 同时基牙所受到的外力会减小 ꎬ不会出现疼痛ꎮ B ꎬ

D ꎬE 都使基牙受到了过大的 力ꎮ

110.为了使铸造全冠既便于取戴 ꎬ又能获得良好的固位 ꎬ牙齿各轴面的预备要求
A 各轴面完全平行 B 各个轴向聚合 2 ° ~5 °

C. 向轴方聚合 8 ° D. 向轴方聚合 10°

E.将牙的最大凸度降在颈缘处
【 答案】 B

【 解析】 为了使铸造全冠既便于取戴 ꎬ 又能获得良好的固位 ꎬ 牙齿各轴面的预备要求是向

轴方聚合 2 ° ~5 ° ꎮ

111 .临床上常用的印模材料是
A.藻酸盐印模材料 B.琼脂印模材料
C.硅橡胶印模材料 D.印模膏
E.印模蜡
【 答案】 A

【 解析】 藻酸盐印模材料是临床上常用的印模材料 ꎮ

112.义齿初戴时需做的检查有

A.咬合接触是否均匀 ꎬ有无早接触点
B.卡环与 支托是否就位、密合

C.基托与黏膜是否密贴 ꎬ边缘伸展是否适度 ꎬ有无翘动、压痛
D.连接体与黏膜是否密贴 ꎬ有无压迫
E.以上均是
【 答案】 E

【 解析】 义齿初戴时需检查咬合接触是否均匀 ꎬ有无早接触点ꎻ卡环与 力支托是否就位、

密合ꎻ基托与黏膜是否密贴 ꎬ连接杆和黏膜接触的密贴程度 ꎬ边缘伸展是否适度 ꎬ有无翘动、压

痛 ꎻ连接与黏膜是否密贴 ꎬ有无压迫 ꎬ咬合关系的检查先检查正 中 再检查非正 中 ꎮ

113.贵金瓷冠的金属基底冠有瓷覆盖部位的厚度最少为
A.0.3 mm B.0.5 mm

C.0.7 mm D.0.8 mm

E.1 mm

【 答案】 A

【 解析】

114.下列哪项关于烤瓷冠瓷层的叙述是正确的

A.不透明瓷至少 0.4 mm B.瓷烧结次数增加则瓷的热膨胀系数增加
C.瓷烧结次数增加则瓷的热膨胀系数减少 D.体瓷厚度一般为 0.5 mm

E.金瓷冠的颜色主要靠上色获得
【 答案】 B

【 解析】 增加烘烤次数 ꎬ 可提高瓷的热膨胀系数导致烤瓷冠容易崩瓷 ꎮ

115.下列哪项措施不利于增加人造冠的摩擦力
A.接触面适当粗糙 B.人造冠与患牙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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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尽量使冠的各轴壁平行

【 解析】 与摩擦力的关系 :①修复体与制备牙的接触面要密合 ꎬ越密合越好 ꎮ ②尽可能增
大接触面积 ꎬ接触面积越大 ꎬ摩擦力也越大 ꎮ ③患牙制备时

ꎮ 一般聚合不宜超过 5 ° ꎬ 以 2° ~ 5 ° 为宜ꎮ ( 熟记度数) 一定范围内越粗糙摩擦
力越大ꎮ 因此ꎬ选 C

116.为了牙龈的健康 ꎬ全冠龈边缘要达到的最基本要求是
A.应位于龈上 B.应位于龈沟内
C.应平齐龈缘 D.选用凹形边缘
E.边缘要密合
【 答案】 E

【 解析】 边缘要密合对牙龈健康关系密切 ꎬ如果产生边缘悬突 ꎬ或者边缘不密合易堆积菌

斑和产生微渗漏 ꎬ会影响周围的牙周组织和牙体组织健康 ꎬ微渗漏会使牙齿产生继发龋 ꎮ

117. 固定桥修复一段时间后出现咬合痛 ꎬ应先做哪种辅助检查
A.测试基牙牙髓活力 B.颅脑 CT 检查
C.检查牙松动度 D.拍 X 线片
E.检查对颌牙
【 答案】 D

【 解析】 一段时间咬合疼痛主要怀疑根尖炎或者根折所以最好的辅助检查就是拍 X 线片 ꎮ

118. 口腔修复时 ꎬ哪些是颌面部检查的内容
A.面部皮肤颜色、营养状态 B.颌面部外形的对称性
C.颌面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 D.侧面轮廓的面型
E.以上都对
【 答案】 E

【 解析】 颌面部检查是通过视诊仔细观察患者颌面部的外形及其他特征 :①面部皮肤颜
色、营养状态 ꎮ ②颌面部外形的对称性 ꎮ ③颌面各部分之间比例关系是否协调对称 ꎬ有无颌面
部畸形 ꎬ面下 1/3 的高度是否协调ꎮ ④ 口唇的外形 ꎬ笑线的高低 ꎬ上下前牙位置与 口唇的关系ꎮ

⑤侧面轮廓是直面型、凸面型还是凹面型 ꎬ颅、面、颌、牙各部分的前后位置和大小比例是否正
常 ꎬ有无额骨前突或后缩等异常情况ꎮ

119.不符合牙体缺损修复体固位原理的是
A.修复体组织面与预备体表面接触越紧密固位越好
B.邻沟可增大修复体与预备体的约束力
C.轴面聚合度越小固位力越大
D.修复体黏结面越光滑黏结力越强
E.黏结剂越厚黏结力越小
【 答案】 D

【 解析】 ꎬ而且黏结面与黏结剂的结合也越差 ꎬ从而导致

固位力降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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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以上都是
【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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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关于嵌体洞斜面的预备叙述正确的是
A.斜面预备可以增加嵌体的密合性和封闭性

B.斜面预备可以去除洞缘无基釉 ꎬ预防釉质折断
C.预备成 45 °斜面 ꎬ宽度约 1 .5 mm

D.斜面预备可以防止黏固剂溶解 ꎬ减少微渗漏发生
E.以上都对
【 答案】 E

【 解析】 嵌体洞斜面的预备 : 洞缘有

斜面目的 : ①去除洞缘无基釉 ꎬ 预防釉质折断 ꎮ ②增加嵌体的洞缘密合性与封闭作用 ꎮ ③增

大黏结面积 ꎬ防止黏结剂溶解 ꎬ减少微渗漏ꎮ

121 .金属烤瓷全冠唇侧肩台的宽度一般为
A.0.5 mm B.1 mm

C.1 .5 mm D.2 mm

E.2.5 mm

【 答案】 B

【 解析】 金属烤瓷全冠唇侧肩台的宽度一般为 1 mm ꎬ肩台宽度过窄 ꎬ修复空间不足 ꎬ影响

修复体的强度和美观ꎻ肩台过宽 ꎬ牙体预备最过大 ꎬ影响预备体的抗力或导致牙髓损害 ꎮ 金属

烤瓷舌侧一般为金属边缘因此舌侧为 0.5 mm ꎮ

122.下列关于烤瓷熔附金属全冠特点的描述 ꎬ不正确的是
A.能恢复牙体的形态功能 B.抗折力、耐磨性和抗冲击力强
C.颜色外观逼真、色泽稳定、表面光滑 D.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E.属于临时性修复
【 答案】 E

【 解析】 烤瓷熔附金属全冠的特点 : ꎻ能恢复牙体的形态功能ꎻ抗折力、耐磨

性和抗冲击力强ꎻ颜色外观逼真、色泽稳定、表面光滑 ꎻ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ꎮ

123.设计间隙卡制备牙体时 ꎬ不能预备成楔形 ꎬ也不能破坏两相邻牙的接触点 ꎬ这样做的
原因是

A.防止基牙龋坏
B.避免形成楔力使基牙移位
C.尽量利用天然间隙
D.防止基牙间食物嵌塞尽量少磨除牙体组织
E 缺少选项
【 答案】 B

【 解析】 隙卡沟通过基牙与其邻牙 面外展隙区 ꎬ预备 U 字形隙卡沟底要圆钝 ꎬ不要破坏

两个相邻牙的接触点 ꎬ

124.对牙髓刺激性小的黏固剂是

A. 自凝塑料 B.热凝塑料
C.磷酸锌黏固剂 D.聚羧酸锌黏固剂
E.环氧树脂黏固剂
【 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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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各种黏固剂的优缺点

①磷酸锌黏固剂 :黏固力强但对牙髓刺激较大 ꎬ ꎮ

②聚羧酸黏固剂 : ꎬ黏结力较高 ꎮ

③玻璃离子黏固剂ꎻ黏固力与羧酸相当 ꎬ溶解度底、抑菌、可 ꎮ

④树脂类黏固剂 :其黏结力强 ꎬ不溶于水 ꎬ封闭性好 ꎬ但应注意冠边缘残余黏结剂刺激龈组
织的问题ꎮ

125.为了增加全冠的固位力 ꎬ下列哪种方法是错误的
A.修复体与预备体的接触面要密合 B.增大修复体与预备体的接触面积
C.在 力面加钉、洞等固位形 D. 力聚合度以 2 ° ~5 °为宜
E.备牙时增加预备体表面的粗糙度
【 答案】 E

【 解析】 ꎮ 因此预备牙体表面应该抛光 ꎬ减

小粗糙程度 ꎮ 另外 ꎬ如果表面太粗糙取模会不准确ꎮ

126.常用哪种方法确定垂直距离
A.卷舌后舔法 B.吞咽咬合法
C.后牙咬合法 D.利用息止 间隙法
E.以上方法合用
【 答案】 D

【 解析】 垂直距离 :为天然牙呈正中 力时ꎬ鼻底至颏底的距离ꎮ 也就是面部下 1/3 的距离ꎮ

确定垂直距离的方法 :

127.戴全口义齿时 ꎬ如果发现口内作正中 力时 ꎬ 只有双侧第二磨牙接触 ꎬ其余牙齿开
ꎬ处理方法是
A.降低第二磨牙 B.抬高其他牙齿
C.加大补偿曲线 D.减小补偿曲线
E.重新取 关系记录
【 答案】 E

【 解析】 口 内作正 中 力时 ꎬ后牙接触 ꎬ前牙开 ꎬ或者前牙接触 ꎬ后牙不接触 ꎬ未能出现广

泛的 力接触 ꎬ就是 力关系记录错误 ꎬ 需要重新取 记录重新修复

ꎮ 简单调

不能解决颌关系不正确的问题所以不选 A ꎮ

128.取全口印模时 ꎬ制作个别托盘的目的是
A.便于操作 B.能获取功能式印模
C.能获取解剖式印模 D.不影响下颌运动
E.能获得咬合平衡
【 答案】 B

【 解析】 全口义齿个别托盘的目的 :获得准确的终印模( 功能性印模) ꎮ 要求 :

ꎮ

129.修复体的固位力与下列哪种因素无关
A.制备牙轴面聚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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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接触面积 Ｄ .制备牙的松动度
Ｅ .修复体与制备牙的密合度
【 答案】 Ｄ

【 解析】 修复体的固位力指的修复体与基牙之间的固位 ꎬ

而基牙的松动为牙支持力的问题ꎮ 因此 ꎬ选择 Ｄ ꎮ

１３０.不宜用金瓷冠修复的是
Ａ .锥形牙 Ｂ .错位前牙
Ｃ .活髓牙 Ｄ .青少年恒牙
Ｅ .四环素牙
【 答案】 Ｄ
【 解析】 青少年自身的特点 ꎬ牙髓腔宽大 ꎬ 不宜预备过多牙体组织 ꎮ 金瓷冠对牙体预备量

要求较高 ꎬ青少年患者治疗中容易造成露髓 ꎮ 故青少年恒牙不宜用金瓷冠修复 ꎮ 金瓷冠指的
是金属烤瓷全冠 ꎮ

１３１.属于特殊结构的固定桥是
Ａ .应力缓冲式固定桥 Ｂ .双端固定桥
Ｃ .种植固定桥 Ｄ .单端固定桥
Ｅ .复合固定桥
【 答案】 Ｃ

【 解析】 属于特殊结构的固定桥有种植固定桥、固定－可摘联合桥、黏结固定桥 ꎬ 常用的有

Ａ.嵌体 Ｂ.３/４ 冠
Ｃ .金属全冠 Ｄ .金属烤瓷全冠
Ｅ.桩冠
【 答案】 Ａ
【 解析】 嵌体黏结面积小 ꎬ而且无环抱固位形 ꎬ只能靠鸠尾等辅助固位形来固位ꎮ

１３３.开口度是指患者最大开口时

Ａ .上下唇之间的距离 Ｂ .上下中切牙切缘之间的距离
Ｃ .上下中切牙龈缘之间的垂直距离 Ｄ .上中切牙切缘至颏底的距离
Ｅ .鼻底至颏底的距离
【 答案】 Ｂ

【 解析】 开 口度及开口型 :开 口度是指患者大张 口 时 ꎬ ꎮ 可用

双脚规或游标尺测置ꎮ 正常人的开 口度为 ３ .７ ~４ .５ ｃｍꎬ低于该值表明有张 口受限ꎮ

１３４.塑料全冠不可用于
Ａ .暂时性保护性修复 Ｂ .判断修复是否可行的诊断性暂时性修复
Ｃ .上颌第一磨牙永久性修复 Ｄ . 临时冠
Ｅ .以上均不是
【 答案】 Ｃ

【 解析】 塑料全冠不可以用于永久修复一般只做临时冠使用 ꎮ

２７２

双端、单端固定桥、半固定桥、复合固定桥 ４ 类ꎮ

１３２.以下哪种固位体效果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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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５.嵌体预备时 ꎬ错误的做法是
Ａ .去尽病变腐质 Ｂ .轴面最大周径线降至龈缘
Ｃ .适当磨改异常的对 牙 Ｄ .提供良好的固位形和抗力形
Ｅ .预防性扩展
【 答案】 Ｂ

【 解析】 嵌体牙体预备的要求 :去尽病变腐质、提供良好的固位形和抗力形、适当磨改异常

的对颌牙、预防性扩展、洞缘制备 ４５° 斜面 ꎬ去除薄壁弱尖 ꎮ

ꎮ

１３６.全口义齿排列时 ꎬ上颌第二双尖牙舌尖与 平面的关系

Ａ .与 平面接触 Ｂ .离开 平面 ０ .５ ｍｍ
Ｃ .离开 面 １ .０ ｍｍ Ｄ.离开 平面 １ .５ ｍｍ
Ｅ .离开 平面 ２ ｍｍ
【 答案】 Ａ

【 解析】

１３７.关于上颌第一磨牙排列的位置 ꎬ下列哪一项是正确的
Ａ .牙颈部略向近中倾斜 Ｂ .颊尖离开 平面
Ｃ .近中舌尖排在 平面上 Ｄ .远中舌尖离开 平面
Ｅ .以上均对
【 答案】 Ｅ

【 解析】 上颌第一磨牙排列 :近中邻面与第二前磨牙远中邻面接触 ꎬ 两个舌尖均对向下后

牙槽嵴顶连线 ꎬ

１３８.以下修复体边缘类型中强度最差的是
Ａ .９０°肩台 Ｂ .９０°肩台＋斜面
Ｃ .凹面 Ｄ.刃状
Ｅ .１３５°肩台
【 答案】 Ｄ
【 解析】 刃状肩台较小 ꎬ ꎮ

１３９.关于固定义齿修复基牙条件的叙述 ꎬ错误的是
Ａ .多根基牙的根分叉度越大越好 Ｂ .基牙牙槽骨吸收不能超过根长 １/２
Ｃ .基牙最好是健康活髓牙 Ｄ .基牙牙冠 龈高度适当
Ｅ .单根牙中固位力最大的为上颌尖牙
【 答案】 Ｂ

【解析】 冠根比 １ ∶ １ 是选择基牙的最低限度ꎮ

１４０. 固定桥与可摘局部义齿相比 ꎬ其优点是
Ａ .损坏后容易修补和添加 Ｂ .制作复杂
Ｃ .固位力强 Ｄ .对基牙要求不高

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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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可以恢复骨缺损区
【 答案】 Ｃ

【 解析】 固位力强是固定义齿优于可摘义齿的方面 ꎬ 同时期其舒适度 ꎬ美观程度 ꎬ咀嚼效率

也高于可摘义齿 ꎮ

１４１.咬合位垂直距离是指
Ａ .瞳孔连线到口裂间的距离
Ｂ .上、下颌牙槽嵴顶之间的距离

Ｃ .天然牙列位于正中颌位时鼻底至额底的距离
Ｄ .天然牙列上、下牙接触时鼻底到颏底的距离
Ｅ .无牙颌上、下颌之间的距离
【 答案】 Ｃ

【 解析】 确定垂直距离 :上、下颌天然牙列在正 中颌位时 ꎬ鼻底至颏底之间的垂直高度称作

垂直距离或称咬合垂直距离 ꎮ

１４２.关于基牙的支持作用 ꎬ哪项是错误的
Ａ .多根、根长而粗壮的牙比单根、根短小的牙支持力的能力大
Ｂ .单根牙若根横截面呈扁圆或根尖部弯曲者比锥形牙根的支持作用好
Ｃ .多根牙牙根分叉宽比融合根支持作用好
Ｄ.临床冠根的比例以 １ ∶ ２ 或２ ∶ ３ 最差
Ｅ .牙槽骨对力的反应敏感
【 答案】 Ｄ

【 解析】 ꎬ因为这样基牙的牙根长ꎬ能够提供的支持

力大ꎬ最低限度为 １∶ １ꎮ

１４３.有关增加黏结力的方法描述中 ꎬ哪项是错误的
Ａ .选择树脂类黏结剂 Ｂ .准确的操作
Ｃ .扩大黏结面积 Ｄ .增加黏结剂的厚度
Ｅ .清洁被黏结面
【 答案】 Ｄ
【 解析】 增加黏结力的方法包括 :①黏结力与黏结面积成正比 ꎮ ②

因此 Ｄ 是错误的ꎮ ③黏结剂稠度应适当ꎮ ④修

复体或制备牙的黏结面上有水分、氧化物、油质等会影响黏结 ꎮ

１４４.男性 ꎬ７２岁 ꎮ 无牙颌 ꎬ全口义齿戴用 １０年 ꎮ 临床检查发现义齿人工牙 面重度磨
耗 ꎬ 口角下垂 ꎬ 口角黏膜糜烂ꎮ 该患者还可能存在的临床表现是

Ａ .颏唇沟变浅 Ｂ .鼻唇沟变深
Ｃ .面部表情僵硬 Ｄ .说话时义齿撞击音
Ｅ .息止颌间隙<２ ｍｍ
【 答案】 Ｂ
【 解析】 该患者义齿戴用时间长 ꎬ磨耗重 ꎬ有 口 角下垂和 口 角炎的表现 ꎬ说明其义齿垂直距

离过低ꎮ 垂直距离过低的表现为
ＡꎬＣꎬＤꎬＥ 为垂直距离过高的表现ꎬ应熟记ꎮ

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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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在确定固定修复体龈缘位置时 ꎬ必须考虑的因素是
A.美观 B. 固位
C.牙冠外形 D.年龄
E.以上都对
【 答案】 E

【 解析】 美观、固位、牙冠外形、年龄等都要作为固定修复体龈缘位置确定的考虑因素ꎮ

146.树脂类黏结剂的优点不包括

A.难溶于唾液 B.黏结力强
C.牙髓刺激小 D.可与牙本质黏结
E.可与金属黏结
【 答案】 C

【 解析】 各种黏固剂的优缺点 :①磷酸锌黏固剂 :黏固力强但对牙髓刺激较大 ꎬ活髓不宜使

用 ꎮ ②聚羧酸黏固剂 :对牙髓刺激作用小 ꎬ黏结力较高 ꎮ ③玻璃离子黏固剂ꎻ黏固力与羧酸相

当 ꎬ溶解度底、抑菌、可释放氟ꎮ ④树脂类黏固剂 :

ꎮ

147.可摘局部义齿人工牙种类中非解剖式牙的牙尖斜度是
A.0° B.10°

C.20 ° D.30°

E.40 °

【 答案】 A

【 解析】 可摘局部义齿人工牙种类中非解剖式牙无牙尖或牙尖斜面 ꎬ也即牙尖斜度为零

度 ꎬ故又称无尖牙、平尖牙或零度牙 ꎬ ꎮ

148. 口腔软组织的处理有
A.唇舌系带的矫正术 B.瘢痕切除修整术
C.松动软组织切除修整术 D. 口腔黏膜疾患的治疗
E.以上都对
【 答案】 E

【 解析】 口腔软组织处理 :①治疗口腔黏膜疾患 ꎬ如口腔黏膜有溃疡 、白色损害等黏膜病 ꎬ

必须先做治疗 ꎬ 以免造成对黏膜的刺激 ꎬ致使疾患加剧ꎮ ②舌系带的修整 ꎬ如唇否系带附着点
接近牙槽嵴顶 ꎬ 系带过短 ꎬ影响义齿的固位和功能 ꎬ则应进行外科修整ꎮ ③瘢痕组织的修整 ꎬ 口
腔内如有瘢痕组织 ꎬ 当对义齿的固位稳定有影响时 ꎬ 可考虑予以修整 ꎮ ④对松动软组织的修
整 ꎬ有时由于戴用不良修复体过久 ꎬ 以致骨质大量吸收 ꎬ 牙槽嵴表面被一种松软可移动的软组
织所覆盖 ꎮ 对于对支持义齿没有帮助的松软组织 ꎬ可以在修复前给予切除ꎮ

149.悬空式桥体与黏膜的关系是
A.与黏膜面状接触 B.离开黏膜 1 mm

C.离开黏膜 2 mm D.离开黏膜 3 mm

E.离开黏膜 3 mm 以上
【 答案】 E

【 解析】 悬空式桥体 :桥体与黏膜不接触 ꎬ

但悬空式桥体与天然牙的形态差异大 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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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１５０.牙冠修复体的邻面与邻牙紧密接触的目的不是为了
Ａ .防止食物嵌塞 Ｂ .维持牙位、牙弓形态的稳定
Ｃ .与邻牙相互支持、分散 力 Ｄ .保持每个牙的生理运动
Ｅ .防止对颌牙伸长
【 答案】 Ｅ

【 解析】 牙冠修复体的邻面与邻牙紧密接触的目的是防止

ꎮ

１５１.以下哪项不是影响全冠就位的原因
Ａ .预备体有倒凹 Ｂ .蜡型变形
Ｃ .铸造收缩 Ｄ .全冠过短
Ｅ .邻接过紧
【 答案】 Ｄ

【 解析】 全冠过短此处指的是此冠的 龈高度 ꎬ对固位有影响 ꎬ但是对于就位 ꎬ 不是影响

因素ꎮ

１５２.主承托区可承受较大的咀嚼压力是因为
Ａ .面积大 Ｂ .牙槽骨致密
Ｃ .有坚韧的黏膜 Ｄ .此处牙槽嵴宽
Ｅ .以上均对
【 答案】 Ｃ

【 解析】 主承托区 :指垂直于 力受力方向的区域 ꎮ 包括上下颌牙槽嵴顶的区域 ꎬ该区域
通常不易出现骨吸收 ꎬ此区的骨组织上被覆盖着高度角化的复层鳞状上皮 ꎬ其下有致密的黏膜

下层所附着 ꎬ有一定的弹性 ꎬ移动度小 ꎬ此区能承担咀嚼压力 ꎬ抵抗义齿基托的碰撞而不致造成
组织的创伤 ꎬ所以答案 Ｃ 最贴切ꎮ

１５３.造成牙体缺损 ꎬ最常见的原因是
Ａ .楔状缺损 Ｂ .发育畸形
Ｃ .龋病 Ｄ.磨损
Ｅ.外伤
【 答案】 Ｃ

【 解析】 牙体缺损最常见的原因是龋齿 ꎬ其次是外伤、磨损、楔形缺损、酸蚀和发育畸形等ꎮ

ꎮ

１５４. Ⅰ度松动的牙松动方向是

Ａ .仅有唇(颊)舌向松动
Ｂ .唇(颊)舌向及近远中向均有松动
Ｃ .近远中向及垂直向均有松动

Ｄ .唇(颊)舌向及近远中向松动 ꎬ并伴有垂直向松动
Ｅ .以上均不对
【 答案】 Ａ

【 解析】 临床上 ꎬ常用的牙松动度测量和记录的方法有两种 ꎮ ①以牙松动幅度计算 : Ⅰ度

松动 :松动幅度不超过 １ ｍｍꎮ Ⅱ 度松动 :松动幅度为 １ ~ ２ ｍｍꎮ Ⅲ 度松动 :松动幅度大于

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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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ｍｍꎮ ②以牙松动方向计算 : ꎮ Ⅱ度松动 :唇(颊) 舌向及近
远中向均有松动 ꎮ Ⅲ度松动 :唇(颊)舌向及近远中向松动 ꎬ并伴有垂直向松动ꎮ

１５５.当金属烤瓷冠的金属基底太薄时 ꎬ不会发生的情况是

Ａ .容易引起崩瓷 Ｂ .会降低金瓷界面的热稳定性
Ｃ .瓷层会引起金属基底变形 Ｄ .会引起金瓷冠颈部不密合
Ｅ .会使基牙出现冷热酸痛和不适
【 答案】 Ｅ

【 解析】 金属基底冠的厚度为 ０ .３ ~０.５ ｍｎꎬ厚度较低时

ꎮ Ｅ 选项 ꎬ基牙出现冷热酸痛和不适 ꎬ主要是因为对
于冷热刺激快速传导到牙体所致 ꎬ金属传递冷热的速度较快 ꎬ 而瓷能很好地隔绝冷热刺激 ꎬ所
以单纯的基底冠的厚度较薄 ꎬ不一定会出现牙冠总体厚度较薄 ꎬ 因为可能瓷层较厚ꎮ

１５６.对全冠龈边缘位置设计无影响的因素是
Ａ . 固位力大小 Ｂ .边缘密合
Ｃ .牙龈健康 Ｄ .牙体保存
Ｅ .预备难易
【 答案】 Ｅ

【 解析】 Ａ 如果 龈高度较低固位力弱的情况下应该设计龈下边缘增强固位力 ꎬ如果后牙
龈高度正常为了保证牙龈的健康尽量设计龈上边缘因此固位力的大小对于龈边缘影响较

大ꎮ Ｂ 边缘密合性对于基牙龈缘有影响 ꎬ 因此尽量选择边缘密合性好的肩台ꎮ Ｃ 龈边缘位置
对龈健康影响较大 Ｄ ꎮ 因此 Ａ ꎬＢ ꎬ

Ｃ ꎬＤ 都对龈缘位置有影响ꎮ 而 Ｅ 不能作为影响龈缘位置的因素ꎮ

１５７.活髓牙修复体黏固后患牙长时间持续疼痛 ꎬ最可能
Ａ .已发展为牙髓炎 Ｂ .存在牙龈炎或牙周炎
Ｃ .已发展为根尖周炎 Ｄ .牙本质过敏
Ｅ .已有继发龋 ꎬ但未发展为牙髓炎
【 答案】 Ａ
【 解析】 当患牙为活髓牙进行修复 ꎬ修复体在黏固时 ꎬ 由于消毒药物的刺激、戴冠过程中的

机械刺激、冷刺激及黏固剂中游离酸刺激 ꎬ可能会引起被修复的牙的暂时性疼痛 ꎬ一般黏固后
数小时后疼痛可自行消失ꎮ

ꎬ由此应选答案 Ａꎮ 答案Ｂ 的典型症状是牙龈岀血、牙齿松动ꎻ答案 Ｃ ꎬ牙齿
多为叩疼明显ꎻ答案Ｄ 牙齿多为遇冷热刺激疼痛 ꎬ无持续性疼痛 ꎬ答案Ｅ 不可能黏固后就发生
继发龋 ꎮ

１５８.从口内取出可摘局部义齿印模时一般先

Ａ .取后部 ꎬ再沿前牙长轴方向取下印模 Ｂ .取前部 ꎬ再沿前牙长轴方向取下印模
Ｃ .前后翘动 ꎬ再沿前牙长轴方向取下印模 Ｄ .取缺失 ꎬ再沿前牙长轴方向取下印模
Ｅ .取非缺失 ꎬ再沿前牙长轴方向取下印模
【 答案】 Ａ

【 解析】 可摘局部义齿印模有两种 :一种是解剖式印模 :另一种是功能性印模 ꎮ 无论哪一

种印模 ꎬ

２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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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使空气进入印模中 ꎬ 因此容易取下印模且不会造成印模变形 ꎬ故选 A ꎮ 答案 C ꎬ

取印模法易使印模变形ꎻA、D、E 均不易破坏印模的边缘封闭 ꎮ

159.PFM 全冠前牙唇侧肩台的宽度一般为
A.0.5 mm B.1 .0 mm

C.1 .5 mm D.2 mm

E.2.5 mm

【 答案】 B

【 解析】 前牙烤瓷冠唇侧为瓷覆盖区域其肩台厚度一般为 1mm ꎬ舌侧为金属颈环为0.5mm

160.全口义齿戴牙后 ꎬ下颌髁突明显向后上位移 ꎬ主要由于
A.正中错位 B.垂直距离过低
C.垂直距离过高 D.义齿咬合关系不佳
E.义齿变形
【 答案】 B

【 解析】 天然牙列存在时 ꎬ上下颌的关系依赖于上下牙列尖窝交错的接触而得到保持 ꎮ 此

时患者两侧髁突处于关节凹中的生理后位 ꎮ 若全口义齿的垂直距离过低时 ꎬ咬合过程当中下

颌移动轨迹为后上 ꎬ 因患者垂直距离过低会比正常更向后上移位 ꎬ 因此 ꎬ 患者戴入义齿并咬合

时 ꎬ比正常位置下颌髁突会明显向后上方移位ꎮ 所以 ꎬ该题选答案 B ꎮ

161 .金属烤瓷全冠舌侧颈缘如以金属为冠边缘者 ꎬ可预备成以下形状 ꎬ除了
A.羽状 B. 凹槽形
C.较宽的肩台 D.圆角形
E.与金属全冠边缘相同
【 答案】 C

【 解析】 从修复治疗原则判断 :

ꎬ争取保留足够的牙体组织 ꎬ减少患牙破坏 ꎬ获得修复体远期疗效ꎮ 答案 C 预备成较宽
的肩台对于金属全冠是非必要的显然违反了上述原则 ꎮ 金属全冠边缘一般为 :刃状、浅凹槽状

或圆角形边缘形式 ꎬ适合修复材料强度大的金属修复体ꎮ 由此推断答案 C 符合该题ꎮ

162.牙槽骨修整的最佳时间为拔牙后
A.即刻修整 B.1 个月
C.3 个月 D.5 个月
E.6 个月
【 答案】 B

【 解析】 牙槽骨修整的最佳时间为拔牙后的 1 个月ꎮ 过早修整 ꎬ去除牙槽骨量较难控制 ꎬ

往往造成去除牙槽骨量过大 ꎬ牙槽骨吸收量增大等 ꎬ选 B ꎮ 而答案 C、D、E 均时间太长 ꎬ影响患

者及时进行义齿修复 ꎮ

163.适合采用平均倒凹法确定就位道的是
A.后牙游离缺失 B.前牙缺失
C.一侧后牙非游离缺失 D.前、后牙同时缺失
E.缺牙间隙多 ꎬ倒凹大
【 答案】 E

【 解析】 平均倒凹(均凹式) :将模型固定在观测器的观测台上 ꎬ根据缺牙的部位、牙齿的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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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度、牙槽嵴的丰满度和唇( 颊) 侧倒凹的大小等 ꎬ 来确定模型前后及左右方向倾斜的程度 ꎮ

将模型方向调节在各基牙的近远中向和颊舌向倒凹比较平均的位置 ꎬ使两端和两侧基牙都有
一定程度的倒凹 ꎮ 然后画出基牙的观测线 ꎬ并根据基牙的观测线设计和制作卡环 ꎮ 这样制作
的义齿 ꎬ其共同就道位的方向 ꎬ即为两端基牙长轴交角的分角线方向ꎮ 假如基牙长轴的方向是
平行的 ꎬ就位道的方向与基牙长轴的方向也是一致的ꎮ

１６４.可摘局部义齿恢复功能、避免组织损伤的基础是
Ａ .义齿的坚固耐用 Ｂ .义齿的摘戴方便
Ｃ .义齿的外形美观 Ｄ .义齿的固位和稳定
Ｅ .义齿的保健作用
【 答案】 Ｄ

【 解析】 义齿只有在固位和稳定良好的基础上才能发挥最大功能 ꎬ避免组织损伤

１６５. 支托具有以下作用 ꎬ除了
Ａ .支持、传导 力 Ｂ .作间接固位体
Ｃ .固位作用 Ｄ .防止食物嵌塞
Ｅ .恢复咬合接触
【 答案】 Ｃ

【 解析】 支托 ꎬ 可保持

卡环在基牙上的位置 ꎮ 如果余留牙间有间隙 ꎬ 支托安放其间可以防止食物嵌塞ꎮ 如果基牙
倾斜移位 ꎬ与对颌牙接触不良或无牙 接触 ꎬ还可加 支托以恢复咬合关系 ꎮ 支托没有防
止义齿 向脱位的作用ꎮ 因此ꎬ选 Ｃ ꎮ

１６６.可摘局部义齿中起连接、稳定与固位作用的部分是
Ａ.固位体 Ｂ .人工牙
Ｃ .基托 Ｄ .大连接体
Ｅ .小连接体
【 答案】 Ｃ

【 解析】 Ａ 项固位体的作用是固位、稳定、支持ꎮ Ｂ 项人工牙是义齿代替缺失牙建立咬合关
系 ꎬ恢复咀嚼功能和外形的部分 ꎮ Ｃ

ꎮ Ｄ、Ｅ 项小连接体可将义齿的各部分连接在 一起 ꎬ 同时有传递和分散 力的作

用ꎮ 基托是连接义齿各部分 ꎬ传递和分散 力的基础结构ꎮ 因此 ꎬ选 Ｃ ꎮ

１６７.男性ꎬ５６岁ꎮ 上颌牙列缺失ꎬ下颌剩余右侧 ４５和左侧 ２３４ꎮ 其中右侧 ４ 松动 ＩＩ度ꎬ近

中倾斜并向对颌伸长ꎬ牙槽骨吸收至根中 １/３ꎻ右侧 ５ 松动 Ｉ 度ꎻ左侧 ２、３ 为残根ꎮ 叩(－) ꎬＸ

线片示剩余根长 １０~ １５ ｍｍꎬ未行 ＲＣＴꎬ根尖也无阴影 ꎻ左侧 ４ 松且Ⅱ度 ꎬ近中倾斜 ꎬ向对颌伸
长 ꎬ牙槽骨吸收至根中 １/３ ꎮ 在下列修复方案中您认为本病例采用哪种方案修复较合适

Ａ .上颌总义齿 ꎬ下颌可摘局部义齿修复
Ｂ .上颌总义齿 ꎬ下颌前牙固定桥修复 ꎬ后牙可摘局部义齿修复

Ｃ .上颌总义齿 ꎬ下颌剩余右侧 ４５和左侧 ２３４经过 ＲＣＴ后 ꎬ覆盖义齿修复可在右侧 ５ 和左
侧 ３ 上放置磁性附着体

Ｄ .上颌总义齿 ꎬ下颌拔除右侧 ４ 和左侧 ４ 后 ꎬ左侧 ２３经过 ＲＣＴ后可摘局部义齿修复
Ｅ .以上都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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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Ｃ

【 解析】 右侧 ４ 和左侧 ５ 均近中倾斜、相对颌伸长、松动Ⅱ度 ꎬ这对影响常规活动义齿就位
道的设计 ꎬ人工牙的排列亦难以获得正常的合曲线 ꎬ 同时这两颗牙由于临床冠根比例较大 ꎬ容
易形成咬合创伤 ꎬ影响预后 ꎬ所以对其采取截冠后采用覆盖义齿修复 ꎬ剩余的 ５ 松动Ⅰ度 ꎬ且为
孤立牙 ꎬ亦宜截冠处理 ꎬ义齿的固位可安放磁性附着体予以加强 ꎬ左侧 ３ 牙根较长可行磁性附
着体加强义齿固位 ꎮ

１６８.患者 ꎬ男 ꎬ６１岁ꎮ 戴全口义齿 １ 周 ꎬ上唇牵动时感觉疼痛 ꎬ左侧咬食物时义齿不脱位 ꎬ

右侧咬食物时义齿脱落 ꎬ有时将颊部软组织咬出血肿 ꎬ检查见正中咬合接触良好 ꎬ上唇系带处
２ ｍｍ 大小的溃疡 ꎬ左侧第二磨牙区的颊黏膜见 ４ ｍｍ 直径大小的血肿 ꎮ 右侧咬食物时义齿脱
落 ꎬ应该选磨

Ａ .右侧上后牙颊尖或下后牙舌尖 Ｂ .右侧上后牙舌尖或下后牙颊尖
Ｃ .左侧上后牙颊尖或下后牙颊尖 Ｄ .左侧上后牙舌尖或下后牙舌尖
Ｅ .上下后牙中央窝
【 答案】 Ａ

【 解析】 该患者全口义齿只在右侧咬食物时义齿脱落 ꎬ表明右侧运动时有牙合干扰 ꎬ 而其
正 中咬合接触良好 ꎬ则调磨时应不损及功能尖或支持尖 ꎬ应调整非功能尖 ꎬ在右侧即调磨上后
牙颊尖或下后牙舌尖 ꎮ

１６９.一位就诊义齿修复的患者 ꎬ在调 时发现 ꎬ下颌前伸至上下颌前牙切缘相对时 ꎬ左右
侧上下颌第二磨牙有接触 ꎬ左右侧下颌第一磨牙与上颌第二前磨牙也有接触 ꎮ 可以描述为

Ａ .前伸 二点接触平衡 Ｂ .前伸 多点接触平衡
Ｃ .前伸 完全接触平衡 Ｄ .前伸 不平衡
Ｅ .以上都不是
【 答案】 Ｂ

【 解析】 前伸 平衡是指
ꎮ 而后牙间接触数目的多少 ꎬ

是指下颌向前运动到上下前牙切缘相对接触的过程中 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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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ꎮ ②多点接触平衡 是指下颌向前运动到上下前牙切缘相
对接触的过程中 ꎬ上下颌牙列两侧后牙区保持着多于一对牙齿的接触关系 ꎮ ③完全接触的平
衡 是指下颌向前运动到上下前牙切缘相对接触的过程中 ꎬ上下颌牙列各个相对牙齿均保持
着接触关系 ꎮ

１７０.女性 ꎬ２７岁ꎮ 右上中切牙金合金烤瓷冠修复 ２ 个月 ꎬ牙龈出血、胀痛不适ꎮ 唇侧龈缘
红肿 ꎬ探诊出血 ꎬ唇侧颈缘位于龈沟内 １ .５ ｍｍꎮ 引起牙龈胀痛最可能的原因是

Ａ .冠边缘过深 Ｂ .食物刺激牙龈
Ｃ . 口腔卫生状况差 Ｄ .戴冠时损伤了牙龈
Ｅ .黏固剂残留在龈沟内
【 答案】 Ａ

【 解析】 金属烤瓷冠唇侧龈边缘应位于龈缘下较浅的位置

ꎬ 以利于美观 ꎬ但如果冠边缘位于龈沟内过深的位置 ꎬ容易在肩台预备时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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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龈 ꎬ印模不准确 ꎬ导致修复体边缘不密合或侵犯生物学宽度会导致牙龈炎 ꎮ 该病例的冠边缘
位于龈下 1 .5 mm ꎬ显然过深 ꎬ是牙龈炎最可能的原因ꎮ 选项 B、C 不可能只影响两个全冠修复
的患牙牙龈ꎮ 如果是戴冠时损伤牙龈 ꎬ经过 2 个月后应早已恢复正常 ꎬ所以原因不可能是选项
D ꎮ 黏固剂残留导致的牙龈炎只会出现在有黏固剂残留的局部 ꎬ 而不会导致 2 个患牙唇侧的
炎症ꎮ

171 .某女性患者 ꎬ39 岁ꎮ 上前牙缺失 ꎬ义齿戴入后基托出现前后翘动 ꎬ最常见的原因是
A.塑料充塞的时期不当 B.基托伸展过长
C.基托过薄 D.弯制卡环时模型被磨损
E.未放置卡环
【 答案】 D

【 解析】 A 充填时机不当一般会产生气泡 ꎮ B 基托伸展过长会造成线形压疼和溃疡 ꎮ C 基

托过薄易造成基托的断裂 ꎬ为放置卡环一般会导致固位不足 ꎮ 只有 D 弯制卡环磨损模型会导

致制作的卡环在基牙上形成支点导致翘动 ꎮ

172.男 ꎬ70 岁ꎮ 戴全口义齿数周 ꎬ由于疼痛来院复诊 ꎬ检查 :全口义齿固位良好 ꎬ患者无法
准确指出疼痛部位 ꎬ 口腔黏膜未见明显压痛点ꎮ 本例最有可能造成的原因是

A.义齿的印模不准确 B.咬合有早接触
C.牙槽骨骨尖 D.义齿基托边缘过长
E.垂直距离偏低
【 答案】 B

【 解析】 义齿的印模不准确 ꎬ常出现义齿固位差 ꎬ义齿松动或脱落 ꎬ故 A 错误ꎮ 牙槽骨尖 ꎬ

可出现明显的痛点 ꎬ故 C 错误 ꎮ 义齿基托边缘过长 ꎬ 可出现义齿在口腔功能运动中松动、脱
落 ꎬ故 D 错误 ꎬ垂直距离偏低 ꎬ主要表现咀嚼无力 ꎬ面部苍老等症状 ꎬ故 E 错误ꎮ

故 B 正确ꎮ

173.无牙颌患者 ꎬ戴全口义齿半个月ꎮ 每天戴义齿时间较长后感觉面颊部酸胀ꎮ 检查 :患
者鼻唇沟变浅 ꎬ说话时人工牙有撞击声ꎮ 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是

A.息止颌间隙过大 B.垂直距离过高
C.垂直距离过低 D.颌间距离过大
E.颌间距离过小
【 答案】 B

【 解析】 全口义齿确定的垂直距离过高 ꎬ

ꎮ 故此题选 B ꎮ

174.某女性患者 ꎬ60 岁ꎮ 戴全口义齿 1 天 ꎬ说话时哨音 ꎬ其原因是
A.基托后缘过长 B.基托后缘过短

C.前牙覆盖过大 D.下颌舌侧基托过厚 ꎬ后牙偏舌侧
E.上颌前牙舌侧光滑 ꎬ前磨牙区牙弓过窄
【 答案】 E

【 解析】 全口义齿佩戴时说话哨音 ꎬ一般有两个原因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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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175.某女性患者戴用全口义齿 10 年 ꎬ近来因咀嚼无力重新制作一副全口义齿 ꎬ戴用感到
下颌牙槽嵴普遍疼痛或压痛 ꎬ不能坚持较长时间戴义齿 ꎬ面颊部肌肉酸痛 ꎬ上腭部有烧灼感原
因是

A.垂直距离偏高 B.垂直距离偏低
C.排牙错误 D.颌关系错误
E.义齿固位差
【 答案】 A

【 解析】 垂直距离过高一般会出现肌肉张力增加 ꎬ容易出现肌肉疲劳感 ꎬ 可

ꎬ久之可使牙槽

嵴因受压而加速吸收ꎮ 因此 ꎬ选 A

176.某女性患者 ꎬ60 岁ꎮ 卵圆形面型 ꎬ皮肤较白 ꎬ6321 | 123 缺失 ꎬ人工牙应选
A.颜色略白 ꎬ切端有磨损 ꎬ唇面卵圆型人工牙
B.颜色略白 ꎬ切端无磨损 ꎬ唇面卵圆型人工牙
C.颜色略暗 ꎬ切端有磨损 ꎬ唇面卵圆型人工牙
D.颜色略白 ꎬ切端有磨损 ꎬ唇面方形型人工牙
E. 由患者自己选择
【 答案】 A

【 解析】 排列的牙齿要和脸型 ꎬ皮肤年龄相符合ꎮ 对圆形脸 ꎬ皮肤较白的前牙缺失的患者 ꎬ

选择人工牙时要选颜色略白、唇面呈卵圆形的人工牙 ꎬ ꎮ

177.某男性患者戴用全口义齿仅 1 个月 ꎬ上颌义齿在进食时纵折ꎮ 最有可能的原因是
A.义齿稳定性差 B.上颌侧后牙排列在牙槽嵴顶的外侧
C.垂直距离偏高导致牙齿 力过大 D.基托边缘过长
E.不明原因
【 答案】 B

【 解析】 上颌义齿在进食时纵折是因为上颌两侧后牙排列在牙槽嵴顶的颊侧 ꎬ从而造成应

力集中ꎮ

178.某男性患者ꎬ32 岁ꎮ 无牙颌ꎬ其两侧上颌结节颊侧均有过大倒凹ꎬ修复前最好的处理法
A.手术消除两侧上颌结节颊侧的倒凹 B.手术消除一侧上颌结节颊侧的倒凹
C.不做手术处理 D.手术消除两侧上颌结节颊侧的部分倒凹
E.手术消除一侧上颌结节颊侧的少部分倒凹
【 答案】 B

【 解析】 上颌结节较大 ꎬ其颊侧有骨突 ꎬ形成明显的组织倒凹 ꎬ 同时在上颌前部牙槽嵴的唇

侧也有明显的倒凹时 ꎬ可影响上颌义齿的就位ꎮ 如两侧上颌结节均较突时 ꎬ可以只选择结节较

大的一侧做外科修整 ꎬ另一侧可在基托组织面进行适当的缓冲以减小倒凹 ꎬ或是改变义齿就位

方向 ꎬ使义齿容易就位 ꎬ并且不产生疼痛ꎮ

179.某男性患者 ꎬ70 岁ꎮ 左上 5678 缺失ꎬ余牙正常ꎻ左下 6 活髓ꎬ无龋ꎬ不松ꎬ但过度伸长ꎬ

致下颌第一磨牙区域 龈距只有正常牙冠高度的一半 ꎬ上颌其余牙位置正常 ꎮ 修复设计为
A.左下 6 去髓后切除伸长的牙冠并全冠修复 ꎬ下颌可摘局部义齿修复 ꎬ恢复牙弓曲线
B.左下 6 适当调磨 ꎬ以不过敏为限 ꎬ下颌可摘局部义齿修复 ꎬ不考虑牙弓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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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不处理上颌牙 ꎬ直接下颌可摘局部义齿修复
D.拔除左下 6 ꎬ上下颌可摘局部义齿修复 ꎬ恢复牙弓曲线
E.拔除左下 6 ꎬ上颌固定桥 ꎬ下颌可摘局部义齿修复 ꎬ恢复牙弓曲线
【 答案】 A

【 解析】 左上 5678 缺失 ꎬ修复时应选择可摘局部义齿 ꎬ 同时对左下 6 进行去除牙髓并切割 ꎬ

并全冠修复 ꎬ 以恢复正常的咬合关系 ꎮ

180.患者 ꎬ男性 ꎬ40 岁ꎮ 在试戴金属冠时 ꎬ反应戴上右侧后牙冠咬合时下颌有偏移 ꎬ去除冠
后无上述情况发生 ꎮ 临床检查发现 :金属冠的颊尖舌斜面有咬合滑走印迹 ꎮ 导致患者下颌在
咬合发生偏移的主要原因是

A.患者对冠不适应 ꎬ使用一段时间 ꎬ偏移会消失
B.患者精神紧张 ꎬ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
C.冠的颊尖舌斜面上有早接触 ꎬ从而导致下颌偏移
D. 由于冠还处于试戴期 ꎬ没有磨光和黏固 ꎬ经磨光和黏固后 ꎬ下颌偏移能消失
E.以上都不是
【 答案】 C

【 解析】 根据患者临床表现诊断为咬合时有早接触 ꎬ调 应用咬合检查和患者主诉相结合

的方法 ꎬ确定并磨除早接触区 ꎬ使修复体在正 中 时有广泛接触 ꎮ 在侧方 和前伸 时无早

接触 ꎬ并实现组牙功能 或尖牙保护 ꎮ

181 .某女性患者 ꎬ上右 4 缺失 ꎬ上右 53 深龋 ꎬ已行根管治疗 ꎬ并全口多颗牙齿患龋 ꎬ现行右
上 543 修复 ꎬ黏结固定桥最常用的水门汀是

A.氧化锌水门汀 B.氢氧化钙水门汀
C.磷酸锌水门汀 D.玻璃离子水门汀
E.聚羧酸锌水门汀
【 答案】 D

【 解析】 固定义齿的黏接以玻璃离子效果最好 ꎬ 因为玻璃离子有防龋的功能 ꎬ对于全口多

颗龋坏的患者为了防龋应选择玻璃离子黏固剂 ꎮ 其他黏固剂各有特点 ꎬ

182.患者 ꎬ左上 6 缺失 ꎬ左上 7 单端桥 ꎬ诉修复后基牙出现疼痛 ꎬX 线片检查牙周膜增宽 ꎬ

应做的处理是

A.调 B. 口服消炎药

C.局部上药 D.拆除固定桥 ꎬ重新设计修复方案
E.不做任何处理
【 答案】 D

【 解析】 第一磨牙所受 力最大 ꎬ设计第二磨牙的单端固定桥 ꎬ

引起牙周组织炎症 ꎬ基牙疼痛 ꎬ此时

必须拆除固定桥 ꎬ重作修复设计ꎮ

183.某女性患者 ꎬ26 岁ꎮ 左下 56 缺失多年 ꎬ余留牙均正常 ꎬ咬合关系正常 ꎬ缺隙龈 距正
常 ꎮ 该患者适合做哪种修复

A.种植义齿 B.可摘局部义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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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即刻义齿 Ｄ .固定义齿
Ｅ .活动义齿
【 答案】 Ａ

【 解析】

１８４.女性 ꎬ７０岁ꎮ 初戴全口义齿 ꎬ主诉咀嚼费力 ꎬ黏膜压痛且位置不确定 ꎬ每天戴用时间越
长症状越明显 ꎬ且面部肌肉疲劳ꎮ 心情烦躁、表情僵硬ꎮ 最可能的原因是

Ａ .初戴不适应 Ｂ .咬合不平衡
Ｃ .义齿固位差 Ｄ .义齿垂直距离过高
Ｅ .基托压迫骨突黏膜
【 答案】 Ｄ
【 解析】 该患者的临床表现符合垂直距离恢复过高的症状 ꎮ 而其他选项与该患者的表现

不能完全相符 ꎮ Ａ 初戴不适应常表现为恶心、不适、咀嚼效率低等 ꎬ但表现较轻微 ꎬ且逐渐好
转ꎮ Ｂ 咬合不平衡可表现为义齿咀嚼时脱落 ꎬ定位不明确的黏膜压痛等ꎮ Ｅ 基托压迫骨突时
疼痛明显 ꎬ且定位明确ꎮ Ｄ

ꎮ

１８５.患者右上侧切牙缺失 ꎬ间隙小 ꎬ尖牙根长大 ꎬ但牙冠切角少量缺损 ꎬ前牙浅覆 、浅覆
盖 ꎬ最好的设计是

Ａ .单端固定桥 Ｂ .双端固定桥
Ｃ .半固定桥 Ｄ .种植义齿
Ｅ .可摘局部义齿
【 答案】 Ａ

【 解析】 单端固定桥 :单端固定桥受力后 ꎬ桥体处形成力臂 ꎬ基牙根部形成旋转中心 ꎬ产生
杠杆作用 ꎬ使基牙产生倾斜、扭转 ꎬ从而引起牙周组织的创伤性损害或固位体松脱ꎮ 因此 ꎬ临床
上应严格选择病例 ꎬ如缺牙间隙小 ꎬ承受 力不大 ꎬ而基牙又有足够的支持力和固位力 ꎬ桥体设
计合理 ꎬ可采用ꎮ

１８６.某女性患者 ꎬ４５岁ꎮ 下颌单侧游离端缺失 ꎬ可摘局部义齿戴用半年较合适 ꎬ近期舌侧
塑料基托摔折 ꎮ 检查发现 ꎬ义齿游离端翘动 ꎬ其他部位密合最合适的处理措施是

Ａ .基托折断处重新黏固
Ｂ .游离端基托组织面重衬

Ｃ .基托折断处重新黏固 ꎬ游离端基托组织面重衬
Ｄ .基托折断处重新黏固 ꎬ游离端人工牙减径
Ｅ .重新下颌局部义齿修复
【 答案】 Ｃ

【 解析】 因义齿无其他问题且修复时间较短 ꎬ单端游离缺失修复后发生舌侧基托折断 ꎬ 游

离端翘动 ꎬ应将折断基托重新黏固 ꎬ并进行重衬ꎮ

１８７.男性 ꎬ５５岁ꎮ 右侧下颌 ５６７缺失 ꎬ可摘局部义齿在右下 ４ 上采用 ＲＰＩ卡环ꎮ 当义齿游
离端受到咬合压力时 ꎬＲＰＩ卡环Ⅰ型杆的移动方向是

Ａ.颊向 Ｂ .舌向

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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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 向 Ｄ.龈向
Ｅ .远中向
【 答案】 Ｄ
【 解析】 游离缺失的末端基牙上设计 ＲＰＩ卡环时 ꎬ 支托位于基牙近中 边缘嵴ꎮ 义齿游

离端受咬合力时 ꎬ义齿以近中 支托为支点 ꎮ 由于 ＲＰＩ卡环的

ꎮ 因此 ꎬ Ⅰ型杆会与游离鞍基一起向下(龈向)移动ꎮ

１８８.下列关于铸造卡环的叙述 ꎬ正确的是
Ａ .铸造卡环较适合于Ⅰ型观测线
Ｂ .铸造卡环固位臂一般需要 ０ .７５ ｍｍ 的水平倒凹
Ｃ .铸造卡环臂一般设计为Ⅰ型杆
Ｄ .铸造卡环与基牙的接触面积较锻丝卡环大
Ｅ 铸造卡环较锻丝卡环弹性、韧性好 ꎬ不易折断
【 答案】 Ｄ

【 解析】 铸造卡环 :一般临床常用 １８ ∶ ８ 镍铬不锈钢或钴铬合金以及纯钛、钛合金等通过
制作熔模、包埋、失蜡铸造而成 ꎬ有条件者还可采用金合金 ꎮ 其优点是可根据基牙条件及基牙
上观测线的位置 ꎬ充分利用基牙上的有利倒凹 ꎬ设计制造成各种所需形式的卡环臂( 包括卡环
臂的形状、宽窄和走向等) ꎬ 因其为 ꎬ但其固位 、支
持、卡抱作用都较好 ꎮ

１８９.患者ꎬ男性ꎬ７８岁ꎮ 下颌 ８７６５ 丨 ５６７８缺失ꎬ余留牙无明显松动ꎬ口底深度大于 ８ ｍｍꎬ

无较大的骨突 ꎬ缺牙区牙槽嵴吸收 ꎬ牙槽嵴呈垂直型ꎮ 不正确的说法是
Ａ .下颌为 Ｋｅｎｎｅｄｙ第一类牙列缺损 Ｂ .应设计舌板
Ｃ .可设计舌杆 Ｄ .可设计连续舌杆
Ｅ .舌杆与黏膜应平行接触
【 答案】 Ｂ

【 解析】 舌板 :舌板是金属铸成的舌基板 ꎬ覆盖在下前牙的舌隆突区ꎮ 舌板常用于 口底浅 ꎬ

舌侧软组织附着高( 口底到龈缘的距离在 ７ ｍｍ 以下) ꎬ舌隆突明显者ꎮ 特别适用于以下情况 :

①前牙松动需用夹板固定者ꎻ舌系带附着过高或舌面间隙不能容纳舌杆者 ꎻ②舌侧倒凹过大不
宜用舌杆者 ꎮ

ꎮ 题干中的可以用舌杆 ꎬ 因此不用舌板ꎮ

１９０.某患者上颌 ６５４｜４５６缺失 ꎬ余留牙健康 ꎮ 可摘局部义齿的支点线可以设计成

Ａ .斜线式 Ｂ .直线式
Ｃ .横线式 Ｄ .纵线式
Ｅ .平面式
【 答案】 Ｅ

【 解析】 上颌 ６５４ 丨 ４５６缺失 ꎬ可设计上颌左右 ３ ꎬ７ 为直接固位体ꎬ根据

为支点线 ꎬ其可设计成为平面式ꎮ

１９１.某男性患者 ꎬ左上第一磨牙牙冠近远中银汞合金充填 ꎬ颊舌侧剩余牙冠硬组织较薄
弱 ꎬ牙冠 龈距离短 ꎬ但牙髓健康ꎮ 最佳的治疗设计为

Ａ .全瓷冠修复 Ｂ .金属全冠修复
Ｃ .去髓后桩冠修复 Ｄ .直接 ３/４ 冠修复

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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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嵌体冠修复
【 答案】 B

【 解析】 金属全冠适应于后牙牙体严重缺损 ꎬ抗力形较差者 ꎬ这些后牙存在低 者 ꎬ且磨除
牙体组织少 ꎬ可以保存健康牙髄ꎮ

192.某女性患者 ꎬ65 岁ꎮ 3 年前因牙周病拔牙后行全口义齿修复 ꎬ效果理想ꎮ 半年前发现
咀嚼效率下降 ꎮ 咀嚼效率下降最可能的原因是

A.患者年龄增加 ꎬ出现肌无力 B.疼痛所致
C.人工牙 面磨损 D.咬合不平衡
E.患者的心理因素所致
【 答案】 C

【 解析】 若为咬合不平衡或者垂直距离过高或高低 ꎬ有压疼等问题会在戴义齿后短期内出

现问题 ꎮ 全口义齿使用一定年限后 ꎬ

193.某男性患者 ꎬ45 岁ꎮ 右下第一磨牙 面隐裂累及牙髓 ꎬ已完成根管治疗 ꎬ右下第一磨
牙冠短、咬合紧 ꎮ 请设计最适宜的修复体

A.3/4 冠 B.高嵌体
C.铸造金属全冠 D.烤瓷全冠
E.塑料全冠
【 答案】 C

【 解析】 复 ꎬ 因为既可少磨损牙齿 ꎬ又可保持适

当的固位力ꎮ

194.一上颌游离端可摘局部义齿初戴时 ꎬ发现一侧末端基牙颊侧卡环的体部形成支点 ꎬ义
齿无法就位ꎮ 处理方法为

A.磨除卡环臂 ꎬ义齿就位后取模 ꎬ重新弯制卡环

B.调磨基牙相对应的部位 ꎬ使义齿就位
C.缓冲卡环体 ꎬ使义齿就位

D.除去颊侧卡环臂
E.基托组织面重衬
【 答案】 B

【 解析】 颊侧卡环体部有支点时 ꎬ ꎮ 卡环为直接固

位体受力较大 ꎬ如调磨卡环太多易造成折断 ꎮ

195.某女性患者 ꎬ60 岁 ꎮ 无牙颌 ꎬ全口义齿初戴时发现 ꎬ上颌义齿在休息状态及咀嚼时不
松动 ꎬ但说话和大张口时易脱落ꎮ 其原因是

A.基托边缘封闭差 B.基托不密合
C.基托边缘过短 D.基托边缘过度伸展
E.人工牙咬合不平衡
【 答案】 D

【 解析】 当口腔处于休息状态时 ꎬ义齿固位尚好 ꎬ但张 口、说话、打呵欠时义齿易脱位 ꎬ这是

由于基托边缘过长、过厚 ꎬ唇、颊、舌系带区基托边缘缓冲不够 ꎬ影响系带活动导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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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某患者 ꎬ右上 6 缺失 ꎬ行双端固定桥修复 ꎬ 固定桥试戴时桥体黏膜发白 ꎬ最可能的原
因是

A.就位道不一致 B.邻面接触点过紧
C.有早接触 D.制作的桥体龈端过长
E. 固位体边缘过长
【 答案】 D

【 解析】 固定桥试戴时桥体黏膜发白为制作的桥体龈端过长压迫所致 ꎮ

ꎮ

197.患者缺失一颗前牙 ꎬ其他牙有散在间隙 ꎬ最佳的处理方法是
A.修复缺失牙后用正畸治疗关闭间隙 B.修复缺失牙后用光敏树脂贴面修复间隙
C.用光敏树脂贴面修复间隙同时修复缺失牙 D.先正畸关闭间隙后再修复缺失牙
E.用烤瓷冠修复间隙同时修复缺失牙
【 答案】 D

【 解析】 当有散在间隙存在时应先正 畸关闭间隙后再修复缺失牙 ꎮ

ꎮ

198.一戴用全口义齿患者在做侧方咬合时 ꎬ平衡侧基托翘动、脱落 ꎬ其可能原因
A.正中 不平衡 B.侧方 不平衡
C.前伸 不平衡 D.垂直距离过高
E.义齿固位差
【 答案】 B

【 解析】 此题的解题依据是较为明显的 ꎬ题干提示义齿在做侧方咬合时 ꎬ平衡侧基托翘动 、

脱落 ꎬ明确考查的是义齿 平衡的问题 ꎬ是因为

ꎮ 在看选项的内容 ꎬB 是与题干的侧方咬合呼应 ꎬ 因此 B 是正确选项ꎮ

199.患者 ꎬ男 ꎬ47 岁ꎮ 牙髓坏死 ꎬ经根管治疗以金属烤瓷全冠修复 ꎬ在牙体预备取模后至金
属烤瓷冠初戴之间 ꎬ尚需

A.用金属全冠做保护性修复 B.带环作保护性修复
C.用牙龈保护剂保护牙龈 D.用塑料全冠做保护性修复
E.不作任何处理
【 答案】 D

【 解析】 采用塑料全冠作为过渡性修复 ꎬ保证了修复体的间隙 ꎬ保护患牙ꎮ

200.一患者 ꎬ右下 5 ꎬ活髓 ꎬ金属烤瓷全冠修复 ꎬ水门汀黏固后第二天出现自发痛夜间加剧 ꎬ

最可能的原因为

A.创伤 B.牙髓炎
C.根尖周炎 D.牙髓充血
E.牙周炎
【 答案】 B

【 解析】 患牙为活髓 ꎬ水门汀黏固后第二天出现自发痛夜间加剧 ꎬ是典型的牙髓炎的症状 ꎬ

说明患者牙髓感染 ꎬ 因此最可能诊断为牙髓炎ꎮ

201 .男性 ꎬ35 岁ꎮ 右下后牙龋坏 3 年 ꎬ充填物反复脱落ꎮ 检查 :46 牙冠远中及舌侧大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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龋坏缺损 ꎬ叩痛(－) ꎬ无松动 ꎬ临床冠较长ꎮ Ｘ 线片示根管治疗完善 ꎬ根长及牙槽骨高度正常ꎮ

Ａ .嵌体 Ｂ .全瓷冠
Ｃ .金属全冠 Ｄ .金属烤瓷全冠
Ｅ .桩核金属烤瓷冠
【 答案】 Ｅ

【 解析】 患牙根管治疗后 ꎬ牙冠远中及舌侧大面积缺损 ꎬ缺损范围大 ꎬ 牙冠剩余牙体组织强

度差 ꎬ更不能采用嵌体修复ꎮ 正确的修复方法

是 ꎬ去除牙冠部分较弱的牙体组织 ꎬ进行桩核金属烤瓷冠修复ꎮ

２０２.患者 ꎬ男ꎬ５８岁ꎮ 戴用全口义齿 １ 月ꎬ固位良好ꎬ主诉讲话吐字不清ꎬ有时还有哨音ꎬ检
查咬合关系正常 ꎬ义齿磨光面光滑 ꎬ可能的原因是

Ａ .义齿咬合不平衡 Ｂ .上颌基托后缘伸展过长
Ｃ .上颌前部基托过于光滑 Ｄ .前牙覆 过大
Ｅ .以上都有可能
【 答案】 Ｃ

【 解析】 基托过于光滑 ꎬ使舌背与腭面之间形成很小的空气排溢道 ꎬ故发出哨音 ꎮ

２０３.男性ꎬ５５岁ꎮ 右上后牙进食时咬合痛 １ 个月ꎬ无自发痛史ꎮ 检查 :右上 ７ 牙冠完整ꎬ

面中度磨耗 ꎬ近中边缘嵴处可见隐裂纹 ꎬ不松动、叩痛(－) ꎬ咬棉卷不适 ꎬ牙髓活力正常 ꎬＸ 线片

Ａ .调 ꎬ随诊观察 Ｂ .塑料全冠暂时修复
Ｃ .铸造金属全冠修复 Ｄ .金属烤瓷全冠修复
Ｅ .牙髓治疗后全冠修复
【 答案】 Ｃ

【 解析】 右上 １７为隐裂牙 ꎬ且有咬合痛症状 ꎬ其预后可能发展成牙髓炎、根尖周炎 ꎬ还可能
出现牙齿劈裂ꎮ 该病例符合全冠修复的适应证 ꎬ应进行全冠修复ꎮ 患牙牙髓活力正常 ꎬ不需要

先做牙髄治疗 ꎬ采用铸造金属全冠不会影响美观 ꎬ 而且可减少牙体预备量 ꎬ避免活髓牙修复后
牙本质敏感ꎮ 正确答案选 Ｃ ꎮ

２０４.女性患者ꎬ２６岁ꎮ 右上 ２ 远中切角缺损 ꎬ牙冠变色 ꎬ已做根管治疗ꎬ无症状ꎬＸ 线片无
异常发现 ꎬ患者咬合关系正常ꎮ 最佳修复设计为

Ａ .切角嵌体 Ｂ .金属舌面桩冠
Ｃ .塑料全冠 Ｄ .瓷全冠
Ｅ .金属塑料联合全冠
【 答案】 Ｄ

【 解析】 患者的前牙咬合正常 ꎬ而瓷全冠有美观 ꎬ无牙龈染色等优点 ꎬ故可以选用瓷全冠ꎮ

２０５.某男性患者 ꎬ７０岁ꎮ 上下牙列缺失 ꎬ上下全口义齿修复 ꎬ使用 ８ 年ꎮ 患者主诉为上下
全口义齿易掉 ꎬ咀嚼无力ꎮ 临床检查示 :正中颌位时面下 １/３ 垂直距离过低 ꎬ义齿严重磨损 ꎬ义
齿固位和稳定差 ꎮ 戴用这样的不良修复体会对患者的咀嚼运动有什么影响

Ａ .咀嚼效率低硬韧性食物不易嚼碎 Ｂ .咀嚼时义齿不稳定

Ｃ .剩余牙槽骨骨密度低 Ｄ .对食物味道的品尝能力下降
Ｅ .以上影响都有

２８８

未见异常 ꎮ 余留牙未见异常、该患者最佳治疗方案是

该患者最适合的修复方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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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E

【 解析】 因患者戴用义齿时间长导致颌面磨损 ꎬ垂直距离过低 ꎬ 牙槽骨吸收导致活动义齿

不密合等原因 ꎬ 因此会造成全口义齿易掉且咀嚼无力 ꎬ会造成义齿不稳定 ꎬ咀嚼效率低 ꎬ 同时不

良压迫会加快牙槽骨的压迫性吸收 ꎮ

206.某男性患者 ꎬ35 岁ꎮ 左上 1 右上 1 缺失 1 年求修复 ꎬ 口腔余牙均健康 ꎬ 关系正常ꎮ

欲行固定义齿修复 ꎬ正确的设计是
A.以左右上 2 为基牙固定义齿修复 B.以左上 2 右上 23 为基牙固定义齿修复
C.以左上 2 为基牙做单端固定义齿修复 D.以左上 23 右上 23 为基牙固定义齿修复
E.以上设计均可
【 答案】 D

【 解析】 左上 1 右上 1 缺失 ꎬ根据 Ante 法则基牙牙周膜面积大于缺失牙牙周膜面 ꎬ

以左上 23 右上 23 为基牙做固定义齿修复较好ꎮ

(207 ~208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基牙的远、近缺隙侧均有明显的倒凹
B.基牙向缺隙方向倾斜时所画出的观测线
C.基牙向缺隙相反方向倾斜时所画出的观测线
D.基牙向颊侧倾斜时所形成的观测线
E.基牙向舌侧倾斜时所形成的观测线
207.一型观测线是
208.二型观测线是
【 答案】 C、B

【 解析】 一型观测线特点是以基牙向缺隙相反方向倾斜时所画出的观测线 ꎮ

ꎬ远缺隙侧距 面近ꎮ 二型观测线与一型相反 ꎬ是基牙向缺隙方向倾斜时所画

出的观测线 ꎮ ꎬ远缺隙侧距 面远ꎮ

(209 ~213 题共用备选答案)

A.1 周 B.1 个月
C.3 个月 D.3 ~4 个月
E.5 ~6 个月
209. 固定修复的最佳时机是拔牙后

210.前牙外伤牙折伴牙周膜撕裂伤 ꎬ根管治疗后至开始桩冠修复至少需
211 .活动修复至少在拔牙后多长时间进行
212.上颌种植修复的最佳时间是在拔牙后
213.下颌种植修复需拔牙后多久进行
【 答案】 C、A、B、E、D

【 解析】 固定桥修复的时间 :一般拔牙后的 1 ~ 3 个月内 ꎬ牙槽突吸收较快 ꎬ以后逐渐趋于稳
定 ꎬ所以固定桥修复最好是在牙槽嵴的吸收比较稳定之后进行 ꎬ 即拔牙后的 3 个月左右 ꎬ使桥
体龈端与牙槽嵴黏膜有良好的接触 ꎬ避免在牙槽嵴的吸收未稳定前作固定桥修复 ꎮ 前牙外伤
牙折伴牙周膜撕裂伤 ꎬ根管治疗后至开始桩冠修复至少需 1 周ꎮ 活动修复至少在拔牙后 1 个
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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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217 题共用备选答案)

A.正中颌位 B.息止颌位
C.息止 间隙 D.颌间距离
E.垂直距离

214.上下牙列不接触 ꎬ下颌处于安静状态时的位置
215.下颌处于安静状态时 ꎬ上下牙列之间的距离称
216.上下牙列最广泛接触 ꎬ下颌所处的位置
217.牙列缺失者 ꎬ下颌处于正中颌位上时 ꎬ上下牙槽嵴之间的距离
【 答案】 B、C、A、D

【 解析】 下颌姿势位指端坐或直立 ꎬ且不说话、不吞咽、不咀嚼时 ꎬ下颌所处的位置 ꎬ也称息

止颌位或休息位 ꎮ 正 中颌位是指上下牙弓 面接触最广 ꎬ 牙尖相互交错咬合时下颌骨的位
置 ꎮ 正 中关系是指下颌适居正中 ꎬ髁突处于关节窝的后位 ꎬ在适当的垂直距离时 ꎬ下颌骨对上
颌骨的位置关系 ꎮ 垂直关系指上、下颌弓的上、下关系 ꎬ在正 中颌位时 ꎬ上下牙槽嵴之间的距

离ꎬ即颌间距离ꎮ

(218 ~221 题共用备选答案)

A.鞍式桥体 B.改良鞍式桥体
C.盖嵴式桥体 D.船底式桥体
E.悬空式桥体
218.卫生桥的桥体形式是

219.临床上最常釆用的桥体形式是
220.与牙槽嵴黏膜接触面积最大的
221 .美观效果最差的桥体形式是
【 答案】 E、B、A、E

【 解析】 悬空式桥体 :桥体与黏膜不接触 ꎬ 留有至少 3mm 以上的间隙 ꎬ此间隙便于食物通

过而不积聚 ꎬ有较好的自洁作用 ꎬ故称为卫生桥 ꎮ 但悬空式桥体与天然牙的形态差异大 ꎬ

ꎮ 盖嵴式桥体 :与牙槽嵴唇侧黏膜一 小部分

线形接触ꎮ 与牙槽嵴接触面积小 ꎬ 自洁作用好 ꎬ适

改良盖嵴式桥体 : 自洁作用好 ꎬ患者感觉舒适 ꎬ上下颌固定桥均可使用ꎮ

鞍式桥体 :与牙槽嵴
改良鞍式桥体 :美观舒适 ꎬ 自洁作用好ꎮ 应用较多ꎮ

船底式桥体 : ꎬ易滞留食物ꎮ 只用于下颌牙槽嵴狭窄的病例ꎮ

(222 ~225 题共用备选答案)

A.0 .1mm B.0 .2mm

C.0.3mm D.0.5mm

E.1 .0mm

222 烤瓷冠唇面肩台宽度为

223.贵金属金瓷冠基底冠厚度最少不低于
224.3/4 冠邻轴沟的深度为
225.金瓷冠不透明瓷厚度不得超过
【 答案】 E、C、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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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贵金属更软是指金属具有一定延展性 ꎬ但前提条件是机械强度是足够的 ꎮ 贵金属
基底冠的厚度一方面要考虑机械强度 ꎬ 另一方面要考虑本身耗材 ꎮ 毕竟贵金属的价值是远高
于其他金属的 ꎬ所以过多的预备增大了金属消耗 ꎬ无形中增加了义齿价钱ꎮ 所以在既保持有效
机械强度又尽可能少耗材的情况下最低为 0.3 mmꎮ

(226 ~229 题共用备选答案)

A.盖嵴式桥体 B.接触式桥体
C.改良盖嵴式 D.悬空式桥体
E.船底式桥体
226.与牙槽嵴黏膜不接触以自洁的桥体类型是
227.上颌前牙固定桥修复而牙槽嵴吸收较多者选择
228.对牙槽嵴黏膜有按摩作用的桥体类型是
229.可以防止食物迸入龈端 ꎬ 自洁作用好 ꎬ感觉舒适的桥体设计类型是
【 答案】 D、A、B、C

【 解析】 接触式桥体 :桥体的龈面与牙槽嵴黏膜相接触 ꎬ 临床上较多采用 ꎮ 当此类固定
桥行使功能时 ꎬ桥体龈面可以随基牙的生理动度给牙槽黏膜以生理性按摩 ꎬ 有利于牙龈健
康 ꎬ减轻牙槽嵴吸收 ꎮ 接触式桥体有鞍式、改良鞍式、盖嵴式、改良盖嵴式及船底式等类型 ꎮ

改良盖嵴式易于清洁 ꎬ是理想和常用的桥体形式 ꎬ 而鞍式或呈凹形与牙槽嵴接触面积最大 ꎬ

不易清洁 ꎬ应避免使用 ꎮ 悬空式桥体 :桥体的龈面与牙槽嵴不接触 ꎬ 距牙槽嵴顶有约 3 mm

以上的空隙 ꎬ且桥体龈面呈凸圆形 ꎬ利于食物流通而不积聚 ꎬ 自洁作用较好 ꎬ故又称为卫生
桥 ꎮ ꎬ所以不用于前牙 ꎬ 只用于后牙缺失而牙槽
嵴吸收较多的情况 ꎮ

(230 ~232 题共用题干)

患者 ꎬ男性 ꎬ50 岁ꎮ 戴用上半口义齿半年后出现前牙区黏膜疼痛 ꎬ但因个人原因一直未复
诊修改义齿 ꎮ 检查见上前牙前庭区黏膜增生呈多褶状 ꎬ上唇系带部明显 ꎬ义齿唇侧基托压迫增
生的黏膜组织 ꎮ

230.对增生黏膜组织的处理应该是
A.待其自行消失 B.手术切除增生的黏膜组织

C.调磨义齿唇侧基托 ꎬ观察 D.重新制作义齿
E.重衬义齿

231 .患者发现增生的黏膜组织后 ꎬ若停止戴用义齿 ꎬ至今增生的组织未能自行消失 ꎬ正确
的处理方法应该是

A.继续观察 ꎬ待其自行消失 B.重新制作义齿
C.手术切除增生的黏膜组织 D.调磨义齿唇侧基托 ꎬ观察
E.重衬义齿

232.若患者停戴义齿 1 个月后 ꎬ发现增生黏膜组织有恢复的趋势 ꎬ此时对患者的建议应
该是

A.手术切除剩余的增生黏膜组织 ꎬ调磨旧义齿继续使用
B.手术切除剩余的增生黏膜组织 ꎬ重新制义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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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调磨义齿 ꎬ继续观察 ꎬ待增生的黏膜组织基本消失后重新制作义齿
Ｄ .调磨义齿 ꎬ继续观察 ꎬ待增生的黏膜组织基本消失后继续戴用旧义齿
Ｅ .以上方法皆可 ꎬ征求患者的意见
【答案】Ｃ、Ｃ、Ｃ

【 解析】 对于由于佩戴义齿创伤导致的软组织增生

调改后软组织恢复正 常者应继续调改等其基本正 常后

重新义齿修复 ꎮ

(２３３~２３４题共用题干)

患者ꎬ男性ꎬ１６岁ꎮ 左右上 １ 冠折齐龈ꎬ已行根管治疗ꎮ

２３３.该患者拟采用全冠修复 ꎬ修复方法为
Ａ .铸造桩核＋非贵金属烤瓷冠 Ｂ .铸造桩核＋树脂类冠
Ｃ .铸造桩核＋全瓷冠 Ｄ .铸造桩核＋贵金属烤瓷冠

Ｅ .成品桩简单桩冠
２３４.患者 ２０岁时 ꎬ复诊正常 ꎬ要求更换全冠修复体 ꎬ最理想的全冠为
Ａ .贱金属烤瓷冠 Ｂ .树脂类全冠
Ｃ .全瓷冠 Ｄ .贵金属烤瓷冠
Ｅ .瓷贴面
【答案】 Ｂ、Ｃ

【 解析】 对于缺损较多固位抗力形不足者行铸造金属桩 ꎬ 又由于患者年轻 ꎬ 可采用铸造桩

核＋树脂类冠ꎮ 当患者到 ２０岁时从耐久度和患者功能考虑可用全瓷冠修复ꎮ

(２３５~２３７题共用题干)

某男性患者带用全口义齿多年 ꎬ旧义齿使用 １０年 ꎬ直至垂直距离降低 ꎬ下颌向左前偏位 ꎬ

带用新义齿后 ꎬ反复复诊多次 ꎬ每次均以疼痛为主要主诉 ꎬ部位不断更换 ꎬ经缓冲修改后有好
转 ꎬ但数日后又觉其他部位疼痛并无其他不适 ꎮ

２３５.引起疼痛的王要原因最可能是

Ａ .牙槽嵴上有骨尖骨棱 Ｂ . 关系有小的误差 ꎬ咬合后义齿扭动
Ｃ .倒凹部位缓冲不够 Ｄ .义齿固位不良
Ｅ .义齿戴错

２３６.检查其疼痛原因时 ꎬ应如何进行
Ａ .进行咬合检查 ꎬ了解是否有早接触
Ｂ .用压力指示剂置于义齿组织面 ꎬ了解疼痛部位
Ｃ .用压力指示剂置于义齿组织面 ꎬ鉴别疼痛是由咬合误差引起 ꎬ还是组织面缓冲不够引起
Ｄ .检查义齿组织面是否粗糙
Ｅ .以上均错误
２３７.最好的处置方法是

Ａ .将甲紫涂于疼痛部位 ꎬ戴入义齿 ꎬ缓冲甲紫着色区
Ｂ .磨改义齿组织面的粗糙部位
Ｃ .返工重做
Ｄ .重衬处理

Ｅ .根据压力指示剂鉴别结果 ꎬ给予调 力或(和)局部缓冲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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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B、C、E

【 解析】 根据患者的症状 ꎬ 引起疼痛的主要原因最可能是 关系有小的误差 ꎬ咬合后义齿
扭动 ꎮ 用压力指示剂置于义齿组织面 ꎬ鉴别疼痛是由咬合误差引起 ꎬ还是组织面缓冲不够引
起 ꎮ 最后根据压力指示剂鉴别结果 ꎬ并根据结果给予调 或是局部缓冲 ꎮ 如果 关系差距较
大应返工重做 ꎮ

易错考题2年

1 .全冠龈边缘过长的主要临床表现是

A.戴入后牙龈苍白
C.边缘可探及悬突

配套名师高清视频
E.外形凸
【 答案】 A

【 解析】 若冠边缘过长 ꎬ对牙龈组织可造成压迫 ꎬ

应做相应的调整ꎮ

2.全冠黏固较长时间后出现过敏性疼痛 ꎬ导致其发生的原因中最不可能的是
A.继发龋 B.牙龈退缩
C.黏固剂刺激 D.黏固剂溶解
E.以上都不是
【 答案】 C

【 解析】 修复体使用一段时间 :之后出现过敏性疼痛 :①继发性龋 : 多由于牙体预备时龋
坏组织未去净 ꎬ或未做预防性扩展 ꎮ ②牙龈退缩 :修复时牙龈有炎症、水肿或黏固后牙龈萎
缩等 ꎬ均造成牙本质暴露 ꎬ 引起激发性疼痛 ꎮ ③黏固剂脱落或溶解 :修复体不密合、松动ꎻ黏
固剂或黏固操作不良 ꎬ黏固剂溶解、脱落、失去封闭作用 ꎮ 修复后近期牙本质敏感 :a. 活髓牙
预备后暴露的牙本质遇冷热刺激会出现牙本质敏感现象 ꎮ b.预备损伤大未采取保护措施牙
髓处于激惹状态 ꎮ c.

3.隙卡沟通过基牙与相邻牙的
A. 外展隙区 B. 外展隙和舌外展隙
C. 外展隙和颊外展隙 D.颊外展隙和舌外展隙
E. 外展隙、颊外展隙和舌外展隙
【 答案】 A

【 解析】 隙卡沟通过基牙与其相邻 面外展隙区呈 U 字形 ꎬ并不能破坏患者邻接ꎮ

4.在 架上调前伸平衡 时 ꎬ前牙接触后牙不接触 ꎬ则应

A.增加切导斜度 B.减小髁导斜度
C.减小切导斜度 D.增大横 曲线
E.减小定位平面斜度
【 答案】 C

【 解析】 在正 中颌咬合良好 ꎬ但是前伸 后牙不接触 ꎬ说明切导斜度与 平面交角过大 ꎮ

减小切导斜度 ꎬ平衡时下颌可以较为水平地伸出 ꎬ后牙就可以获得接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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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中前牙接触后牙不接触前牙相对应的就是切导斜度 ꎬ 当前牙接触后牙不接触说明平衡被打
破 ꎬ前牙接触说明是切导斜度变大 ꎬ一端砝码变大导致一侧砝码变重失去平衡 ꎬ为了达到平衡 ꎬ

可以减小切导斜度这个砝码 ꎬ也

5.外伤牙折断伴牙周膜挤压伤者 ꎬ根充后桩核冠开始的最早时间是
A.3 天 B.5 天
C.1 周 D.2 周
E.3 周
【 答案】 C

【 解析】 根管充填后选择桩核冠修复的时间参考治疗情况和全身状况而定 ꎮ 原牙髓正 常
或牙髓炎未累及根尖者 ꎬ观察时间可短 ꎬ根管治疗 3 天后无症状 ꎬ可开始修复 ꎻ有瘘管的患牙需
在治疗愈合后进行修复 ꎻ

ꎻ如果根尖病变较广泛者 ꎬ需在治疗后较长时间观察 ꎬ

待根尖病变明显缩小形成骨硬板后才能修复 ꎮ

6.可摘局部义齿中 ꎬ减少义齿 力的方法 ꎬ不包括
A.减小人工牙的颊舌径 B.降低牙尖斜度
C.选用塑料牙 D.减少人工牙的咬合接触
E.在游离端义齿修复中可减少人工牙数目
【 答案】 D

【 解析】 从专业知识判断 :减小牙槽嵴 力的方法 ꎬ 包括 :

ꎮ 因此答案 A、B、C、E 均不对 ꎬ 而答案 D ꎮ 减少
人工牙的咬合接触就失去了修复的意义 ꎮ 因此 ꎬ 不能选用此方法来减少 力 ꎬ 即选择答
案 D ꎮ

7.按照无牙颌解剖特点 ꎬ切牙乳突属于
A.主承托区 B.副承托区
C.缓冲区 D.后堤区
E.边缘封闭区
【 答案】 C

【 解析】 缓冲区 :主要指无牙颌上的上颌隆突、颧突、上颌结节的颊侧、

以及牙槽嵴上的骨尖、骨棱等部位 ꎬ上面覆盖很薄的黏膜 ꎬ为防止压痛 ꎬ与之相

对的基托组织面应作出适当缓冲 ꎮ

8.活动义齿修复基牙牙槽骨吸收超过多少不再作为基牙
A.1/2 B.2/3

C.1/3 D.1/4

E.2 ~5 mm

【 答案】 A

【 解析】 对于固定义齿 ꎬ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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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全口义齿修复过程中 ꎬ要考虑患者的心理因素 ꎬ原因是
A.为了解释患者对义齿不满意的原因 B.为了防止给有心理障碍的人治病
C.为了取得良好的修复效果 D.为了让患者有良好的心理准备
E.为了取得患者信任
【 答案】 C

【 解析】 患者自认为戴全口义齿后 ꎬ应和天然牙一样 ꎬ可以说话、吃饭ꎮ 应耐心进行解释义

齿和天然牙的不同ꎮ 全口义齿是需患者参与配合的一种治疗方法 ꎬ患者的积极使用 ꎬ主动练习

是非常重要的 ꎮ

10.一般情况下余留牙的拔除牙槽骨吸收应达到
A.牙根 1/4 B.牙根 1/3

C.牙根 1/2 D.牙根 2/3

E.以上均不对
【 答案】 D

【 解析】 一般来说 ꎬ对于牙槽骨吸收迖到根 2/3 以上 ꎬ 牙松动达三度者应拔除 ꎮ 所以对于

吸收达到根 2/3 的余留牙要考虑拔除 ꎮ

11 .烤瓷合金的热膨胀系数(金 a)与烤瓷粉的热膨胀系数(瓷 a) 的关系是
A.金 a 略大于瓷 a B.金 a 明显大于瓷 a

C.金 a 略小于瓷 a D.金 a 明显小于瓷 a

E.两者无差别
【 答案】 A

【 解析】 ꎮ 因此 ꎬ

在金瓷冠烧结冷却后金属收缩大 ꎬ对瓷形成压缩使瓷层形成压应力而非拉应力 ꎬ 瓷是怕拉不
怕压ꎮ

12.以下关于上前牙金瓷冠牙体预备的描述中错误的是
A.唇面磨除 1 .2 ~ 1 .5 mm B.唇面应按颈 1/3 或 1/2 的方向均匀磨除
C.保留舌隆突轴面外形 D.唇侧形成龈下肩台
E. 占线角圆钝
【 答案】 B

【 解析】 唇面 :除颈缘外 ꎬ从牙表面均匀磨除 1 .2 ~ l.5 mm 的牙体组织 ꎬ但唇侧牙冠切 1/4 向

舌侧倾斜 10° ~ 15 °保证前伸 不受干扰 ꎬ并在 少许 ꎬ保证切缘瓷层厚度和

透明度ꎮ

13.Kennedy 三类缺损者的义齿一般为
A.牙支持式 B.黏膜支持式
C.混合支持式 D.黏膜支持式或混合支持式
E.不确定
【 答案】 A

【 解析】 ꎬ

ꎮ 适用于少数牙缺失 ꎬ或缺牙间隙小 ꎬ缺隙两端均有基牙 ꎬ且基牙稳固
者 ꎮ 适用于 Kennedy 三类缺损者的义齿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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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下颌后部牙槽嵴的吸收方向是

A. 向下、向后 B. 向下、向外

C. 向下、向内 D. 向后、向外
E. 向下、向前
【 答案】 B

【 解析】 下颌牙槽骨吸收方向 : ꎻ上颌牙槽骨吸收方向 :向上 ꎬ向内ꎮ

15.当下颌弓明显大于上颌弓时 ꎬ全口义齿人造牙排成反 关系的主要目的
A.增进美观 B.改善发音

C.增加义齿稳定性 D.提高咀嚼效率
E.增加 接触面积
【 答案】 C

【 解析】 当下颌弓明显大于上颌弓 ꎬ全口义齿人造牙排成反 关系 ꎬ

ꎮ 排成反 并不能增加接触面积 ꎬ提高咀嚼效率 ꎬ而且对美观和发音都不利ꎮ

16.下列哪项一般不会引起全口义齿基托折裂

A. 力不平衡 B.基托较薄

C.上颌硬区缓冲不够 D.基托与黏膜不贴

E.垂直距离不够
【 答案】 E

【 解析】 A 力不平衡会导致咬合力应力集中造成义齿基托局部受力大而出现折裂 ꎬB 基

托太薄抗力不足会导致基托断裂 ꎬC 上颌硬区缓冲不够 ꎬ存在支点ꎮ 临床上 ꎬ可见基托折裂现

象 ꎮ D 基托与黏膜不贴 ꎬ 同样说明可能存在支点 ꎮ 有可能造成基托折裂ꎮ 但垂直距离不够会

使义齿受力更小引起全口义齿基托折裂的可能更小 ꎮ 因此 ꎬ选择 E ꎮ

17.以下哪项不是基托缓冲的目的

A.防止压痛 B.防止有碍发音

C.防止压迫牙龈 D.防止压伤黏膜组织
E.防止基托翘动
【 答案】 B

【 解析】 基托过厚会有碍发音 ꎬ和缓冲没有关系 ꎬ ꎮ

18.咬合调整的目的是通过对牙的选磨

A.消除早接触 B.消除 干扰

C.使 力分布均匀 D. 关系协调

E.以上都对
【 答案】 E

【 解析】 咬合调整 ꎬ消除早接触、去除咀嚼运动时的 干扰 ꎬ恢复患者的平衡 ꎬ使 力分

布均匀、使其恢复正常 关系 ꎮ

19.最适宜作桥体龈端的材料是
A.金合金
C.热凝树脂

B.镍铬合金
D.复合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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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烤瓷
【 答案】 E

【 解析】 桥体龈端都应高度抛光 ꎮ 粗糙的龈端使菌斑容易附着 ꎬ导致黏膜炎症 ꎮ

20. 口内检查的内容包括

A. 口腔一般情况 B.牙周检查

C.牙列检查 D.缺牙区检查

E 以上都对
【 答案】 E

【 解析】 口腔内的检查 :① 口腔一般情况 ꎮ ②牙周检查 ꎮ ③牙列检查 ꎮ ④ 关系检查 ꎮ ⑤

缺牙区情况 ꎮ ⑥无牙颌口腔专项检查 ꎮ

21 .全口义齿的前牙排列成浅覆 浅覆盖的原因

A.美观要求 B.功能要求

C.排牙方便 D.取得前伸 平衡
E.发音清楚
【 答案】 D

【 解析】 全口义齿牙合平衡对义齿固位很重要 ꎬ

ꎬ以达到前伸平衡

22.活髓牙或病变未累及根尖周者 ꎬ根充后桩核冠修复开始的最早时间是根充后
A.1 天 B.3 天

C.5 天 D.1 周

E.2 周
【 答案】 B

【 解析】 根管充填后选择桩核冠修复的时间参考治疗情况和全身状况而定 ꎮ 一般完善的

根管治疗后 ꎬ观察 1 ~2 周 ꎬ无临床症状后可以开始修复 ꎻ原牙髓正 常或牙髓炎未累及根尖者 ꎬ

观察时间可短 ꎬ根管治疗 3 天后无症状 ꎬ可开始修复 ꎻ有瘘管的患牙需在治疗愈合后进行修复 ꎻ

有根尖周炎的患牙 ꎬ一般需在根管治疗后观察 1 周以上 ꎬ没有临床症状 ꎬ进行修复ꎻ如果根尖病

变较广泛者 ꎬ需在治疗后较长时间观察 ꎬ待根尖病变明显缩小形成骨硬板后才能修复ꎮ

23.上颌义齿基托不需要缓冲的部位
A.切牙乳突 B.颧突

C.腭中缝 D.颤动线

E.上颌隆突
【 答案】 D

【 解析】 缓冲区 :主要指无牙颌上的上颌隆突、颧突、 、下颌隆

突、下颌舌骨嵴以及牙槽嵴上的骨尖、骨棱等部位 ꎬ上面覆盖很薄的黏膜 ꎬ为防止压痛 ꎬ与之相

对的基托组织面应作出适当缓冲 ꎬ颤动线位于硬腭与软腭的交界处 ꎬ颤动线分为前颤动线和后

颤动线 ꎮ 前颤动线在硬软腭交界处 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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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后堤区的作用

A.基托后缘定位 B.边缘封闭作用

C.支持作用 D.排牙标志
E.缓冲作用
【 答案】 B

【 解析】 边缘封闭是全口义齿固位的重要因素 ꎬ后堤区的取得是边缘封闭关键的步骤 ꎮ

25.间接固位体的作用是

A.增强义齿的固位、稳定和强度 B.增强义齿的固位、稳定和美观

C.增强义齿的固位、支持和强度 D.增强义齿的固位、支持和稳定
E.增强义齿的固位、支持和舒适
【 答案】 D

【 解析】 防止义齿翘起、摆动、旋转、下沉的固位体 ꎬ称为间接固位体 :间接固位体具有辅助

直接固位体固位和增强义齿稳定的作用 ꎮ

26. 固定桥倾斜牙做基牙 ꎬ如患者年轻 ꎬ首选的方法是

A.直接预备 B.失活倾斜牙 ꎬ大量磨改
C.作单端固定桥 D.作半固定桥

E.正畸后再修复
【 答案】 E

【 解析】 对于倾斜牙做基牙时

ꎬ从而获得共同就位道 ꎬ再进行修复ꎮ

27.不会影响全冠就位的情况是

A.预备体有倒凹 B.全冠边缘短

C.铸造收缩 D.蜡型变形

E.邻接紧
【 答案】 B

【 解析】 全冠边缘短 ꎬ不会造成就位困难 ꎬ但是影响美观 ꎬ易形成继发龋ꎮ

全冠无法就位的原因 :

(1)

(2)

解决方法 :用去冠器将修复体取下 ꎬ仔细检查支点 ꎬ检查方法如前述 ꎬ并
做相应磨改 ꎮ

(3)

(4)在取印模、灌注工作模时变形 ꎬ蜡型蠕变变形 ꎬ铸造收缩 ꎬ 牙颈部肩台不整齐、邻接过
紧、人造冠过长等原因均可造成就位困难 ꎮ

28.下列关于嵌体洞斜面的描述中 ꎬ错误的是
A.增加密合度 B.去除洞缘无基釉
C.防止黏结剂被唾液溶解 D.位于牙釉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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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位于牙本质内
【 答案】 E

【 解析】 洞缘有斜面目的 : ①去除洞缘无基釉 ꎬ 预防釉质折断 ꎮ ②增加嵌体的洞缘密合性

与封闭作用ꎮ ③增大黏结面积 ꎬ防止黏结剂溶解 ꎬ减少微渗漏ꎮ

29.为增加黏结力 ꎬ黏结之前预备体表面需作处理 ꎬ除了
A.涂分离剂 B.干燥

C.酸蚀 D.清洁

E.去油污
【 答案】 A

【 解析】 分离剂 :在两种相同的或不同的材料之间、材料与模具之间隔离膜 ꎬ使两者间不发

生黏连 ꎬ完成操作后易于分离的液剂ꎮ 故不是增加黏结力 ꎬ应选择 A ꎮ

30.总义齿修复中 ꎬ作用于唾液与基托之间的力应称之为
A.黏固力 B.吸引力

C.黏着力 D.吸附力

E.附着力
【 答案】 E

【 解析】 总义齿修复中 ꎬ义齿的固位因素之一是基托与黏膜间的大气压力和吸附力 ꎮ 其中

吸附力是两个物体分子之间的吸引力 ꎬ 包括黏着力和附着力 ꎮ

ꎮ 基托和唾液的分子是不同的 ꎬ它

们之间的引力应是附着力 ꎬ故答案选 E ꎮ

31 .完全固定桥是指

A.双端固定桥 B.连接体均为固定连接的固定桥

C.复合固定桥 D.黏结固定桥

E.完全固定的固定桥
【 答案】 A

【 解析】 双端固定桥 :又称完全固定桥 ꎮ 固定桥两端固位体与桥体之间的连接形式为固定

连接 ꎬ 当固位体黏固于基牙后 ꎬ基牙、固位体、桥体则连接成一 个不动的整体 ꎬ从而组成新的咀

嚼单位 ꎮ

32.以下关于可摘局部义齿基托与天然牙关系的表述中 ꎬ正确的是
A.基托可进入基牙邻面倒凹区 B.前部基托边缘不应位于舌隆突上

C.基托应与牙面密合 ꎬ对牙齿有一定的压力 D.基托近龈缘处要做缓冲
E.基托应与牙面轻离开 ꎬ不对牙齿形成任何压力
【 答案】 D

【 解析】 基托应与余留天然牙邻面和舌面的非倒凹区之间密合而无间隙 ꎬ既有利于义齿的固

位和稳定 ꎬ又能避免食物嵌塞ꎮ

33.可摘局部义齿的组成中不包括

A.人工牙 B.基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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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固位体 D.预备体

E.连接体
【答案】 D

【解析】 可摘局部义齿一般是由人工牙、基托、固位体和连接体等部件组成ꎮ

34.以下无牙颌印模范围的要求 ꎬ哪项不正确
A.包括整个牙槽嵴 B.边缘伸展到唇颊舌沟

C.上颌后缘伸展到腭小凹处 D.上颌后缘伸展与后颤动线一致

E.上颌两侧后缘伸展到翼上颌切迹
【答案】 C

【解析】腭小凹 :是口内黏膜腺导管的开 口 ꎬ位于上腭中缝后部的两侧 ꎬ软硬腭连接处的稍后

方 ꎬ数目多为并列的 2 个ꎬ左、右各 1 个ꎮ ꎮ

35.关于单端固定桥的描述 ꎬ正确的是

A.桥体与固位体之间一端为固定连接 ꎬ另一端为活动连接

B.受力主要有桥体承担 ꎬ基牙不会受到损害
C.桥体的一端必须与邻牙接触

D.适用于缺牙间隙较大的牙列缺损修复

E.又称悬臂固定桥
【答案】 E

【解析】单端固定桥 :又称悬臂固定桥ꎮ 此种固定桥仅一端有固位体 ꎬ桥体与固位体之间为

固定连接ꎮ 固定桥黏固在一端基牙上ꎬ桥体受力时由该端基牙承受 ꎬ桥体另一端与邻牙接触或无

邻牙接触 ꎬ形成完全游离端ꎮ 比如当对颌为活动义齿时ꎬ5、6 带 7ꎮ

36.下列关于固定桥连接体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不是固定桥结构中的应力集中区 B.连接体前牙位于颊侧

C.都是整体铸造而成 D.连接体的外形应圆钝

E.连接体的截面积小于 4 mm2

【答案】 D

【解析】 连接体的外形应圆钝ꎮ 答案 A 不是固定桥结构中的应力集中区 ꎬ说法错误 ꎬ

ꎬ牙及支持组织的应力集中区

在基牙颈周骨皮质处、基牙根尖处、牙槽嵴顶处、旋转中心处ꎮ 答案 B 错误ꎬ固定桥的连接体位于

基牙的近中或远中面的接触区 ꎬ ꎮ

ꎮ 答案 C 固定桥连接体分

为固定连接体、活动连接体ꎮ 其中固定连接体的制作工艺

ꎮ 答案 E 固定连接体相当于天然牙的邻面接触区ꎬ其截面积为 4 ~ 10mm2 ꎮ

37.颌间距离

A.正中颌位时鼻底到颏底的距离 B.息止颌位时鼻底到颏底的距离

C.正中颌位时 ꎬ上下牙槽嵴顶之间的距离 D.息止颌位时 ꎬ上下牙槽嵴顶之间的距离
E.前伸时 ꎬ上下牙槽嵴顶之间的距离
【答案】 C

【解析】颌间距离是无牙颌牙槽嵴顶形成的间隙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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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按照无牙颌组织结构特点 ꎬ磨牙后垫属于
A.主承托区 B.副承托区
C.边缘封闭区 D.缓冲区

E.后堤区
【答案】 C

【解析】磨牙后垫属于边缘封闭区 ꎬ边缘封闭区 :是义齿边缘接触的软组织部分 ꎬ如黏膜皱襞、

系带附着部、上颌后堤区和下颌磨牙后垫ꎮ 此处有大量疏松结缔组织ꎬ不能承受咀嚼压力ꎮ 但是

这些组织可以与义齿边缘紧密贴合 ꎬ防止空气进入基托与组织之间 ꎬ

39.以下是 PFM 全冠的适应证ꎬ除了
A.前牙为四环素牙 B.需作烤瓷固定桥固位体的牙

C.青少年恒前牙釉质发育不全 D.前牙扭转不能正畸治疗者

E.牙体缺损较大而无法充填治疗者
【答案】 C

【解析】青少年的年轻恒牙髓角高、髓腔大 ꎬ牙体预备时容易意外露髄 ꎬ所以不适合制作金属

烤瓷全冠ꎮ

40.某无牙颌患者ꎬ义齿戴用 7 年ꎬ 自觉咀嚼无力ꎬ面显苍老ꎮ 其原因是
A.垂直距离过高 B.垂直距离过低
C.咬合不平衡 D.下颌前伸

E.义齿固位差
【答案】 B

【解析】 垂直颌位关系就是指垂直距离即面下 1/3 的距离ꎬ患者全口义齿使用了 7 年ꎬ 已经存

在很大程度的磨耗ꎬ进而导致

ꎮ 所以ꎬB 正确ꎮ

41 .男性ꎬ61 岁ꎮ 右上 123 ꎬ左上 124568 缺失ꎬ前牙唇侧组织倒凹明显ꎮ 模型观测时将模型向
后方倾斜使就位道为从前下向后上的作用不包括

A.有利于义齿的稳定 B.增大左上 7 颊侧远中倒凹

C.减少牙槽嵴唇侧组织倒凹 D.减少人工前牙与基牙的间隙
E.使义齿就位道与脱位方向不一样
【答案】 A

【解析】 该病例上颌前牙多数缺失 ꎬ如果义齿垂直向上就位 ꎬ牙槽嵴唇侧倒凹将限制唇侧基

托伸展 ꎬ不利于外观和上唇丰满度的恢复ꎮ 将模型向后倾斜时 ꎬ义齿就位道为向后上倾斜就位 ꎬ

相对地减小了牙槽嵴唇侧倒凹 ꎬ有利于唇侧基托伸展ꎮ 就位道倾斜也减小了与前牙缺隙相邻余

留牙近中的倒凹 ꎬ避免了因邻牙近中倒凹大 ꎬ义齿人工牙与邻牙间形成较大的三角间隙ꎬ既有利

于美观 ꎬ也可避免食物嵌塞ꎮ 与垂直向就位道相比ꎬ

ꎮ 义齿所受脱位力的方向一般与 平面垂

直ꎬ斜向后上的就位道与脱位方向不一致 ꎬ也可增强义齿的固位作用ꎮ 由此可见ꎬ选项 B、C、D、E

均为向后倾斜模型能够获得的作用 ꎮ 不稳定的问题与义齿间接固位体有关 ꎬ倾斜模型不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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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固位体的放置因此不会影响义齿的稳定 ꎮ 故正确答案选 Aꎮ

42.一患者戴用全口义齿 1 周ꎬ主诉咬合疼痛ꎬ定位不明确ꎮ 检查 :黏膜未见红肿或溃疡部位ꎬ

基托边缘伸展合适ꎬ做正中咬合时ꎬ义齿有明显扭转ꎬ问题是
A.基托不密合 B.基托翘动

C.侧方 早接触 D.前伸 干扰
E.正中关系有误
【答案】 E

【解析】 患者咬合时有明显扭转说明咬合记录错误ꎮ

ꎮ 干扰一般会导致义齿的翘动ꎬ脱落ꎬ 固位不足ꎬ和 口 内多处疼痛

溃疡因此义齿扭转并不是 干扰ꎮ

43.男性ꎬ43 岁ꎬ上颌| 456 缺失ꎬ3 年前行左上 34567 拉全冠固位体固定义齿修复ꎬ现基牙 3 松
动ꎮ 导致基牙松动最可能的原因是

A. 力过大 B. 力不平衡

C.固位力不等 D.固位体选择不当

E.基牙预备不当
【答案】 A

【解析】固定桥两端均为全冠固位 ꎬ不存在固位力不均衡的问题ꎮ

24、25、26 缺失ꎬ以 23、27 为基牙进行固定桥修复时不符合 Ante 法则ꎬ基牙牙周膜面积小于

缺失牙 ꎬ导致支持能力弱的一端基牙松动ꎮ

44.患者 ꎬ男ꎬ外伤导致上前牙牙冠 2/3 缺损 ꎬ在其口内治疗完成后转诊修复科在其修复初诊
时不必问诊的内容是

A. 目前的自觉症状 B.要求解决的主要问题

C.以前的治疗情况 D.曾经接受过的检查

E.发生外伤时是否意识清楚
【答案】 E

【解析】 发生外伤时是否意识清楚与修复牙齿无关且患者已经接受过内治疗ꎮ

45.女性 ꎬ57 岁ꎬ戴用全口义齿 2 年ꎬ一直裂开ꎮ 查 :无牙颌ꎬ牙槽嵴中度丰满ꎬ腭中缝较平ꎮ

义齿固位好 ꎬ无翘动ꎮ 上颌总义齿前部正中折裂 ꎬ腭侧基托厚 2 mmꎮ 造成义齿折裂的主要原
因是

A.基托前部厚薄不均 B.腭侧基托较薄

C.人工牙排列偏唇颊侧 D.腭中缝成为义齿折裂支点
E.基托材料老化、变脆
【答案】 C

【解析】 该患者腭中缝较平 ꎬ所以腭中缝不是造成义齿折裂的支点ꎬ可排除选项 Dꎮ 而腭侧基

托未描述有厚薄不均 ꎬ基托厚 2 mm 也属正常ꎬ基托使用 2 年不会出现材料老化、变脆 ꎬ可排除选

项 A、B、E ꎮ

ꎬ所以答案应选 C ꎮ

46.男ꎬ29 岁ꎬ因外伤致上前牙缺失ꎮ 查 :左上 1 缺失ꎬ右上 1 残根ꎬ根断面平龈缘ꎬ根稍短ꎬ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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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为 2-2 烤瓷固定义齿修复ꎮ 其理由是

A.增加基牙抗力 B.增加前牙美观
C.增加义齿支持 D.增加义齿牢固度

E.提高义齿切割能力
【答案】 C

【解析】 左上 1 缺失ꎬ由两边牙齿ꎬ也就是左上 2 和右上 1 做基牙即可ꎬ但是由于右上 1 是残

根ꎬ并且根稍短ꎬ所以设计增加一颗牙齿来支持ꎮ C 项就是这个意思ꎮ

47.男性ꎬ80 岁ꎬ上下无牙颌ꎬ下颌牙槽嵴低平ꎮ 全口义齿修复时基托利用其颊棚区作为主承
托区是因为此处

A.正好位于人工牙下方 B.骨质致密 ꎬ骨面与咬合力平行

C.骨质致密 ꎬ骨与咬合力垂直 D.可形成良好边缘封闭
E 黏膜厚韧
【答案】 C

【解析】 颊棚区位于下颌后部牙槽嵴的颊侧 ꎬ此处骨皮质厚 ꎬ骨质致密ꎮ 当牙槽嵴骨吸收较

多ꎬ变低平时ꎬ此时颊棚区骨面趋向水平ꎬ能承受较大的垂直向咬合压力ꎮ 因此

48.对牙列缺损患者进行问诊的现病史内容中 ꎬ不应包括
A.缺失的原因 B.缺失的时间

C.是否修复过 D.修复效果如何

E.家族中是否有牙列缺损患者
【答案】 E

【解析】家族中是否有牙列缺损患者属于家族史 ꎮ

49.一患者戴用全口义齿 ꎬ主诉经常咬舌ꎬ无其他不适ꎬ检查发现ꎬ两侧后牙 面低ꎬ排列偏舌
侧ꎮ 最好的处理是

A. 自凝加高旧义齿 面 B.调 下后牙舌尖

C.调 下后牙舌面 D.磨低上后牙舌尖

E.重做 ꎬ矫正后牙位置
【答案】 E

【解析】 如果由于后牙排列覆盖过小 ꎬ 出现咬颊或咬舌时 ꎬ

题干提示后牙排列偏舌侧 ꎬ不属于后牙排列覆盖过小的问题ꎮ 这种情况调磨

效果不佳 ꎬ一般需要重做ꎮ

50.患者ꎬ男ꎬ60 岁ꎮ 上颌总义齿纵折ꎬ主诉修复两年来ꎬ纵折三次ꎬ检查患者牙槽嵴尚可ꎮ 下
颌弓后部明显大于上颌弓ꎬ旧义齿为正常 排列ꎬ义齿固位良好ꎬ边缘伸展适宜ꎮ 分析原因为

A.基托过薄 B.上颌人工牙排列过于偏颊侧

C.咬 不平衡 D.基托为塑料基托

E.人工牙为瓷牙
【答案】 B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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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咬合时ꎬ以上颌硬区形成支点ꎬ两侧后牙区受到向上的 力ꎬ中间的部分受到上
颌硬区向下的相反支持力 ꎬ久之即造成义齿的折断ꎮ

５１.男性ꎬ６０岁ꎮ 右上后牙龋坏缺损 ３ 年ꎬ充填后反复脱落ꎮ 查远中邻牙大面积银汞充填ꎬ活

髓ꎬ不松动ꎬ叩痛(－) ꎬ牙龈退缩ꎬ临床冠长ꎮ 拟行铸造金属全冠修复ꎮ 全冠龈边缘的最佳位置是

Ａ .龈缘以上 Ｂ .平齐龈缘
Ｃ .龈沟内 ０.５ ｍｍ Ｄ.龈沟内 １ ｍｍ

Ｅ.达龈沟底
【答案】 Ａ

【解析】 全冠的颈部边缘位置通常可有三种 :一种为龈下边缘 ꎬ 另一种为龈上边缘和齐龈边

缘ꎮ 采用龈下边缘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暴露烤瓷冠的边缘ꎬ以利于美观(前牙)ꎻ另外 ꎬ可增加预备

体轴面高度 ꎬ增强固位ꎮ 但龈下边缘不易保证牙龈的健康 ꎬ ꎬ必须做

龈下边缘时龈下边缘的位置不宜过深ꎮ 牙龈健康的情况下

任何时候都不要将边缘置于龈沟底ꎮ 对于本题的病例而言ꎬ患者年龄大ꎬ牙龈退缩明显ꎬ临

床冠长 ꎮ 如果釆取龈下边缘ꎬ则必须磨除过量的牙体组织ꎬ容易导致牙本质敏感ꎬ甚至露髓ꎮ 患

牙为右上第一磨牙 ꎬ龈上边缘对美观无明显影响ꎮ 患牙临床冠长 ꎬ不需要增加预备体轴壁高度来

增强固位ꎮ 因此ꎬ患牙全冠最适合釆用龈上边缘ꎮ

(５２~５５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被称为完全固定桥

Ｂ .一端的固位体为固定连接ꎬ另一端的固位体为活动连接的固定桥

Ｃ .仅一端有固位体ꎬ桥体与固位体之间为固定连接的固定桥
Ｄ .以各骨内种植体作为固定桥的支持和固位制成的固定桥

Ｅ .可以自行摘戴的固定桥

５２.双端固定桥
５３.种植固定桥

５４.固定－可摘联合桥

５５.悬臂固定桥
【答案】Ａ、Ｄ、Ｅ、Ｃ

【解析】 双端固定桥是完全固定桥 ꎬ 固定桥两端固位体与桥体之间的连接形式为固定连接ꎮ

ꎮ 单端固定桥又称悬臂固定桥ꎬ

是仅一端有固位体 ꎬ桥体与固位体之间固定连接的固定桥ꎮ

(５６~５９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包括上下颌牙槽嵴顶的区域ꎬ能承担咀嚼压力ꎬ抵抗义齿基托的碰撞

Ｂ .上下颌牙槽嵴的唇侧和舌腭侧区域ꎬ不能承受较大的压力
Ｃ .义齿边缘接触的软组织部分

Ｄ .无牙颌的上颌隆突、颧突等部位ꎬ不能承受咀嚼压力

Ｅ .为了増加上颌义齿后缘的封闭作用ꎬ对组织稍加施压ꎬ以便制作后堤的区域
５６.边缘封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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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主承托区
58.副承托区

59.缓冲区
【答案】 C、A、B、D

【解析】 边缘封闭区是义齿边缘接触的软组织部分 ꎬ如黏膜皱襞、系带附着部、上颌后堤区和

下颌磨牙后垫 ꎮ 此区有大量疏松的结缔组织 ꎬ不能承受咀嚼压力ꎮ 主承托区包括上下牙槽嵴顶

的区域 ꎬ此区的骨组织上被覆着高度角化的复层鳞状上皮 ꎬ其下有致密的黏膜下层所附着 ꎬ能承

担咀嚼压力 ꎬ抵抗义齿基托的碰撞ꎮ 副承托区力上下颌牙槽嵴唇颊侧和舌腭侧区域( 不包括硬

区) ꎬ不承受较大的 力ꎮ 副承托区与主承托区之间无明显的界限ꎮ 缓冲区是指无牙颌的上颌隆

突、颧突、上颌结节的颊侧、切牙乳突、下颌隆突、下颌舌骨嵴以及牙槽嵴上的骨尖、骨棱等部位ꎬ

上面覆盖很薄的黏膜容易产生压疼 ꎬ此区应作缓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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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蛋白质的 :包括 α－螺旋ꎬβ－螺旋ꎬβ－转角ꎬ无规则卷曲ꎬ为蛋白质分子中某一段肽

第十章 基础医学综合

考情分布图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基础医学综合

生物化学 １３ １１ １３ １２ １１

药理学 １１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１

医学免疫学 ５ ６ ５ ５ ７

医学微生物学 ６ ７ ６ ７ ７

高频考点必背

１ . 氨基酸 :缬氨酸、异亮氨酸、亮氨酸、苯丙氨酸、蛋氨酸、色氨酸、苏氨酸、赖氨酸、组氨
酸(新增必需氨基酸) ꎮ

２. :丝氨酸、色氨酸、组氨酸、甘氨酸ꎮ

３ .蛋白质的 :从 Ｎ－端到 Ｃ－端的氨基酸排列顺序ꎻ维系键 :肽键ꎬ酰胺键ꎮ

链的局部空间结构 ꎬ不包括氨基酸残基侧链的构象ꎻ维系键 :氢键ꎮ

５ .蛋白质的 :整条肽链中全部氨基酸残基的相对空间位置ꎻ维系键 :疏水键、盐键、

氢键和范德华力等 ꎮ

６.蛋白质的四级结构 :亚基的空间排布ꎻ维系键 :氢键、离子键ꎮ

７.核酸是以核苷酸为基本组成单位的生物信息大分子 ꎬ具有 的作用ꎮ

８.各个核苷酸之间的连接方式完全一样 ꎬ都是通过前一个核苷酸的 ３ ′羟基与后一个核苷酸

的 ５′磷酸缩合生成 而彼此相连ꎮ 通常以 ５′→３′方向为正向ꎮ

９.ＤＮＡ变性 :双链互补碱基对之间的氢键发生断裂ꎬ解离为 ꎮ ＤＮＡ 的变性中以 ＤＮＡ 的
热变性最常见ꎮ

１０.ｍＲＮＡ:蛋白质合成的 ꎻｔＲＮＡ:蛋白质合成中作为运载氨基酸的 ꎻｒＲＮＡ:蛋白质合
成的场所ꎮ

１１.辅助因子 :金属离子或小分子有机化合物ꎮ 酶蛋白与辅助因子结合在一起称为 ꎬ只
有全酶才具有 ꎮ

１２. 反应过程有三种关键酶 :①己糖激酶ꎻ②磷酸果糖激酶－１ꎻ③丙酮酸激酶ꎮ

合体ꎮ

１４.正常血糖水平 ３ .８９~ ６. １１ ｍｍｏｌ/Ｌ ꎬ空腹血糖≥７ .０ ｍｍｏｌ/Ｌ 为高血糖ꎬ空腹血糖低于
２.８ ｍｍｏｌ/Ｌ为低血糖ꎮ

１５.胰岛素是 降低血糖的激素ꎮ

１６.电子传递过程中释放的能量使 ＡＤＰ磷酸化是 ＡＴＰ生成的主要方式ꎮ

１７.１ ｇ三酰甘油氧化分解可释放能量 ３８.９４ｋＪꎮ

３０６

１３. 三种关键酶 :①柠檬酸合酶ꎻ②异柠檬酸脱氢酶ꎻ③ α－酮戊二酸脱氢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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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的关键酶是 :激素敏感性脂肪酶ꎮ

１９. :包括亚油酸、亚麻酸和花生四烯酸等ꎮ

２０. :包括乙酰乙酸、β－羟丁酸和丙酮ꎮ

２２.肾小管上皮细胞分泌的氨主要来自 ꎮ

２３.人体缺乏酪氨酸酶 ꎬ黑色素合成障碍 ꎬ皮肤、毛发等发白 ꎬ称为 ꎮ 当苯丙氨酸羟化
酶先天缺乏时 ꎬ苯丙氨酸不能转变为酪氨酸而在体内蓄积ꎬ并经转氨作用生成苯丙酮酸随尿液排
出ꎬ称为 ꎮ

２４. 的分解代谢最终产物是 ꎮ 代谢部位是肝脏、小肠及肾脏ꎮ 尿酸产生过多
可导致 ꎮ

２５.ＤＮＡ生物合成有 ＤＮＡ 和 ꎮ ＤＮＡ复制是指以 ＤＮＡ为模板合成 ＤＮＡꎬ是基因
组的复制过程 ꎮ 反转录是以 ＲＮＡ为模板 ꎬ合成 ＤＮＡ互补链 ꎬ再以此 ＤＮＡ链为模板合成第二条
ＤＮＡ链的过程ꎮ

２６.ＤＮＡ指导的 ＲＮＡ合成ꎬ称为 ꎮ ＲＮＡ指导的 ＲＮＡ合成ꎬ称为 ꎮ

２７. 是成熟红细胞的主要能量物质ꎻ 是成熟红细胞获得能量的唯一途径ꎮ

２８. 的肠肝循环 :排入肠道的胆汁酸中 ９５％以上被重吸收 ꎬ经门静脉又回到肝 ꎬ在肝内
将游离胆汁酸转变为结合型胆汁酸 ꎬ经胆道再次排入肠腔的过程ꎮ

２９. 维生素 :维生素 Ａ、维生素 Ｄ、维生素 Ｅ、维生素 Ｋꎻ 维生素 :维生素 Ｂ１、维生
素 Ｂ２、维生素 Ｂ６、维生素 Ｂ１２、维生素 Ｃ 等ꎮ

３０.细菌的基本结构 :包括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和核质 ꎬ其中细菌细胞壁中的主要成分是
肽聚糖 ꎬ是细菌的 ꎮ

３１.细菌的 :包括荚膜、鞭毛、菌毛、芽孢ꎮ

３２.细菌的毒力是由 和 决定的ꎮ

３３.菌血症、败血症、脓毒血症的概念

(１)菌血症 :致病菌由局部组织侵入血流ꎬ但 ꎬ只是短暂的
达到体内适宜部位后再进行繁殖而致病 ꎮ

(２)败血症 :致病菌侵入血流后ꎬ在其中 ꎬ引起全身症状ꎬ如高热、皮
肤和黏膜瘀斑、肝脾肿大等ꎮ

(３)脓毒血症 :是指化脓性致病菌侵入血流后ꎬ在其中
ꎬ产生新的化脓性病灶ꎮ

３４.金黄色葡萄球菌为 ꎬ多为致病菌ꎮ 凝固酶 :鉴定致病性葡萄球菌的重要指
标 ꎬ以形成局部脓肿为主ꎬ如皮肤伤口化脓性感染形成疖、痈等ꎮ

３５.肺炎链球菌 :有荚膜的肺炎链球菌的抵抗力强 ꎬ具有抗吞噬作用 ꎬ是 ꎮ 所
致疾病主要为 ꎮ

３６. 所致疾病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ꎬ简称 ꎬ人是唯一宿主ꎮ

３７.淋病奈瑟菌 :人类是淋病奈瑟菌的唯一宿主 ꎬ成人淋病主要经 ꎮ

３８.肠出血性大肠埃希菌(ＥＨＥＣ)Ｏ１５７∶ Ｈ７血清型引起以反复出血性腹泻和严重腹痛为特
征的出血性结肠炎 ꎬ表现为 ꎮ 我国«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 ＧＢ５７４９—２００６)规
定 ꎬ在 １００ｍＬ饮用水中不得检出大肠菌群ꎮ

３９.破伤风梭菌 :革兰氏染色阳性 ꎬ严格厌氧 ꎬ产生两种外毒素 ꎬ即 和

３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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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在肝内合成尿素是体内氨的主要去路ꎮ 尿素合成过程又称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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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４０.梅毒螺旋体只感染人 ꎬ人是梅毒的唯一传染源ꎮ ①一期梅毒 ꎬ于感染 ３ 周后出现
ꎻ②二期梅毒 ꎬ出现 ꎻ③三期梅毒又称晚期梅毒 ꎬ出现 病变ꎮ

４１. 引起急性胃肠炎 ꎬ主要传播途径为 ꎮ

４２.乙型肝炎病毒(ＨＢＶ)归属逆转录 ＤＮＡ病毒 ꎬＨＢＶ的 ＤＮＡ逆转录复制是其病毒易于变异
的主要原因 ꎬＨＢｓＡｇ是检查 ＨＢＶ感染的主要标志ꎬ 可作为体内有 及血清具有

的一个标志ꎮ

４３.７１型肠道病毒主要引起 及无菌性脑膜炎ꎮ

４４.免疫系统的三大功能 : 、 、 ꎮ

４５.各类免疫球蛋白的特性和功能

(１) :唯一能通过胎盘ꎻ血清含量最高ꎻ出生后 ３ 个月开始产生ꎬ３ ~５ 岁达成人水平ꎬ为再
次免疫应答主要抗体ꎻ新生儿抗感染免疫ꎻ是抗体抗感染的主力军ꎮ

(２)ＩｇＭ:初次免疫 的 Ｉｇꎬ也是 的 Ｉｇꎻ血清中检出 ＩｇＭ提示新近发生感
染 ꎻ是发育过程过程中最早产生的 Ｉｇꎬ若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清 ＩｇＭ升高 ꎬ提示风
(疹病毒或巨细胞病毒等) ꎮ

(３) :合成和分泌的部位在肠道、呼吸道、乳腺、唾液腺和泪腺等ꎬ是黏膜局部抗感染的主
要因素ꎻ婴儿从初乳中获得ꎬ为重要被动免疫ꎮ

(４) :膜结合型 ＩｇＤ是 Ｂ 细胞分化成熟的标志ꎬ生物学功能不清ꎮ

(５) :血清中含量最少ꎻ为亲细胞抗体引起Ⅰ型变态反应ꎮ

６
１
. Ａ－Ⅰ类抗原和

:

ＨＬＡ
主要

Ⅱ类抗原
能识别

的
和

分
提

布
呈

、主要功能
内源性抗原肽 ꎬ与辅助受体 ＣＤ８结合ꎬ对 ＣＴＬ的识

(２) :识别和提呈外源性抗原肽ꎬ与辅助受体 ＣＤ４结合ꎬ通过识别和结合 ＴＣＲ

激活 ＣＤ４＋Ｔｈ细胞ꎮ

４７.异嗜性抗原、异种抗原、同种异型抗原、自身抗原和独特型抗原

(１) :又名 Ｆｏｒｓｓｍａｎ抗原 ꎬ指一类与种属特异性无关的 ꎬ存在于不同种系生物如
动物、植物或微生物间的共同抗原ꎮ

(２) :指来自另一物种的抗原性物质ꎬ如微生物及其产物、异种器官移植物等ꎮ

(３) :在同一种属不同个体间存在的不同抗原性物质 ꎬ如人类血型抗原和人主
要组织相容性抗原(ＨＬＡ) ꎮ

(４) :指在感染、外伤、服用某些药物等影响下ꎬ使隔离的自身组织抗原释放ꎬ或自身
组织细胞发生改变和修饰 ꎬ诱发机体免疫系统对其发生免疫应答 ꎬ从而获得了抗原性的自身组织
抗原ꎮ

(５) :为 ＴＣＲ、ＢＣＲ或 ＩｇＶ区所具有的独特的氨基酸序列和空间构型 ꎬ构成自身
抗原表位 ꎬ诱导自体产生抗独特型抗体(ＡＩｄ)或抗抗体(Ａｂ２) ꎮ

４８.超敏反应的分型、特点和常见疾病

(１)Ⅰ型超敏反应 :①主要由 ＩｇＥ抗体介导ꎻ②发生快、消退快ꎻ③常引起生理紊乱 ꎬ不引起炎
症组织损伤ꎻ④有明显个体差异和遗传倾向ꎮ

:药物过敏性休克、血清过敏性休克、呼吸道过敏反应、消化道过敏反
应、皮肤过敏反应ꎮ

３０８

别起限制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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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Ⅱ型超敏反应 :ＩｇＧ、ＩｇＭ抗体与靶细胞表面相应抗原结合后ꎬ在补体、吞噬细胞和 ＮＫ细
胞参与作用下 ꎬ引起的以细胞溶解和组织损伤为主的病理性免疫反应ꎮ

:输血反应、新生儿溶血症、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药物过敏性血细

胞减少症、肺出血－肾炎综合征、其他(Ｇｒａｖｅｓ病)ꎮ

(３)Ⅲ型超敏反应 :免疫复合物沉积于局部或全身多处毛细血管基底膜后ꎬ通过激活补体ꎬ并
在中性粒细胞、血小板、嗜碱性粒细胞等效应细胞的参与下 ꎬ引起的以充血水肿、局部坏死和中性
粒细胞浸润为主要特征的炎性反应和组织损伤 ꎮ

:Ａｒｔｈｕｓ反应、类 Ａｒｔｈｕｓ反应、血清病、链球菌感染后肾炎ꎮ

(４)Ⅳ型超敏反应 :又称迟发型超敏反应ꎬ为抗原诱导的 Ｔｈ１型细胞免疫应答ꎮ

:感染性迟发型超敏反应(结核性损伤)、接触性迟发型超敏反应(接
触性皮炎) ꎮ

４９.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ＡＩＤＳ) :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感染和破坏 ＣＤ４＋Ｔ细胞 ꎬ引
起细胞免疫严重缺陷 ꎬ导致以机会性感染、恶性肿瘤和神经系统病变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ꎮ

５０.减毒活疫苗 :常用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病毒活疫苗、麻疹病毒等ꎮ

５１.类毒素疫苗 :常用制剂有破伤风类毒素和白喉类毒素等ꎮ

５２.副反应的特点 :①是在 下发生的ꎻ②是 固有的作用ꎻ③ 避免ꎮ

５３.毒性反应的特点 :①剂量使用 (超量) ꎻ② 过多ꎻ③ 避免ꎮ

５４.超敏反应的特点 :① 容易发生ꎻ②首次用药可发生 ꎻ③过敏性
ꎻ④结构相似药物有 ꎮ

５５.特异质反应的特点 :机体用药后少数患者因 而出现的特异性不良
反应ꎮ

５６.ＬＤ５０/ＥＤ５０的比值称为 ꎬ是药物的安全性指标ꎮ 此值 ꎮ

５７.药物与受体

(１)完全激动药 :具有 和 (α＝１) ꎮ

(２)部分激动药 :有 ꎬ但 (α<１)ꎮ

(３)有 而 (α＝０)的药物称为 ꎮ

５８.首关消除 : : 口服ꎻ :肝脏ꎻ :真正入血药量减少ꎻ

:舌下含服和直肠给药ꎮ

５９.易于穿 至脑组织产生中枢效应的药物 小分子、脂溶性高、低血浆蛋
白结合率(解离型) ꎮ ꎬ所以临床孕妇用药ꎬ应该特别注意ꎮ

６０.静脉用药 ꎬ生物利用度为 １００％ꎬ 口服用药 ꎬ生物利用度可能<１００％ꎮ

６１.绝大多数药物都按一级动力学消除 ꎬ每隔一个 ｔ１/２ 给药一次 ꎬ则体内血药浓度可逐渐累
积ꎻ ꎮ

６２. 样作用 : 收缩ꎮ

６３. 样作用 : 抑制、 扩张、 分泌增加、 收缩、 缩小ꎮ

６４.毛果芸香碱 :缩瞳、降眼压、调节痉挛(近视) ꎻ阿托品 :扩瞳、升眼压、调节麻痹(远视) ꎮ

６５.急性有机磷酸酯类中毒的治疗 : ꎮ 有机磷酸酯类中毒的解救 用碱性
溶液洗胃或冲洗皮肤 ꎬ但敌百虫遇碱性溶液会变成敌敌畏 ꎬ毒性更强 ꎬ故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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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去甲肾上腺素的临床应用 :仅用于早期神经源性休克以及嗜铬细胞瘤切除后或药物中毒
时的 ꎮ 本药稀释后口服ꎬ可使 收缩产生局部止血作用ꎮ

６７.肾上腺素的临床应用 :① ꎻ② ꎻ③与局麻药配伍及 ꎻ④治疗
ꎮ

６８.β 受体阻断药

(１)禁忌 : ꎮ

(２)临床应用 :①快速型心律失常ꎻ②心绞痛和心肌梗死ꎻ③高血压ꎻ④充血性心力衰竭ꎻ⑤其
他如焦虑 ꎬ甲状腺功能亢进症ꎬ嗜铬细胞瘤、肥厚性心肌病ꎬ青光眼ꎮ

(３)不良反应 :①心脏抑制ꎻ②诱发或加重支气管哮喘ꎻ③反跳现象ꎮ

６９. 是目前治疗 的首选药ꎮ

７０. 治疗 和 的首选药物之一 ꎻ 用于防治癫痫
及治疗 ꎻ 在临床作为 首选用药ꎻ 为一种

广谱抗癫痫药 ꎬ在临床上对各类型癫痫都有一定疗效 ꎬ它是 时的首选药物ꎮ

７１. 尿崩症首选去氨加压素(弥凝) ꎬ 尿崩症首选卡马西平、氯磺丙脲、氢氯
噻嗪ꎮ

７２.氯丙嗪 可抑制催吐化学感受区 ꎬ 直接抑制呕吐中枢 ꎬ对多种药物和疾病引
起的呕吐具有显著镇吐作用 ꎬ但 ꎮ

７３.精神分裂症首选 ꎻ强迫症首选 ꎻ抑郁症首选 ꎻ躁狂症首选 ꎮ

７４.钙离子拮抗剂 : ꎮ

(１)二氢吡啶类 :硝苯地平 增快心率ꎮ

(２) :维拉帕米 降低心率 ꎬ ꎮ

７５.地高辛的主要药理作用 : ꎮ

７６.他汀类药物偶有引起 ꎮ

７７.贝特类药物对 的高脂血症患者效果明显ꎮ

７８.奥美拉唑 :是 中最强、最有效的ꎮ 奥美拉唑有 作用ꎮ 是反流性食管
炎的首选药物ꎮ

７９.糖皮质激素 不良反应 :①诱发加重感染ꎻ②消化性溃疡ꎻ③糖尿病ꎻ④精神
病 ꎻ⑤高血压ꎻ⑥类肾上腺皮质功能亢进综合征ꎻ⑦骨质疏松等ꎮ

８０.氟康唑 :治疗艾滋病患者 的首选药ꎮ

８１.缩宫素的临床应用
(１)用于催产、引产、产后及流产后 或子宫收缩复位不良引起的 ꎮ

(２)不良反应 :过量可引起子宫高频率甚至持续性强直收缩 ꎬ导致胎儿宫内窒息或子宫破裂
等严重后果ꎮ

８２.麦角生物碱的临床应用 :只可用于 和 ꎬ不宜用于催产和引产ꎮ

历年真题5年

１ .呼吸链电子传递过程中可直接被磷酸化的物质是

Ａ.ＣＤＰ Ｂ.ＡＤＰ
Ｃ.ＧＤＰ Ｄ.ＴＤＰ

配套名师高清视频

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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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DP

【答案】 B

【解析】呼吸链是由一 系列的递氢反应和递电子反应按一定的顺序排列所组成的连续反应

体系 ꎬ它将代谢物脱下的成对氢原子交给氧生成水 ꎬ 同时有 ATP 生成ꎮ 过程中 ADP 可直接磷酸

化生成 ATP ꎮ

2.调节氧化磷酸化的重要激素是
A.生长激素 B.胰岛素
C.甲状腺素 D.胰高血糖素
E.甲状旁腺激素
【答案】 C

【 解析】 氧化磷酸化是物质在体内氧化时释放的能量供给 ADP 与无机磷合成 ATP 的偶联

反应ꎻ生物体内 95%的 ATP 来自这种方式 ꎮ 甲状腺素能诱导细胞膜上的 Na+ ꎬK+ -ATP 酶生

3.蛋白质生物合成不需要的物质是
A.氨基 酸 B.DNA

C.mRNA D.核蛋 白体
E.多种蛋白因子
【答案】 B

【解析】蛋白质合成是指生物按照信使核糖核酸(mRNA)上的遗传信息合成蛋白质的过程 ꎬ

亦称为翻译ꎮ 整体合成过程 ꎬ需要原料(氨基酸)、模板(mRNA)、搬运工具(tRNA)、酶、蛋白因子

等 ꎬ无 DNA 参与ꎮ

4.遗传密码的特点不包括
A.简并性 B.方向性
C.通用性 D.连续性
E.一致性
【答案】 E

【解析】特点 :遗传密码的简并性 ꎬ可以减少有害突变ꎻ遗传密码的通用性 ꎬ几乎所有生物都共
用同一套遗传密码子 ꎬ说明生物有共同的起源ꎻ遗传密码的变异性ꎬ有利于生物的进化ꎻ遗传密码
的变偶性 ꎬ密码子的第三位碱基配对可以有一定的变动 ꎬ 由于变偶性的存在 ꎬ细胞内只需 32 中
RNA 就能识别 61 个编码氨基酸的密码子ꎮ

5.三羧酸循环的生理意义是
A.合成胆汁酸 B.提供能量
C.提供 NADPH D.参与酮体代谢
E.参与蛋白代谢
【答案】 B

【解析】 三羧酸循环的生理意义 :①三羧酸循环是生物机体获取能量的主要方式ꎮ ②三羧酸

循环是糖 ꎬ脂肪和蛋白质三种主要有机物在体内彻底氧化的共同代谢途径ꎮ ③三羧酸循环是体

内三种主要有机物互变的联络机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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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ꎬ使 ATP 水解成 ADP 加快 ꎬ 因而使 ATP/ADP 比值下降 ꎬ使氧化磷酸化速度加快 ꎬ耗氧量
增加ꎮ



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５＋２＋１”

６.糖原分解首先生成的物质是

果糖
葡萄糖

Ｂ
Ｄ
.

.

１
１

－
－

磷酸果糖
磷酸葡萄糖

【解析】 糖原分解是指糖原在无机磷酸存在下 ꎬ经磷酸化酶催化 ꎬ从糖原分子逐步地磷酸解 ꎬ

首先释放出
肝脏的葡糖

－磷酸葡萄糖ꎬ

６－磷酸酶催化
１
下

磷酸葡萄糖经
水解成葡萄糖

糖磷
维持

酸
血

变
糖

位
稳

酶
定ꎮ

催化生成 ６－磷酸葡萄糖ꎮ 最后在

７.有关乳酸循环的描述ꎬ错误的是
Ａ .可防止乳酸在体内堆积 Ｂ .最终从尿中排出乳酸
Ｃ .使肌肉中的乳酸进入肝脏异生成葡萄糖 Ｄ .可防止酸中毒
Ｅ .使能源物质避免损失
【答案】 Ｂ

【解析】 乳酸循环 :肌肉收缩通过糖酵解生成乳酸.肌肉内糖异生活性低 ꎬ所以乳酸通过细胞

膜弥散进入血液后ꎬ再入肝 ꎬ在肝脏内异生为葡萄糖.葡萄糖释入血液后又被肌肉摄取 ꎬ这就构成
了一个循环ꎬ此循环称为乳酸循环ꎮ 乳酸循环的生理意义在于 :避免损失乳酸以及防止因乳酸堆
积引起酸中毒ꎻ乳酸再利用 ꎬ避免营养流失ꎮ

８.下列属于碱性氨基酸的是
Ａ .半胱氨酸 Ｂ .苏氨酸
Ｃ .苯丙氨酸 Ｄ.谷氨酸
Ｅ.组氨酸
【答案】 Ｅ

【解析】 赖氨酸、精氨酸、组氨酸为碱性氨基酸 ꎬ“赖精组碱性氨基酸 ” ꎻ天冬氨酸和谷氨酸是

酸性氨基酸 ꎬ“天下的谷子是酸的” ꎮ 故此题答案为 Ｅꎮ

９.维系蛋白质一级结构的化学键主要是
Ａ.氢键 Ｂ.盐键
Ｃ.疏水键 Ｄ.肽键
Ｅ.二硫键
【答案】 Ｄ

【解析】蛋白质的一级结构是 Ｎ－端到 Ｃ－端氨基酸的排列顺序 ꎬ维系键是肽键 ꎬ有些蛋白质中

含有少量的二硫键ꎮ 故此题答案为 Ｄꎮ

１０.维系蛋白质分子中 β 折叠的化学键是
Ａ.盐键 Ｂ.疏水键
Ｃ.氢键 Ｄ.肽键
Ｅ.二硫键
【答案】 Ｃ

【解析】蛋白质分子中 β 折叠是属于蛋白质的二级结构 ꎬ维系键是氢键ꎮ 故此题答案为 Ｃ ꎮ

１１.引起疯牛病和人类克－雅病、库鲁病等的病原因子是

Ｃ .拟病毒 Ｄ .朊病毒(朊粒)

３１２

Ａ.病毒 Ｂ.类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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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衣原体
【答案】 Ｄ

【解析】 朊病毒是一类不含核酸而仅由蛋白质构成的可自我复制并具感染性的因子 ꎬ没有

ＤＮＡ或 ＲＮＡꎻ对物理因素ꎬ如紫外线照射、电离辐射、超声波以及 １６０~ １７０°Ｃ 高温ꎬ均有相当的耐
受能力 ꎮ 朊病毒对人类最大的威胁是可以导致人类和家畜中枢神经系统退化性病变 ꎬ最终不治

而亡ꎮ 人的朊病毒病已发现有 ４ 种 :库鲁病、克－雅氏综合征、格斯特曼综合征及致死性家族性失

眠症ꎻ动物的有羊瘙痒病、疯牛病ꎮ

１２.甲型流感病毒最容易发生变异的成分是
Ａ .包膜脂类 Ｂ .神经氨酸酶和血凝素
Ｃ .衣壳蛋白 Ｄ .基质蛋白
Ｅ.核蛋白
【答案】 Ｂ

【解析】甲型流感病毒为常见流感病毒 ꎬ 甲型流感病毒最容易发生变异 ꎬ 抗原变异仅发生于

甲型病毒 ꎮ 病毒之间发生基因重配而产生病毒血凝素和神经氨酸酶发生全新结合 ꎬ而使得人群

没有免疫力ꎮ 抗原转变是造成流感全球大流行的原因ꎮ

１３.不属于副黏病毒科的是
Ａ .呼吸道合胞病毒 Ｂ .麻疹病毒
Ｃ .腮腺炎病毒 Ｄ .副流感病毒
Ｅ .禽流感病毒
【答案】 Ｅ

【解析】 副黏病毒科是与黏液蛋白有特殊亲和性的 一 类病毒ꎻ可分为副黏病毒属、麻疹

病毒属和肺病毒属可引起麻疹、呼吸道合胞、腮腺炎、副流感等疾病 ꎻ 禽流感病毒属于正黏

病毒 ꎮ

１４.以下对菌群失调症的描述正确的是
Ａ .正常菌群的遗传特性明显改变 Ｂ .正常菌群的增殖方式明显改变
Ｃ .大量使用生态制剂 Ｄ .正常菌群的组成和数量明显改变
Ｅ .正常菌群的耐药性明显改变
【 答案】 Ｄ

【 解析】 菌群失调症是由于宿主、外环境的影响 ꎬ导致机体某一部位的正常菌群中各种细

菌出现数量和质量变化 ꎬ原来在数量和毒力上处于劣势的细菌或耐药菌株居于优势地位 ꎬ在临

床上发生菌群失调症或称菌群交替症 ꎮ

１５.下面与肺炎链球菌致病物质不相关的是
Ａ .神经氨酸酶 Ｂ .肺炎链球菌溶素
Ｃ .Ｍ 蛋白 Ｄ.荚膜
Ｅ .紫癜形成因子
【 答案】 Ｃ

【 解析】 肺炎球菌致病物质 :荚膜 ꎬ肺炎链球菌溶血素 ꎬ神经氨酸酶、透明质酸酶 ꎬ 紫癜形成

因子ꎮ

１６.引起急性出血性结肠炎的病原体是
Ａ .志贺氏菌

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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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新型肠道病毒 ７０型 Ｄ .大肠埃希氏菌 Ｏ１５７ ∶ Ｈ７型
Ｅ .轮状病毒 Ａ 组
【 答案】 Ｄ

【 解析】 肠出血性大肠埃希菌的病原体为肠出血性大肠埃希菌 ０１５７: Ｈ７型常引起出血性

肠炎临床出现反复腹泻和严重的腹痛 ꎮ

１７.引起肾综合征出血热的病原体是
Ａ .汉坦病毒 Ｂ .登革热病毒
Ｃ .新疆出血热病毒 Ｄ .黄热病毒
Ｅ.ＨＩＶ病毒
【 答案】 Ａ

【 解析】 肾综合征出血热又称流行性出血热 ꎬ是一种源于动物的急性病毒性传染病 ꎬ病原

体是汉坦病毒 ꎮ 传染源和储存宿主为携带病毒的鼠 ꎮ

１８.干扰素抗病毒的机制主要是
Ａ .滤过灭活血液中的病毒颗粒 Ｂ .激活巨噬细胞
Ｃ .激活 ＮＫ细胞 Ｄ .直接灭活病毒
Ｅ .诱导宿主细胞合成 ＡＶＰ
【 答案】 Ｅ

【 解析】 干扰素( ＩＦＮ)是一种广谱抗病毒剂 ꎬ并不直接杀伤或抑制病毒 ꎬ而主要是通过细胞

表面受体作用使细胞产生抗病毒蛋白(ＡＶＰ) ꎬ从而抑制病毒的复制 ꎮ

１９.霍乱弧菌的致病物质不包括
Ａ .肠毒素 Ｂ .菌毛
Ｃ .内毒素 Ｄ .鞭毛
Ｅ.荚膜
【 答案】 Ｅ

【 解析】 霍乱弧菌是革兰氏阴性菌 ꎬ菌体短小呈逗点状 ꎬ致病物质 :单鞭毛、菌毛、霍乱肠毒

素ꎬ无芽孢ꎬ无荚膜ꎮ

２０.下列乙肝标志物检查结果 ꎬ可作为献血员的是

Ａ .ＨＢｓＡｇ(＋)抗－ＨＢｓ(－)抗－ＨＢｅ(－)抗－ＨＢｃ(－)

【 解析】 ＨｂｓＡｇ( 乙肝表面抗原) :其阳性为 ＨＢＶ感染主要标志 ꎮ

抗
抗

－
－

ＨＢｓ
Ｈｂｅ

乙肝
乙肝

面抗
抗体

情好
复制

转或
能力

疫苗
减弱

种成功 ꎬ有免疫力ꎮ

Ａ .甲型肝炎 Ｂ .乙型肝炎
Ｃ .丙型肝炎 Ｄ .丁型肝炎

３１４

抗－ＨＢｃ( 乙肝核心抗体) :其阳性为急性乙肝早期诊断的重要标志 ꎮ

２１.输血作为主要传播途径的病毒性疾病是

Ｂ .ＨＢｓＡｇ(＋)抗－ＨＢｓ(－)抗－ＨＢｅ(－)抗－ＨＢｃ(＋)

Ｃ .ＨＢｓＡｇ(＋)抗－ＨＢｓ(－)抗－ＨＢｅ(＋)抗－ＨＢｃ(＋)

Ｄ .ＨＢｓＡｇ(－)抗－ＨＢｓ(＋)抗－ＨＢｅ(＋)抗－ＨＢｃ(＋)

.ＨＢｓ
答案

ｇ
Ｅ
(－)抗－ＨＢｓ(＋)抗－ＨＢｅ(－)抗－ＨＢ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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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戊型肝炎
【 答案】 C

【 解析】 丙型肝炎病毒(HCV) 感染可引起丙型病毒性肝炎 ꎬ 简称为丙型肝炎、丙肝 ꎬ主要经

输血、针刺、吸毒等传播 ꎮ

22.在下述情况中 ꎬ排除无芽孢厌氧菌的依据是
A.机体多个部位的脓肿 B.血性分泌物 ꎬ恶臭或有气体
C.分泌物直接涂片可见细菌 D.在普通肉汤培养基中呈表面生长
E.在无氧环境下的血平板中长出微小菌落
【 答案】 D

【 解析】 无芽孢厌氧菌 ꎬ 包括多种革兰氏阴性和革兰氏阳性厌氧菌 ꎬ 大多为人体正 常菌群

重要组成部分 ꎬ其致病力不强 ꎬ 为条件致病菌 ꎮ 无芽孢厌氧菌的感染特征 :①内源性感染 ꎮ

②分泌会为血性或黑色 ꎬ有恶臭 ꎮ ③分泌物直接涂片镜检可见细菌 ꎬ 而普通培养法无细菌生

长 ꎮ ④无特定病型 ꎮ ⑤使用氨基糖苷类抗生素长期治疗无效者 ꎮ

23. 目前 ꎬ病毒分离培养最常用的方法是
A. 肉汤培养基培养 B.鸡胚培养
C.细胞培养 D.动物接种
E.人体接种
【 答案】 C

【 解析】 病毒的培养方法 :①动物接种 :分离、增殖病毒 ꎻ②鸡胚培养 :用于病毒分离与疫苗

生产 ꎻ③细胞培养 :最常用 ꎮ

24.结核分枝杆菌形态学诊断最常用的染色方法是
A.革兰氏染色 B.抗酸染色

C.亚甲蓝(美蓝)染色 D.镀银染色
E.荚膜染色
【 答案】 B

【 解析】 分枝杆菌属的细菌细胞壁脂质含量较高 ꎬ 不易着色 ꎬ 一般用齐尼抗酸染色法 ꎬ 呈

红色ꎮ

25.细菌个体的繁殖方式是
A.有性繁殖 B.菌丝断裂
C.细胞出芽 D.无性二分裂
E.核酸复制
【 答案】 D

【 解析】 无性二分裂这种繁殖的方式 :一个细菌细胞壁横向分裂 ꎬ形成两个子代细胞 ꎮ

26.放线菌病的好发部位是
A.胸腔 B.腹腔
C.盆腔 D.面颈部
E. 四肢
【 答案】 D

【 解析】 放线菌病是由放线菌引起的慢性化脓性肉芽肿性疾病 ꎮ 病变好发于面颈部及胸

腹部 ꎬ 以向周围组织扩展形成瘘管并排出带有硫黄样颗粒的脓液为特征 ꎮ 面颈部放线菌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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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ꎬ可先在 口 内寄生而发病ꎮ

27.不属于原核细胞型的微生物是
A.螺旋体 B.放线菌
C.衣原体 D.真菌
E.立克次氏体
【 答案】 D

【 解析】 原核细胞主要特征是没有以核膜为界的细胞核也没有核仁 ꎬ只有拟核 ꎮ 常见的有

细菌、放线菌、支原体、立克次氏体和衣原体 ꎮ 真菌为真核细胞型微生物ꎮ

28.乙型脑炎(简称乙脑) 的传染源是
A.猪 B.乙脑病毒携带者
C.乙脑患者 D.蚊虫
E.野鼠
【 答案】 A

【 解析】 乙脑病毒具较强的嗜神经性 ꎬ对温度、乙醚、酸等都很敏感 ꎬ主要传播媒介 :库蚊ꎻ

传染源 :猪 ꎮ

29.与宫颈癌有关的病毒是
A.HEV B.H IV

C.HAV D.HBV

E.HPV

【 答案】 E

【 解析】 人乳头瘤病毒(HPV)是 DNA 病毒 ꎬ能引起人体皮肤黏膜的鳞状上皮增殖 ꎬ表现为

寻常疣、生殖器疣等症状 ꎬ与宫颈癌的发生有关ꎮ

30.能引起人畜共患病的病原体是
A.淋病奈瑟菌 B. 白喉棒状杆菌
C.布鲁菌 D.霍乱弧菌
E.梅毒螺旋体
【 答案】 C

【 解析】 布鲁氏杆菌是一种革兰氏阴性的不运动细菌 ꎬ无荚膜( 光滑型有微荚膜) ꎬ 细胞内

寄生 ꎬ可以在很多种家畜体内存活ꎮ 布鲁氏杆菌感染引起的布鲁氏病 ꎬ是一种人畜共患性全身

传染病 ꎬ简称“布病 ” ꎮ 羊种布鲁氏杆菌致病力最强ꎮ

31 .成熟 mRNA 的前体是
A.rRNA B. tRNA

C.hnRNA D.核内小 RNA

E.核 仁 小 RNA

【 答案】 C

【 解析】 真核生物转录生成的是单顺反子 mRNA ꎬ其前体是非均一 RNA(hnRNA) ꎮ

32.对基因表达及基因表达调控的叙述错误的是

A.存在多级调控
B.基因表达存在时空性
C.表达方式有组成性表达、诱导与阻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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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基因表达调控的意义是合成代谢酶
E.基因表达调控基本要素之一是特异 DNA 序列
【 答案】 D

【 解析】 基因表达调控是对从 DNA 到蛋白质的过程叫基因表达过程的调节 ꎮ 基因表达存

在多级调控 ꎬ具有时空性 ꎬ特异DNA 序列决定基因的转录活性 ꎮ

33.对操纵基因的叙述正确的是
A.属于结构基因的一部分
C.具有转录活性
E.是 CRP 结合的位点
【 答案】 D

34.蛋白激酶的作用是使
A.蛋白质水解
C.蛋白质或酶脱磷酸
E.蛋白质合成
【 答案】 B

【 解析】 蛋白激酶是一类催化蛋白质磷酸化反应的酶 ꎮ 它能把腺苷三磷酸( 通常是 ATP)

上的磷酸转移到蛋白质分子的氨基酸残基上 ꎮ

35.cAMP 可以别构激活
A.蛋白酶 B.蛋白激酶
C.磷蛋白磷酸酶 D.还原酶
E.转肽酶
【 答案】 B

【 解析】 蛋白激酶 A ꎬ也称为环磷酸腺苷依赖蛋白激酶 ꎬ是一种酶 ꎬ其活性依赖于细胞中环

磷酸腺苷(cAMP) 的含量 ꎮ

36.基因治疗的基本方法不包括
A.基因突变 B.基因校正
C.基因置换 D.基因增补
E.基因失活
【 答案】 A

【 解析】 基因治疗是指将外源正常基因导入靶细胞 ꎬ 以纠正或补偿因基因缺陷和异常引起

的疾病 ꎬ以达到治疗目的ꎮ 基因突变基因组指 DNA 分子发生的突然的、可遗传的变异现象ꎮ

37.生物转化过程最终的方式是
A.使毒物的毒性降低 B.使药物失效
C.使生物活性物质灭活 D.使某些药物药效更强或者毒性增强
E.使非营养物质极性增强利于排泄
【 答案】 E

【 解析】 生物转化是机体对外源化学物处置的重要的环节 ꎬ是机体维持稳态的主要机制 ꎮ

在机体排出非营养物质之前 ꎬ使其水溶性高 ꎬ极性增强 ꎬ 易于排出体外称为生物转化 ꎮ 肝脏是

生物转化作用的主要器官 ꎮ

38.机体可以降低外源性毒物毒性的反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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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与阻遏蛋白结合的部位

B.蛋白质或酶磷酸化
D.酶降解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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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肝生物转化 Ｂ .肌糖原磷酸化
Ｃ .三羧酸循环 Ｄ .乳酸循环
Ｅ .甘油三酯分解
【 答案】 Ａ

【 解析】 肝脏是生物转化的重要器官 ꎬ可降低外源性非营养性化学物质的毒性 ꎮ

３９.初级胆汁酸合成过程中的限速酶是
Ａ
Ｃ
.

.

鹅脱
ＨＭＧ

胆
ｏＡ

酰
还

ＣｏＡ
原酶

合成酶 Ｂ
Ｄ
.

.

７α
胆

胆
Ｃｏ

固
Ａ

醇
合

氧
成

化
酶

酶

.胆固
答案】

醇
Ｅ

７α￣羟化酶

【 解析】 初级胆汁酸是肝细胞以胆固醇为原料直接合成的胆汁酸 ꎬ其合成过程中的限速酶

为胆固醇－７α－羟化酶ꎮ

Ａ .不存在于人类正常细胞中 Ｂ .与癌基因表达无关
Ｃ .缺失后对细胞的增殖分化无影响 Ｄ .发出抗细胞增殖的信号
Ｅ .肿瘤细胞出现时才进行表达
【 答案】 Ｄ

【 解析】 抑癌基因也称为抗癌基因 ꎮ 正常细胞中存在基因 ꎬ在被激活情况下它们具有抑制

细胞增殖作用 ꎬ但在一定情况下被抑制或丢失后可减弱甚至消除抑癌作用的基因 ꎮ 正 常情况

下 ꎬ它们对细胞的发育、生长和分化的调节起重要作用ꎮ

４１.合成血红素的关键酶是
Ａ .ＡＬＡ合酶 Ｂ .葡萄糖激酶
Ｃ
Ｅ
.

.

丙酮酸激酶
异柠檬酸脱氢酶

Ｄ .ＨＭＧ̄ ＣｏＡ裂解酶

【 答案】 Ａ

【 解析】 血红素的合成是在胞液和线粒体内进行的 ꎬ 以甘氨酸、琥珀酸单酰 ＣｏＡ和 Ｆｅ２＋为
原料 ꎬ以磷酸吡哆醛和 Ｍｇ２＋为辅助因子ꎮ 从早幼红细胞开始合成 ꎬ 中幼、晚幼红细胞中合成量

不断增加 ꎬ直至网织红细胞阶段ꎮ 关键酶是 δ－氨基－酮戊酸(ＡＬＡ)合成酶ꎮ

４２.供应成熟红细胞能量的主要代谢途径是
Ａ .糖有氧氧化 Ｂ .糖酵解
Ｃ
Ｅ
.

.

２ꎬ

磷
二磷酸甘
戊糖途径

油酸旁路 Ｄ .糖异生

【 答案】 Ｂ

【 解析】 成熟红细胞没有线粒体 ꎬ只能以糖酵解供能ꎮ

４３.成熟红细胞中 ꎬ能产生调节血红蛋白运氧功能物质的代谢途径是
Ａ .糖有氧氧化 Ｂ .糖酵解

Ｃ .２ ꎬ３－二磷酸甘油酸旁路 Ｄ .糖异生

【 答案】 Ｃ

【 解析】 ２ ꎬ３－ＢＰＧ是调节血红蛋白运氧功能的重要因素 ꎬ可与血红蛋白结合ꎮ ２ ꎬ３－ＢＰＧ

３１８

Ｅ .磷酸戊糖途径

４０.关于抑癌基因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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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电基团与 β 亚基的带正电基团形成盐键从而使血红蛋白分子的 Ｔ 构象更趋稳定 ꎬ降低血

红蛋白与 Ｏ２ 亲和力 ꎬ 当血流经过 ＰＯ２ 较高的肺部时 ꎬ２ ꎬ３－ＢＰＧ的影响不大 ꎬ 而当血流经过

的浓度来调节对组织的供氧 ꎮ

４４.普鲁卡因穿透力较弱 ꎬ不宜用于
Ａ .浸润麻醉 Ｂ .传导麻醉
Ｃ .蛛网膜下腔麻醉 Ｄ .硬膜外麻醉
Ｅ .表面麻醉
【 答案】 Ｅ

【 解析】 普鲁卡因是局部麻醉药对黏膜的穿透力弱 ꎮ 一 般不用于表面麻醉 ꎬ 用于浸润

麻醉ꎮ

４５.主要用于表面麻醉的药物是
Ａ .丁卡因 Ｂ .普鲁卡因
Ｃ .苯妥英钠 Ｄ .利多卡因
Ｅ .奎尼丁
【 答案】 Ａ

【 解析】 局麻作用比普鲁卡因强 ꎬ毒性亦较大 ꎬ 因毒性较大 ꎬ一般不做浸润麻醉常用于表面

麻醉ꎮ

４６.毛果芸香碱滴眼后会产生哪些症状
Ａ .扩瞳、降眼压 ꎬ调节痉挛 Ｂ .扩瞳、升眼压 ꎬ调节麻痹
Ｃ .缩瞳、升眼压 ꎬ调节痉挛 Ｄ .缩瞳、降眼压 ꎬ调节痉挛
Ｅ .缩瞳、升眼压ꎬ调节麻痹
【 答案】 Ｄ
【 解析】 毛果芸香碱选择性直接作用于 Ｍ 胆碱受体 ꎮ 对眼和腺体的作用最为明显 ꎮ ①引

起缩瞳 ꎬ眼压下降 ꎬ并有调节痉挛等作用ꎮ 由于睫状肌收缩 ꎬ 悬韧带松弛 ꎬ使晶状体屈光度增
加 ꎬ故视近物清楚 ꎬ看远物模糊 ꎬ称为调节痉挛ꎮ ②增加外分泌腺分泌ꎮ 对汗腺和唾液腺作用
最为明显 ꎬ尚可增加泪液、胃液、胰液、肠液及呼吸道黏液细胞分泌 ꎮ ③引起肠道平滑肌兴奋、

肌张力增加 ꎬ支气管平滑肌、尿道、膀胱及胆道肌张力也增加ꎮ

４７.维拉帕米对哪种心律失常疗效最好
Ａ .房室传导阻滞 Ｂ .室性心动过速
Ｃ .室性早搏 Ｄ .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
Ｅ .强心苷过量的心律失常
【 答案】 Ｄ

【 解析】 维拉帕米为钙通道阻滞剂(钙拮抗剂) ꎮ 可减慢传导ꎮ 对外周血管有扩张作用 ꎬ使
血压下降 ꎬ但较弱 ꎬ一般可引起心率减慢 ꎬ对冠状动脉有舒张作用 ꎬ改善心肌供氧 ꎬ它尚有抑制
血小板聚集作用 ꎮ 用于治疗房性期前收缩或预防室上性心动过速发作 ꎮ 也用于治疗轻、中度

高血压、肥厚性心肌病等 ꎮ

４８.下列钙拮抗药中 ꎬ主要用于治疗脑血管病的药物是
Ａ .维拉帕米 Ｂ .硝苯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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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２ 较低的组织时 ꎬ红细胞中 ２ ꎬ３－ＢＰＧ的存在则显著增加 Ｏ２ 释放 ꎬ以供组织需要.在 ＰＯ２ 相

同条件下ꎬ随 ２ ꎬ３－ＢＰＧ浓度增大ꎬＨｂＯ２ 释放的 Ｏ２ 增多ꎮ 人体能通过改变红细胞内 ２ ꎬ３－ＢＰ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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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地尔硫 D.普尼拉明
E.尼莫地平
【 答案】 E

【 解析】 尼莫地平为二氢吡啶类钙离子拮抗剂 ꎬ 选择性地作用于脑血管平滑肌的钙拮抗
剂 ꎬ作用于脑血管平滑肌 ꎬ易通过血脑脊液屏障 ꎬ与中枢神经的特异受体结合 ꎬ扩张脑血管 ꎬ增
加脑血流量 ꎬ对外周血管的作用较小 ꎬ对缺血性脑损伤有保护作用 ꎬ尤其对缺血性脑血管痉挛
的作用更明显 ꎮ 所以 ꎬ脑血管疾病主要用尼莫地平ꎮ

49.对脑血管具有较强扩张作用的钙拮抗药是

A.维拉帕米
C.尼莫地平
E.戈洛帕米
【 答案】 C

50.治疗三叉神经痛首选

A.苯妥英钠
C.哌替啶
E.阿司匹林
【 答案】 D

B.硝苯地平
D.地尔硫

B.扑米酮
D.卡马西平

【 解析】 卡马西平具有抗惊厥、抗神经痛作用、抗利尿作用、抗精神病和躁狂症的作用 ꎮ

51 .对癫痫小发作疗效最好的药物是
A.乙琥胺 B.卡马西平
C.丙戊酸钠 D.地西泮
E.扑米酮
【 答案】 A

【 解析】 乙琥胺为琥珀酰胺类抗癫痫药 ꎬ主要用于癫痫小发作 ꎮ

52.左旋多巴抗帕金森病的作用机制是
A.在外周脱羧变成多巴胺起作用 B.促进脑内多巴胺能神经释放递质起作用
C.在脑内直接激动多巴胺受体 D.进入脑后脱羧生成多巴胺起作用
E.在脑内抑制多巴胺再摄取
【 答案】 D

【 解析】 左旋多巴为抗震颤麻痹药 ꎮ 通过血脑屏障进入脑组织 ꎬ经多巴脱羧酶脱羧而转变

成多巴胺 ꎬ发挥抗震颤麻痹作用ꎮ

53.下列哪种药物能增强左旋多巴的疗效并减轻其不良反应
A.卡比多巴 B.卡马西平
C.金刚烷胺 D.维生素 B

E.苯海索
【 答案】 A

【 解析】 卡比多巴是较强的外周多巴脱羧酶抑制剂 ꎮ 不易透过血脑屏障 ꎬ与左旋多巴合用
时 ꎬ仅抑制外周多巴脱羧酶的活性 ꎬ减少多巴胺在外周组织的生成 ꎬ减轻其外周不良反应 ꎬ进而
使进入中枢的左旋多巴增多 ꎬ提高脑内多巴胺的浓度 ꎬ增强左旋多巴的疗效 ꎬ所以是左旋多巴
的重要辅助用药 ꎮ 卡比多巴单用无效ꎮ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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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苯海索不适用于
Ａ .不能耐受左旋多巴者 Ｂ .重症前列腺肥大患者
Ｃ .轻症患者 Ｄ .禁用左旋多巴者
Ｅ .抗精神病药引起的帕金森综合征者
【 答案】 Ｂ

【 解析】 苯海索对中枢 Ｍ 胆碱受体有拮抗作用 ꎬ外周抗胆碱作用较弱 ꎬ对平滑肌有直接抗

痉挛作用 ꎬ抑制突触间隙中多巴胺的再摄取ꎮ 青光眼、尿潴留、前列腺肥大者禁用ꎮ

５５.氯丙嗪有镇吐作用 ꎬ可用于多种原因所致呕吐 ꎬ但须除外下列哪项
Ａ.胃肠炎 Ｂ.药物
Ｃ .晕动病 Ｄ .恶性肿瘤
Ｅ .放射病
【 答案】 Ｃ
【 解析】 氯丙嗪为吩噻嗪类之代表药物 ꎬ 为中枢多巴胺受体的拮抗药 ꎻ镇吐作用 : 小剂量

可抑制延脑催吐化学敏感区的多巴胺受体 ꎬ 大剂量时又可直接抑制呕吐中枢 ꎬ 产生强大的
镇吐作用 ꎮ 但对刺激前庭所致的呕吐无效 ꎮ 而晕动症为前庭功能障碍引起的 ꎬ故氯丙嗪对
此无效 ꎮ

５６.氯丙嗪抗精神病作用机制主要是
Ａ .阻断中枢多巴胺受体 Ｂ .激动中枢 Ｍ 胆碱受体
Ｃ
Ｅ
.

.

抑制脑干
阻断中枢

状结构上行激
肾上腺素受体

活系统 Ｄ .阻断中枢 ５￣ＨＴ受体

【 答案】 Ａ
【 解析】 氯丙嗪为吩噻嗪类之代表药物 ꎬ为中枢多巴胺受体的拮抗药ꎮ

５７.氯丙嗪可用于下列临床疾患 ꎬ除了
Ａ .人工冬眠 Ｂ .抗精神分裂症
Ｃ .镇吐 Ｄ.降压
Ｅ .止呃逆
【 答案】 Ｄ

【 解析】 氯丙嗪可治疗精神病 :用于控制精神分裂症 ꎻ镇吐ꎻ低温麻醉及人工冬眠ꎻ与镇痛

药合用 ꎬ治疗癌症晚期患者的剧痛ꎻ治疗心力衰竭ꎮ 不可降压ꎮ

５８.用于抗抑郁症的药物是
Ａ .碳酸锂 Ｂ .氯丙嗪
Ｃ .地西泮 Ｄ .三氟拉嗪
Ｅ .丙米嗪
【 答案】 Ｅ

【 解析】 丙米嗪具有明显的抗抑郁作用 ꎬ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抑郁症以及恐怖性焦虑障碍和

强迫性障碍 ꎮ

５９.吗啡的药理作用有
Ａ .镇痛、镇静、止吐

Ｃ .镇痛、镇静、兴奋呼吸
Ｅ .镇痛、欣快、散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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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镇痛、镇静、抑制呼吸
Ｄ .镇痛、欣快、止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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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Ｂ

【 解析】 吗啡是临床解除剧烈疼痛的主要药物 ꎬ能抑制大脑皮质痛觉区 ꎬ有强镇痛作用ꎻ对

呼吸中枢和咳嗽中枢有抑制作用ꎻ对胆道、输尿管、支气管等平滑肌都呈现兴奋作用 ꎬ增加其

张力ꎮ

６０.吗啡适应证为
Ａ .颅脑外伤疼痛 Ｂ .诊断未明急腹症疼痛
Ｃ .哺乳期妇女止痛 Ｄ .急性严重创伤、烧伤所致疼痛
Ｅ .分娩止痛
【 答案】 Ｄ
【 解析】 ①镇痛 :现仅用于创伤、手术、烧伤等引起的剧痛 ꎮ ② 心肌梗死 ꎮ ③ 心源性哮喘 ꎮ

④麻醉前给药ꎮ 不明原因的急腹症不能应用吗啡 ꎬ以防掩盖症状 ꎬ贻误诊治ꎮ 禁用于脑外伤颅
内高压、慢性阻塞性肺疾患、支气管哮喘、肺源型心脏病、甲状腺功能减退、皮质功能不全、前列
腺肥大、排尿困难、肝功能减退的患者 ꎻ禁用于妊娠期妇女、哺乳期妇女、新生儿和婴儿ꎮ

６１.细胞黏附分子的主要功能不包括
Ａ .参与炎症反应过程 Ｂ .参与免疫细胞的活化
Ｃ .参与淋巴细胞向炎症部位迁移 Ｄ .参与免疫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
Ｅ .以上都不正确
【 答案】 Ｅ

【 解析】 细胞黏附分子是众多介导细胞间或细胞与细胞外基质间相互接触和结合分子的

统称 ꎮ 参与细胞的识别 ꎬ细胞的活化和信号转导 ꎬ细胞的增殖与分化 ꎬ细胞的伸展与移动 ꎬ是免

疫应答、炎症反应、凝血、肿瘤转移以及创伤愈合等一 系列重要生理和病理过程的分子基础ꎮ

６２.与急性同种异基因移植排斥关系最密切的细胞是
Ａ .肥大细胞 Ｂ .ＮＫ细胞
Ｃ .Ｂ 细胞 Ｄ.嗜酸性粒细胞
Ｅ.ＣＤ８＋Ｔ细胞

【 答案】 Ｅ
６３.ＭＨＣⅠ类分子不存在于下列哪种细胞膜上
Ａ .树突状细胞 Ｂ .肾细胞
Ｃ .红细胞 Ｄ .上皮细胞
Ｅ .心肌细胞
【 答案】 Ｃ

【 解析】 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ＭＨＣ) 是所有生物相容复合体抗原的一种统称 ꎬ位于细

胞表面 ꎬＭＨＣＩ主要功能是在细胞表面显示出病原体 ꎬ以便于Ｔ 细胞的识别并执行一 系列免疫

功能 ꎮ 不存在于红细胞膜上ꎮ

６４.有关免疫球蛋白和抗体的说法 ꎬ正确的是
Ａ .免疫球蛋白就是抗体 ꎬ两者具有相同的含义
Ｂ .免疫球蛋白均为抗体 ꎬ抗体不一定都是免疫球蛋白
Ｃ .免疫球蛋白与抗体不同 ꎬ两者也不相关
Ｄ .抗体均为免疫球蛋白 ꎬ而免疫球蛋白不一定都是抗体
Ｅ .抗体和免疫球蛋白只存在于血液和体液中 ꎬ两者均具有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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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D

65.能够通过胎盘的抗体是

A. IgM B. IgD

C.IgE D.IgG

E. IgA

【 答案】 D

【 解析】 IgG 是生物体液内主要的 Ig ꎬ 占血液中 Ig 总量的 70% ~ 75% ꎮ 由于 IgG 能通过胎

盘 ꎬ所以新生儿从母体获得的 IgG 在抵抗感染方面起重要作用 ꎮ

66.检测血清中一种微量的小分子肽 ꎬ下列方法中最敏感的是
A.免疫荧光技术 B.放射免疫分析法
C.双向琼脂扩散法 D.单向琼脂扩散法
E.对流免疫电泳
【 答案】 B

【 解析】 放射免疫技术为一种将放射性同位素测量的高度灵敏性、精确性和抗原抗体反应

的特异性相结合的体外测定超微量物质的新技术 ꎮ

67.要从混合的 T、B 细胞中分离 T 细胞 ꎬ最佳的方法是
A.流式细胞技术 B.放射免疫分析法

C.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 D.双向琼脂扩散试验
E.免疫电泳
【 答案】 A

【 解析】 流式细胞技术是利用流式细胞仪进行的一种单细胞定量分析和分选技术 ꎮ 是细

胞分类、定量的方法 ꎬ可用于分离混合的 T、B 细胞ꎮ

68.免疫系统的三大功能分别是
A.免疫防御、免疫自稳、免疫监视 B.免疫防御、免疫应答、免疫记忆
C.免疫应答、免疫自稳、免疫监视 D.免疫防御、免疫记忆、免疫监视
E.免疫应答、免疫记忆、免疫监视
【 答案】 A

【 解析】 免疫系统具有免疫监视、防御、调控的作用 ꎮ 这个系统由免疫器官、免疫细胞以及

免疫活性物质组成 ꎮ

69.对固有免疫应答描述正确的是
A.病原体感染 2 周后诱导的免疫应答
B.进化上不保守的免疫应答
C.依赖 TCR 激活的免疫应答

D.先天具有的、早期发生的非特异性免疫应答
E.针对抗原的特异性免疫应答
【 答案】 D

【 解析】 固有免疫应答 ꎬ 亦称固有免疫、天然免疫或非特异性免疫 ꎬ是指机体在种系发生和

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天然免疫防御功能 ꎬ构成机体抵御病原生物入侵的第一道防线 ꎮ

70.属于黏膜免疫系统的免疫器官是
A.扁桃体 B.胸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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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骨髓 D.肝脏
E.脾脏
【 答案】 A

【 解析】 黏膜免疫系统是指广泛分布于呼吸道 、胃肠道、泌尿生殖道黏膜下及一 些外分泌
腺体处的淋巴组织 ꎬ是执行局部特异性免疫功能的主要场所 ꎮ 包括扁桃体、阑尾、派氏集合淋
巴结 ꎮ

71 .只有 T 细胞才具有的表面标记为
A.识别抗原受体 B.C3 受体
C.细胞因子受体 D.CD3 分子
E.有丝分裂原受体
【 答案】 D

【 解析】 T 淋巴细胞简称 T 细胞 ꎬ是由来源于骨髓的淋巴干细胞 ꎬ在胸腺中分化、发育成熟

后 ꎬ通过淋巴和血液循环而分布到全身的免疫器官和组织中发挥免疫功能 ꎮ T 细胞表面标记

物为 CD3、CD4、CD8 和 CD28 ꎮ

72.诱导免疫耐受形成的最佳时期是
A.成年期 B.幼年期
C.青年期 D.胚胎期
E.老年期
【 答案】 D

【 解析】 免疫耐受具有特异性和记忆性 ꎬ诱导免疫耐受越早越好 ꎬ胚胎期最好ꎮ

73. 甲氨蝶呤抗肿瘤的主要机制是
A.抑制二氢叶酸合成酶 B.抑制二氢叶酸还原酶
C.破坏 DNA 结构和功能 D.嵌入 DNA 干扰转录 RNA

E.干扰蛋白质合成
【 答案】 B

【 解析】 甲氨蝶呤 ꎬ为抗叶酸类抗肿瘤药 ꎮ 主要通过对二氢叶酸还原酶的抑制而达到阻碍

肿瘤细胞的合成 ꎬ而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与繁殖ꎮ

74.对胃癌作用较好的药物是
A.紫杉醇 B.环磷酰胺
C.氟尿嘧啶 D. 甲氨蝶呤
E. 白消安
【 答案】 C

【 解析】 氟尿嘧啶为嘧啶类的氟化物 ꎬ属于抗代谢抗肿瘤药 ꎬ 能抑制胸腺嘧啶核苷酸合成

酶 ꎬ 阻断脱氧嘧啶核苷酸转换成胸腺嘧啶核苷酸 ꎬ干扰 DNA 合成 ꎮ 对 RNA 的合成也有一定的

抑制作用 ꎮ 对多种肿瘤如消化道肿瘤、乳腺癌、卵巢癌、子宫颈癌、肝癌等均有一定疗效 ꎬ尤其

是胃肠道肿瘤 ꎮ

75.最容易引起出血性膀胱炎的抗癌药是
A.氟尿嘧啶 B.环磷酰胺
C.博来霉素 D.阿霉素
E.紫杉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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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B

【 解析】 环磷酰胺在体外无抗肿瘤活性 ꎬ进入体内后先在肝脏中转化成醛磷酰胺 ꎮ 醛酰胺

在肿瘤细胞内分解成酰胺氮芥及丙烯醛 ꎬ酰胺氮芥对肿瘤细胞有细胞毒作用 ꎮ 不良反应 :骨髓

抑制为最常见的毒性 ꎬ还可产生严重的出血性膀胱炎、大量补充液体可避免 ꎮ

76.肿瘤相关抗原的含义是
A.表达于肿瘤细胞而不表达于正常细胞 B.肿瘤细胞和正常细胞无差异性表达的
C.表达于正常细胞而不表达于肿瘤细胞 D.高表达于肿瘤细胞而低表达于正常细胞
E.高表达于正常细胞而低表达于肿瘤细胞
【 答案】 D

【 解析】 肿瘤相关抗原(TAA) ꎬ是指在肿瘤细胞或正 常细胞上存在的抗原分子 ꎬ 常用于临

床肿瘤的诊断 ꎮ 肿瘤相关抗原并非肿瘤细胞所特有 ꎬ正常细胞可微量合成 ꎬ而在肿瘤细胞增殖

时高度表达 ꎬ 因此称为 “相关抗原 ” ꎮ

77.对立克次体感染最有效的药物是
A. 四环素 B.氟康唑
C.妥布霉素 D.利巴韦林
E.林可霉素
【 答案】 A

【 解析】 四环素类抗生素是抑制细菌蛋白合成的一类广谱抗生素 ꎮ 四环素类抗生素通过

与细菌胞内核糖体结合 ꎬ抑制肽链的增长和影响细菌蛋白质的合成 ꎬ起到抗菌效果 ꎬ对立克次

体最有效 ꎮ

78.易透过血脑屏障的药物具有的特点为
A.与血浆蛋白结合率高 B.分子量大
C.极性大 D.脂溶度高
E.脂溶性低
【 答案】 D

【 解析】 血脑屏障是血液与脑组织、血液与脑脊液、脑脊液与脑组织三种屏障的总称 ꎮ 其

中前两者对药物的通透具有重要的作用 ꎬ这是因为脑毛细血管内皮细胞间接紧密 ꎬ 间隙较小 ꎬ

同时基膜外还有一层星状细胞包围 ꎬ大多数药物较难通过 ꎬ只有脂溶性强、分子量较小的水溶

性药物可以通过血脑屏障进入脑组织 ꎮ

79.某药 6 小时后存留的血药浓度为原来浓度的 12.5% ꎬ该药的 t1/2 应是
A.2 小时 B.3 小时
C.4 小时 D.5 小时
E.6 小时
【 答案】 A

80.某药的消除符合一级动力学 ꎬ半衰期为 12 小时 ꎬ若每隔 12 小时给药一次 ꎬ达到稳态血
药浓度的时间是

A.30 小时
C.80 小时
E.100 小时
【 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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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肝素的抗凝血作用机制是
Ａ .抑制凝血因子的合成 Ｂ .直接灭活各种凝血因子
Ｃ .加速抗凝血酶Ⅲ灭活各种凝血因子 Ｄ .激活纤溶酶
Ｅ .抑制血小板聚集
【 答案】 Ｃ

【 解析】 肝素的作用 :①抗凝血 :加速凝血酶的失活ꎻ抑制血小板的黏附聚集 ꎻ刺激血管内

皮细胞释放抗凝物质和纤溶物质 ꎮ ②抑制血小板 ꎬ增加血管壁的通透性 ꎬ并可调控血管新生 ꎮ

③具有调血脂的作用 ꎮ

８２.用维生素 Ｋ 无效的出血原因是
Ａ .大剂量阿司匹林 Ｂ .长期使用四环素
Ｃ .华法林过量 Ｄ .肝素过量
Ｅ .早产儿、新生儿
【 答案】 Ｄ

【 解析】 维生素 Ｋ 可促进血液凝固 ꎬ维生素是凝血因子的辅酶 ꎻ肝素过量出血用鱼精蛋白

对抗ꎻ维生素 Ｋ 用于维生素 Ｋ 缺乏引起的出血 ꎬ长期应用阿司匹林 ꎬ凝血酶原缺乏所致出血 ꎬ

可用维生素 Ｋ 防治 ꎬ 因维生素Ｋ 促进凝血因子Ⅱ、Ⅶ、Ⅸ、Ⅹ的合成ꎮ 华法林为维生素 Ｋ 的拮
抗剂 ꎬ过量引起的出血 ꎬ用维生素 Ｋ 对抗ꎮ

８３.链激酶属于
Ａ .促凝血药 Ｂ .纤维蛋白溶解药
Ｃ .抗贫血药 Ｄ .抗血小板药
Ｅ .补血药
【 答案】 Ｂ

【 解析】 链激酶的作用原理是激酶能将纤溶酶原激活为纤溶酶 ꎬ 纤溶酶降解纤维蛋白 ꎬ从

而起到溶解血栓的作用 ꎮ

８４.阿司匹林影响血栓形成的原因是
Ａ .抑制血小板中 ＴＸＡ生成 Ｂ .抑制血管内皮细胞中 ＴＸＡ生成
Ｃ .促进血小板中 ＴＸＡ生成 Ｄ .促进血管内皮细胞中 ＰＧＩ生成
Ｅ .促进血中凝血酶原生成
【 答案】 Ａ

【 解析】 阿司匹林也叫乙酰水杨酸 ꎬ是一种解热镇痛药 ꎬ还可抑制血小板聚集 ꎬ通过抑制血

小板的前列腺素环氧酶从而防止血栓烷(ＴＸＡ) 的生成 ꎬ起到防血栓作用 ꎮ

８５.阿司匹林的不良反应有
Ａ . 胃肠道反应和凝血障碍 Ｂ .凝血障碍和骨骼系统损害
Ｃ .过敏反应和二重感染 Ｄ .肝损害和致畸胎作用
Ｅ .凝血障碍和二重感染
【 答案】 Ａ
【 解析】 阿司匹林的不良反应是 : 胃肠道症状( 最常见) ꎬ较常见的症状有恶心、呕吐、上腹

部不适ꎻ过敏反应 ꎻ 中枢神经系统ꎻ凝血障碍等ꎮ

８６.阿托品滴眼能
Ａ .扩瞳、眼内压升高、调节麻痹 Ｂ .扩瞳、眼内压升高、调节痉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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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扩瞳、眼内压降低、调节麻痹 D.缩瞳、眼内压降低、调节麻痹
E.缩瞳、眼内压降低、调节痉挛
【 答案】 A

【 解析】 阿托品是一种胆碱受体阻断药 ꎬ能可逆地阻碍乙酰胆碱与胆碱型乙酰胆碱受体结

合 ꎬ可以抑制副交感神经ꎮ 对眼的作用包括瞳孔扩大、眼压升高和调节麻痹ꎮ 腺体分泌减少 ꎬ

心率加快 ꎬ膀胱和胃肠道平滑肌的兴奋性降低 ꎬ 胃液分泌抑制 ꎬ 中毒剂量则出现中枢症状ꎮ

87.阿托品的药理作用是
A.能促进腺体分泌 B.能引起平滑肌痉挛

C.能造成眼调节麻痹 D.通过加快乙酰胆碱(ACh)水解发挥抗胆
碱作用

E.作为缩血管药用于抗休克
【 答案】 C

【 解析】 阿托品属于抗胆碱药 ꎬ主要作用于M 型胆碱能受体 ꎻ腺体分泌减少 ꎬ瞳孔扩大和调

节麻痹 ꎬ心率加快 ꎬ膀胱和胃肠道平滑肌的兴奋性降低 ꎬ 胃液分泌抑制 ꎬ大剂量时可解除血管痉

挛 ꎬ扩张外周与内脏血管 ꎬ使局部血流灌注量增加ꎮ

88.阿托品抗休克的主要机制是
A.加快心率 ꎬ增加输出量 B.扩张支气管 ꎬ改善缺氧状态
C.扩张血管 ꎬ改善微循环 D.兴奋中枢 ꎬ改善呼吸
E.收缩血管 ꎬ升高血压
【 答案】 C

【 解析】 阿托品抗休克 :较大剂量阿托品直接扩张血管 ꎬ 改善微循环 ꎬ局部血液灌注增加 ꎬ

增加有效循环血量 ꎬ起到抗休克作用 ꎮ

89.临床何种患者禁用阿托品
A.青光眼 B.肠绞痛
C.有机磷农药中毒 D.流涎症
E.盗汗
【 答案】 A

【 解析】 阿托品禁忌证 :青光眼及前列腺肥大者禁用 ꎮ

90.可引起周围神经炎的药物是
A.利福平 B.异烟肼
C.阿昔洛韦 D.吡嗪酰胺
E.卡那霉素
【 答案】 B

【 解析】 异烟肼特点 :高效、低毒、方便、价廉 ꎬ仅对结核杆菌有效ꎻ抗菌机制 : 抑制结核杆菌
DNA 和细胞壁合成 ꎬ并且抑制分枝菌酸的合成不良反应很少发生 ꎬ加大剂量时偶见周围神经

炎(与维生素 B6 缺乏有关)、肝损害 ꎮ

91 .奥美拉唑抑制胃酸分泌的机制是
A.阻断 H2 受体
C.阻断 M 受体
E.直接抑制胃酸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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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Ｂ

【 解析】 奥美拉唑为质子泵抑制剂ꎮ 抑制 Ｈ＋ ꎬＫ＋－ＡＴＰ酶的活性 ꎬ使壁细胞内的 Ｈ＋不能转

９２.雷尼替丁治疗十二指肠溃疡的机制为
Ａ . 口服后中和过多的胃酸

Ｂ . 口服后能吸附胃酸 ꎬ并减少基础胃酸分泌量
Ｃ .阻断 Ｈ１ 受体 ꎬ使胃酸分泌量减少
Ｄ .阻断 Ｈ２ 受体 ꎬ使胃酸分泌量减少
Ｅ .阻断胃壁细胞上 Ｍ 受体 ꎬ使胃酸分泌量减少
【 答案】 Ｄ

【 解析】 雷尼替丁为选择性的 Ｈ２ 受体拮抗药 ꎬ有效地抑制胃酸分泌 ꎬ 降低胃酶的活性 ꎬ还

能抑制胃蛋白酶的分泌 ꎮ

９３.有关普萘洛尔抗心律失常的作用 ꎬ下述哪一项是错误的
Ａ .阻断 β 受体
Ｂ .明显降低浦肯野纤维的自律性
Ｃ .与强心苷合用治疗房颤效果好

Ｄ .高浓度有膜稳定作用 ꎬ明显减慢传导速度
Ｅ .不宜用于室性心律失常
【 答案】 Ｅ

【 解析】 普萘洛尔为非选择性 β１ 与 β２ 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 ꎬ使心率减慢 ꎬ心肌收缩力减
弱 ꎬ心输出量减少 ꎬ治疗浓度缩短浦肯野纤维 ＡＰＤ和 ＥＲＰꎬ高浓度有明显的延长作用 ꎬ用于治
疗多种原因所致的心律失常 ꎬ如房性及室性早搏( 效果较好)、窦性及室上性心动过速、心房颤
动等ꎮ

９４.胺碘酮延长不应期作用是通过阻滞
Ａ.０ 相 Ｎａ＋内流 Ｂ.３ 相 Ｋ＋外流
Ｃ.０ 相 Ｃａ２＋内流 Ｄ.４ 相 Ｎａ＋内流
Ｅ.４ 相 Ｃａ２＋内流
【 答案】 Ｂ

【 解析】 胺碘酮属Ⅲ类抗心律失常药 ꎮ 主要效应是延长各部心肌组织的动作电位及有效

不应期 ꎮ 抑制心房及心肌传导纤维的快钠离子内流 ꎬ减慢传导速度ꎮ 减低窦房结自律性ꎮ 延
长心脏纤维动作电位Ⅲ相时程以减少钾内流 ꎮ

９５.哪种药物能防止和逆转慢性心功能不全的心室肥厚并能降低病死率
Ａ .地高辛 Ｂ .米力农
Ｃ .氢氯噻嗪 Ｄ .硝普钠
Ｅ .卡托普利
【 答案】 Ｅ

【 解析】 卡托普利是一种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 ꎬ被应用于治疗高血压和某些类型的充
血性心力衰竭ꎮ 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ꎬ使血管紧张素Ⅰ转变减少 ꎬ血管舒张 ꎻ抑制局部血管

紧张素Ⅰ在血管组织及心肌内的形成 ꎬ可改善心衰患者的心功能 ꎮ

３２８

运到胃腔中 ꎬ 阻断胃酸分泌 ꎮ 对基础胃酸和刺激引起的胃酸分泌都有很强的抑制作用 ꎮ 主要
用于十二指肠溃疡 ꎬ也可用于胃溃疡和反流性食管炎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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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强心苷治疗心衰的最基本作用是
Ａ .加强心肌收缩性 Ｂ .降低室壁张力 ꎬ降低心肌耗氧量
Ｃ .加快心房与心室肌传导 Ｄ .降低心率
Ｅ .缩小扩大的心室容积
【 答案】 Ａ

【 解析】 强心苷的正性肌力作用的机制主要是抑制细胞膜结合的 Ｎａ＋ꎬＫ－ＡＴＰ 酶 ꎬ致使心

肌细胞内游离 Ｃａ２＋浓度升高 ꎮ 有明显的加强心肌收缩力作用 ꎮ

９７.强心苷治疗房颤的机制主要是
Ａ .缩短心房有效不应期 Ｂ .减慢房室传导
Ｃ .抑制窦房结 Ｄ .降低浦肯野纤维自律性
Ｅ .阻断 β 受体
【 答案】 Ｂ
【 解析】 强心苷还可以减慢心率 ꎬ 负性频率作用 ꎮ 心房肌发生细弱而不规则纤维颤动时 ꎬ

强心苷可减慢房室传导 ꎬ 阻止过多的冲动由心房传到心室 ꎬ使心室频率减慢ꎮ 改善心室泵血功
能 ꎬ但对多数患者并不能消除房颤ꎮ

易错考题2年

１ .维系 ＤＮＡ双链间碱基配对的化学键是
Ａ.氢键
Ｃ.肽键

配套名师高清视频
Ｅ .糖苷键
【 答案】 Ａ

【 解析】 ＤＮＡ 双链间形成氢键 ꎬ使两条链的碱基相互配对 ꎬ从而起到稳定螺旋的作用 ꎮ

２.变性蛋白质的主要特点是
Ａ .不易被蛋白酶水解 Ｂ .分子量降低
Ｃ .溶解性增加 Ｄ .生物学活性丧失
Ｅ .共价键被破坏
【 答案】 Ｄ

【 解析】 蛋白质变性后 ꎬ溶解度降低、黏度增加、结晶能力消失、生物活性丧失 ꎬ 易被蛋白酶

水解ꎮ

３ .细胞内含量最丰富的 ＲＮＡ是
Ａ.ｈｎＲＮＡ
Ｃ.ｒＲＮＡ

Ｅ.ｍＲＮＡ
【 答案】 Ｃ
【 解析】 ｒＲＮＡ为细胞内含量最多的 ＲＮＡꎮ

４ .辅酶在酶促反应中的作用是
Ａ .起运载体的作用

Ｃ .参加活性中心的组成
Ｅ .提供必需基团

３２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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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维持酶的空间构象
Ｄ .促进中间复合物形成

Ｂ .磷酸二酯键
Ｄ .疏水键

Ｂ.ｔＲＮＡ
Ｄ.ｍｉＲ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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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Ａ

【 解析】 辅酶的主要作用是参与酶的催化过程 ꎬ在反应中传递电子、质子等 ꎬ起转运载体的

作用 ꎮ

５ .下列属于糖酵解途径关键酶的是

Ａ .６－磷酸葡萄糖酶 Ｂ .丙酮酸激酶

.６－磷
答案】

酸
Ｂ

葡萄糖脱氢酶

【 解析】 糖酵解有 ３ 个关键酶 ꎬ即己糖激酶、６－磷酸果糖激酶－１、丙酮酸激酶ꎮ

６ .在三羧酸循环中 ꎬ经底物水平磷酸化生成的高能化合物是
Ａ.ＡＴＰ Ｂ.ＧＴＰ
Ｃ.ＵＴＰ Ｄ.ＣＴＰ

Ｅ.ＴＴＰ
【 答案】 Ｂ

【 解析】 在三羧酸循环中的底物水平磷酸化的反应为 “ 琥珀酰 ＣｏＡ→ 琥珀酸 ” ꎬ此反应产生

的高能化合物是 ＧＴＰꎮ

７ .下述为血糖的主要去路 ꎬ例外的是
Ａ .在细胞内氧化分解供能

Ｂ .转变为非必需氨基酸、甘油三酯等非糖物质
Ｃ .转变为糖皮质激素
Ｄ .转变成其他单糖及衍生物
Ｅ .在肝、肌肉等组织中合成糖原
【 答案】 Ｃ

【 解析】 葡萄糖不能转变为糖皮质激素 ꎬ在体内可以转变为糖皮质激素的是胆固醇 ꎮ

８ .下列激素可直接激活甘油三酯脂肪酶 ꎬ例外的是
Ａ .肾上腺素 Ｂ .胰高血糖素
Ｃ .胰岛素 Ｄ .去甲肾上腺素
Ｅ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 答案】 Ｃ

【 解析】 胰岛素能抑制激素敏感性甘油三酯脂肪酶( ＨＳＬ) 活性 ꎬ抑制脂肪动员 ꎬ 为抗脂解

激素ꎮ

９ .氨在血中主要是以下列哪种形式运输的
Ａ .谷氨酸 Ｂ .天冬氨酸
Ｃ .谷氨酰胺 Ｄ .天冬酰胺
Ｅ .谷胱甘肽
【 答案】 Ｃ
【 解析】 氨在血液中的运输形式主要是丙氨酸＋谷氨酰胺ꎮ

１０.一碳单位代谢的辅酶是
Ａ .叶酸 Ｂ .二氢叶酸
Ｃ .四氢叶酸 Ｄ.ＮＡＤＰＨ

３３０

Ｃ .柠檬酸合酶 Ｄ .苹果酸脱氢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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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DH

【 答案】 C

【 解析】 提供一碳单位的氨基酸是 :丝氨酸、甘氨酸 、色氨酸和组氨酸 ꎮ 一碳单位的载体

(辅酶)是四氢叶酸 ꎬ主要作用为体内合成嘌呤及嘧啶的原料 ꎮ

11 .男 ꎬ51 岁ꎮ 近 3 年来出现关节炎症状和尿路结石 ꎬ进食肉类食物时 ꎬ病情加重ꎮ 该患者
发生的疾病涉及的代谢途径是

A.糖代谢 B.脂代谢
C.嘌呤核苷酸代谢 D.核苷酸代谢
E.氨基酸代谢
【 答案】 C

【 解析】 嘌呤核苷酸分解代谢的最终产物是尿酸 ꎬ 当此代谢途径异常时 ꎬ 可导致血中尿酸

含量增高 ꎬ导致痛风症ꎮ

12.以下哪项代谢过程需要以 RNA 为引物
A.体内 DNA 复制 B.转录
C.RNA 转录 D.翻译
E.反转录
【 答案】 A

【 解析】 因DNA 聚合酶没有聚合 dNTP 的能力 ꎬ在 DNA 复制的起始阶段 ꎬ 需要引物提供

3'-OH末端 ꎮ

A.胰岛素 B. 甲状腺激素
C. 肾上腺素 D.甘油二酯
E.类固醇激素
【 答案】 D

【 解析】 甘油二酯属于细胞内信号分子(第二信使) ꎬ为在细胞内传递信息的小分子化合物ꎮ

14.生物转化后的生成物普遍具有的性质是

A.毒性降低 B.毒性升高
C.极性降低 D.极性升高
E.极性不变
【 答案】 D

【 解析】 生物转化使非营养物质生物活性降低或丧失 ꎬ水溶性和极性增加 ꎬ 大部分有毒物

质毒性减低或消除 ꎬ但有些物质经生物转化毒性反而增强 ꎬ有的也可使水溶性降低 ꎬ不易排出

体外ꎮ

15.体内生物转化中最常见的结合反应是非营养物与
A.硫酸结合 B.葡糖醛酸结合
C.乙酰基结合 D. 甲基结合
E.谷胱甘肽结合
【 答案】 B

【 解析】 结合反应为生物转化的第二相反应 ꎬ其中非营养物质与葡糖醛酸的结合最普遍 、

最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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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下列属于细胞内信号分子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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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胆汁中含量最多的有机成分是

Ａ .胆色素
Ｃ .胆固醇
Ｅ .黏蛋白
【 答案】 Ｂ

【 解析】 胆汁的主要固体成分是胆汁酸盐 ꎮ

１７.下列关于维生素 Ｄ 的叙述 ꎬ错误的是

Ａ.维生素 Ｄ 的活性形式是 １ꎬ２５－(ＯＨ)２Ｄ３

Ｃ .活性维生素 Ｄ 可促进小肠对钙磷的吸收
Ｅ .维生素 Ｄ 的羟化作用主要在肝肾中进行
【 答案】 Ａ

Ｂ .胆汁酸
Ｄ.磷脂

Ｂ .维生素 Ｄ 为类固醇衍生物
Ｄ .缺乏维生素 Ｄ 的成人易发生骨软化症

【解析】 １ ꎬ２５－(ＯＨ)２Ｄ３为维生素 Ｄ 的活性形式ꎮ

１８.不属于原核细胞型微生物的是
Ａ.细菌 Ｂ .病毒
Ｃ .支原体 Ｄ .立克次体
Ｅ .衣原体
【 答案】 Ｂ
【 解析】 微生物分为三类 ꎬ 即非细胞型、原核细胞型和真核细胞型 ꎬ病毒属于非细胞型微

生物ꎮ

１９.细菌内毒素的特征是
Ａ .只有革兰氏阴性细菌产生 Ｂ .少数革兰氏阳性细菌产生
Ｃ .细菌在生活状态下释放 Ｄ .抗原性强
Ｅ .不耐热
【 答案】 Ａ

【 解析】 内毒素是革兰氏阴性菌的细胞壁成分 ꎬ只能由革兰氏阴性菌产生ꎮ

２０.引起肠道菌群失调的最主要病因是
Ａ .正常菌群异位 Ｂ .宿主免疫力低下
Ｃ .滥用抗生素 Ｄ .黏膜表面损伤
Ｅ .长期大剂量应用糖皮质激素
【 答案】 Ｃ

【 解析】 引起肠道菌群失调的原因 :长期大量使用抗生素后 ꎬ 多数正常菌群被抑制或杀灭 ꎬ

而原处于劣势的菌群或外来耐药菌趁机大量繁殖而致病 ꎮ

２１.男ꎬ４５岁ꎮ ２ 周前烧伤ꎬ烧伤面积 ４０％左右ꎬ近 ５ 天开始发热ꎬ体温 ３８~３９℃ ꎬ间歇性ꎬ

逐渐加重并伴有寒战 ꎮ 血培养出的细菌可产生凝固酶、杀白细胞素、肠毒素ꎮ 最可能感染的细
菌是

Ａ .肺炎链球菌 Ｂ .溶血性链球菌
Ｃ .厌氧芽孢菌 Ｄ .大肠埃希菌
Ｅ .金黄色葡萄球菌
【 答案】 Ｅ

【 解析】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烧伤感染的常见致病菌 ꎬ能产生血浆凝固酶、杀白细胞素、肠毒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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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等致病物质 ꎮ

(２２~２３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葡萄球菌 Ｂ .链球菌
Ｃ .肺炎链球菌 Ｄ .脑膜炎球菌
Ｅ .淋病奈瑟菌
２２.有典型的荚膜结构
２３.引发猩红热的病原体是
【答案】 Ｃ、Ｂ

【 解析】 肺炎链球菌的荚膜结构是主要毒力因子 ꎮ 引发猩红热的病原体是 Ａ 组溶血性链

球菌 ꎮ

２４.大肠埃希菌 Ｏ１５７ ∶ Ｈ７引起的腹泻特点是
Ａ .脓性便 Ｂ .血样便
Ｃ .米泔水样便 Ｄ .蛋花样便
Ｅ .黏液便
【 答案】 Ｂ

【 解析】 肠出血型大肠埃希菌( ＥＨＥＣ) 为出血性结肠炎的病原体 ꎬ 出血性结肠炎临床表现

主要为腹痛、大量腹泻、血样便 ꎮ

２５.某人在参加一次聚餐 ３ 天后 ꎬ突然出现发热、腹痛和腹泻ꎮ 腹泻始为水样便 ꎬ１ 天后转
变为黏液脓血便 ꎬ并有里急后重感ꎮ 根据以上症状 ꎬ应考虑的疾病和检查方法是

Ａ .伤寒 :取脓血便进行免疫荧光检查
Ｂ .葡萄球菌食物中毒 :取剩余食物分离致病菌
Ｃ .沙门菌食物中毒 :取剩余食物分离致病菌
Ｄ .霍乱 :取脓血便直接镜检
Ｅ .细菌性痢疾 :取脓血便分离肠道致病菌
【 答案】 Ｅ

【 解析】 患者有不洁饮食史 ꎬ突然发热、腹痛、腹泻、黏液脓血便 ꎬ伴里急后重 ꎬ应诊断为普

通型痢疾 ꎬ其致病菌为痢疾杆菌ꎮ 可取粪便的脓血或黏液部分 ꎬ接种于肠道选择培养基上 ꎬ孵

育 １８~２４小时后可见菌落 ꎬ然后进行菌群、菌型鉴定ꎮ

２６.男 ꎬ３０岁ꎮ 全身乏力 ꎬ面部肌肉紧张 ２ 天ꎮ ７ 天前田间劳动足部刺伤ꎮ 局部分泌物标
本检出致病微生物为革兰氏阳性菌 ꎬ有周鞭毛 ꎬ无荚膜 ꎬ厌氧培养呈羽毛样菌落 ꎮ 最可能的致
病微生物是

Ａ .破伤风梭菌 Ｂ .产气荚膜梭菌
Ｃ .铜绿假单胞菌 Ｄ .溶血性链球菌
Ｅ .金黄色葡萄球菌
【 答案】 Ａ

【 解析】 破伤风是由破伤风梭菌引起的特异性感染 ꎬ潜伏期约 ７ 天ꎮ 破伤风梭菌为革兰氏

阳性厌氧菌 ꎬ厌氧培养菌落疏松不规则 ꎬ呈羽毛状为其特征 ꎮ 其释放的破伤风痉挛毒素可引起

肌肉的强直收缩 ꎬ 出现破伤风特有的苦笑面容 ꎬ张嘴困难角弓反张等ꎮ

２７.孕早期患下列何种疾病 ꎬ应终止妊娠
Ａ .细菌性阴道炎 Ｂ .巨细胞病毒感染

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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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沙眼衣原体感染 D.外阴阴道念珠菌感染
E.生殖道尖锐湿疣
【 答案】 B

【 解析】 妊娠早期孕妇若感染风疹病毒、巨细胞病毒 ꎬ可导致胎儿畸形或流产ꎮ

28.HIV 与感染细胞膜上 CD4 分子结合的病毒刺突是
A.gp120 B.gp41

C.P24 D.P17

E.gp160

【 答案】 A

【 解析】 HIV 病毒上的刺突 gp120 与感染细胞膜上 CD4 分子结合 ꎮ

29.动物新生期切除胸腺的后果是

A.细胞免疫功能缺陷 ꎬ体液免疫功能正常 B.细胞免疫功能正常 ꎬ体液免疫功能缺陷
C.细胞和体液免疫功能均不受影响 D.细胞免疫功能缺陷 ꎬ体液免疫功能受损
E.机体造血和免疫功能均有损害
【 答案】 D

【 解析】 胸腺是 T 细胞分化、成熟的主要场所 ꎮ 此外 ꎬ胸腺基质细胞所产生的多种细胞因

子 ꎬ对外周免疫器官和免疫细胞具有调节作用ꎮ 因此 ꎬ新生期切除动物的胸腺 ꎬ除可导致 T 细

胞缺乏和细胞免疫缺陷外 ꎬ还可导致胸腺对外周免疫细胞的调节功能障碍 ꎬ而出现体液免疫功

能受损 ꎮ

30.最先到达病原体感染部位的免疫细胞是
A.T 细胞 B.巨噬细胞
C.NK 细胞 D.B 细胞
E. 中性粒细胞
【 答案】 E

【 解析】 中性粒细胞具有很强的趋化作用和吞噬功能 ꎬ但病原体在局部引发感染时 ꎬ 中性

粒细胞可迅速穿越血管内皮细胞进入感染部位 ꎬ对入侵的病原体发挥吞噬杀伤和清除作用 ꎮ

31 .可通过 ADCC 作用介导细胞毒作用的细胞是
A.浆 细 胞 B. CTL

C.B 细胞 D.NK 细胞
E.肥大细胞
【 答案】 D

【 解析】 经典的抗体依赖的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ADCC)效应是由 NK 细胞介导的 ꎮ

32.关于免疫球蛋白和抗体的说法 ꎬ正确的是
A.免疫球蛋白就是抗体 ꎬ两者具有相同的含义
B.免疫球蛋白均为抗体 ꎬ抗体不一定都是免疫球蛋白
C.免疫球蛋白与抗体不同 ꎬ两者也不相关
D.抗体均为免疫球蛋白 ꎬ而免疫球蛋白并不一定都是抗体
E.抗体和免疫球蛋白只存在于血液和体液中 ꎬ两者均具有免疫功能
【 答案】 D

【 解析】 免疫球蛋白分为分泌型( sIg)和膜型(mIg) ꎮ sIg 主要存在于血液及组织液中 ꎬ具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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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抗体的各种功能 ꎮ ｍＩｇ 构成 Ｂ 细胞膜上的抗原受体ꎮ 因此 ꎬｍＩｇ 属于免疫球蛋白 ꎬ 而不是
抗体ꎮ

３３.ＨＬＡ复合体基因不编码

Ａ .ＨＬＡ－Ⅰ类分子的重链 Ｂ .ＨＬＡ－Ⅰ类分子的轻链

【 答案】 Ｂ

ＨＬＡ
【

－
解析】 人
Ⅰ类分子

类
的

白
重

细胞
链ꎮ

抗原( ＨＬＡ) :指人的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 ꎮ ＨＬＡ－Ⅰ类基因区仅编码

(３４~ ３５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皮肤迟发型超敏反应 Ｂ .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
Ｃ .血清免疫球蛋白测定 Ｄ .血清 β 微球蛋白测定

Ｅ .硝基四唑氮蓝还原试验
３４.体液免疫测定是指
３５.细胞免疫测定是指
【答案】 Ｃ、Ａ

【 解析】 体液免疫 :指由抗体(免疫球蛋白)介导的免疫反应 ꎬ所以血清免疫球蛋白测定可

反映体液免疫状态ꎮ 细胞免疫 :指由 Ｔ 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ꎮ 皮肤迟发型超敏反应属于 ＩＶ型

超敏反应 ꎬ是 Ｔ 细胞介导的超敏反应ꎮ 所以皮肤迟发型超敏反应能够反映 Ｔ 细胞的免疫功能ꎮ

３６.参与Ⅱ型超敏反应的免疫球蛋白(Ｉｇ)是

Ａ .ＩｇＭ/ＩｇＤ Ｂ.ＩｇＭ/ＩｇＧ
Ｃ .ＩｇＡ/ＩｇＥ Ｄ.ＩｇＭ/ＩｇＡ
Ｅ.ＩｇＥ/ＩｇＤ
【 答案】 Ｂ
【 解析】 参与Ⅱ型超敏反应的免疫球蛋白是 ＩｇＭ/ＩｇＧꎮ

３７.移植器官超急排斥反应是由于下列哪种原因导致的
Ａ .供受者 ＨＬＡ配型不符 Ｂ .供体内预存有抗受体的 ＡＢＯ血型抗体
Ｃ .受体内预存有抗供体的 ＡＢＯ血型抗体 Ｄ .受体内有针对供体组织器官的 Ｔｃ细胞

Ｅ .供体内预存有抗受体的 ＨＬＡ－Ⅰ类抗原的抗体

【 解析】 在移植器官超急排斥反应中 ꎬ除了受体内预存的抗供体 ＡＢＯ 血型抗体外 ꎬ还有抗

供体的 ＨＬＡ抗原和血小板抗原等 ꎮ

３８.下列哪项试验不是凝集试验
Ａ .瑞特试验
Ｃ .肥达试验
Ｅ .免疫印迹试验
【 答案】 Ｅ
【 解析】 免疫印迹试验不属于凝集试验 ꎮ

３９.可引起首关消除的主要给药途径是
Ａ .吸入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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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ＡＢＯ血型鉴定
Ｄ .菌种鉴定

【答案】 Ｃ

Ｂ .舌下给药

Ｃ .ＨＬＡ－Ⅱ类分子的 α 链 Ｄ .ＨＬＡ－Ⅱ类分子的 β 链
Ｅ.Ｂ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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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 口服给药 Ｄ .直肠给药
Ｅ .皮下注射
【 答案】 Ｃ

【 解析】 药物口服后 ꎬ从胃肠道吸收入门静脉在到达全身血循环之前必先通过肝脏解毒 ꎬ

如果肝脏对其代谢能力很强 ꎬ或由于胆汁排泄的量大 ꎬ则使进入全身血循环内的有效药物量明

显减少 ꎬ这种作用称为首关清除 ꎬ舌下给药、直肠给药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首关消除 ꎮ

４０.临床上 ꎬ新斯的明禁用于
Ａ .麻痹性肠梗阻 Ｂ .机械性肠梗阻
Ｃ .手术后尿潴留 Ｄ .重症肌无力
Ｅ .筒箭毒碱过量中毒
【 答案】 Ｂ

【 解析】 新斯的明为抗胆碱酯酶药 ꎬ造成乙酰胆碱在体内堆积 ꎬ产生拟胆碱作用 ꎬ能促进胃

肠道平滑肌收缩 ꎬ促进肠内容物排出 ꎬ故禁用于机械性肠梗阻 ꎮ

(４１~４３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普萘洛尔 Ｂ .去甲肾上腺素
Ｃ .左旋多巴 Ｄ .酚妥拉明
Ｅ .肾上腺素
４１.临床上常作为升压药使用的药物是
４２.能减弱心肌收缩力并减慢心率的药物是
４３. 由交感缩血管神经末梢释放的主要神经递质是
【答案】 Ｂ、Ａ、Ｂ

【 解析】 去甲肾上腺素临床上常作为升压药使用ꎮ 普萘洛尔为 β 受体阻滞剂 ꎬ可抑制心脏

收缩用后心率减慢 ꎬ心肌收缩力和心输出量均降低 ꎮ 交感缩血管神经末梢释放的主要神经递
质是去甲肾上腺素 ꎮ

４４.苯二氮 类抗焦虑药物的主要作用为
Ａ .精神松弛 Ｂ .肌肉松弛
Ｃ .精神和肌肉都松弛 Ｄ .阻断多巴胺受体
.阻断
答案】

羟色胺受体

【 解析】 苯二 氮革类药物抗焦虑作用的主要机制为精神松弛作用 ꎮ

４５.能治疗癫痫发作而无镇静催眠作用的药物是

Ａ .地西泮 Ｂ .苯妥英钠
Ｃ .苯巴比妥 Ｄ .扑米酮
Ｅ .以上都不是
【 答案】 Ｂ

【 解析】 苯妥英钠为治疗癫痫大发作、局限性发作的首选药 ꎬ但无镇静催眠作用ꎮ

(４６~４８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引起瞳孔扩大 Ｂ .可引起呼吸抑制
Ｃ .可引起共济失调 Ｄ .可引起急性心力衰竭
Ｅ .可引起再生障碍性贫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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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吗啡
47.碳酸锂
48.乙琥胺
【 答案】 B、C、E

【 解析】 吗啡可抑制呼吸中枢 ꎮ 碳酸锂常用于治疗躁狂症 ꎬ但不良反应多见 ꎬ 可表现为意

识障碍、昏迷、肌张力增高、深反射亢进、共济失调、震颤、癫痫发作等ꎮ 乙琥胺是癫痫小发作的

首选 ꎬ常见副作用为胃肠道反应 ꎬ其次中枢神经系统症状 ꎬ少见嗜酸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缺乏

症 ꎬ严重者可发生再生障碍性贫血 ꎮ

49.左旋多巴治疗帕金森病的药理机制主要是补充
A.纹状体中左旋多巴的不足 B.纹状体中多巴胺的不足
C.黑质中左旋多巴的不足 D.黑质中多巴胺的不足
E.外周左旋多巴的不足
【 答案】 B

【 解析】 帕金森病的本质是纹状体中多巴胺含量降低 ꎬ 因此左旋多巴用于补充纹状体内多
巴胺的不足ꎮ

50.对氯丙嗪叙述错误的是
A.对刺激前庭引起的呕吐有效 B.可使正常人体温下降
C.可抑制糖皮质激素的分泌 D.可阻断脑内多巴胺受体
E.可加强苯二氮 类药物的催眠作用
【 答案】 A

【 解析】 氯丙嗪的镇吐作用较强 ꎮ 小剂量对抗多巴胺受体激动剂阿扑吗啡引起的呕吐反

应 ꎬ大剂量可直接抑制呕吐中枢 ꎮ 但氯丙嗪对前庭刺激引起的呕吐无效ꎮ

51 .产妇临产前 2 ~4 小时内不宜使用的药物是
A.哌替啶 B.丙磺舒
C.对乙酰氨基酚 D.喷他佐辛
E.布洛芬
【 答案】 A

【 解析】 由于哌替啶对新生儿有呼吸抑制作用 ꎬ 因此产妇临产前 2 ~4 小时内不宜使用ꎮ

52.解热镇痛药的解热作用机制是
A.抑制中枢 PG 合成 B.抑制外周 PG 合成
C.增加中枢 PG 合成 D.抑制外周 PG 降解
E.增加中枢 PG 释放
【 答案】 A

【 解析】 解热镇痛药的解热作用机制是抑制下丘脑环氧化酶的活性 ꎬ减少 PG(前列腺素)

的生物合成 ꎬ使体温调定点恢复到正常水平 ꎬ从而降低体温ꎮ

53.下列钙离子通道阻滞剂中 ꎬ主要用于治疗脑血管病的药物是
A.维拉帕米 B.硝苯地平
C.地尔硫 D.普尼拉明
E.尼莫地平
【 答案】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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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尼莫地平为选择性作用于脑血管平滑肌的钙拮抗药 ꎬ还对脑血管病有保护作用 ꎬ

尤其是缺血性脑血管痉挛 ꎮ

54.对心房颤动无治疗作用的药物是
A.强心苷 B.奎尼丁
C.利多卡因 D.维拉帕米
E.普萘洛尔
【 答案】 C

【 解析】 利多卡因主要用于室性心律失常的治疗 ꎬ对房性心律失常(如房颤) 的疗效差 ꎮ

55.与胺碘酮延长心室肌 APD 作用机制有关的主要离子通道是
A.Na+ 通道 B.Ca2+ 通道

C.Mg2+ 通道 D.Cl- 通道

E.K + 通道
【 答案】 E

【 解析】 动作电位时程(APD) 主要取决于动作电位 2 期( 平台期) 的长短 ꎬ胺碘酮可阻滞

K+ 和 Na+ 通道 ꎬ减少 K+ 外流和 Na+ 负载 ꎬ使心室肌细胞 2 期延长 ꎬ从而延长 APD ꎮ 但由于动作

电位 2 期的主要由 Ca2+ 内流及 K+ 外流形成 ꎬ而 Na+ 负载所起作用较小 ꎬ所以以抑制 K+ 通道的

作用为主 ꎮ

56.具有抗尿崩症作用的药物是

A.氢氯噻嗪 B.螺内酯(安体舒通)

C.甘露醇 D.呋塞米(速尿)

E.50%葡萄糖
【 答案】 A

【 解析】 噻嗪类利尿药通过排 Na+ 使血浆渗透压降低而减轻尿崩症患者的口渴感 ꎬ从而明

显减少尿量 ꎬ起到抗尿崩症的作用ꎮ

(57 ~58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地尔硫 B.硝苯地平
C.氢氯噻嗪 D.贝那普利
E.美托洛尔
57.高血压伴双侧肾动脉狭窄的患者降压不宜选用
58.高血压伴痛风的患者降压不宜选用
【 答案】 D、C

【 解析】 若双侧肾动脉狭窄患者使用血管紧张素转移酶抑制剂(ACEI) ꎬ将使肾灌注压降

低 ꎬ导致肾小球滤过率降低 ꎮ 故 ACEI( 贝那普利)禁用于双侧肾动脉狭窄(D) ꎮ 噻嗪类利尿剂
主要以有机酸的形式从肾小管分泌 ꎬ可与尿酸的分泌产生竞争 ꎬ从而使尿酸的分泌速率降低 ꎬ

故痛风患者不宜选用噻嗪类利尿剂 ꎮ

59.患者 ꎬ男 ꎬ60 岁ꎮ 2 个月前患急性前壁心肌梗死 ꎮ 规律服用美托洛尔、阿司匹林、雷米
普利、辛伐他汀 ꎬ 1 周来双下肢无力 ꎬ不伴胸闷、气短ꎮ 查体 :BP 110/70 mmHg ꎬ心肺无异常ꎮ

血清肌钙蛋白水平正常 ꎮ 血清肌酸激酶升高至正常值的 5 倍ꎮ 心电图检查正常 ꎮ 该患者双下
肢无力的最可能原因是

A.雷米普利不良反应 B.辛伐他汀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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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阿司匹林不良反应 Ｄ .再发心肌梗死
Ｅ .美托洛尔不良反应
【 答案】 Ｂ
【 解析】 辛伐他汀的副作用轻微 ꎬ如胃肠道反应、失眠、皮疹等ꎮ 严重的不良反应少见 ꎬ如

肝炎、血管神经性水肿、横纹肌溶解症(表现为肌痛、无力、血肌酸激酶增高等) ꎮ 此患者出现

血清肌酸激酶升高 ５ 倍 ꎬ考虑为横纹肌溶解ꎮ

６０.糖皮质激素不用于
Ａ .急性粟粒性肺结核 Ｂ .血小板减少症
Ｃ . 中毒性休克 Ｄ .骨质疏松
Ｅ .脑(腺)垂体前叶功能减退
【 答案】 Ｄ

【 解析】 糖皮质激素抑制成骨细胞的活力 ꎬ减少骨中胶原的合成 ꎬ促进胶原和骨基质的分

解 ꎬ长期应用可导致骨质脱钙而疏松ꎮ

６１.磺酰脲类药物药理作用为
Ａ .可使电压依赖性钾通道开放 Ｂ .可促进胰岛素释放而降血糖
Ｃ .不改变体内胰高血糖素水平 Ｄ .可使电压依赖性钠通道开放
Ｅ .能抑制抗利尿激素的分泌
【 答案】 Ｂ

【 解析】 磺酰脲类为口服降糖药 ꎬ其作用主要是促进胰岛Ｂ 细胞释放胰岛素而降血糖 ꎮ

６２.患者ꎬ女ꎬ３２岁ꎮ 发热、腰痛、尿频、尿急 １ 个月ꎬ近 ３ 天全身关节酸痛、尿频、尿急加重ꎮ

体检 :体温 ３９.５ ℃ ꎬ白细胞计数 １３× １０９/Ｌ ꎬ中性粒细胞 ８６％ꎬ尿培养大肠埃希菌阳性 ꎬ诊断为
大肠埃希菌性尿路感染 ꎬ应首选

Ａ .青霉素 Ｂ .红霉素
Ｃ .灰黄霉素 Ｄ .头孢曲松
Ｅ .林可霉素
【 答案】 Ｄ

【 解析】 大肠埃希菌为 Ｇ－菌ꎮ 头孢曲松为第三代头孢菌素 ꎬ对 Ｇ－敏感 ꎬ故首选头孢曲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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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情分布图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人文医学综合

医学心理学 9 10 11 11 10

医学伦理学 10 9 10 9 8

卫生法规 8 9 9 9 11

预防医学 10 8 8 10 9

高频考点必背

1 .心理学主要的 :临床心理学、健康心理学、神经心理学、护理心理学、咨询心理
学、异常心理学、行为医学、心身医学、心理生理学和生理心理学 ꎮ

2.医学心理学的 为影响健康的有关心理问题和行为 ꎮ

3.晤谈法是医学心理学 ꎬ也是 方法 ꎮ

4.记忆的分类 :①按加工方式或保持时间 :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 ꎻ②按内容 :形
象记忆、逻辑记忆、情绪记忆和运动记忆 ꎻ③按时空关系 ꎬ将 :情景记忆和语
言记忆 ꎻ④按获得的方式 :陈述性记忆和程序性记忆 ꎮ

5.动机冲突的四种基本形式

(1) :两个目标具有相同的吸引力 ꎬ引起同等强度的动机 ꎬ但无法同时实现 ꎬ两者
必择其一 ꎬ所谓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 ꎮ

(2) :个体回避一个威胁性目标的同时又面临另一个威胁性目标的出现 ꎬ “ 前有
狼 ꎬ后有虎” 的矛盾冲突ꎮ

(3) :指一个人对同一事物同时产生两种动机 ꎬ既向往得到 ꎬ 同时又想拒绝和避
开它 ꎬ“既爱又恨 ” 的矛盾冲突ꎮ

(4) :冲突人们常常会遇到多个目标 ꎬ每个目标对自己都有利有弊 ꎬ反复权衡拿
不定主意所产生的冲突 ꎮ

6. 心理健康的常见问题 : ꎮ

7.意志是自觉地确定目的 ꎬ并根据目的来支配自己的行动 ꎬ克服困难 ꎬ 以实现目的的心理
过程ꎮ 意志行动是 的行动 ꎬ这是意志活动的 ꎻ意志行动总是与克服困难相联系ꎮ

是意志行动的 ꎻ意志行动以 为基础 ꎮ

8. 的诊断标准 :①有躯体症状、体征和化验检查证明确有器质性病变 ꎻ②有明确
的心理社会因素与症状和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ꎻ③排除神经症或精神病 ꎮ

9.心理评估的 :

ꎮ

10.心理健康的标准 :① ꎻ② ꎻ③ ꎻ④ ꎻ⑤ ꎮ

11 .应用 的一般原则 :①标准化原则 ꎻ②保密原则 ꎻ③客观性原则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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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精神分析疗法中 就是 ꎬ不干预 ꎬ让患者自由地说 ꎬ后分析潜意识的
问题ꎮ

１３.行为治疗的具体方法和适应证 :

(１)方法 : 、 、 、 ꎮ

(２)适应证 :神经症、心身疾病、人格障碍、药物和酒精依赖、其他不良习惯等ꎮ

１４.心理治疗的原则

(１)治疗 原则 : 、 、 、 ꎮ

(２) 的原则 :信赖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发展性原则、个性化原则、中立性原则、保
密性原则、回避性原则、尊重原则、接纳原则、灵活原则、综合原则、真诚原则、关系限定原则、时
间限定原则 ꎮ

１５.人本主义疗法的特点 :“ 以人为中心疗法 ” 中 ꎬ将医患关系视为改变和成长的最重要的
治疗因素 ꎮ 医师应具备的 是 :①无条件积极关注 ꎻ②共情 :设身处地地理解和
分享患者的内心世界的感情 ꎻ③真诚一致 ꎮ

１６.医患关系的类型、特点及适用人群

类型

特点
医生处于主动 ꎬ 患者完全被

动接受( “父母－婴儿 ”模式)

医生告诉患者应该做什么和
怎么做 ꎬ 患者处于被动配合
地位( “父母－儿童 ”模式)

医生帮助患者自我恢复 ꎬ 患者
是合作者 ꎬ 也是积极的参与者
( “成人－成人 ”模式)

适用人群
医疗意识严重障碍者、婴幼
儿、智力低下者、精神病患者

急性感染期患者 ꎬ 病情较轻
的患者 ꎬ如阑尾炎手术后

慢性疾 病 且 具 有 一 定 知 识 的
患者

１７.角色行为的类型

(１)角色行为 :否认自己有病 ꎬ未能进入角色ꎮ

(２)角色行为 :患者自身角色与其他角色发生心理冲突 ꎬ 同一个个体常常承担多种社
会角色 ꎮ

(３)角色行为 :因为其他角色冲击患者角色 ꎬ从事了不应承担的活动ꎮ

(４)角色行为 :安于现状 ꎬ期望继续享受患者角色所获得的利益ꎮ

(５)角色行为 :患者受病痛折磨产生悲观、失望等不良心境而导致行为异常 ꎮ

１８.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１) :对患者的人格尊严及其自主性的尊重 ꎮ 尊重患者的自主决定权 ꎬ如知情同
意、知情选择ꎮ

(２) :在医学实践中 ꎬ 不伤害是指在诊治、护理过程中不使患者的身心受到
损伤ꎮ

(３) :指医务人员的诊治、护理行为对患者确有助益 ꎬ既能减轻痛苦 ꎬ又能促进康
复 ꎮ :不仅对患者有利 ꎬ而且医务人员的行为有利于医学事业和医学科学的发
展 ꎬ有利于促进人群、人类的健康和福利ꎮ

(４) :公正的实质原则是根据哪些方面来分配负担和收益 ꎬ如人们提出公正分配
时可根据需要、个人的能力、对社会的贡献、在家庭中的角色地位等分配收益和负担 ꎬ在现阶段
我国稀有卫生资源的分配是根据公正的实质原则 ꎮ

１９.医患关系的概念和特点
(１)概念 :是以医疗活动中医方人员与患方人员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 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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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之间的互动和联系 ꎮ

(２) 医患关系的特点 :①明确的 和目的的 ꎻ②利益满足和社会价值实现
的 ꎻ③ 尊严权利上的 和医学知识上的 ꎻ④ 医患冲突或纠纷的

ꎮ

２０.医患关系的 :①主动－被动型ꎻ②指导－合作型ꎻ③共同参与型 ꎮ

２１.患者的权利 :① ꎻ② ꎻ③ ꎻ④ ꎻ⑤

ꎮ

２２. 的关系特点 :协作性、平等性、同一性、竞争性ꎮ

２３. 的伦理要求 :①举止端庄 ꎬ态度热情 ꎻ②全神贯注 ꎬ语言得当 ꎻ③耐心倾听 ꎬ正
确引导 ꎮ

２４. 的伦理要求 :①全面系统 ꎬ认真细致 ꎻ②关心体贴 ꎬ减少痛苦 ꎻ③尊重患者 ꎬ心
正无私 ꎮ

２５. 的伦理要求 :①对症下药 ꎬ剂量安全 ꎻ②合理配伍 ꎬ细致观察 ꎻ③节约费用 ꎬ公
正分配 ꎮ

２６. 的伦理要求 :①严格掌握指征 ꎬ手术动机纯正ꎻ②保证患者的知情同意 ꎻ③认真做
好术前的准备 ꎬ为手术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 ꎮ

２７.临床 的伦理要求 :①争分夺秒 ꎬ力争患者转危为安 ꎻ②勇担风险 ꎬ团结协作 ꎻ满腔热
情 ꎬ重视心理治疗 ꎻ③全面考虑 ꎬ维护社会公益ꎮ

２８.执行 标准的伦理意义 :①科学地判定人的死亡ꎻ②有利于节约卫生资源和减轻
负担 ꎻ③有利于器官移植技术的开展 ꎻ④维护了死者的尊严 ꎮ

２９. 伦理原则 :①全社会参与原则 ꎻ②社会公益原则 ꎻ③社会公正原则 ꎻ④互助协
同原则 ꎻ⑤信息公开原则 ꎮ

３０. 的伦理原则

(１)有利于患者原则 ꎮ

(２)知情同意原则 :①夫妻双方自愿同意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ꎻ②接受辅助生殖技术的
夫妇在任何时间有权停止 ꎮ

(３)保护后代原则 :①同一供者的精子、卵子最多只能使 妇女受孕 ꎻ②医务人员不得实
施代孕技术 ꎻ③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以生育为目的的嵌合体胚胎技术 ꎮ

(４)社会公益原则 :①必须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 ꎬ 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 ꎻ②不得实施非医学的性别选择 ꎻ③医务人员不得实施生殖性克隆技术 ꎮ

(５)保密原则 :① 互盲原则 :供方和受方互盲、供方和医务人员互盲、供方和后代互盲 ꎻ

②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须对捐赠者和受者的有关信息保密 ꎮ

(６)严防商业化原则 :供精、供卵以捐赠为目的 ꎬ不得买卖ꎮ

(７)伦理监督的原则 :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全过程和有关研究进行监督 ꎮ

３１.医学道德评价的 ３ 个方式 : 、 、 ꎮ

３２.执业医师资格证的考试年限

(１)本科学历 :试用期满 １ 年 执业医师考试 ꎮ

(２)大专学历 :试用期满 １ 年 执业 医师考试ꎻ工作满 执业医师考试 ꎮ

(３) 中专学历 :试用期满 １ 年 执业 医师考试 ꎬ工作满 执业医师考试 ꎮ

３３.获得执业医师资格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后 未注册者 ꎬ 申请注册时 ꎬ还应提交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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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机构接受 的培训 ꎬ并经考试合格的证明 ꎮ

34.不予注册的情形

(1)受刑事处罚 ꎬ 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者ꎮ

(2)受执业医师资格证吊销处罚的 ꎬ 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者ꎮ

35.医师定期考核

(1)考核不合格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暂停执业活动 个月 ꎬ并接受培训和继续
医学教育ꎮ

(2)再次考核 :考核 执业 ꎻ 注册 ꎬ收回医师执业证书ꎮ

36.医疗事故的分级 :①1 级医疗事故 :死亡、重度残疾、植物人 ꎻ②2 级医疗事故 :中度残疾
与严重功能障碍 ꎻ③3 级医疗事故 :轻度残疾与一般功能障碍 ꎻ④4 级医疗事故 :有伤害、无
残疾ꎮ

37.患者复印病历材料
(1) 资料 :仪器检查、化验单 ꎬ麻醉记录等 ꎮ

(2) 绝对 :病程记录、死亡病例讨论记录、疑难病例讨论记录、上级医师
查房记录、会诊意见 ꎮ

38.婚前医学检查 :① ꎻ② :艾滋病、麻风病、梅毒、淋病 ꎮ

③ :精神分裂症、抑郁症、躁狂症 ꎻ④对于不宜生育的严重遗传病如 :21 -三体

39.西药和中成药可以分别或同一张处方开具 ꎬ但中药饮片应当 ꎮ 开具西
药、中成药 ꎬ每张处方不得超过 药品ꎮ

40.处方开具当日有效 ꎬ有效期最长不得超过 ꎮ 处方一般不得超过 用量 ꎻ急诊处方
一般不得超过 用量 ꎻ麻醉药品注射剂仅限于医疗机构内使用 ꎮ

41 .处方保存时间 :普通、急诊、儿科处方 ꎻ医疗用毒性药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处
方 ꎻ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 ꎮ

42.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病药品处方

分类 剂型 一般患者 中重度慢性疼痛癌症患者

精一

注射剂 1 次常用量 3 日量

其他剂型 3 日量 7 日量

控缓释剂 7 日量 15 日量

精二 不超过 7 日量

医疗毒性药品 不超过 2 日量

哌替啶处方 1 次量 ꎬ限于医疗机构ꎻ二氢埃托啡 1 次量 ꎬ二级以上医院开具

43.药品管理法将药品分为两类
(1) :①药品 与 ꎻ②非药品 药品 ꎻ③以其他药品

冒充此种药品ꎮ

(2)按假药论处 : ꎮ

(3)劣药 :药品 不符 ꎮ

(4)按劣药论处 :①未标明有效期或更改有效期的 ꎻ②不注明或者更改生产批号的 ꎻ③超
过有效期的 ꎻ④直接接触药品包装的材料未经批准 ꎻ⑤擅自添加着色剂、防腐剂、香料、矫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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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等ꎮ

４４.抗菌药物的分类管理 :① 使用级 : 均可开据 ꎻ② 使用级 :必须
职称以上ꎻ③ 使用级 :必须 职称以上医师开具 ꎮ

４５.紧急情况可以越级使用抗菌药物 ꎬ但 内必须补办越级使用的必要手续ꎮ 紧急情
况抢教患者 ꎬ必须 内据实补记病历ꎮ

４６.医师申请输血量的标准 :①血量 ꎬ 由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医师提出申请 ꎬ上级
医师核准签发 ꎻ②血量 ꎬ由具有中级以上职称医师提出申请 ꎬ经上级医师审核 ꎬ科
室主任核准签发 ꎻ③血量 ꎬ由具有中级以上医师提出申请 ꎬ经上级医师审核 ꎬ科室主
任核准签发 ꎬ报医务部门批准ꎮ

４７.出具有关虚假医学证明或者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 ꎬ 由医疗保健机构或卫生行政部门根
据情节给予行政处分 ꎻ ꎬ依法取消执业资格ꎮ

４８.三级预防策略

(１)第一级预防 :又称病因预防 ꎮ 是针对病因所采取的预防措施 ꎮ 它既包括针对
的措施 ꎬ也包括针对 的社会措施 ꎮ

(２)第二级预防 :也称临床前期预防 ꎮ “ ”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ꎬ 以控制疾病的发
展和恶化ꎮ 对于传染病 ꎬ除了 “ 三早 ” ꎬ 尚需做到疫情早报告、患者早隔离 ꎬ即 “ ” 疾病筛检
是早期发现疾病的措施之一 ꎬ也属于二级预防措施 ꎮ

(３)第三级预防 :即临床预防ꎮ 对 ꎬ采取及时的、有效的治疗和康复措施 ꎬ使
患者尽量恢复生活和劳动能力 ꎬ能参加社会活动并延长寿命 ꎮ

４９.对 数据 :①集中趋势 :常用算术均数 ꎻ②离散趋势 :常用标准差 ꎮ

５０.对 数据 :①集中趋势 :中位数 ꎬ几何均数 ꎻ②离散趋势 :四分位数间距 ꎮ

５１.统计资料的分类

(１) 资料 :又称 资料ꎮ 一般 计量单位 ꎬ如肤色、血型、职业、性别等ꎮ

(２) 资料 :又称 资料ꎮ 计量单位 ꎬ如身高、体重、血压等ꎮ

(３) 资料 :又称半定量资料 ꎮ ꎬ所以也叫 ꎮ 如癌症分期 :早、

中、晚ꎮ

５２.正态分布曲线 :以 为 ꎬ左右两侧基本对称 ꎬ形成一个中间多、两侧逐渐减少、基
本对称的分布ꎮ 其 与 有关 ꎬ均数增大 ꎬ 曲线右移 ꎬ反之左移 ꎻ其 与 有关 ꎬ标
准差增大 ꎬ则离散趋势大 ꎬ曲线变矮胖 ꎬ反之离散趋势小 ꎬ曲线变高瘦ꎮ

５３.率的 Ｚ 检验和χ２ 检验

(１) Ｚ 检验 :用于样本率与总体率之间、两个样本率之间差异的判断ꎮ

(２)χ２检验 : 率或构成比的比较ꎻ两分类变量相关关系分析 ꎮ 其数据构
成 ꎬ一定是相互对立的两组数据 ꎮ

５４.疾病分布的常用的测量指标

(１)发病率 :表示在一定期间内(１ 年) ꎬ特定人群中 出现的频率ꎮ 分子是一定
期间内的某病新发生的病例数 ꎬ分母是暴露人口数 ꎮ

(２)患病率 :某特定时间内 ꎬ总人口中 (新、旧病例)所占的比例 ꎬ主要用于描述
的发病或流行 ꎮ

(３)罹患率 :与发病率一样 ꎬ也是测量人群 发生频率的指标 ꎬ用于 内
疾病频率的测量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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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感染率 :是指在某个时间内被检查的人群样本中 ꎬ某病 所占的比例 ꎬ

常用于研究传染病、寄生虫病的感染情况和防治工作 ꎮ

(５)死亡率 :在一定期间内 ꎬ某人群中 的频率 ꎬ用于衡量某一时期、一个地区人群
死亡危险性大小的一个指标 ꎮ

(６)病死率 :是表示一定时期内(通常为 １ 年) ꎬ患某病的全部患者中 所占的
比例 ꎬ表示确诊患者的死亡概率 ꎬ可表明疾病的严重程度 ꎬ多用于急性传染病ꎮ

(７)生存率 :是指 与随防期满的全部病例数之比 ꎬ反映了疾
病对生命的危害程度 ꎬ可评价某些病程较长疾病的远期疗效 ꎮ

５５.疾病的三间分布 :描述疾病 ꎮ

５６.疾病流行强度

(１)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 : ꎮ

①描述流行病学

ａ .现况研究 :又称横断面研究 ꎬ包括 和 ꎮ

ｂ .抽样调查 :是指按一定的比例从总体中 的一部分(样本)进行调查 ꎬ以
样本统计量估计总体参数 ꎮ 包括 :

②分析流行病学

ａ.病例－对照研究 :由 研究ꎮ

ｂ .队列研究 :由 研究ꎮ

５７.流行病学研究的偏倚

:①入院率偏倚 ꎻ②检出症候偏倚 ꎻ③现患病例－新发病例偏倚 ꎻ④无应答

:①诊断怀疑偏倚 ꎻ②暴露怀疑偏倚 ꎻ③回忆偏倚 ꎻ④报告偏倚 ꎻ⑤测量偏倚 ꎻ

⑥发表偏倚 ꎮ

ꎮ

５８.ＯＲ:比值比 ꎬ在 中估计暴露因素与疾病关联程度的指标 ꎮ

５９.ＲＲ:相对危险度 ꎬ在 中估计暴露因素与疾病关联程度的指标ꎮ ＲＲ>１ ꎬ暴露因
素与疾病正关联ꎻＲＲ＝１ꎬ与疾病无关ꎻＲＲ<１ ꎬ与疾病负相关ꎮ

６０.筛检试验和诊断试验的评价指标

(１)灵敏度 :指 “金标准 ” 确诊的 中被评试验也判断为 者所占的百分比 ꎮ

(２)特异度 :指 “金标准 ”确诊的 中被评试验也判断为 者所占的百分比 ꎮ

(３)假阳性率 :指 “金标准 ”确诊的 中被评试验错判为 者所占的百分比 ꎮ

(４)假阴性率 :指 “ 金标准 ” 确诊的 中被评试验错判为 所占的百分比 ꎮ

６１.预测值和似然比

(１)预测值 :①阳性预测值 :指试验结果 中 人数所占的比例 ꎻ②阴性预测
值 :指试验结果 中 性人数所占的比例 ꎮ

然比: ① 然
灵

比＝
敏度 特异度

＝灵敏度/ ( １－特异度) ꎻ②阴性似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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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临床预防服务的 :①健康咨询 ꎻ②健康筛检 ꎻ③免疫接种 ꎻ④化学预防 ꎻ⑤预防性
治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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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真题5年

1 .某人已被确诊为某病 ꎬ而本人否认自己有病 ꎬ此人角色行为的改变属于
A.角色行为冲突 B.角色行为减退
C.角色行为强化 D.角色行为缺如
E.角色行为异常
【 答案】 D

【 解析】 角色行为缺如 :患者未能进入角色 ꎮ 虽然医生诊断为有病 ꎬ但本人否认自己有病 ꎬ

根本没有或不愿意识到自己是患者 ꎮ

2.某患者入院后 ꎬ不顾病情继续坚持写论文ꎮ

A.角色行为异常
C.角色行为减退
E.全部不正确
【 答案】 C

该患者的行为属于
B.角色行为冲突
D.角色行为缺如

配套名师高清视频

【 解析】 角色行为减退 : 已进入角色的患者 ꎬ 由于更强烈的情感需要 ꎬ不顾病情而从事力所

不及的活动 ꎬ表现出对病、伤的考虑不充分或不够重视 ꎬ而影响到疾病的治疗ꎮ

3.患者安于已适应的角色 ꎬ小病大养 ꎬ该出院而不愿意出院 ꎬ此时患者的状态被称为角色
行为

A.减退 B.缺如
C.冲突 D.强化
E.异常
【 答案】 D

【 解析】 角色行为强化 :由于依赖性加强和自信心减弱 ꎬ 患者对自己的能力表示怀疑 ꎬ对承
担原来的社会角色恐慌不安 ꎬ安心于已适应的患者角色现状 ꎮ 或者自觉病情严重程度超过实

际情况ꎮ 小病大养ꎮ

4.某癌症患者 ꎬ入院后得知其疾病难以治愈 ꎬ感到悲观、失望 ꎮ 某日出现了谩骂护士和家
属、拒绝治疗、不吃饭等行为 ꎮ 该患者的行为改变属于

A.角色行为冲突 B.角色行为异常
C.角色行为缺如 D.角色行为强化
E.角色行为减退
【 答案】 B

【 解析】 角色行为异常 :患者受病痛折磨感到悲观、失望等不良心境的影响导致行为异常 ꎬ

如对医务人员的攻击性言行 ꎬ病态固执、抑郁、厌世以至自杀等 ꎮ

5.一名外科手术前的患者 ꎬ坐卧不安 ꎬ眉头紧锁 ꎬ小动作多 ꎬ这一现象是
A.应激的行为反应 B.应激的情绪反应
C.应激的生理反应 D.应激的防御反应
E.以上都不是
【 答案】 B

【 解析】 手术前的患者 ꎬ坐卧不安 ꎬ眉头紧锁 ꎬ说明患者比较紧张 ꎬ焦虑 ꎬ而紧张焦虑是应激

过程中最常见的一种情绪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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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汽车正在行驶中 ꎬ一名儿童突然冲向马路对面 ꎬ司机急刹车 ꎬ汽车在发出刺耳的刹车声
后停住 ꎬ儿童在车前的半米处跑过 ꎬ这时司机顿感心跳加快 ꎬ头上冒汗 ꎬ手足无力ꎮ 这种情绪状
态是

Ａ.心境 Ｂ .激情
Ｃ .情感 Ｄ.应激
Ｅ .情操
【 答案】 Ｄ

【 解析】 应激 :指人对外界有害物、威胁或挑战经认识评价后做出的生理、心理及行为的适

应性反应 ꎮ

７ .按照心身医学的观点 ꎬ下列疾病中属于心身疾病的是
Ａ .精神分裂症 Ｂ .抑郁症
Ｃ .消化性溃疡 Ｄ .大叶性肺炎
Ｅ .精神发育迟滞
【 答案】 Ｃ

【 解析】 心 身疾病 :常见的有高血压、冠心病 、支气管哮喘 、消化性溃疡、神经性皮炎和糖

尿病ꎮ

８ . 良好的医患关系的作用
Ａ .有利于诊断和治疗 Ｂ .有利于实施预防措施
Ｃ .有利于患者的情绪 Ｄ .有利于医务人员的健康
Ｅ .以上都是
【 答案】 Ｅ

【 解析】 医患关系是以患者为中心的人际关系 ꎮ 良好的医患关系是心理治疗成功最关键

的因素ꎮ

９ .对于切除阑尾的患者 ꎬ易采取的医患模式是

Ａ .主动－被动型 Ｂ .被动－主动型

【 解析】 医患关系模式 :萨斯－－－赫仑德模式 :①主动－－－被动型 : 多为卧床、瘫痪患者 ꎮ ②

Ａ.７ 日内 Ｂ.１０ 日内
Ｃ.１５ 日内 Ｄ .３０日内
Ｅ.６０ 日内
【 答案】 Ｄ

【 解析】 申请注册后 ꎬ卫生行政部门 ３０天内给予审核办理ꎮ 如果不予注册 ꎬ个人可 １５天

内申请行政复议 ꎮ

１１.黄某在 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因医疗事故受到吊销医师执业证书的行政处罚 ꎬ２００８年 ９ 月向当
地卫生行政部门申请重新注册 ꎮ 卫生行政部门经过审查决定对黄某不予注册 ꎬ理由是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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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合作型 :多为急性病、手术患者 ꎮ ③共同参与型 :多为慢性病患者 ꎮ

１０.受理执业医师注册申请的卫生行政部门 ꎬ对于应当准予注册的 ꎬ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
起多少日内准予注册

Ｃ .指导－合作型 Ｄ .共同参与型
Ｅ .合作－指导型
【答案】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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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行政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1 年
B.行政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2 年
C.行政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 3 年
D.受刑事处罚
E.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不宜从事医疗、预防、保健业务的其他情形
【 答案】 B

【 解析】 若因刑事处罚或医疗事故 ꎬ导致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ꎬ2 年内不能注册ꎮ

12.所开具的处方须经所在执业地点执业医师签字或加盖专用签章后有效的是
A.执业医师 B.执业助理医师
C.实习医师 D.见习医师
E.进修医师
【 答案】 B

【 解析】 经过医师执业注册 ꎬ方可取得处方权ꎻ若取得执业助理医师 ꎬ开具的处方必须经由

执业医师签字后方有效 ꎮ

13.处方开具当日有效 ꎬ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有效期 ꎬ但有效期最长不得超过
A.2 天 B.3 天
C.5 天 D.7 天
E.10 天
【 答案】 B

【 解析】 急诊处方最多不超过 3 日量 ꎻ普通处方最多不超过 7 日量ꎻ处方当日有效 ꎬ特殊情
况不超过 3 天ꎮ

14. «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规定 ꎬ 造成患者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属于

A.一级医疗事故 B.二级医疗事故
C.三级医疗事故 D. 四级医疗事故
E.严重医疗差错
【 答案】 C

【 解析】 医疗事故分级和依据 :

一级医疗事故 :造成患者死亡、重度残疾的ꎻ

二级医疗事故 :造成患者中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ꎻ

三级医疗事故 :造成患者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如鼓膜穿孔ꎻ

四级医疗事故 :无残疾 ꎬ有伤害 ꎮ

15.因抢救危急患者未能及时书写病历的 ꎬ医务人员应在抢救结束后多少小时内补写病历
A.3 小时 B.6 小时
C.12 小时 D.24 小时
E.48 小时
【 答案】 B

【 解析】 医务人员抢救患者后 ꎬ必须将病历 6 小时内补完ꎮ

16.药品所含成分的名称与国家药品标准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药品标准规定不符合
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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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劣药 B.假药

C.保健药品 D.非处方药
E.特殊管理药品
【 答案】 B

【 解析】 假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药品 ꎬ按假药论处 :①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禁止

使用的ꎻ②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 口 ꎬ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

售的ꎻ③变质的ꎻ④被污染的ꎻ⑤使用依照本法必须取得批准文号而未取得批准文号的原料药

生产的ꎻ⑥所标明的适应证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 ꎮ

17.依法按劣药论处的是

A.未注明有效期的药品 B.不良反应大的药品
C.以他种药品冒称此种药品 D.有禁忌证的药品
E.因药品包装不方便医疗使用的药品
【 答案】 A

【 解析】 劣药 :①未标明有效期或者更改有效期的ꎻ②不注明或者更改生产批号的ꎻ③的包

装材料和容器未经批准的ꎻ④擅自添加着色剂、防腐剂、香料、矫味剂及辅料的ꎻ⑤其他不符合

药品标准规定的 ꎮ

18.衡量人群中在短时间内新发病例的频率 ꎬ采用的指标为
A.罹患率 B.发病率
C.患病率 D.感染率
E.发病比
【 答案】 A

【 解析】 罹患率 :测量新病例发生频率ꎻ反映小范围 ꎬ短时间发病水平的指标 ꎮ

19.反映均数抽样误差大小的指标是
A.标准误 B.标准差
C.变异系数 D.均数
E.全距
【 答案】 A

【 解析】 标准误 :样本均数的抽样误差ꎻ标准误越大 ꎬ均数的抽样误差就越大 ꎬ说明样本均

数与总体均数的差异越大 ꎮ

20.预防医学是研究
A.人体健康与环境的关系 B.个体与群体的健康
C.人群的健康 D.社会环境与健康的关系
E.健康和无症状患者
【 答案】 A

【 解析】 预防医学是医学的一 门应用学科 ꎬ它以个体和确定群体为对象 ꎬ 目的是保护、促进

和维护健康 ꎬ预防疾病ꎮ

预防医学的研究重点 :人群健康与环境的关系.

21 .知觉是人脑对客观事物
A.个别属性的反映 B.整体属性的反映
C.本质属性的反映 D.特殊属性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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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发展属性的反映
【 答案】 B

【 解析】 知觉 :人脑对客观事物整体属性的反映ꎮ 特性 :恒常性、理解性、选择性、整体性ꎮ

22.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论 ꎬ属于最高级需要层次的是
A.食物 B.性
C.归属和爱的需要 D.尊重的需要
E. 自我实现的需要
【 答案】 E

【 解析】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 :生理的需要( 最低需要) ꎬ 安全的需要 ꎬ归属和爱的需要 ꎬ尊

重的需要 ꎬ 自我实现的需要( 最高需要) ꎮ

23.患者 ꎬ男性 ꎬ65 岁ꎮ 已被诊断为胃癌 ꎬ既想做手术切除病灶恢复健康 ꎬ又怕胃大部切除
手术后影响消化功能 ꎬ于是犹豫不决 ꎬ心理矛盾ꎮ 这属于心理的

A.双趋冲突 B.双避冲突
C.趋避冲突 D.多重趋避冲突
E.心理挫折
【 答案】 C

【 解析】 趋避冲突又称正负冲突 ꎬ指同一 目标对于个体同时具有趋近和逃避的心态 ꎮ 这一

目标可以满足人的某些需求 ꎬ但同时又会构成某些威胁 ꎬ既有吸引力又有排斥力 ꎬ使人陷入进

退两难的心理困境 ꎮ

24.A 型行为性格与下列哪种疾病有关
A.溃疡病 B.风心病
C.冠心病 D.癌症
E.神经症
【 答案】 C

【 解析】 A 型 :易得心脑血管疾病ꎻB 型 :减少心脑血管疾病 ꎬ 易长寿ꎻC 型 :易得肿瘤ꎮ

25.某生参加高考前数月产生严重焦虑 ꎬ来到咨询室后 ꎬ该生讲述了其内心的恐惧与担心 ꎬ

治疗师只是认真地倾听 ꎬ不做指令性指导 ꎮ 这种心理疗法的理论属于
A.精神分析理论 B.认知理论
C.人本主义理论 D.心理生理理论
E.行为理论
【 答案】 C

【 解析】 人本主义理论 :强调人的尊严、价值、创造力和自我实现 ꎬ把人的本性的自我实现

归结为潜能的发挥 ꎬ而潜能是一种类似本能的性质ꎮ 最重要的是倾听ꎮ

26.患者 ꎬ女 ꎬ32 岁ꎮ 接受精神分析治疗 ꎬ舒适地躺在沙发上 ꎬ把进入头脑中的一切都讲出
来 ꎬ不论其如何微不足道、荒诞不经 ꎬ都如实地报告出来 ꎬ这种方法是

A.移情 B. 自由联想
C.释梦 D.阻抗
E. 自我宣泄
【 答案】 B

【 解析】 精神分析理论 :阐述人的精神活动 ꎬ 包括欲望、冲动、思维 ꎬ 幻想、判断、决定、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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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会在不同的意识层次里发生和进行 ꎮ 治疗最核心的是自由联想 ꎮ

２７.患者 ꎬ女 ꎬ２０岁ꎮ 主诉自初中毕业后 ꎬ越来越不能与陌生人接触 ꎬ近 １ 年来发展为见到
熟人也害怕与之说话 ꎬ且一说话就脸红 ꎮ 对于该患者心理治疗首选的方法为

Ａ .生物反馈 Ｂ .系统脱敏
Ｃ . 自由联想 Ｄ .催眠治疗
Ｅ .人本主义
【 答案】 Ｂ

【 解析】 系统脱敏疗法 :主要用于恐惧症 ꎬ 强迫症ꎻ满灌疗法 :主要用于恐怖症 ꎬ 强迫症ꎻ厌

恶疗法 :主要用于成瘾或对某物依赖ꎻ放松疗法 :主要用于紧张 ꎬ焦虑 ꎬ高血压 ꎮ

２８.下列不属于行为疗法的是
Ａ .系统脱敏 Ｂ .厌恶疗法
Ｃ .冲击疗法 Ｄ . 自由联想
Ｅ .放松训练
【 答案】 Ｄ

【 解析】 行为疗法有 : 系统脱敏疗法、满灌疗法、厌恶疗法、放松疗法 ꎮ 自由联想为精神分

析疗法 ꎮ

２９.医患之间的道德关系是

Ａ .主从关系 Ｂ .商品关系
Ｃ .信托关系 Ｄ .陌生关系
Ｅ .私人关系
【 答案】 Ｃ

【 解析】 医患关系是医疗服务活动中客观形成的医患双方以及与双方利益有密切关联的

社会群体和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ꎮ 具有法律性质的信托关系 ꎮ

３０.对于切除阑尾的术后患者 ꎬ宜采取的医患模式是

Ａ .主动－被动型 Ｂ .被动－主动型

【 解析】 主动－－－被动型 :主要用于昏迷、麻醉患者ꎻ指导－－－合作型 :主要用于手术后患者

或者急性疾病患者 ꎬ患者意识清醒 ꎬ能够合作 ꎻ共同参与型 :主要用于长期慢性病如高血压、糖
尿病ꎮ

３１.在下列各项中 ꎬ医生能够行使干涉权的是
Ａ .住院患者拒绝医学生实习
Ｂ .住院精神病患者发生打人毁物行为
Ｃ . 门诊患者拒绝向医生吐露与疾病有关的隐私
Ｄ . 门诊患者拒绝抽血检查
Ｅ .住院患者拒绝参与人体实验
【 答案】 Ｂ

【 解析】 医生干涉权是医疗中在一些特定情况下 ꎬ用来限制患者自主权利以达到完成医生

应对患者尽义务的目的的 ꎮ 一般情况下 ꎬ 医生的干涉权不能对抗患者拒绝权 ꎮ 但是在某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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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指导－合作型 Ｄ .共同参与型
Ｅ .合作－指导型
【答案】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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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情况下 ꎬ倘若患者拒绝治疗会给患者带来显而易见的严重后果或不可挽回的损失 ꎬ 医生可动
用特殊干涉权来对抗患者拒绝权 ꎬ否决患者的自主决定 ꎮ

题目中 ꎬ患者打人毁物有可能对他人人身安全造成威胁或损失 ꎬ 医生能够形式干涉权ꎮ

32.在下列医生的义务中 ꎬ属于法律义务的是
A.开展普查普治活动 B.开展义诊活动
C.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活动 D.开展健康体检活动
E.下乡支援农村医疗
【 答案】 C

【 解析】 医生的义务 :①遵守法律、法规 ꎬ遵守技术操作规范ꎻ②如实记载和妥善保管病历ꎻ

③保护患者的隐私ꎻ④如实告知和说明 ꎻ⑤急救及转诊 ꎮ

33.医德评价的主体是
A.医生 B.医务人员
C.患者 D.被防治者
E.院长
【 答案】 B

【 解析】 医学道德评价主体 : 医务工作者 ꎻ客体 : 医学行为和品德ꎮ

34.医德评价的最高标准是
A.是否有利于健康、长寿 B.医德规范
C.有利于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 D.有利于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
E.是否有利于患者疾病的缓解和康复
【 答案】 E

【 解析】 医德评价的标准 :是否有利于患者疾病的缓解、治愈和患者康复 ꎬ是否有利于社会

人群的健康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ꎬ是否有利于医学科学的发展 ꎮ 最高标准是为患者治愈疾病 ꎮ

35.医德修养的根本途径是
A.不断地学习医德理论知识 B.创造一个良好的医德修养氛围
C. 向医德高尚的医务人员学习 D.坚持在医疗卫生保健实践中修养
E.坚持有的放矢的医德修养
【 答案】 D

【 解析】 医德修养是医务人员一项重要的医德实践活动 ꎬ是医务人员通过自我教育 、自我

磨炼 ꎬ把社会主义医德基本原则的规范转化为个人医德品质的过程 ꎮ 其根本途径为坚持在医

疗卫生保健实践中修养 ꎬ伦理学最重要的是实践 ꎮ

36.一位符合安乐死条件的患者 ꎬ医生使用药物结束其痛苦的生命 ꎬ称为
A.强迫安乐死 B.医助安乐死
C.被动安乐死 D.主动安乐死
E. 自杀安乐死
【 答案】 D

【 解析】 主动安乐死 :指采取促使患者死亡的措施 ꎬ结束其生命 ꎬ如当患者无法忍受疾病终

末期的折磨时 ꎻ被动安乐死 :即对抢救中的患者如垂危患者不给予或撤除治疗措施 ꎮ 本题中 ꎬ

医生使用药物即采取措施使患者死亡 ꎬ故为主动安乐死 ꎮ

37.对患有不治之症且濒临死亡而又极度痛苦的患者 ꎬ停止采用人工干预方式抢救而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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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痛苦的死亡过程称为
A.医生助死 B.积极安乐死
C.消极安乐死 D. 自愿安乐死
E.非自愿安乐死
【 答案】 C

【 解析】 消极的(被动的)安乐死 ꎮ 即对抢救中的患者如垂危患者不给予或撤除治疗措施 ꎬ

任其死亡 ꎮ 积极的(主动的)安乐死 ꎬ指采取促使患者死亡的措施 ꎬ结束其生命 ꎬ如当患者无法

忍受疾病终末期的折磨时 ꎮ

38.以脑死亡标准取代心脏停止跳动死亡的标准 ꎬ其直接的伦理意义和效果是有利于
A.科学地确定死亡 ꎬ维护人的生命或尊严 B.节约卫生资源
C.减轻家庭负担 D.器官移植
E.社会文明
【 答案】 A

【 解析】 脑死亡伦理意义 :更科学地判定人的死亡 ꎬ维护了死者的尊严 ꎬ节约卫生资源和减
轻家属的负担 ꎬ 间接有利于器官移植 ꎮ 科学地确定死亡 ꎬ 维护人的生命或尊严为脑死亡的
目的ꎮ

39.哈佛大学医学院提出的脑死亡标准不包括
A.出现不可逆性昏迷 B. 自主的肌肉运动和自主呼吸消失
C.心跳停止 D.诱导反射缺失
E.脑电波平直
【 答案】 C

【 解析】 脑死亡标准 : 出现不可逆的昏迷ꎻ自主肌肉运动及自主呼吸消失ꎻ诱导反射消失ꎻ

脑电波平直ꎻ脑血液循环停止 ꎮ

40.在我国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ꎬ下列各项中违背卫生部(现卫健委) 制定的伦理原则
的是

A.使用捐赠的精子 B.使用捐赠的卵子
C.实施亲属代孕 D.实施卵胞浆内单精注射
E.使用捐赠的胚胎
【 答案】 C

【 解析】 代孕是我国所禁止的 ꎮ

41 .尸体器官采集应遵守的伦理和法律规定是
A.医务人员不得有意无意地进行商业行为的器官移植
B.确定死亡的医师不得同时是实施器官移植的手术者
C.捐赠者应被告知器官摘除可能带来的后果和危险

D.对捐赠者亲属有告知义务 ꎬ坚持亲属的知情同意
E.对活体捐赠者在移植过程中 ꎬ尽量避免或减少并发症
【 答案】 B

【 解析】 摘取尸体器官 ꎬ应当在依法判定尸体器官捐献人死亡后进行 ꎮ 从事人体器官移植

的医务人员不得参与捐献人的死亡判定 ꎮ 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尊

重死者的尊严 ꎻ对摘取器官完毕的尸体 ꎬ应当进行符合伦理原则的医学处理 ꎬ 除用于移植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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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以外 ꎬ应当恢复尸体原貌ꎮ

42.符合卫生部制定的 “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原则 ” 的是
A.给单身妇女实施人工授精
B.实施医学需要的性别选择
C.为无子宫妇女实施代孕技术
D.一名捐精者的精子提供给 5 名以上的妇女受孕
E.告知接受人工授精妇女捐精者的姓名
【 答案】 B

【 解析】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应当遵循以下伦理原则 :有利于患者的原则ꎻ知情同意的

原则ꎻ保护后代的原则ꎻ社会公益原则ꎻ保密原则ꎻ严防商业化的原则ꎻ伦理监督的原则ꎮ

单身女性不可实施人工授精 ꎻ我国严格禁止代孕 ꎻ一名捐精者的精子提供给最多不能超过
5 名妇女ꎻ应遵守保密原则 ꎮ

43. “夫医者 ꎬ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 ꎻ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 ꎻ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ꎮ” 出自
A.晋代杨泉 B.唐代孙思邈
C.宋代林逋 D.明代陈实功
E.清代王清任
【 答案】 A

【 解析】 晋代杨泉« 物理论» “ 夫医者 ꎬ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ꎻ非聪明理达者不可任也ꎻ非廉

洁淳良不可信也 ” .

44. “人命至重 ꎬ有贵千金 ꎬ一方济之 ꎬ德逾于此ꎮ”这段话出自
A. « 黄帝内经» B. « 伤寒杂病论»

C. « 备急千金要方 .论大医精诚» D. « 希波克拉底誓言»

E. « 日内瓦宣言»

【 答案】 C

【 解析】 « 备急千金要方» 作者孙思邈 ꎬ提出的 “ 大医精诚论 ” 是我国古代医学伦理思想形

成的重要标志 ꎮ

45. 目前 ꎬ我国医学伦理学主要的研究方向是
A.公民道德问题 B.临床医学问题
C.公共道德的学说和体系 D.生命科学的发展
E.医学实践中的道德问题
【 答案】 E

【 解析】 医学伦理学 :是研究 “ 医德 ” 的 ꎬ一 门规范伦理学 ꎻ 最重要的是医学实践中的道德
问题ꎮ

46.医学伦理学的特征之一是
A.灵活性 B.实践性
C.集体性 D.组织性
E.随机性
【 答案】 B

【 解析】 医学伦理学三个特征 :实践性、继承性、时代性ꎻ最重要的特征是实践性 ꎮ

47.医务人员应共同遵守的道德原则以及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思想基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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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患者利益至上 B.医生利益至上
C.医院关系至上 D.社会利益至上
E.以上都不是
【 答案】 A

【 解析】 临床诊疗的伦理原则 :患者至上原则、最优化原则、知情同意原则、保密守信原则 ꎮ

思想基础为患者至上原则 ꎮ

48. “ 三早 ” 预防工作属于
A.一级预防 B.二级预防
C.三级预防 D. 四级预防
E.综合预防
【 答案】 B

【 解析】 二级预防是指在疾病的临床前期( 筛检)做好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预

防工作 ꎬ以控制疾病的发展和恶化ꎮ

49.预防医学研究的对象是
A.患者 B.患者和亚健康人
C.个体 D.个体和群体
E.个体和确定的群体
【 答案】 E

【 解析】 预防医学工作对象 :个体及确定的群体、着眼于健康和无症状患者ꎻ工作方法 :微

观和宏观相结合 ꎮ

50.夏季某日某建筑工地食堂 ꎬ一些工人晚餐后 2 ~ 3 小时出现剧烈而频繁的呕吐、腹痛、腹
泻等症状 ꎬ但体温正常 ꎮ 经调查发现他们均食用了前一天剩下且没有放入冰箱的米糕 ꎮ 引起
这次食物中毒最可能的病原是

A.副溶血性弧菌 B. 肉毒梭菌毒素
C.沙门菌 D.变形杆菌
E.葡萄球菌肠毒素
【 答案】 E

【 解析】 葡萄球菌肠毒素常由于剩饭乳类制品变质食入后中毒 ꎬ 临床症状剧烈呕吐 ꎬ 不
发热ꎮ

51 .我国发病率最高的食物中毒是
A.化学性食物中毒 B.有毒动物中毒
C.有毒植物中毒 D.细菌性食物中毒
E.真菌毒素食物中毒
【 答案】 D

【 解析】 我国细菌性食物中毒占食物中毒的绝大多数 ꎬ以沙门菌属多见 ꎮ

52.«母婴保健法» 所指的孕产期保健服务不包括
A.母婴保健指导 B.孕妇、产妇保健
C.胎儿保健 D.胎儿性别鉴定
E.新生儿保健
【 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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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孕产期保健服务是指医疗保健机构为育龄妇女和孕产妇提供的母婴保健指导、孕

妇、产妇保健、胎儿保健、新生儿保健等孕产期的保健服务ꎮ 我国严禁胎儿性别鉴定 ꎮ

53.必须经过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考核并取得相应合格证书的母婴保健工作人
员是

A.从事产前诊断的人员 B.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
C.从事施行结扎手术的人员 D.从事终止妊娠手术的人员
E.从事婚前医学检查的人员
【 答案】 A

【 解析】 产前诊断的标准是由国务院卫健委制定的标准ꎻ医疗机构需要开展产前诊断 ꎬ 必

须有县卫生行政部门许可ꎻ从事产前诊断医务人员必须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ꎮ

54. 中等卫校毕业生林某 ꎬ在乡卫生院工作 ꎬ2000 年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 ꎮ 他要参
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ꎬ根据« 执业医师法»规定 ꎬ应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 ꎬ在医疗机构
中工作满

A.6 年 B.5 年
C.4 年 D.3 年
E.2 年
【 答案】 B

【 解析】 中专毕业 ꎬ在取得助理执业医师证后 ꎬ满 5 年报考执业医师ꎮ

55.李某在医学院获得了专科毕业证书 ꎬ此时他可以
A.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试用期满 1 年 ꎬ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B.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试用期满 1 年 ꎬ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C.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试用期满 2 年 ꎬ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D.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 ꎬ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工作满 1 年 ꎬ参加执业医师资

格考试

E.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 ꎬ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试用期满 1 年 ꎬ参加执业医师
资格考试

【 答案】 B

【 解析】 医师资格证报考资格 :

①中专毕业 ꎬ试用期满 1 年 ꎬ报考助理医师 ꎬ5 年后报考执业医师ꎮ

②大专毕业 ꎬ试用期满 1 年 ꎬ报考助理医师 ꎬ2 年后报考执业医师ꎮ

③本科毕业 ꎬ试用期满 1 年后报考执业医师ꎮ

56.下列不属于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的是
A.公正原则 B.尊重原则
C.有利原则 D.平等原则
E.不伤害原则
【 答案】 D

【 解析】 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 :①不伤害原则ꎻ②有利原则ꎻ③尊重原则ꎻ④公正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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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在临床诊疗或开展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医学研究时 ꎬ首先应坚持
A.知情同意原则 B.保守秘密原则
C.互相协作原则 D.诚实原则
E.公正原则
【 答案】 A

【 解析】 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医学研究即人体实验 ꎬ人体实验的开展 ꎬ 首先必须要尊重患者

的个人意志 ꎬ如实告知患者试验情况和各种可能 ꎬ患者自行选择是否同意参与 ꎮ

58.人体实验的道德原则 ꎬ除下列哪项外均正确
A.严谨的医学态度 B.符合医学目的
C.受试者知情同意 D.医学发展至上
E.维护受试者的利益
【 答案】 D

【 解析】 人体实验的伦理原则 :①维护受试者的利益原则ꎻ②知情同意原则ꎻ③医学目的原

则ꎻ④伦理审查原则 ꎮ

59.下列各项 ꎬ不属于法定责任疫情报告人的是
A.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B.医疗机构
C.采供血机构 D.执行职务的医疗卫生人员
E.社会福利机构
【 答案】 E

【 解析】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采供血机构均为责任报告单位ꎻ其执行职

务的人员和乡村医生、个体开业医生均为责任疫情报告人 ꎬ必须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进行

疫情报告 ꎬ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ꎮ

60.城镇中发现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病中的艾滋病、肺炭疽病的患者、病原携带者和疑
似患者时 ꎬ国家规定的报告时间是

A.2 小时以内 B.6 小时以内
C.12 小时以内 D.16 小时以内
E.24 小时以内
【 答案】 A

【 解析】 发现传染病暴发、流行 ꎬ 甲类传染病 2 小时以内 ꎬ乙类传染病 24 小时以内报告 ꎬ立

即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ꎮ

61 .医疗机构发现了疑似肺炭疽病患者在明确诊断前 ꎬ应
A.转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观察 B.留急诊室观察
C.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 D.收住院进行医学观察
E.转到其他医院
【 答案】 C

【 解析】 肺炭疽为乙类传染病 ꎬ但采取甲类管理 ꎬ 由于有强传染性 ꎬ应立即单独隔离 ꎬ 防止

传播ꎮ

62.«艾滋病防治条例» 规定的综合防治策略中 ꎬ没有规定的是
A.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
B.建立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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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加强宣传教育活动
D.实行分类管理原则
E.采取行为干预和关怀救助等措施
【 答案】 D

【 解析】 实行分类管理为传染病的防治原则 ꎮ

63.按照«母婴保健法»规定 ꎬ婚前医学检查的疾病不包括
A.梅毒 B.淋病
C.肺结核 D.麻风病
E.唐氏综合征
【 答案】 C

【 解析】 婚前医学检查 :严重遗传病、有关精神病、指定传染病 :艾滋病、麻风、梅毒和淋病 ꎮ

易错考题2年

1 .思维是属于心理活动的

A.意志过程
C.情感过程
E.人格特征
【 答案】 B

【 解析】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现实概括的 、间接的反映 ꎬ是认识的高级形式 ꎮ 认知过程是指
人们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的过程 ꎬ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察觉 ꎮ 因此思维是属于心理活动的
认知过程 ꎮ

2.人类心理过程的认知过程不包括
A.感觉 B.信念
C.记忆 D.思维
E.想象
【 答案】 B

【 解析】 人类心理过程的认知过程不包括信念 ꎮ

3.情感对于情绪来说具有的特点是
A.强烈而冲动 B.伴有明显的行为变化
C.伴有明显的生理变化 D.稳定而深刻
E.带有明显的情境性
【 答案】 D

【 解析】 情绪和情感的区别 :①情绪出现较早 ꎬ 常与人生理性的需要相联系 ꎻ 情感出现较
晚 ꎬ 多与人社会性的需要相联系 ꎮ ②情绪是人和动物共有的 ꎬ但只有人才会有情感ꎮ ③情绪具
有情景性和暂时性ꎻ情感则具有深刻性和稳定性 ꎮ ④情绪具有冲动性和明显的外部表现ꎻ情感
则比较内隐 ꎮ

4.某医学生希望毕业后成为外科医生 ꎬ在临床实习中主动向老师请教 ꎬ积极为患者服务 ꎬ

并能结合临床案例查阅相关书籍和文献 ꎮ 他的行为表现在意志品质中属于
A.坚韧性 B.果断性
C.随意性 D. 自制力

358

B.认知过程
D.人格倾向

配套名师高清视频



第十 一章 人文医学综合

E. 自觉性
【 答案】 E

【 解析】 意志品质是指构成人的意志的某些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 ꎬ 包括自觉性、坚韧性、果

断性、自制力ꎮ

5.心理健康不包括
A.智力正常 B.健康行为
C.情绪乐观 D.意识清晰
E.人格健全
【 答案】 D

【 解析】 我国提出的心理健康的标准 :智力正常、情绪良好、人际和谐、适应环境和人格

完整ꎮ

6.下列不属于心身疾病的是
A.精神分裂症 B.冠心病
C.消化性溃疡 D.糖尿病
E.高血压
【 答案】 A

【 解析】 心 身疾病是指心理社会因素在发病、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躯体器质性疾病 ꎮ

精神分裂症不属于心 身疾病 ꎬ而属于精神病ꎮ

7.常用的心理评估方法不包括
A.观察法 B.调查法
C.实验法 D.会谈法
E.测验法
【 答案】 C

【 解析】 常用心理评估方法包括观察法、会谈法、调查法、心理测验法、作品分析法和临床

评定量表等 ꎮ

8.心理测验工作应遵守的原则为
A.真诚、中立、回避 B. 自强、自立、自省
C.信度、效度、常模 D.客观、保密、标准化
E. 自主、学习、实效
【 答案】 D

【 解析】 心理测验工作应遵守的原则为 :标准化原则、保密原则和客观性原则 ꎮ

9.女 ꎬ45 岁 ꎬ大学教授ꎮ 因车祸导致颅脑损伤 ꎬ智力测验显示其智商为 85 分ꎮ 同时有一位
从未接受过正规教育的老人测得的智商也是 85 分 ꎮ 心理治疗师认为前者的智力出现了问题 ꎬ

而后者正常 ꎮ 这一判断所遵循的原则是
A.客观性原则 B. 中立性原则
C.操作性原则 D.保密性原则
E.标准化原则
【 答案】 A

【 解析】 心理测验所遵循的客观性原则 :心理测验的结果只是测出来的东西 ꎬ 所以对结果

作出评价时要遵循客观性原则 ꎬ对结果的解释要符合受试者的实际情况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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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男 ꎬ46 岁 ꎬ投资顾问 ꎮ 因社交焦虑接受心理治疗 ꎬ在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下焦虑明显改
善ꎮ 患者心存感激 ꎬ欲将掌握的投资信息告知心理治疗师以作报答 ꎬ但被婉言谢绝ꎮ 在此治疗
关系中 ꎬ该心理治疗师遵循的原则是

A.保密性 B.正式性
C.单向性 D.时限性
E.系统性
【 答案】 C

【 解析】 治疗关系的建立原则 :单向性、系统性、正式性和时限性ꎮ

11 .下列不属于心理治疗原则的是
A.正义原则 B. 中立原则
C.真诚原则 D.保密原则
E. 回避原则
【 答案】 A

【 解析】 心理治疗的原则 :信赖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发展性原则、个性化原则 、中立性原

则、保密性原则、回避性原则等 ꎬ不包括正义原则ꎮ

12.下列关于医患关系特点的表述 ꎬ错误的是
A.医者应保持情感的中立性 B.双方目的的一致性
C.人格尊严、权利上的平等性 D.医学知识和能力的对称性
E.医患矛盾存在的必然性
【 答案】 D

【 解析】 医患关系是指医生和患者在健康与疾病问题上建立起来的真诚、信任、彼此尊重

的人际关系 ꎬ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ꎮ 双方虽然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ꎬ但是在疾病治疗方面的知

识、信息、能力上是不对等的ꎮ

13.医患沟通中的非言语沟通形式不包括
A.引导话题 B.人际距离
C.面部表情 D.身段姿态
E. 目光接触
【 答案】 A

【 解析】 医患沟通的非言语沟通形式包括面部表情 、身段姿势、目光接触、人际距离、语调

表情等 ꎮ 而引导话题属于言语沟通ꎮ

14.患者被诊断患病时否认自己得病 ꎬ难以进入患者角色的情形称为
A.角色行为强化 B.角色行为冲突
C.角色行为减退 D.角色行为异常
E.角色行为缺如
【 答案】 E

【 解析】 患者角色行为缺如是指患者未能进入患者角色 ꎬ 不承认自己是患者 ꎬ 虽然医生已

做出疾病的诊断 ꎬ但患者尚未意识到自己患病或不愿承认自己是患者 ꎮ

15.患者 ꎬ女 ꎬ48 岁ꎮ 某乡镇企业负责人ꎮ 5 个月前被确诊为乳腺癌并接受了手术治疗 ꎬ术
后患者仅休息了 2 个月 ꎬ便全身心投入了工作 ꎬ同患病前一样从事日常工作 ꎬ参加各种会议和
活动 ꎬ对于自己身体的康复情况并不重视 ꎬ不按要求到医院复查 ꎬ也不愿再接受任何其他治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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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女性角色行为改变类型属于
A.角色行为缺如 B.角色行为强化
C.角色行为异常 D.角色行为减退
E.角色行为冲突
【 答案】 D

【 解析】 角色行为减退是指个体进入患者角色后 ꎬ 由于某种原因又重新承担起本应免除的

社会角色的责任 ꎬ放弃患者角色 ꎬ去承担其正常时角色的责任和义务ꎮ

16.儿童患者住院后常见的心理问题一般不包括

A.分离性焦虑 B.不安全感
C.抑郁心理 D.对陌生环境的恐惧
E.依赖症
【 答案】 C

【 解析】 儿童在患病期间 ꎬ对父母更加依赖 ꎬ 对门诊或住院治疗造成与父母短时或相对较

长时间的分离 ꎬ可造成 “ 分离性焦虑 ” 情绪 ꎻ 学龄期患者初入院时有惧怕心理 ꎬ缺乏安全感 ꎬ表

现为孤僻、胆怯、悲伤、焦虑等 ꎮ

17.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
A.医学道德难题 B.医德基本理论
C.医学道德关系 D.医德基本实践
E.医德基本规范
【 答案】 C

【 解析】 医学伦理学是研究医学道德关系的科学 ꎬ其研究对象为医学领域中医务人员的医

德意识和医德活动 ꎮ

(18 ~ 19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公正原则 B.不伤害原则
C.有利原则 D.整体性原则
E.尊重原则
18.分配基本医疗卫生资源时依据的伦理原则是
19.在患者充分知情并同意后实施医疗决策所体现的伦理原则是
【 答案】 A、E

【 解析】 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尊重原则、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和公正原则 ꎮ

20.在医疗实践活动中分配医疗收益与负担时 ꎬ类似的个案适用相同的准则 ꎬ不同个案适
用不同的准则 ꎬ这所体现的医学伦理基本原则是

A.尊重原则 B.不伤害原则
C.公正原则 D.有利原则
E.公益原则
【 答案】 C

【 解析】 公正原则的内涵是指具有同样医疗需要以及同等社会贡献和条件的患者 ꎬ则得到

同样的医疗待遇 ꎬ不同的患者则分别享受有差别的医疗待遇ꎮ

21 .说明样本均数抽样误差大小的指标是
A.标准差 B.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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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主动－被动型 Ｂ .被动－主动型

Ａ .主动－被动型 Ｂ .被动－主动型

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５＋２＋１”

Ｃ .四分位数间距 Ｄ .变异系数
Ｅ .标准误
【 答案】 Ｅ

【 解析】 由抽样造成的样本统计量与总体参数的差异 ꎬ称为抽样误差 ꎮ 抽样误差的大小可

用样本均数的标准误来衡量 ꎮ

２２.对于长期慢性患者 ꎬ宜采取的医患关系模式是

作型
导型

Ｄ .共同参与型

【 解析】 医患关系的基本模式分为三种类型 :主动－被动型、指导－合作型和共同参与型 ꎮ

共同参与型是适用于患慢性病且具有一定医学科学知识水平的患者 ꎮ

２３.对于阑尾的术后患者 ꎬ宜采取的医患模式是

合作型
指导型

Ｄ .共同参与型

【 解析】 指导－合作型是指在医疗活动中 ꎬ 医患双方具有一定的主动性 ꎬ但仍以医务人员为

主 ꎬ 医务人员具有权威性并充当指导 ꎬ患者接受医务人员的指导并主动或被动地进行配合 ꎬ 医
患双方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信息交流 ꎬ这种模式主要适合于大多数患者 ꎮ 急性阑尾炎术后的患

者神志清楚 ꎬ病情较轻 ꎬ可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进行康复ꎮ 因此 ꎬ可采用指导－合作型模式ꎮ

２４.在医务人员之间人际关系的特点中 ꎬ“ 比、学、赶、帮、超 ”体现的是
Ａ .协作性 Ｂ .平等性
Ｃ .互助性 Ｄ .竞争性
Ｅ.同一性
【 答案】 Ｄ

【 解析】 医务人员之间的医际关系特点包括协作性、平等性、同一性和竞争性 ꎮ 竞争的目

的是为了形成 “ 比、学、赶、帮、超 ” 的医际关系 ꎬ 以取得良好的医学角色地位 ꎬ 以更好地为患者

或人群服务 ꎮ

２５.某医院内科病房 ꎬ责任护士误将甲床患者的青霉素注射给乙床患者 ꎮ 发现错误后 ꎬ该
护士心里十分矛盾和紧张 ꎬ对乙床患者进行了严密观察 ꎬ没有出现青霉素过敏反应 ꎮ 对此 ꎬ 以
下说法符合伦理的是

Ａ .患者未出现过敏反应 ꎬ为避免对护士不满可以不告诉患者
Ｂ .打错针后护士对患者进行了严密观察 ꎬ以免承担更大责任

Ｃ .打错针后应马上告诉护士长采取应急措施 ꎬ以保证患者安全
Ｄ .患者未出现过敏反应 ꎬ可以不告诉护士长以免受到处分
Ｅ .住院患者太多、护理任务紧张 ꎬ出现差错在所难免
【 答案】 Ｃ

【 解析】 按照临床诊疗伦理的患者至上原则 ꎬ该护士打错针后应马上告诉护士长采取应急

措施 ꎬ以保证患者安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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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题共用备选答案)

A.严守法规 B.公正分配
C.加强协作 D.合理配伍
E.对症下药

26.当患者要求住院医师开具精神药品处方时 ꎬ该医师应当遵循的伦理要求是
27.医生采取 “ 多头堵 ” “ 大包围 ” 的方式开具大处方 ꎬ违背的医学伦理要求是
【 答案】 A、D

【 解析】 住院医师开具精神药品处方时 ꎬ 首先应遵守的法规为«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

条例» ꎮ 医生采取 “ 多头堵 ” “ 大包围 ” 的方式开具大处方 ꎬ违背了合理配伍的用药原则ꎮ

28.对甲类传染病实施强制隔离措施时 ꎬ应当遵循的公共卫生处理原则不包括
A.全社会参与原则 B.信息公开原则
C.以患者为中心原则 D.互相协同原则
E.社会公正原则
【 答案】 C

【 解析】 公共卫生伦理原则 :全社会参与原则、社会公益原则、社会公正原则、互助协同原

则和信息公开原则 ꎮ

29.对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进行伦理审查的根本目的是
A.保护受试者的尊严和权利 B.保护受试者的经济利益
C.尊重研究者的基本权利 D.确保医学科研的规范性
E.维护研究机构的科研利益
【 答案】 A

【 解析】 在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中进行伦理审查的目的 :保护所有受试者的尊严、权利 、

安全和福利 ꎬ保障研究结果的可信性 ꎬ促进社会公正ꎻ同时 ꎬ在某种意义上对科研人员也有一定

的保护作用 ꎮ

30.医学道德评价的首要标准是
A.是否有利于人类生存的环境保护及改善
B.是否有利于医学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
C.是否有利于患者疾病的缓解和康复
D.是否有利于医疗机构的发展
E.是否有利于医务人员社会地位的提升
【 答案】 C

【 解析】 医学道德评价标准中 ꎬ 医学道德评价的首要的至上标准是 :是否有利于患者疾病

的缓解和康复 ꎮ

31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的基本行为规范是
A.为人民健康服务 B.人道行医
C.大医精诚 D.救死扶伤
E.以人为本
【 答案】 E

【 解析】 我国«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 规定 ꎬ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的基本行为规范是 :

以人为本 ꎬ践行宗旨 ꎻ遵纪守法 ꎬ依法执业ꎻ尊重患者 ꎬ关爱生命ꎻ优质服务 ꎬ 医患和谐 ꎻ廉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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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恪守医德 ;严谨求实 ,精益求精 ;爱岗敬业 ,团结协作 ;乐于奉献 ,热心公益 黄
３２.« 执业医师法» 规定对考核不合格的医师 ꎬ卫生行政部门可以责令其暂停执业活动 ꎬ并

接受培训和继续医学教育ꎮ 暂停期限是 ３ 个月至
Ａ.５ 个月 Ｂ.６ 个月
Ｃ.７ 个月 Ｄ.８ 个月
Ｅ.９ 个月
【 答案】 Ｂ

【 解析】 《执业医师法》规定 ,对考核不合格的医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以

责令其暂停执业活动 ３ ~６ 个月 ,并接受培训和继续医学教育 黄

３３.某医师因重大医疗事故受到吊销医师执业证书的行政处罚 ꎮ 半年后重新申请执业注
册 ꎬ卫生行政部门未予批准 ꎮ 理由是该医师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法定期
限ꎮ 该法定期限是

Ａ.３ 年 Ｂ.５ 年
Ｃ.２年 Ｄ.４年
Ｅ.１年
【 答案】 Ｃ

【 解析】 《执业医师法》规定 ,吊销医师执业证书后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

满 ２ 年的 ,不予注册 黄
(３４~ ３５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暂停执业活动 ３ ~６ 个月 Ｂ .暂停执业活动 ６ 个月~ １ 年
Ｃ .给予行政处分 Ｄ . 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Ｅ .追究刑事责任

３４.未经患者或者其家属同意 ꎬ对患者进行实验性治疗的 ꎬ 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的处理是
３５.不按规定使用麻醉药品、精神药物 ꎬ情节严重的 ꎬ 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的处理是
【答案】 Ｂ、Ｄ

【 解析】 执业医师法规定 ,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未经患者或者其家属同意 ,对患者进行实验性
治疗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 ６ 个月以上 １ 年以下执业活
动黄 医师在执业活动中不按规定使用麻醉药品、精神药物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

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 ６ 个月以上 １ 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 ,吊销其医师执业证书黄
３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开展诊疗活动 ꎬ必须依法取得
Ａ . «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Ｂ . «设置医疗机构备案回执»

Ｃ . «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Ｄ . « 医疗机构校验申请书»

Ｅ . « 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 答案】 Ｃ

【 解析】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规定 , 医疗机构执业 ,必须进行登记 ,领取《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 黄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未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不得开展诊疗活动 黄

３７.母婴保健工作人员出具虚假医学证明 ꎬ 即使未造成严重后果 ꎬ仍应承担一定的法律责
任ꎮ 该法律责任是

Ａ .暂停执业 Ｂ .行政处分
Ｃ .吊销执业证书 Ｄ .通报批评

３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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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注销执业注册
【 答案】 B

【 解析】 母婴保健法规定 ꎬ从事母婴保健工作的人员出具有关虚假医学证明或者进行胎儿

性别鉴定的 ꎬ 由医疗保健机构或者卫生行政部门根据情节给予行政处分 ꎻ情节严重的 ꎬ依法取

消执业资格 ꎮ

38.医疗机构为预防传染病院内传播应当承担的职责是
A.医疗废物处置 B.收集和分析传染病疫情信息
C.对传染病预防工作进行指导 D.流行病学调查
E.实施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
【 答案】 E

【 解析】 医疗机构为预防传染病院内播散 ꎬ 一 定要提前做好传染病的控制措施防止院内

播散ꎮ

(39 ~40 题共用备选答案)

A.黄热病 B.霍乱
C.伤寒 D.肺炭疽
E.风疹
39.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的乙类传染病是
40.属于甲类传染病的疾病是
【 答案】 D、B

【 解析】 “ 乙类甲管 ” 传染病 :对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肺炭疽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

感 ꎬ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ꎮ 霍乱属于甲类传染病ꎮ

41 .医疗机构在发现甲类传染病时 ꎬ对疑似患者在明确诊断前 ꎬ应在指定场所进行
A.访视 B.留验
C.单独隔离治疗 D.医学观察
E.就地诊验
【 答案】 C

【 解析】 « 传染病防治法»规定 ꎬ 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 ꎬ应当及时采取下列措施 :对患

者、病原携带者 ꎬ予以隔离治疗 ꎻ对疑似患者 ꎬ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 ꎻ对医疗机构内

的患者、病原携带者、疑似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ꎬ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ꎻ拒绝隔离治疗或隔离

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 ꎬ可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进行强制隔离治疗 ꎮ

42.某患者咳嗽、发热 3 天后到医院就诊 ꎬ被初步诊断为疑似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ꎬ应住
院治疗 ꎬ但患者以工作离不开为由予以拒绝 ꎮ 医院对该患者应采取的措施是

A.定期随诊 B.居家观察
C.立即单独隔离治疗 D.请示卫生行政部门
E.尊重患者的自主决定权
【 答案】 C

【 解析】 传染病防治法规定 ꎬ 医疗机构发现乙类或者丙类传染病患者 ꎬ应当根据病情采取

必要的治疗和控制传播措施 ꎮ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属于 “ 乙类甲管 ” ꎮ

43.对违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规定 ꎬ未履行报告职责 ꎬ隐瞒、缓报或者谎报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机构 ꎬ应给予的处理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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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通报批评 Ｂ .责令改正
Ｃ .给予警告 Ｄ .停业整顿
Ｅ . 吊销«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 答案】 Ｄ

【 解析】 《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规定 , 医疗卫生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 , 由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 , 吊销《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对主要
负责人 、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降级或撤职的纪律处分;造成传染病
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未依
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报告职责 ,隐瞒、缓报或者谎报的 ;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及时釆取控制措
施的 ;拒绝接诊患者的 ;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突发事件监测职责的 ;拒不服从突发事件应
急处理指挥部调度的 黄

４４. 国家规定与艾滋病检测相关的制度是
Ａ .义务检测 Ｂ .强制检测
Ｃ .有奖检测 Ｄ . 自愿检测
Ｅ .定期检测
【 答案】 Ｄ

【 解析】 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 ,国家实行艾滋病自愿咨询和自愿检测制度 黄

４５.某县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接到某药店将保健食品作为药品出售给患者的举报后 ꎬ立即对
该药店进行了查处 ꎬ并依照«药品管理法» 的规定 ꎬ将其销售给患者的保健食品认定为

Ａ .按假药论处的药 Ｂ .假药

Ｃ .食品 Ｄ.劣药
Ｅ .按劣药论处的药
【 答案】 Ｂ

【 解析】 假药是指药品所含成分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分不符 ,以及以非药品冒充药品

或者以其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 黄

４６.每张西药、中成药处方开具的药品种类上限是
Ａ.５ 种 Ｂ.３ 种
Ｃ.６种 Ｄ.４种
Ｅ.７种
【 答案】 Ａ

【 解析】 处方管理条例规定 ,每张处方不得超过 ５ 种药品 黄
４７.处方的最长有效期是
Ａ.７ 天 Ｂ.１０天
Ｃ.２天 Ｄ.５ 天
Ｅ.３ 天
【 答案】 Ｅ

【 解析】 处方管理条例规定 ,处方开具当日有效 黄 特殊情况下需延长有效期的 , 由开具处

方的医师注明有效期限 ,但最长不得超过 ３ 天 黄
４８.医疗机构临床用血应当制定用血计划 ꎬ遵循
Ａ .公平、公正的原则 Ｂ .慎用、节约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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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准确、慎用的原则 Ｄ .合理、科学的原则
Ｅ .勤查、深究的原则
【 答案】 Ｄ

【 解析】 《 献血法》 第十六条规定 ,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应当制定用血计划 ,遵循合理、科学的

原则 ,不得浪费和滥用血液 黄

４９.根据«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ꎬ非特殊需要 ꎬ不得对受孕一定时间段的育龄妇女进行下腹
部放射影像检查 ꎮ 该时间段是受孕后

Ａ.８~１５周 Ｂ.１６~２８周
Ｃ .２８~３４周 Ｄ .３４~３６周
Ｅ.３６~３８周
【 答案】 Ａ

【 解析】 《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明确指出 ,非特殊需要 ,对受孕 ８ 至 １５周的育龄妇女 ,不得

对其进行下腹部放射影像检查 黄
５０.可授予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处方权的医务人员是
Ａ .主治医师 Ｂ .住院医师
Ｃ .乡村医生 Ｄ .副主任医师
Ｅ .实习医生
【 答案】 Ｄ

【 解析】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规定 ,对有高级职称的医师 ,可授予其特殊使用级抗

菌药物处方权 ;对有中级职称的医师 ,可授予其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处方权 ;对有初级职称的

医师、助理医师以及乡村医生 ,可授予其非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处方权 黄
(５１~５２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发生抗菌药物不良事件 Ｂ .因紧急情况越级使用抗菌药物
Ｃ .使用的抗菌药物明显超出规定用量 Ｄ .开具抗菌药物处方牟取不正当利益
Ｅ .出现开具抗菌药物超常处方 ３ 次以上且无正当理由
５１.医疗机构对医师提出警告并限制其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处方权的情形是
５２.医疗机构取消医师抗菌药物处方权的情形是
【答案】 Ｅ、Ｄ

【 解析】 《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规定 , 医疗机构应当对出现抗菌药物超常处方 ３ 次
以上且无正当理由的医师提出警告 ,限制其特殊使用级和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处方权 黄 《 抗菌
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规定 , 医师出现下列情形之一 的 , 医疗机构应当取消其处方权 :抗菌
药物考核不合格的 ;限制处方权后 ,仍出现超常处方且无正当理由的 ;未按照规定开具抗菌药
物处方 ,造成严重后果的;未按照规定使用抗菌药物 ,造成严重后果的;开具抗菌药物处方牟取
不正当利益的 黄

５３.医师为同一个患者申请一天备血达到或超过一定数量时 ꎬ必须报医院医务部门批准 ꎮ

该血量是

Ａ.１６００ｍＬ
Ｃ.８００ｍＬ
Ｅ.１２００ｍＬ

【 答案】 Ａ

３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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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规定 , 同一 患者一 天申请备血量在 ８００~ １ ６００ｍＬ的 ,

由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医师提出申请 ,经上级医师审核 ,科室主任核准签发
后 ,方可备血 。 同一 患者一天申请备血量达到或超过 １ ６００ｍＬ的 ,由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的医师提出申请 ,科室主任核准签发后 ,报医务部门批准 ,方可备血 。

５４.医疗机构临床用血文书不包括
Ａ .输血治疗知情同意书 Ｂ .献血员信息
Ｃ .输血记录单 Ｄ .患者输血适应证的评估
Ｅ .输血过程和输血后疗效评价意见
【 答案】 Ｂ

【 解析】 《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规定 ,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临床用血医学文书管理制

度 ,确保临床用血信息客观真实、完整、可追溯 。 医师应当将患者输血适应证的评估、输血过程

和输血后疗效评价情况记入病历;临床输血治疗知情同意书、输血记录单等随病历一起保存 。

(５５~５７题共用题干)

连某 ꎬ因患严重的躁狂抑郁障碍正在精神病专科医院住院治疗ꎮ 因病情恶化 ꎬ患者出现伤
人毁物等行为 ꎬ医院在没有其他可替代措施的情况下 ꎬ对其实施了约束身体的措施 ꎬ但实施后
没有及时通知连某的监护人 ꎮ 连某的父亲作为监护人探视时 ꎬ看到儿子被捆绑在病床上非常
气愤ꎮ

５５.依照« 精神卫生法» 对患者连某实施的约束行为的性质属于
Ａ .治疗性措施 Ｂ .惩罚性措施
Ｃ .保护性医疗措施 Ｄ .诊断性措施
Ｅ .警告性措施

５６.对患者连某实施身体约束而未告知其监护人的做法 ꎬ侵犯的患方权利是
Ａ .生命权 Ｂ .健康权
Ｃ .认知权 Ｄ .知情权
Ｅ .名誉权
５７.该案例中所形成的医患关系模式是

Ａ .主动－被动型 Ｂ .指导－合作型

Ｅ .共同参与型
【答案】 Ｃ、Ｄ、Ａ

【 解析】 《精神卫生法》规定 ,精神障碍患者在医疗机构内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身、危

害他人安全、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 ,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没有其他可替代措施的情况下 ,

可以实施约束、隔离等保护性医疗措施 。 《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规定 ,“ 医疗机构
应尊重患者对自己的病情、诊断、治疗的知情权 ” ,“ 因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不宜向患者说明情

况 ,应当将有关情况通知家属 ” 。 医患关系分为主动－被动型、指导－合作型、共同参与型 ,其

患者。

(５８~６０题共用题干)

某小学组织学生接种乙肝疫苗后 ꎬ有 ４４名学生因出现头痛、呕吐、四肢无力等症状而被送
到医院就诊 ꎮ 首诊医师及时进行了处置并报告医院有关部门 ꎮ 经医护人员解释、安抚后 ꎬ３９

３６８

中 ,主动－被动型主要适合于休克 、昏迷、精神病、难以表达主观意见的患者 , 因此适用于本例

Ｃ .契约许可型 Ｄ .指导参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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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生未经治疗症状很快消失 ꎬ5 名学生仍感恶心 ꎬ并伴有焦虑ꎮ 医院组织专家会诊后排除了
疫苗和其他躯体疾病所致 ꎮ

58.根据« 疫苗流通与预防接种管理条例» ꎬ该事件所出现的情况属于

A.药品不良反应 B.群体性心因性反应
C.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D.医疗事故
E.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59.首诊医师及时处置并报告医院有关部门所遵循的伦理要求是
A.信息公开 B.耐心倾听
C.保守医密 D.恪守职责
E.知情同意

60.对上述 5 名未愈学生的焦虑症状 ꎬ适宜的心理干预方法是
A.行为塑造 B.放松训练
C.厌恶疗法 D.催眠治疗
E.冲击疗法
【 答案】 B、C、D

【 解析】 若干名小学生疫苗接种后突然出现头痛、呕吐、四肢无力的症状 ꎬ但经医护人员解
释、安抚后 ꎬ大多数人症状很快消失 ꎬ说明为非器质性疾病 ꎬ应诊断为预防接种引起的群体性心
因性反应 ꎮ 在临床诊疗中 ꎬ 医生应保守医密 ꎮ 但是 ꎬ 若要求医务人员有高于保密的社会责任
(如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均要报告)、隐私涉及他人或社会 ꎬ且有对他人或社会构成伤害
的危险以及法律需要时可解密 ꎮ 本例中医师接诊 44 名群体性不明原因的疾病 ꎬ应该报告医院
有关部门 ꎮ 对于群体性心因性反应 ꎬ应分散治疗 ꎬ进行心理疏导 ꎬ必要时可给予暗示治疗、催眠
治疗ꎮ

61 .属于«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 规定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情形是
A.心理因素发生的群体心因性反应 B.实施规范接种后造成受种者的损害
C.与受种者疾病偶合出现的损害 D.疫苗质量不合格给受种者造成的损害
E.接种医生违反接种程序造成的损害
【 答案】 B

【 解析】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指合格的疫苗在实施规范接种过程中或者实施规范接种后造

成受种者机体组织器官、功能损害 ꎬ但相关各方均无过错的药品不良反应 ꎮ

62.属于第二级预防措施的是
A.接种疫苗 B.疾病筛检
C.遗传咨询 D.健康促进
E.病后康复
【 答案】 B

【 解析】 二级预防是指在疾病的临床前期 ꎬ通过采取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 “ 三早 ” 预防

措施 ꎬ以控制疾病的发展与恶化ꎮ 疾病筛检是早发现的措施之一 ꎬ属于二级预防措施ꎮ

(63 ~64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孕期妇女补充叶酸 B.高血压患者的早期诊断
C.糖尿病患者的筛检 D.乳腺癌的筛检
E.COPD 患者的康复护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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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属于一级预防的是
６４.属于三级预防的是
【答案】 Ａ、Ｅ

【 解析】 孕期易发生巨幼细胞性贫血 ꎬ 因此在妊娠期补充叶酸 ꎬ 即为病因预防 ꎬ也就是一级

预防 ꎮ ＣＯＰＤ患者的康复护理指导属于确诊后的治疗措施 ꎬ即属于三级预防ꎮ

６５.在一项研究某药疗效的临床试验中 ꎬ服用该药后治疗效果的指标表示为无效、好转、显
效和痊愈 ꎮ 则此变量类型为

Ａ .无序分类变量 Ｂ .等级变量
Ｃ .名义变量 Ｄ .定量变量
Ｅ .定性变量
【 答案】 Ｂ

【 解析】 有序变量 :也称半定量变量、等级资料 ꎬ 变量的观察值是定性的 ꎬ但各类别(属性)

之间有程度或顺序上的差别 ꎮ

６６.某幼儿园大班 １１名 ６ 岁儿童接受百日咳疫苗注射后 ꎬ做血清抗体测定 ꎬ其抗体滴度分
别为 :１∶２０ꎬ１ ∶２０ꎬ１∶２０ꎬ１∶ ４０ꎬ１ ∶ ４０ꎬ１ ∶８０ꎬ１ ∶８０ꎬ１ ∶１６０ꎬ１ ∶ １６０ꎬ１ ∶３２０ꎬ１∶６４０ꎮ 描述
抗体滴度集中趋势的指标应选用

Ａ .标准差 Ｂ .极差
Ｃ .算术平均数 Ｄ .几何平均数
Ｅ .四分位间距
【 答案】 Ｄ

【 解析】 有些呈偏态分布的资料经过对数转换后呈对称分布 ꎬ 即可用几何均数描述其集中

趋势 ꎬ如医学研究中的某些特殊资料 ꎬ如抗体滴度、细菌计数、药物的平均效价等ꎮ

６７.为了解某地区铅污染的情况 ꎬ抽样收集了 １３０人的尿铅值 ꎬ经分析发现数据为偏态分
布 ꎮ 若要对数据进行描述 ꎬ应选择集中趋势和离散程度的指标为

Ａ . 中位数和标准差 Ｂ . 中位数和极差
Ｃ . 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 Ｄ .算术均数和标准差
Ｅ .算术均数和四分位间距
【 答案】 Ｃ

【 解析】 偏态分布资料 ꎬ应选用中位数作为描述集中趋势的指标 ꎬ应选用四分位数间距描

述离散程度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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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情分布图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临床医学综合

内科学 ２２ ２０ ２１ １９ ２０

外科学 １７ １７ １８ １８ １８

妇产科学 ６ ７ ５ ６ ７

儿科学 ５ ７ ６ ７ ５

高频考点必背

１ .稽留热 :见于大叶性肺炎、斑疹、伤寒及伤寒高热期等ꎮ

２.弛张热 :体温常在 ３９℃ 以上 ꎬ波动幅度大 ꎬ２４小时内波动范围超过 ２℃ ꎬ但最低点都在正
常水平以上 ꎮ 常见于败血症、风湿热、重症肺结核及化脓性炎症等ꎮ

３ .波状热 :布鲁菌病 ꎻ回归热 :霍奇金淋巴瘤 ꎻ不规则热 :结核病、风湿热ꎮ

４ .２４小时咯血量在 １００ｍＬ以内的为小量咯血 ꎬ １００~ ５００ｍＬ为中等量咯血 ꎬ５００ｍＬ以上
(或一次咯血量超过 ３００ｍＬ)为大量咯血 ꎮ

５ . 胃镜检查是目前明确上消化道出血病因的首选检查方法ꎮ

６ .心绞痛 :压榨样痛 ꎬ短暂ꎬ可缓解 ꎻ

心肌梗死 :剧烈并有恐惧、濒死感 ꎬ持续时间较长且不易缓解 ꎮ

７ .腹痛 :右上腹剧痛、寒战高热和黄疸为夏科三联征 ꎬ提示急性化脓性胆管炎 ꎮ

８ .咳嗽、咳痰或喘息ꎬ每年发病持续 ３ 个月或更长时间ꎬ连续 ２ 年或 ２ 年以上ꎬ并排除具有
咳嗽、咳痰、喘息症状的其他疾病 ꎻ并发症是慢阻肺ꎮ

９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ＣＯＰＤ)是一种具有不完全可逆气流受限为特征的肺部疾病 ꎬ呈进
行性

１０.引起慢性肺心病最常见病因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以慢性支气管炎并发阻塞性肺气肿最
常见ꎮ

１１.支气管哮喘主要特征 :气道高反应性 支气管痉挛、黏液栓阻塞 ꎮ

１２.社区获得性肺炎即医院外感染 :肺炎球菌最为常见 ꎮ

１３.治疗肺炎球菌肺炎时 ꎬ首选的抗生素是青霉素ꎮ

１４.肺结核 :结核分枝杆菌是结核病的病原菌 ꎮ

１５.原发型肺结核 :原发病灶、引流淋巴管炎和肿大的肺门淋巴结 ꎮ

Ｘ 线表现 :为哑铃型阴影 ꎬ形成典型的原发综合征 ꎮ

１６.诊断肺结核 痰结核分枝杆菌检查可确诊 ꎻ 痰培养法 :结核病诊断的金标准 ꎻ痰涂
片检查 :快 ꎬ确诊首选ꎮ

１７.肌红蛋白是心肌坏死后最早出现在血液中的标志物 ꎬ 发病后 ２ 小时左右外周血中
检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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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５＋２＋１”

１８.急性心肌梗死心脏标志物检查特异性最高的是肌钙蛋白 ꎮ

１９.亚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最常见的病原菌是草绿色链球菌 ꎮ

２０.发热是感染性心内膜炎最常见的症状 ꎬ亚急性 :Ｏｓｉｅｒ结节、Ｒｏｔｈ斑、指和趾甲下线状出
血、瘀点 ꎻ急性 :Ｊａｎｅｗａｙ损害ꎮ

２１.１８岁以上成年人高血压 :在未服抗高血压药物情况下 ꎬ收缩压均≥１４０ｍｍＨｇ和(或)舒
张压≥９０ｍｍＨｇꎮ

２２.消化性溃疡是 一 种多因素疾病 ꎬ 胃酸在溃疡形成中起关键作用 ꎬ 病因 :幽门螺杆菌
感染 ꎮ

２３. 胃溃疡 :多见于胃窦和胃小弯 ꎬ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多发在十二指肠球部 ꎮ

２４.消化性溃疡的主要症状是上腹痛或不适特点 :①反复发作 ꎻ②周期性 ꎻ③节律性 ꎮ

２５.消化性溃疡最常见的并发症是出血 ꎮ

２６.肝硬化病因很多 ꎬ在国内主要见于乙型病毒型肝病患者 ꎬ在国外主要是慢性酒精中毒
引起ꎮ

２７.肝硬化失代偿期表现为肝功能减退和门脉高压症 ꎮ

２８.肝硬化最常见的并发症是上消化道出血 ꎮ

２９.肝功能减退临床表现 :贫血、蜘蛛痣、肝掌形成男性乳腺发育(雌激素水平增高) 肝性
面容ꎮ

３０. 门脉高压症 :①脾肿大 ꎮ ②侧支循环的建立 :食管与胃底静脉曲张(是肝硬化特征性改
变)、腹壁静脉曲张以及痔静脉扩张 ꎮ ③腹水 :失代偿期最常见、最突出的表现 ꎮ

３１.依据我国的标准 ꎬ血红蛋白测定值 :成年男性低于 １２０ｇ/Ｌ、成年女性低于 １１０ｇ/Ｌ、妊娠
期低于 １００ｇ/Ｌ 可诊断为贫血ꎮ

３２.十二指肠和空肠上段肠黏膜是吸收铁的主要部位 ꎮ

３３.大细胞性贫血 :巨幼细胞贫血、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正常细胞性贫血 :再生障碍性贫血、急性失血性贫血

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 :缺铁性贫血(异食癖)、海洋性贫血、慢性贫血
３４.Ａｎｅｒ小体不见于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ꎮ

３５.霍奇金淋巴瘤诊断最有意义的是骨髓检查发现 Ｒ－Ｓ细胞 ꎻ非霍奇金淋巴瘤 :Ｂ 细胞ꎮ

３６.与急性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发病最相关的原因是病毒感染 ꎮ

３７.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是脑出血 ꎮ

３８. 甲亢术后最危险的并发症是呼吸困难和窒息 ꎮ

３９. 甲亢术后出现甲状腺危象的主要原因是术前准备不充分 ꎮ

４０.原发性慢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 ꎬ典型体征是皮肤黏膜色素沉着 ꎮ

４１.１ 型糖尿病 :胰岛依赖性糖尿病ꎻ２ 型糖尿病 :胰岛抵抗型糖尿病

４２.糖尿病的一般症状为多尿、多饮、多食和体重减轻 ꎬ常伴有软弱、乏力 ꎬ许多患者有皮肤
瘙痒症状 ꎮ

４３.诊断标准 :

(１)空腹血浆葡萄糖( ＦＰＧ)>７ .０ｍｍｏｌ/Ｌ(空腹血浆葡萄糖(ＦＰＧ)正常 :３ .９ ~６ .０ｍｍｏｌ/Ｌꎻ空
腹血糖受损 :６ .１ ~７ｍｍｏｌ/Ｌꎬ另一天再次证实ꎮ

(２) ＯＧＴＴ中 ２ 小时血浆葡萄糖(２ｈＰＧ) :≥１１. １ ｍｍｏｌ/Ｌ (２００ｍｇ/ｄｌ) 为糖尿病 ꎬ且需另一
天再次证实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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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糖化血红蛋白 :ＨｂＡ１ｃ>６ .５％(反应最近的血糖情况) ꎮ

４４.糖尿病的基本病理生理改变是胰岛素绝对或相对分泌不足 ꎮ

４５.思维形式障碍包括思维联想障碍以及思维逻辑障碍 ꎬ常见的症状有思维奔逸、思维迟
缓、思维散漫、思维破裂ꎮ

４６.妄想知觉是精神分裂症的核心表现 ꎮ

４７.脑血栓形成最常见的病因 :脑动脉粥样硬化 ꎬ且常伴有高血压 ꎮ

４８.大脑中动脉主干闭塞可出现对侧偏瘫、偏身感觉障碍、同向性偏盲 ꎮ

４９.脑出血最主要的原因是高血压合并动脉硬化 ꎮ

５０.脑出血最常见类型为基底节区出血 ꎮ

５１.高血压性脑出血急性期处理的最重要环节是立即使用脱水药控制脑水肿 ꎬ 降低颅
内压ꎮ

５２.等渗性缺水(急性缺水) :最常见 ꎬ血清钠(１３５~ １４５ｍｍｏｌ/Ｌ) ꎬ可造成细胞外液量(包括
循环血量) 的迅速减少 ꎬ不口渴ꎮ 治疗 :静脉滴注平衡盐溶液或等渗盐水(０ .９％ＮＡＣＬ) ꎮ

５３.低渗性缺水(慢性缺水) :缺钠多于缺水 ꎬ血清钠<１３５ｍｍｏｌ/Ｌꎮ

５４.高渗性缺水(原发性缺水) :血清钠>１５０ｍｍｏｌ/Ｌ ꎬ最早出现的临床症状是口渴 ꎮ

５５.低钾血症 :正常血钾(细胞外的钾)浓度为 ３ .５ ~５ .５ｍｍｏｌ/Ｌꎮ

确诊 : 血钾浓度低于 ３ .５ ｍｍｏｌ/Ｌꎮ

５６.休克的根本病因是有效循环血量不足 ꎮ

５７.休克分为感染性休克、低血容量性休克、心源性休克、过敏性休克、神经性休克ꎮ

５８.抗休克一般措施 :中凹位 ꎻ首要的基本措施为补充血容量 ꎮ

５９.休克治疗过程中 ꎬ最重要的观察指标是尿量 ꎬ尿量稳定在 ３０ｍＬ/ｈ 以上→休克纠正ꎮ

６０. 中心静脉压( ＣＶＰ) :代表了右心房或者胸腔段腔静脉内压力的变化 ꎬ可反映全身血容
量与右心功能之间的关系 ꎮ 正常为 ５ ~ １０ｃｍＨ２０ꎮ

６１.丹毒是皮肤淋巴管网的急性炎症感染 ꎬ病原菌为溶血性链球菌 ꎬ好发部位是下肢 ꎬ

６２.破伤风是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侵入人体伤口 ꎬ生长繁殖 ꎬ产生痉挛毒素(外毒素) 而引
起的急性特异性感染 ꎮ

临床表现 :１２~２４小时后出现典型的肌强烈收缩 ꎬ初为咬肌 ꎬ牙关紧闭、“ 苦笑面容 ” ( 累及
表情肌) ꎬ躯干呈角弓反张状( 累及全身躯干肌) ꎬ神志清楚 ꎻ持续性呼吸肌群和膈肌痉挛 ꎬ可造
成呼吸停止( 累及呼吸肌) ꎬ直至死亡ꎮ

６３.必须优先抢救的急症主要包括心搏骤停、窒息、大出血、张力性气胸( 不含闭合性气
胸)、休克、腹部内脏脱出 ꎮ

６４.出生后(脐带结扎)一个月(２８天)称新生儿期 ꎮ

６５.乳房发育等第二性征出现至生殖器官逐渐发育成熟 ꎬ乳房发育是女性第二性征的最初
特征 ꎬ月经初潮为青春期重要标志( 晚于乳房发育 ２ .５ 年) ꎬＷＨＯ规定青春期为 １０~ １９岁ꎮ

６６.世界卫生组织将卵巢功能开始衰退直至绝经后 １ 年内的时期称为围绝经期ꎮ

６７.卵巢合成及分泌的性激素主要有雌激素(雌二醇及雌酮)、孕激素和少量雄激素 ꎮ

６８.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的分泌呈脉冲式 ꎮ

６９.母儿间 Ｏ２和 ＣＯ２在胎盘中以简单扩散方式交换 ꎮ

７０.母血中分子量较大的免疫抗体 ＩｇＧ能通过胎盘 ꎬ使胎儿从母体获得被动免疫 ꎮ

７１.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ＨＣＧ)是由合体滋养细胞合成的糖蛋白激素 ꎬ至妊娠 ８ ~ １０周血

３７３

第
十

二

章



婴儿每天每千克的摄入水量＝１５０－１００ｍＬ牛奶ꎮ

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５＋２＋１”

清 ＨＣＧ浓度达最高峰 ꎬ产后 ２ 周内消失ꎮ

７２.妊娠期 :３２~ ３４周达高峰分娩期心脏负担最重 ꎬ产后 ３ 日内仍是心脏负担较重的时期ꎮ

７３.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持续感染是子宫颈癌的主要发病因素 ꎮ

７４.子宫颈癌好发部位 :宫颈鳞－柱状上皮交界区ꎻ直接蔓延 :最常见的转移方式 ꎻ肝是血行

７５.卵巢衰退是绝经前最早出现的变化 ꎬ潮热是围绝经期的标志性症状 ꎮ

７６.围生期 : 自胎龄满 ２８周(体重为 １０００ｇ)至出生后的 ７ 足天内ꎮ

７７.新生儿期是指自胎儿娩出脐带结扎开始至生后 ２８天内包含在婴儿期之内 ꎮ

７８.幼儿期是指从 １ 周岁后到满 ３ 周岁之前ꎮ

７９.小儿生长发育过程中 ꎬ两个生长高峰是婴儿期和青春期 ꎮ

８０.神经系统发育最早 ꎻ生殖系统发育最晚 ꎮ

８１.头围、胸围 :２ 岁内测量最有价值
１ 岁 :胸围＝头围＝４６ｃｍ

出生３３~３４ｃｍꎻ１ 岁约 ４６ｃｍꎻ２ 岁约４８ｃｍꎻ５ 岁约 ５０ｃｍꎻ１５岁 ５４~５８ｃｍꎬ

８２.头围测量方法经眉弓上缘到枕骨结节左右对称环绕一圈 ꎮ

８３.正常小儿前囟闭合最晚的年龄是 ２ 岁ꎮ

骨龄简易计算法 :年龄＋１ꎻ１ 岁 ２ 个ꎬ１０岁出齐ꎬ共 １０个ꎮ

８４.小儿语言发育 ３ 个阶段的顺序是发音、理解、表达ꎮ

８５.体重 :反映体格发育、近期营养
<６ 月 :体重(ｋｇ)＝出生体重＋月龄×０.７ꎻ

７ ~ １２月 :体重(ｋｇ)＝６＋月龄×０ .２５ꎻ
２ ~ １２岁 :体重(ｋｇ)＝８＋年龄×２ꎮ

８６.身高(反映远期营养、骨骼发育)

２ ~ １２岁身高计算公式 :身高(ｃｍ)＝７５＋年龄×７ ꎮ

８７.牛乳与人乳的最大区别是缺乏免疫因子 ꎮ

８８.奶量计算法 :

每日能量需要计算 :婴儿每日能量需要 １００ｋｃａｌ/ｋｇꎬ需水分 １５０ｍＬ/ｋｇꎮ

婴儿每天每千克的摄入 ８％糖牛乳＝１００ｍＬ(供能约 １００ｋｃａｌ) ꎻ

婴儿每天每千克的摄入总液量＝１５０ｍＬ/ (ｋｇ .ｄ) ꎻ

８９.营养性维生素 Ｄ 缺乏性佝偻病是由于儿童体内维生素 Ｄ 不足使钙、磷代谢紊乱 ꎬ产生
的一种以骨骼病变为特征的全身慢性营养性疾病 ꎬ主要见于 ２ 岁以下婴幼儿ꎮ

９０.疱疹性咽峡炎 :病原体为柯萨奇 Ａ 组病毒 ꎬ 咽部充血 ꎬ 咽腭弓、腭垂、软腭等处有 ２ ~

４ｍｍ 大小的疱疹ꎮ

９１.咽结合膜热 :由腺病毒 ３、７ 型所致 ꎬ发热、咽炎和结膜炎为特征ꎮ

历年真题5年

１ .小儿死亡率最高的时期是
Ａ .新生儿期

配套名师高清视频
Ｃ .幼儿期

３７４

Ｂ .婴儿期
Ｄ .学龄前期

转移的最常见部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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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学龄期
【 答案】 Ａ

【 解析】 新生儿期 : 自胎儿娩出脐带结扎至生后 ２８天止 ꎬ死亡率最高 ꎮ 婴儿期 :生长发育

最迅速ꎻ青春期 :是生长发育的第二个高峰期 ꎮ

２.婴儿期的发育特点是
Ａ .模仿性强 Ｂ .语言发育迅速
Ｃ .体格发育相对稳定 Ｄ .营养紊乱多见
Ｅ .违拗性强
【 答案】 Ｄ

【 解析】 婴儿期 : 出生后至满 １ 周岁之前 ꎬ是生长发育最迅速的时期 ꎬ在这一 阶段 ꎬ代谢旺

盛 ꎬ营养需求大 ꎬ易患消化紊乱、营养不良等疾病ꎮ

３ .不符合小儿生长发育的顺序规律的是
Ａ .由上到下 Ｂ .由远到近
Ｃ .由粗到细 Ｄ .由低级到高级
Ｅ .由简单到复杂
【 答案】 Ｂ

【 解析】 生长发育的一般规律 :由上到下、由近到远、由粗到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

杂. 神经系统发育最早ꎻ生殖系统发育最晚 ꎮ

４ .新生儿生后 ４ ~６ 个月时ꎬ体重每个月增加

Ａ .１００~２００ｇ
Ｃ.５００~６００ｇ
Ｅ.９００~１０００
【 答案】 Ｃ

【 解析】 ６ 个月以内的婴儿 ꎬ体重每个月平均增加 ７００ｇꎬ０－－３个月增长最快 ꎬ每个月体重增

加 ７００~８００ｇꎬ４~６ 个月ꎬ每个月体重增加 ５００~６００ｇꎮ

５ .２ ~ １２岁小儿体重(ｋｇ)的计算公式是
Ａ .年龄×２＋９ Ｂ.年龄×３＋８
Ｃ .年龄×１＋８ Ｄ.年龄×１＋９
Ｅ .年龄×２＋８
【 答案】 Ｅ
【解析】 ６ 月以内 :体重(ｋｇ)＝ 出生体重＋月龄×０ .７ꎻ

７ ~ １２月 :体重(ｋｇ)＝６＋月龄×０ .２５ꎻ
２ ~ １２岁 :体重(ｋｇ)＝８＋年龄×２ꎮ

６ .５ 岁小儿按公式计算身高、体重及头围约是
Ａ.１１８ｃｍꎬ２２ｋｇꎬ５４ｃｍ Ｂ.１１４ｃｍꎬ２１ ｋｇꎬ５３ ｃｍ
Ｃ.１１１ ｃｍꎬ２０ｋｇꎬ５２ｃｍ Ｄ.１０８ｃｍꎬ１９ｋｇꎬ５１ ｃｍ
Ｅ.１１０ｃｍꎬ１８ｋｇꎬ５０ｃｍ
【 答案】 Ｅ

【 解析】 ２ ~ １２岁 : 体重(ｋｇ)＝８＋年龄×２ꎻ身高(ｃｍ)＝７５＋年龄×７ꎻ 头围 : 出生 ３３－３４ｃｍꎻ

１ 岁约４６ｃｍꎻ２ 岁约４８ｃｍꎻ５ 岁约５０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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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5+2+1 ”

7.小儿前囟闭合的时间是
A.4 ~ 8 个月 B.9 ~ 11 个月
C.12 ~ 18 个月 D.19 ~24 个月
E.25 ~ 30 个月
【 答案】 C

【 解析】 前囟 :菱形间隙 ꎬ两个对边中点连线的长短表示 ꎬ一般 1 ~ 1 .5 岁闭合 ꎬ最迟 2 岁闭

合ꎻ后囟:三角形间隙 ꎬ一般 6 ~ 8 周闭合ꎻ颅缝生后 3 ~4 个月闭合ꎮ

8.小儿有牙 18 颗 ꎬ会用汤匙吃饭 ꎬ能说 2 ~ 3 个字拼成的短语 ꎬ其年龄为
A.1 岁 B.1 岁半
C.2 岁 D.2 岁半
E.3 岁
【 答案】 C

【 解析】 1 岁半孩子 :爬台阶 ꎬ有目标地扔皮球 ꎬ 能认识和指出身体各部分ꎮ 2 岁:双脚跳 ꎬ

12 ~ 15 个月用勺子吃饭 ꎬ会翻书ꎻ说出自己熟悉的物品名称 ꎬ会说自己的名字 ꎬ会说简单的句

子 ꎬ能够使用动词和代词 ꎬ且说话时具有音调变化ꎻ乳牙 20 颗 ꎬ2 ~5 岁萌出ꎮ

9.一小儿体重 7 kg ꎬ身高 65 cm ꎬ头围 42 cm ꎬ乳牙 2 枚 ꎬ能独坐一会儿 ꎬ不能听懂自己的名
字ꎮ 此小儿的年龄最可能是

A.9 个月 B.8 个月
C.7 个月 D.6 个月
E.5 个月
【 答案】 D

【 解析】 4 个月 :握持玩具 ꎻ咿呀发音笑出声 ꎻ

6 个月 :独坐一会ꎻ手摇玩具ꎻ发音 ꎬ认识母亲、生熟人ꎻ

7 个月 :有意识翻身 ꎬ独坐ꎻ玩具换手ꎻ无意识叫 “爸爸 ” “妈妈 ” ꎬ认识物体 ꎻ

8 个月 :会爬ꎻ

11 个月 :独站片刻ꎻ模仿成人动作 ꎬ再见ꎮ

10.婴儿期计划免疫 ꎬ正确的接种时间是
A.脊髓灰质炎疫苗 2 个月以上 B.卡介苗 2 ~ 3 个月
C.麻疹疫苗 4 ~5 个月 D.牛痘 6 ~ 8 个月
E.乙型脑炎疫苗 9 ~ 10 个月
【 答案】 A

【 解析】 卡介苗 : 出生时 ꎻ

乙肝疫苗 : 出生时、1 个月、6 个月 ꎻ

脊髓灰质炎疫苗 :2 个月、3 个月、4 个月 ꎻ

百白破疫苗 :3 个月、4 个月、5 个月 ꎻ

麻疹疫苗 :8 个月ꎮ

11 .患者ꎬ男ꎬ72 岁ꎮ 咳嗽、咳痰 30 年ꎬ加重伴气短 10 天ꎮ 查体 :神志清楚ꎬ口唇发绀ꎬ桶状
胸 ꎬ双肺闻及少许干、湿啰音 ꎮ 胸部 X 线片示双肺纹理增粗、紊乱 ꎮ 血气分析示 :PaO2 55

mmHg ꎬPaCO2 39 mmHgꎮ 该患者发生呼吸衰竭的最主要机制是
A.肺内分流 B.弥散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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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肺通气不足 Ｄ .氧耗量增加
Ｅ .通气/血流比例失调
【 答案】 Ｂ

【 解析】 根据题干描述 ꎬ患者咳嗽、咳痰 ３０年 ꎬ加重伴气短 １０天ꎮ 查体 :神志清楚 ꎬ 口唇发

绀 ꎬ桶状胸 ꎬ双肺闻及少许干、湿啰音ꎮ 血气分析示 :ＰａＯ２５５ ｍｍＨｇꎬＰａＣＯ２ ３９ ｍｍＨｇꎮ 考虑为

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引起的Ⅰ型呼衰 ꎬ考虑该患者发生呼衰的原因主要为弥散功能障碍 ꎮ

１２.对肺炎球菌肺炎的诊断最有价值的是

Ａ .高热、咳铁锈色痰 Ｂ . 白细胞升高 ꎬ核左移 ꎬ胞质有中毒颗粒
Ｃ .胸片大片均匀致密影 Ｄ .肺部湿性啰音
Ｅ .痰培养肺炎球菌阳性
【 答案】 Ａ

【 解析】 肺炎球菌肺炎即大叶性肺炎 ꎬ患者常有受凉、淋雨、醉酒或上呼吸道感染病史 ꎮ

寒战、体温迅速升到 ３９~４０℃ ꎬ咳嗽 ꎬ痰少 ꎬ可带血或呈铁锈色ꎮ 其中咳铁锈色痰是肺炎球
菌肺炎最有诊断价值的 ꎮ

１３.患者 ꎬ男ꎬ３０岁ꎮ ５ 天前淋雨 ꎬ次日出现寒战高热ꎬ继之咳嗽 ꎬ咳少量黏液脓性痰 ꎬ伴右
侧胸痛 ꎮ 查体 Ｔ３９℃ ꎬ急性病容 ꎬ 口角和鼻周有疱疹ꎮ 心率 １１０次/分ꎬ律齐ꎮ 血 ＷＢＣ计数 １１
×１０９/Ｌ ꎬ胸片示大片实变影ꎮ 其诊断是

Ａ .肺脓肿 Ｂ .干酪性肺炎
Ｃ .葡萄球菌肺炎 Ｄ .支原体肺炎
Ｅ .肺炎球菌肺炎
【 答案】 Ｅ

【 解析】 根据题干描述 ꎬ患者淋雨 ꎬ次日出现寒战高热 ꎬ 咳嗽咳痰 ꎬ 口 角和鼻周有疱疹 ꎬ胸片

示大片实变影 ꎬ均为肺炎球菌肺炎的表现ꎮ

１４.肺炎球菌肺炎患者对青霉素过敏 ꎬ宜选用的有效抗菌药物是
Ａ .庆大霉素 Ｂ .阿米卡星
Ｃ .链霉素 Ｄ .左氧氟沙星
Ｅ .阿莫西林
【 答案】 Ｄ

【 解析】 肺炎球菌肺炎患者青霉素为首选 ꎬ若对青霉素过敏 ꎬ 宜选用呼吸氟喹诺酮类、头孢

噻肟、或头孢曲松类 ꎮ 左氧氟沙星属于喹诺酮类药物ꎮ

１５.患者 ꎬ女 ꎬ２８岁ꎮ 干咳、低热、盗汗半个月 ꎬ今日突然咯血两口而就诊ꎮ 左上肺可闻及湿
啰音 ꎮ 首先应考虑的诊断是

Ａ .肺炎球菌肺炎 Ｂ .支气管扩张
Ｃ .肺脓肿 Ｄ .肺结核
Ｅ .肺癌
【 答案】 Ｄ

【 解析】 患者 ２８岁 ꎬ干咳、低热、盗汗半个月 ꎬ 突然咯血 ꎬ左上肺湿啰音 ꎬ考虑患者较年轻 ꎬ

伴低热盗汗 ꎬ咯血 ꎬ首先考虑肺结核ꎮ

１６.患者 ꎬ女ꎬ２０岁ꎮ 低热、咳嗽 １ 个月 ꎬ查体 :消瘦 ꎬ右颈部可触及数个绿豆大小淋巴结ꎬ稍
硬、活动、无压痛 ꎬ右肺呼吸音稍减弱 ꎬ胸片见右上钙化灶 ꎬ右肺门淋巴结肿大ꎮ 诊断首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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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５＋２＋１”

的是
Ａ .原发型肺结核 Ｂ .浸润型肺结核
Ｃ .血行播散型肺结核 Ｄ .结核性渗出性胸膜炎
Ｅ .慢性纤维空洞型肺结核
【 答案】 Ａ

【 解析】 根据题干描述 ꎬ患者低热、咳嗽 １ 个月 ꎬ右颈部可触及病变淋巴结 ꎬ胸片见右上钙

化灶 ꎬ右肺门淋巴结肿大 ꎬ未见空洞、播散性病灶 ꎬ考虑为原发性肺结核ꎮ

１７.患者ꎬ男ꎬ４０岁ꎮ 乏力、咳嗽 ２ 月余ꎬ伴低热、盗汗、痰中带血 １ 周ꎬ胸片示 :右肺上叶尖
段炎症 ꎬ伴有空洞形成ꎮ 最可能的诊断是

Ａ .肺囊肿继发感染 Ｂ .浸润型肺结核
Ｃ .慢性肺脓肿 Ｄ .癌性空洞伴感染
Ｅ .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
【 答案】 Ｂ

【解析】 根据题干描述 ꎬ患者乏力、咳嗽 ２ 月余 ꎬ伴低热、盗汗、痰中带血 １ 周 ꎬ考虑患者为

肺结核 ꎬ浸润型肺结核( 最主要) : 多发生在肺尖和锁骨下 ꎬＸ 线云雾状改变 ꎬ病灶可融合形成

空洞 ꎮ 故患者为浸润性肺结核ꎮ

１８.属抑菌作用的抗结核药物是

Ａ .异烟肼(ＩＮＨ) Ｂ .链霉素(ＳＭ)
Ｃ .利福平(ＲＦＰ) Ｄ .乙胺丁醇(ＥＭＢ)

Ｅ .吡嗪酰胺(ＰＺＡ)

【 答案】 Ｄ

【 解析】 异烟肼 : 抑制结核菌ＤＮＡ 与细胞壁合成 ꎻ 易引起肝损害 ꎬ周围神经炎ꎻ利福平 : 易

引起肝损害ꎻ吡嗪酰胺 :易引起高尿酸血症ꎻ乙胺丁醇 :无杀菌作用 ꎬ只有抑菌作用ꎻ易引起视神

经炎ꎻ链霉素 :有耳毒性ꎮ

１９.急性心肌梗死最常见的心律失常是
Ａ .心房颤动 Ｂ .房室传导阻滞
Ｃ .室性期前收缩 Ｄ .窦房传导阻滞
Ｅ .加速性室性自主心律
【 答案】 Ｃ
【 解析】 急性心肌梗死 :１ 小时以上的心前区疼痛 ꎬ休息和含硝酸甘油片多不能缓解ꎮ 室性

心律失常最多 ꎬ心电图 :①ＳＴ段抬高呈弓背向上型ꎻ②宽而深的 Ｑ 波( 病理性 Ｑ 波) ꎬ③Ｔ 波
倒置ꎮ

２０.急性心肌梗死时 ꎬ特异性最高的血清标志物是

Ａ.ＬＤＨ Ｂ.α－ＨＢＤＨ

Ｃ .ＡＳＴ Ｄ.ＴＮＴ(ｃＴｎＩ)
Ｅ.ＣＰＫ
【 答案】 Ｄ

【 解析】 ＬＤＨ:血清乳酸脱氢酶ꎻα－ＨＢＤＨ:血清 α－羟丁酸脱氢酶ꎻＡＳＴ:血清天门冬氨酸氨

基转移酶ꎻＴＮＴ:心肌肌钙蛋白ꎻＣＰＫ:肌酸磷酸激酶 ꎮ 急性心肌梗死血清心肌酶检查中 ꎬ ＣＰＫ
升高最早(６ 小时以内) ꎬ下降最快 (３ ~４ 天恢复正常) ꎬ其次为 ＡＳＴꎬ最后为 ＬＤＨꎮ 肌钙蛋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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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特异ꎮ

21 .患者 ꎬ男 ꎬ60 岁 ꎬ因急性心肌梗死收入院ꎮ 住院第二天心尖部出现 2/6 ~ 3/6 级粗糙的
收缩期杂音 ꎬ间断伴喀喇音 ꎬ经抗缺血治疗后心脏杂音消失ꎮ 该患者最可能的诊断为

A.心脏乳头肌功能失调 B.心脏乳头肌断裂
C.心脏游离壁破裂 D.心脏二尖瓣穿孔
E.心室膨胀瘤
【 答案】 A

【 解析】 根据题干描述 ꎬ 患者急性心肌梗死发作并出现并发症ꎻ发生率最高的是乳头肌功

能失调或断裂 ꎮ

乳头肌功能失调 :收缩中晚期喀喇音和吹风样收缩期杂音 ꎮ

乳头肌整体断裂 :海鸥叫代表乳头肌腱索断裂 ꎮ

22.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最常见的致病菌是
A.草绿色链球菌 B.金黄色葡萄球菌
C.淋球菌 D.肺炎球菌
E.肠球菌
【 答案】 B

【 解析】 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常见的致病菌是 :金黄色葡萄球菌ꎻ亚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

常见的致病菌是草绿色链球菌 ꎮ

23.亚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最常见的并发症是
A.心力衰竭 B. 肾小球肾炎
C.迁移性脓肿 D.细菌性动脉瘤
E.脑栓塞与脑脓肿
【 答案】 A

【 解析】 感染性心内膜炎并发症心力衰竭为最常见ꎻ血培养是诊断最重要方法 ꎮ

24.下列哪项属于感染性心内膜炎的主要诊断依据是

A.两次血培养均为同一典型的致病菌 B.Janeway 损坏

C.风湿性心脏病伴发热 D.睑结膜瘀点
E. 肾小球肾炎
【 答案】 A

【 解析】 血培养是诊断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最重要方法 ꎬ若两次血培养均为同一典型的致病

菌即可确诊 ꎮ

25.患者 ꎬ女 ꎬ68 岁ꎮ 高血压病史 5 年 ꎬ药物治疗后血压波动于 140 ~ 170/50 ~ 80 mmHgꎬ既
往有糖尿病病史 ꎮ 该患者的收缩压控制目标应低于

A.140 mmHg B.130 mmHg

C.125 mmHg D.120 mmHg

E.110 mmHg

【 答案】 B

【 解析】 根据题干描述 ꎬ患者高血压病史 ꎬ有糖尿病病史 ꎬ而糖尿病 ꎬ慢性肾病 ꎬ心衰或病情

稳定的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 ꎬ收缩压控制目标应低于 130 mmHgꎮ

26.患者 ꎬ男 ꎬ75 岁ꎮ 高血压病史 6 年 ꎬ平素血压 170/70 mmHgꎮ 实验室检查 :空腹血糖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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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ｏｌ/Ｌ ꎬ血肌酐 １８０ μｍｏｌ/Ｌꎬ尿蛋白(＋＋) ꎮ 该患者的收缩压至少控制在
Ａ .１３０ ｍｍＨｇ以下 Ｂ .１１０ｍｍＨｇ以下
Ｃ .１４０ ｍｍＨｇ以下 Ｄ .１２０ ｍｍＨｇ以下
Ｅ .１５０ ｍｍＨｇ以下
【 答案】 Ａ

【 解析】 根据题干描述ꎬ患者空腹血糖 ５ .６ｍｍｏｌ/Ｌꎬ血肌酐 １８０ μｍｏｌ/Ｌꎬ尿蛋白(＋＋) ꎬ有肾
脏病变 ꎬ收缩压至少控制在 １３０ ｍｍＨｇ以下ꎮ 患者高血压病史 ꎬ有糖尿病病史 ꎬ而糖尿病 ꎬ慢性
肾病 ꎬ心衰或病情稳定的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 ꎬ收缩压控制目标应低于 １３０ｍｍＨｇꎮ

２７. 胃溃疡最常发生的部位是
Ａ.贲门旁 Ｂ .胃后壁
Ｃ .胃小弯 Ｄ .胃大弯
Ｅ .幽门前壁
【 答案】 Ｃ

【 解析】 胃溃疡多见于胃角和胃窦小弯 ꎻ 十 二指肠球部溃疡多发在球部 ꎬ 以前壁或后壁

多见ꎮ

２８.消化性溃疡病的主要临床表现是
Ａ .持续性上腹痛 Ｂ .反酸、嗳气
Ｃ .食欲不振、上腹部不适 Ｄ .精神、神经症状
Ｅ .慢性、周期性、节律性上腹痛
【 答案】 Ｅ

【 解析】 消化性溃疡主要表现上腹痛或不适 :①反复发作 ꎻ②周期性ꎻ③节律性 ꎮ

２９.我国肝硬化最常见的病因是
Ａ .慢性酒精中毒 Ｂ .乙型病毒性肝炎
Ｃ . 自身免疫性肝炎 Ｄ .丙型病毒性肝炎
Ｅ .药物中毒
【 答案】 Ｂ

【 解析】 我国肝硬化最常见的病因是以病毒性肝炎为主(主要为乙型或丙型肝炎) ꎮ

３０.肝硬化时 ꎬ门脉高压可引起
Ａ .男性乳腺发育 Ｂ .食管静脉曲张
Ｃ .氨中毒 Ｄ .凝血因子减少
Ｅ.黄疸
【 答案】 Ｂ
【 解析】 肝硬化时 :①门脉高压症 :脾肿大ꎻ侧支循环的建立ꎻ腹水 ꎮ ②肝功能减退 :全身症

状ꎻ消化系统ꎻ出血倾向和贫血ꎻ内分泌功能紊乱 :蜘蛛痣、肝掌形成ꎻ男性乳腺发育(雌激素水

平增高) ꎻ肝性面容ꎮ

３１.诊断肾病综合征时
Ａ .高脂血症
Ｃ .大量蛋白尿
Ｅ.水肿
【 答案】 Ｂ

不含下列哪项表现
Ｂ .高血压
Ｄ .低血浆白蛋白

３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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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肾病综合征临床表现 :蛋白尿ꎻ低蛋白血症ꎻ水肿 ꎻ高脂血症ꎮ

３２.慢性肾衰竭维持性透析治疗的指征是
Ａ .血肌酐>３５０μｍｏｌ/Ｌ Ｂ.血肌酐>４４２μｍｏｌ/Ｌ
Ｃ .血肌酐>５３０μｍｏｌ/Ｌ Ｄ.血肌酐>７０７ μｍｏｌ/Ｌ
Ｅ .血肌酐>８８４ μｍｏｌ/Ｌ
【 答案】 Ｄ
【 解析】 肾衰ꎮ 透析指征 :血肌酐(ＳＣｒ)>７０７μｍｏｌ/Ｌ、血钾>６ .５ｍｍｏｌ/Ｌꎮ

３３.我国慢性肾衰竭最常见的病因为
Ａ .慢性肾小球肾炎 Ｂ .糖尿病肾病
Ｃ .狼疮肾炎 Ｄ .高血压肾病
Ｅ .梗阻性肾病
【 答案】 Ａ
【 解析】 我国引起慢性肾衰竭最常见的原因是慢性肾小球肾炎 ꎮ

３４.贫血是外周血单位体积中
Ａ .红细胞数低于正常
Ｂ .血细胞比容低于正常
Ｃ .红细胞数及血红蛋白量低于正常
Ｄ .红细胞数、血红蛋白量和血细胞比容低于正常
Ｅ .循环血量较正常者减少
【 答案】 Ｃ

【 解析】 贫血主要指的是红细胞数及血红蛋白量两者的减少 ꎮ

３５.根据国内标准 ꎬ血红蛋白测定值下列哪项可诊断为贫血

Ａ .成年男性低于 １３０ｇ/Ｌ Ｂ.成年女性低于 １１０ｇ/Ｌ
Ｃ .妊娠期低于 １０５ｇ/Ｌ Ｄ.哺乳期低于 １１５ｇ/Ｌ
Ｅ .初生儿至 ３ 个月低于 １５０ｇ/Ｌ
【 答案】 Ｂ

【 解析】 血红蛋白测定值 :成年男性低于 １２０ｇ/Ｌ、成年女性低于 １１０ｇ/Ｌ、妊娠期低于 １００ｇ/

Ｌ 可诊断为贫血ꎮ

３６.不属于小细胞性贫血的是

Ａ .缺铁性贫血 Ｂ .β－球蛋白生成障碍(海洋性)贫血

Ｅ .再生障碍性贫血
【 答案】 Ｅ

【 解析】 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 :慢性病贫血、缺铁性贫血、β－球蛋白生成障碍贫血ꎻ大细胞

性贫血 : 巨幼细胞贫血 ꎬ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ꎻ正常细胞性贫血 :再生障碍性贫血、急性失血性
贫血ꎮ

３７.易侵犯中枢神经系统的白血病是
Ａ .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

Ｃ .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
Ｅ .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

３８１

第
十

二

章

Ｂ .急性单核细胞性白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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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Ｄ

【 解析】 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 ꎬ 以急淋最常见 ꎬ是白血病最常见的髓外浸润和髓外复发的

部位ꎻ口腔和皮肤浸润 齿龈增生 :多见于急单或急粒－单白血病ꎻ淋巴结和肝脾肿大 :急性

Ａ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Ｂ .急性粒细胞白血病
Ｃ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Ｄ .溶血性贫血
Ｅ .系统性红斑性狼疮
【 答案】 Ｂ

【 解析】 Ａｕｅｒ小体可见于急粒( Ｍ１、Ｍ２、Ｍ３)、急单和急粒单白血病细胞质内 ꎬ但不见于急

淋白血病 ꎮ

３９.下列哪项是治疗脑膜白血病的首选药物
Ａ .长春新碱 Ｂ .环磷酰胺

Ｃ .三尖杉酯碱 Ｄ .６－巯基嘌呤

【 解析】 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 急淋) 治疗 :鞘内注射甲氨蝶呤ꎮ

４０.霍奇金淋巴瘤最典型的临床表现是

Ａ .发热 Ｂ .面色苍白
Ｃ .无痛性淋巴结肿大 Ｄ .肝脾肿大
Ｅ .体重减轻
【 答案】 Ｃ

【 解析】 霍奇金淋巴瘤 :首发症状 :无痛性颈部或锁骨上淋巴结进行性肿大 ꎮ

４１.恶性淋巴瘤累及颈、腹股沟淋巴结、肝及肺 ꎬ并伴有发热、盗汗及体重减轻 ꎬ临床分期属
Ａ.ⅢＡ Ｂ.ⅣＢ
Ｃ.ⅣＡ Ｄ.ⅢＢ
Ｅ.ⅡＢ
【 答案】 Ｂ
【 解析】 Ⅰ期 : 病变仅限于 １ 个淋巴结区或单个结外器官局部受累 ꎻ

Ⅱ期 : 病变累及膈肌同侧 ２ 组或多组淋巴结区ꎮ

Ⅲ期 : 横膈上下均有淋巴结病变 ꎮ

Ⅳ期 : 弥漫性( 多灶性)１ 个或多个结外器官受到广泛性或播散性侵犯ꎮ

４２.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较少出现下列哪种情况
Ａ .肌肉血肿 Ｂ .鼻出血
Ｃ .月经过多 Ｄ . 口腔黏膜出血
Ｅ .皮肤瘀点
【 答案】 Ａ

【 解析】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临床表现 :皮肤瘀点、瘀斑 ꎬ鼻出血、牙龈出血、口腔及其

他部位黏膜出血、乏力 ꎬ女性月经量过多ꎮ

３８２

白血病浸润最常见的体征ꎮ 淋巴结肿大以急淋较多见ꎮ

３８.骨髓细胞内出现 Ａｕｅｒ小体常见于

Ｅ .甲氨蝶呤
【 答案】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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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若诊断临床糖尿病 ꎬ应选择下列哪项检查
A.尿糖 B.空腹血糖
C.糖化血红蛋白 D. 口服糖耐量试验
E.空腹胰岛素测定
【 答案】 B

【 解析】 诊断糖尿病 ꎬ空腹血浆葡萄糖(FPG) :>7.0mmol/L(126mg/dl) 为糖尿病 ꎬ且需另一

天再次证实 ꎮ

44.判断糖尿病控制程度较好的指标是
A.空腹血糖 B.饭后血糖
C.糖化血红蛋白 D.空腹血浆胰岛素含量
E.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

【 答案】 C

【 解析】 糖尿病时 ꎬ反应最近的血糖情况的为糖化血红蛋白 : HbA1c>6.5% ꎮ

45.双胍类降糖药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
A.乳酸性酸中毒 B.低血糖
C. 胃肠道反应 D.过敏性皮疹
E.肝功异常
【 答案】 C

【 解析】 肥胖的糖尿病患者服用双胍类药物 ꎬ不良反应 :消化道反应为最主要 ꎬ乳酸性酸中

毒最严重 ꎮ

46.磺脲类药物的主要不良反应是
A.恶心、呕吐 B.低血糖反应
C.肝功能损害 D. 白细胞减少
E.皮肤瘙痒
【 答案】 B

【 解析】 非肥胖的 2 型糖尿病患者服用磺脲类药物 ꎬ 不良反应 :低血糖反应最常见且最

重要ꎮ

47.下列哪种肝炎病毒基因组为 DNA

A. 甲肝 B.乙肝
C.丙肝 D.丁肝
E.戊肝
【 答案】 B

【 解析】 乙型肝炎病毒(HBV)是一种 DNA 病毒 ꎬ其他的肝炎病毒都是 RNA 病毒 ꎮ

48.主要通过消化道传播的肝炎是
A. 甲肝 B.乙肝
C.丙肝 D.丁肝
E. 自身免疫性肝炎
【 答案】 A

【 解析】 甲型肝炎和戊型肝炎 :主要是消化道传播 ꎮ 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和丁型肝炎 :①血

液传播 ꎻ②性传播 ꎻ③垂直传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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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细菌性痢疾的传播途径是
Ａ .呼吸道 Ｂ .消化道
Ｃ .虫媒传播 Ｄ .血液
Ｅ .接触传播
【 答案】 Ｂ
【 解析】 细菌性痢疾 :我国福氏志贺氏菌最常见 ꎬ 消化道传播ꎻ临床表现 :里急后重 ꎬ黏液脓

血便ꎮ

５０.下列哪项不是妄想的特点

Ａ .无事实根据 ꎬ但坚定不移相信 Ｂ . 内容与个人利益安全密切相关
Ｃ .是一种虚幻的知觉体验 Ｄ . 内容受个人经历、时代背景影响
Ｅ .具有个人特征 ꎬ不同于集体共有的信念
【 答案】 Ｅ

【 解析】 妄想特征 :信念的内容与事实不符 ꎬ 没有客观现实基础 ꎬ但患者坚信不疑ꎻ妄想内

容均涉及患者本人 ꎬ总是与个人利害有关ꎻ妄想具有个人独特性ꎻ妄想内容因文化背景和个人
经历而有所差异 ꎬ但常有浓厚的时代色彩 ꎮ

５１.椎－基底动脉系统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不可能出现的症状是
Ａ.失血 Ｂ .眩晕
Ｃ .构音障碍 Ｄ .复视
Ｅ .交叉瘫
【 答案】 Ａ

【 解析】 基底动脉闭塞可引起眩晕、呕吐、复视、四肢瘫、共济失调、昏迷和高热等ꎮ 但短暂

性缺血发生时间较短 ꎬ不引起失血ꎮ

５２.脑出血最常见的原因是
Ａ .脑动脉炎 Ｂ .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
Ｃ .血液病 Ｄ .脑动脉瘤
Ｅ .脑血管畸形
【 答案】 Ｂ
【 解析】 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常可致血管损伤 ꎬ弹性变差 ꎬ 易发生脑血管破裂出血ꎮ

５３.高血压性脑出血的好发部位是

Ａ .皮质下白质 Ｂ .脑桥
Ｃ .小脑 Ｄ .基底节区
Ｅ.脑室
【 答案】 Ｄ

【 解析】 脑出血时基底节区出血为最常见 ꎬ其中壳核出血最多 ꎮ 表现为突发的病灶对侧偏

瘫、偏身感觉缺失和同向性偏盲( “ 三偏 ” 综合征) ꎮ

５４.患者 ꎬ男ꎬ５２岁ꎮ 突发脑出血ꎬ头痛ꎬ呕吐 ꎬ昏迷 ꎬ血压 ２００/１２０ｍｍＨｇꎬ应迅速采取的治
疗是

Ａ .止血
Ｃ .降颅压
Ｅ .防治血管痉挛

Ｂ .降血压
Ｄ .维持生命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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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Ｃ
【 解析】 脑出血的迅速治疗为降颅压 ꎬ控制脑水肿 ꎬ预防脑疝的出现ꎮ

５５.下列溶液中 ꎬ适合治疗等渗性缺水的是
Ａ .平衡盐溶液 Ｂ .５％葡萄糖
Ｃ .０.４５％氯化钠 Ｄ .１０％葡萄糖
Ｅ .３％氯化钠
【 答案】 Ａ

【 解析】 治疗等渗性脱水理想的液体是平衡盐溶液 ꎮ 等渗性脱水可用等渗盐水或平衡盐

溶液ꎮ 治疗高渗性脱水用低渗性液体 ꎬ一般为 ０ .４５％氯化钠ꎮ

５６.患者 ꎬ男ꎬ５６岁ꎮ 因吞咽、饮水困难 ２ 周 ꎬ现有乏力、尿少、极度口渴来诊ꎮ 查体 :血压正
常 ꎬ唇干 ꎬ眼窝凹陷ꎬ烦躁不安ꎬ出现躁狂、幻觉 ꎬ有时昏迷ꎮ 该患者应考虑为

Ａ . 中度低渗性缺水 Ｂ . 中度等渗性缺水
Ｃ .重度等渗性缺水 Ｄ .重度高渗性缺水
Ｅ .中度高渗性缺水
【 答案】 Ｅ

【 解析】 根据题干描述ꎬ患者饮水困难 ２ 周ꎬ乏力、尿少、极度 口渴 ꎬ血压正常 ꎬ眼窝凹陷ꎬ烦

躁不安 ꎬ均为中度缺水的表现 ꎬ高渗性缺水时 ꎬ患者出现口渴 ꎬ故该患者应为中度高渗性缺水ꎮ

５７.女性患者体重 ５０ｋｇꎬ双侧臀部、双大腿、双小腿均为Ⅱ度、Ⅲ度烧伤 ꎬ第一个 ２４小时补
液总量为

Ａ.４９２５ｍＬ Ｂ.５０００ｍＬ
Ｃ.５０７５ｍＬ Ｄ.５１５０ｍＬ

Ｅ.５２２５ｍＬ
【 答案】 Ｂ
【 解析】 患者女性 ꎬ双臀占 ６％、双大腿占 ２１％、双小腿占 １３％ꎬ故总烧伤面积为 ４０％ꎬ第一

个 ２４小时补液量为体重( ｋｇ)×面积×１ .５＋２０００(ｍＬ) 即 :５０×４０×１ .５＋２０００＝５０００(ｍＬ) ꎮ

５８. 甲状腺癌中 ꎬ预后较好的是
Ａ . 甲状腺瘤恶变 Ｂ .乳头状腺癌
Ｃ .滤泡状腺癌 Ｄ .未分化癌
Ｅ .髓样癌
【 答案】 Ｂ

【 解析】 甲状腺癌中 ꎬ预后较好的是乳头状腺癌 ꎬ乳头状癌最常见 ꎬ 占成人的 ６０％和儿童的

全部ꎬ分化好 ꎬ发展缓慢 ꎬ肿瘤多为中心性 ꎬ预后较好ꎮ

５９.哪一类病理类型甲状腺癌预后最差
Ａ .乳头状腺癌 Ｂ .滤泡状腺癌
Ｃ .未分化癌 Ｄ .髓样癌
Ｅ .甲状腺瘤恶变
【 答案】 Ｃ

【 解析】 甲状腺癌中 ꎬ恶性程度最高的 ꎬ预后最差的是未分化癌ꎮ 发展迅速 ꎬ早期有颈部淋

巴结转移 ꎬ还可经血道转移至肺、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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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5+2+1 ”

60.女性青春期最早出现的是
A.月经来潮 B.乳房发育
C.体格发育 D.骨盆变化
E.脂肪蓄积
【 答案】 A

【 解析】 青春期 :从乳房发育等第二性征出现至生殖器官逐渐发育成熟 ꎮ 乳房发育是女性

第二性征的最初特征 ꎮ 月经初潮为青春期重要标志( 晚于乳房发育 2.5 年).

61 .女性胎儿卵巢开始分化发育是在妊娠
A.15 ~ 16 周 B.17 ~ 18 周
C.9 ~ 10 周 D.11 ~ 12 周
E.13 ~ 14 周
【 答案】 D

【 解析】 胎儿期 : 女胎卵巢在妊娠 11 ~ 12 周开始分化发育 ꎻ 甲状腺是最早发育的内分泌腺

(6 周) ꎮ

62.在雌、孕激素作用下 ꎬ出现周期变化显著的是
A.卵巢表面上皮 B.阴道黏膜
C.子宫内膜 D.输卵管黏膜
E.宫颈上皮
【 答案】 C

【 解析】 在雌孕激素的作用下 ꎬ子宫内膜周期变化最显著 ꎬ子宫内膜脱离出现月经ꎮ

63.晚期囊胚在宫腔内着床的时间是受精后

A.6 ~7 天 B.7 ~ 8 天
C.8 ~9 天 D.9 ~ 10 天
E.10 ~ 11 天
【 答案】 A

【 解析】 受精卵受精后 ꎬ后 3 天 :桑椹胚ꎻ4 天 :进入宫腔 ꎬ早期胚泡ꎻ5 ~6 天 :继续分裂 ꎬ晚期

囊胚ꎻ第 6 ~7 日 :着床(11 ~ 12 天完成) ꎮ 着床部位 :子宫后壁上部ꎮ

64.下列妊娠各周胎儿发育特征 ꎬ正确的是
A.妊娠 8 周末 ꎬB 超检查显示胎心搏动 B.妊娠 12 周末 ꎬ孕妇可自觉胎动
C.妊娠 16 周末 ꎬ木质听筒可听到胎心音 D.妊娠 24 周末 ꎬ指(趾) 甲已达指(趾)端
E.妊娠 28 周末 ꎬ生活能力强 ꎬ娩出后易存活
【 答案】 A

【 解析】 4 周末 :可以辨认出胚胎与胎蒂ꎮ 8 周末 :胚胎初具人形ꎬB 型超声检查见心脏搏动ꎮ

12 周末 :外生殖器已发育( 不可辨男女) ꎮ 胎儿四肢可活动ꎮ 16 周末 :可确认胎儿性别ꎮ 20 周

末 :开始出现吞咽、排尿功能ꎮ 能听到胎心ꎮ 24 周末 :各脏器均已发育ꎬ 出现眉毛ꎮ 28 周末 : 出生

后易患呼吸窘迫综合征 ꎮ 护理可存活ꎮ 32 周末 :睾丸下降ꎮ 36 周末ꎬ指(趾)甲已达指(趾)端ꎮ

65.孕妇血清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浓度达高峰是在妊娠
A.5 ~7 周 B.8 ~ 10 周

C.11 ~ 13 周 D.14 ~ 16 周
E.17 ~ 19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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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Ｂ

【 解析】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ＣＧ) :合体滋养层细胞合成 ꎻ受精后 ６ 天分泌 ꎬ妊娠 ８ ~ １０

周浓度达高峰 ꎬ产后 ２ 周内消失ꎮ 功能有 :①维持黄体寿命 ꎻ②促进雄激素转化为雌激素 ꎻ③抑

制植物凝集素对淋巴细胞的刺激作用ꎻ④刺激胎儿睾丸分泌睾酮 ꎮ

６６.关于脐带的描述 ꎬ错误的是
Ａ .脐动脉的含氧量高于脐静脉 Ｂ .若脐带附着于胎膜上 ꎬ为帆状胎盘
Ｃ .脐带长于 ７０ｃｍ或短于 ３０ｃｍ属异常 Ｄ . 内有一条脐静脉 ꎬ两条脐动脉
Ｅ .脐带先露也称脐带隐性脱垂
【 答案】 Ａ

【 解析】 妊娠足月胎儿的脐带长 ３０~ １００ ｃｍꎬ平均约 ５５ ｃｍꎬ直径 ０ .８ ~ ２.０ｃｍꎻ 中央有一

条脐静脉 ꎬ两侧有两条脐动脉 ꎮ 脐静脉氧含量比脐动脉的氧含量高 ꎮ 胎儿通过脐带血循环与

母体进行营养和代谢物质的交换 ꎮ

６７.关于羊水的描述 ꎬ正确的是
Ａ .羊水在胎儿发育中起重要保护作用 Ｂ .羊水的吸收 ４０％由胎膜完成
Ｃ .早期来源于胎儿的尿液 Ｄ .ｐＨ为 ７ .３５
Ｅ .足月妊娠羊水为无色透明
【 答案】 Ａ
【 解析】 羊水在胎儿发育中起重要保护作用 ꎬ妊娠早期 ꎬ 羊水来自母体血清 ꎬ 无色澄清液

体 ꎻ妊娠中期以后 ꎬ胎儿尿液为羊水主要来源 ꎮ 母体与羊水的交换主要通过胎膜 ꎬ每小时 ４００
ｍＬꎬｐＨ为 ７ .２０ꎬ妊娠足月羊水略浑浊、不透明ꎮ

６８.初产妇ꎬ２８岁ꎬ妊娠 ３４周ꎬ恶心ꎬ呕吐 ꎬ腹胀ꎬ黄疸轻度ꎬ乏力ꎬ诊断妊娠合并急性乙型病
毒性肝炎 ꎬ该患者的治疗是

Ａ .立即隔离、保肝治疗 Ｂ .立即剖宫产
Ｃ .无须特殊处理、等至顺产 Ｄ .人工引产
Ｅ .严密监护下继续妊娠
【 答案】 Ａ

【 解析】 该患者妊娠合并急性乙型病毒性肝炎 ꎬ 考虑患者妊娠 ３４周 ꎬ 急性肝炎中晚期患

者 ꎬ应尽量避免终止妊娠 ꎬ避免手术、药物对肝脏的影响ꎮ

６９.初孕妇 ꎬ２６岁 ꎬ妊娠 ３６周 ꎬ恶心、呕吐进行性加重 ５ 天 ꎬ血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及血清胆
红素明显增高 ꎬ乙肝表面抗原(＋) ꎮ 该患者最佳的处理措施是

Ａ .卧床休息 ꎬ口服保肝药物 ꎬ继续妊娠 Ｂ .隔离 ꎬ保肝治疗ꎬ继续妊娠 ꎬ密切观察
Ｃ .立即行剖宫产 Ｄ .积极治疗 ２４小时后终止妊娠
Ｅ .治疗 １ 周ꎬ肝功能无明显好转终止妊娠
【 答案】 Ｄ

【 解析】 患者乙肝表面抗原阳性 ꎬ考虑该患者患有乙肝 ꎬ 同时恶心、呕吐进行性加重 ꎬ血丙

氨酸氨基转移酶及血清胆红素明显增高 ꎬ考虑重症肝炎 ꎬ治疗控制病情 ２４小时后可终止妊娠ꎮ

７０.关于宫颈原位癌的描述 ꎬ正确的是
Ａ .宫颈上皮内瘤变即为宫颈原位癌 Ｂ .异型细胞侵犯宫颈间质血管和淋巴

Ｃ .异型细胞累及上皮全层 ꎬ未穿透基底膜 Ｄ .异型细胞侵犯宫颈腺体 ꎬ穿透基底膜
Ｅ .异型细胞侵犯上皮的 １/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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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C

【 解析】 宫颈上皮内瘤变(CIN)分为 3 级 :

1)CIN I 级(轻度) :病变局限于上皮层的下 1/3ꎻ

2)CIN II 级( 中度) :病变局限于上皮层的 1/3-2/3ꎻ

3)CIN III 级(重度及原位癌) :宫颈重度不典型增生病变几乎累及全部上皮层ꎻ原位癌又
称上皮内癌 ꎬ病变累及全部上皮层基底膜完整 ꎮ

71 .宫颈癌的临床表现不包括
A.绝经后阴道出血 B.阴道排液
C.接触性阴道出血 D.不孕
E.血性白带
【 答案】 D

【 解析】 宫颈癌临床表现 : 阴道分泌物 ꎬ 白带增多、白色或血性 ꎬ有腥臭ꎻ脓性或米汤样恶

臭 ꎻ接触性出血ꎮ 宫颈癌不会引起不孕ꎮ

72.患者 ꎬ女 ꎬ55 岁ꎮ 白带多 ꎬ接触性出血 3 月余 ꎬ3 年前曾因宫颈糜烂行宫颈冷冻治疗 ꎬ妇
科检查 :外阴阴道未见异常 ꎬ宫颈肥大糜烂、质脆 ꎬ子宫及双附件未见异常ꎮ 为明确诊断 ꎬ首选
检查项目应是

A.分段诊刮 B.宫腔镜检查
C.腹腔镜检查 D.宫颈锥切术
E.宫颈多点活检
【 答案】 E

【 解析】 根据题干描述 ꎬ患者 3 年前曾因宫颈糜烂 ꎬ现接触性出血、白带多 ꎬ考虑宫颈癌 ꎬ确

诊方法为宫颈多点活检 ꎮ

73.雌激素水平低下的最常见症状是

A.阴道干涩 B.潮热
C.情绪低落 D.失眠
E.月经减少
【 答案】 B

【 解析】 雌激素、孕激素分泌减少 ꎬ所致的一 系列躯体和精神心理症状 ꎬ称绝经综合征ꎮ 潮

热为围绝经期的标志性症状 ꎮ

74.患者ꎬ女 ꎬ50 岁ꎮ 近 1 年月经不规律ꎬ月经周期延长ꎬ经量减少 ꎬ伴潮热、出汗ꎮ 查体 :外
阴阴道黏膜菲薄 ꎬ宫颈及子宫萎缩ꎮ 对该患者体内激素水平阐述正确的是

A.雌激素下降 ꎬ孕激素上升 ꎬ促性腺激素上升
B.雌激素上升 ꎬ孕激素上升 ꎬ促性腺激素上升
C.雌激素下降 ꎬ孕激素下降 ꎬ促性腺激素下降
D.雌激素下降 ꎬ孕激素下降 ꎬ促性腺激素上升
E.雌激素下降 ꎬ孕激素上升 ꎬ促性腺激素下降
【 答案】 D

【 解析】 根据题干描述 ꎬ该患者女 ꎬ50 岁 ꎬ近 1 年月经不规律经量减少 ꎬ伴潮热、出汗 ꎬ考虑

为绝经期 ꎬ其雌激素、孕激素分别下降 ꎬ雌激素和孕激素对促性腺激素有负反馈作用 ꎬ故促性腺

激素下降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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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胚胎期是指受孕后的
Ａ.８ 周以内 Ｂ .９ 周以内
Ｃ .１０周以内 Ｄ .１１周以内
Ｅ .１２周以内
【 答案】 Ａ

【 解析】 胚胎期 :最初 ８ ~ １２周ꎻ围生期 :胎龄满 ２８周至出生后 ７ 足日ꎻ新生儿期 : 自胎儿娩

出脐带结扎至生后 ２８天止ꎻ婴儿期 :出生后至满 １ 周岁之前ꎻ幼儿期 : 自 １ 岁至满 ３ 周岁之前ꎮ

７６.引起疱疹性咽峡炎的病原体是
Ａ .呼吸道合胞病毒 Ｂ .腺病毒
Ｃ .副流感病毒 Ｄ .柯萨奇 Ａ 组病毒
Ｅ.Ｂ 组链球菌
【 答案】 Ｄ

【 解析】 疱疹性咽炎 :咽峡部可见疱疹 ꎬ 多为柯萨奇 Ａ 组病毒引起.

７７.咽结膜热的病原体为
Ａ .流感病毒 Ｂ .呼吸道合胞病毒
Ｃ .柯萨奇病毒 Ｄ .腺病毒
Ｅ.ＥＢ病毒
【 答案】 Ｄ

【 解析】 咽结膜热 :临床常见咽炎 ꎬ结膜炎 ꎬ发热等症状 ꎬ多为腺病毒引起ꎮ

(７８~７９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高血压、水肿、血尿 Ｂ .发作性肉眼血尿 ꎬ无水肿与高血压
Ｃ .水肿、蛋白尿、低蛋白血症、高血脂 Ｄ .血尿、蛋白尿、高血压、肾功能减退
Ｅ .血尿、贫血、肾衰竭
７８. 肾病综合征
７９.急性肾小球肾炎
【答案】 Ｃ、Ａ

【 解析】 肾病综合征 : 水肿、蛋白尿、低蛋白血症和高血脂ꎮ

急性肾小球肾炎 : 高血压、水肿和血尿 ꎮ

慢性肾小球肾炎 : 蛋白尿、血尿、水肿和高血压ꎮ

(８０~ ８１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氨甲蝶呤 Ｂ .多柔比星
Ｃ .ＤＡ方案 Ｄ .环磷酰胺
Ｅ.ＶＰ方案
８０.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可采用
８１.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可采用
【答案】 Ｃ、Ｅ

【 解析】 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 :柔红霉素( ＤＮＲ)＋阿糖胞苷( Ａｒａ－Ｃ) ꎮ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长春新碱(ＶＣＲ)＋泼尼松(Ｐ) ꎮ

(８２~ ８３题共用题干)

患者 ꎬ女 ꎬ２６岁ꎮ １０天来全身皮肤出血点伴牙龈出血来诊ꎮ 实验室检查 ＰＬＴ５× １０９/Ｌ ꎬ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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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中心静脉动压 ＣＶＰ－－－掌握血容量和观察心脏对输液的负荷情况 ꎬ尿量是反映肾

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５＋２＋１”

床诊断为慢性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ＩＴＰ) ꎮ

８２.下列支持 ＩＴＰ诊断的实验室检查是
Ａ .凝血时间延长 Ｂ .血块收缩良好

Ｃ .抗核抗体阳性 Ｄ .骨髓巨核细胞增多 ꎬ产板型增多
Ｅ .骨髓巨核细胞增多 ꎬ幼稚、颗粒型增多
【 答案】 Ｅ

【 解析】 ＩＴＰ时 ꎬ 实验室检查 :骨髓巨核细胞数量正常或增加 ꎬ伴巨核细胞成熟障碍 ꎬ幼稚型

增加 ꎬ有血小板形成的巨核细胞显著减少(<３０％) ꎮ

８３.该患者的首选治疗是
Ａ .糖皮质激素 Ｂ .脾切除
Ｃ .血小板输注 Ｄ .长春新碱
Ｅ .达那唑
【 答案】 Ａ

【 解析】 ＩＴＰ治疗首选肾上腺糖皮质激素 ꎬ无效选择脾切除ꎮ

(８４~ ８５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尿量少ꎬＣＶＰ很高 Ｂ .尿量少ꎬＣＶＰ较低
Ｃ .尿量多ꎬＣＶＰ很低 Ｄ .尿量多ꎬＣＶＰ正常
Ｅ .尿量多ꎬＣＶＰ偏高
８４.说明抗休克治疗时液体已补足的是
８５.说明抗休克治疗时血容量仍不足的是
【答案】 Ｄ、Ｂ

血流灌注情况的指标 ꎬ尿量多 ꎬ 中心静脉压正常说明补液已充足ꎻ尿量低 ꎬ 中心静脉压低说明血
容量不足 ꎮ 休克时反映生命器官血流灌注最简单而可靠的指标是尿量 ꎬ 尿量稳定在每小时
３０ｍＬ以上 ꎬ提示休克已经纠正ꎮ

(８６~ ８７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出生时接种

Ｃ.３ 个月、４ 个月、５ 个月接种
Ｅ.８ 个月接种

８６.百白破混合制剂预防免疫接种的计划是
８７.乙型肝炎疫苗预防免疫接种的计划是
【答案】 Ｃ、Ｂ

【 解析】 疫苗接种年龄 :卡介苗 : 出生时 ꎻ

乙肝疫苗 :出生时、１ 个月、６ 个月ꎻ

脊髓灰质炎疫苗 :２ 个月、３ 个月、４ 个月ꎻ

百白破疫苗 :３ 个月、４ 个月、５ 个月ꎻ

麻疹疫苗 :８ 个月ꎮ

Ｂ.出生时、１ 个月、６ 个月接种
Ｄ.２ 个月、３ 个月、４ 个月接种

易错考题2年

１ .体温持续 ３９~４０℃ꎬ达数天或数周ꎬ 日温差在 １ ℃ 以内ꎬ属于

３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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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不规则热 Ｂ .稽留热
Ｃ .间歇热 Ｄ .弛张热
Ｅ .波状热
【 答案】 Ｂ

【 解析】 稽留热 :体温升高恒定地维持在 ３９~ ４０℃ 以上的高水平 ꎬ达数天或数周 ꎮ ２４小时

内体温波动范围不超过 １℃ ꎮ 常见于大叶性肺炎、斑疹、伤寒及伤寒高热期等ꎮ

２.每天咯血量为多少时属于中等量咯血

Ａ .>１００ｍＬ Ｂ.>５００ｍＬ
Ｃ .１００~５００ｍＬ Ｄ.５００~ １０００ｍＬ
Ｅ.６００~８００ｍＬ
【 答案】 Ｃ

【 解析】 肺结核是引起咯血的主要原因ꎻ２４小时咯血量在 １００ｍＬ以内的为小量咯血 ꎬ１００~

５００ｍＬ为中等量咯血 ꎬ５００ｍＬ以上(或一次咯血量超过 ３００ｍＬ) 为大量咯血ꎮ

３ .严重性吸气性呼吸困难最主要的特点为
Ａ .呼吸不规则 Ｂ .发绀明显
Ｃ .呼吸深而慢 Ｄ .出现三凹征
Ｅ .哮鸣音
【 答案】 Ｄ

【 解析】 吸气性呼吸困难 :吸气时胸骨上窝、锁骨上窝和肋间隙明显凹陷 ꎬ称 “ 三凹征 ” ꎮ

呼气性呼吸困难 :多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支气管哮喘等) ꎮ

中毒性呼吸困难 :尿毒症、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和肾小管性酸中毒时出现深而规则的呼吸 ꎮ

４ .男ꎬ５３岁ꎮ 连续 ２ 年冬季“感冒后”咳嗽、咳痰ꎬ持续 ４ ~５ 周ꎬ发作时伴有憋气ꎮ 经使用
抗感染、化痰药物治疗后缓解ꎮ 吸烟近 ３０年 ꎬ每天 １ 包ꎮ 体检及胸部 Ｘ 线片无异常发现ꎮ 为
明确诊断 ꎬ应首先采取的进一步检查是

Ａ .肺功能检查 Ｂ .胸部 ＣＴ检查
Ｃ .动脉血气分析 Ｄ .支气管镜检查
Ｅ .超声心动图检查
【 答案】 Ａ

【 解析】 根据题干描述 ꎬ患者连续两年冬季咳嗽、咳痰 ꎬ有憋气 ꎬ吸烟史 ꎻ考虑患者为慢性支

气管炎 ꎬ明确诊断应检查其肺功能ꎮ

５ .慢性肺心病 Ｘ 线所见以下哪项是错误的
Ａ .肺气肿征象 Ｂ .右下肺动脉横径<１５ ｍｍ
Ｃ .肺动脉段高度≥３ ｍｍ Ｄ.肺动脉圆锥显著凸出
Ｅ .右心室增大征
【 答案】 Ｂ

【 解析】 肺动脉高压征 ꎬ诊断标准 :①右下肺动脉干扩张 ꎬ横径大于 １５ ｍｍꎻ②肺动脉段明

显突出或其高度>３ ｍｍꎻ③中心肺动脉扩张和外周分枝纤细 ꎬ形成 “ 残根 ” 征ꎻ④右心室增大 ꎮ

６ .患者 ꎬ男 ꎬ５８岁ꎮ 活动后呼吸困难半年ꎮ 心率 ８５次/分 ꎬ胸部 Ｘ 线片示右下肺动脉直径
１ .８ ｃｍꎬ双下肺纹理增粗、紊乱ꎮ 为明确诊断 ꎬ应首先进行的检查是

Ａ .肺功能检查 Ｂ .血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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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胸部高分辨 ＣＴ检查 Ｄ .超声心动图检查
Ｅ .支气管镜
【 答案】 Ｄ

【 解析】 根据题干描述 ꎬ患者活动后呼吸困难半年 ꎬ右下肺动脉直径 １ .８ ｃｍꎬ考虑患者肺动

脉高压 ꎬ应首先检查超声心动图 ꎬ观察是否引起肺心病ꎮ

７ .患者 ꎬ女ꎬ７１岁ꎮ 反复咳嗽、咳痰 ３０年ꎬ１０天前受凉后畏寒、发热、咳脓痰、气急ꎮ 体检 :

体温 ３７.６ ℃ ꎬ呼吸急促 ꎬ双肺呼吸音减弱 ꎬ有较多湿啰音 ꎬ下肢轻度水肿ꎮ 最主要的治疗措
施是

Ａ .控制肺部感染 Ｂ .给予解痉平喘药
Ｃ .给予止咳祛痰药 Ｄ .低浓度持续吸氧
Ｅ .应用利尿剂消肿
【 答案】 Ａ

【 解析】 根据题干 ꎬ 患者反复咳嗽、咳痰 ３０年 ꎬ考虑为慢性支气管炎ꎻ１０天前受凉后畏寒、

发热、咳脓痰、气急说明支气管炎急性发作ꎻ主要应先控制感染 ꎮ

８ .参与速发型支气管哮喘的主要免疫炎症细胞为
Ａ .肥大细胞 Ｂ .血小板
Ｃ .巨噬细胞 Ｄ . 中性粒细胞
Ｅ.Ｔ 淋巴细胞
【 答案】 Ａ
【 解析】 参与速发型支气管哮喘的主要免疫炎症细胞为肥大细胞.

９ .下列不是危重哮喘表现的是
Ａ .气急不能讲话 Ｂ .意识模糊
Ｃ .胸腹部矛盾呼吸 Ｄ .ｐＨ上升
Ｅ .两肺满布响亮哮鸣音
【 答案】 Ｅ
【 解析】 严重的哮喘发作 ꎬ 表现为 “ 沉默肺 ” ꎻ 可出现心率增快、奇脉、胸腹反常运动和

发绀ꎮ

１０.最常见并发Ⅱ型呼吸衰竭的是
Ａ .胸膜炎 Ｂ .肺结核
Ｃ .肺炎 Ｄ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Ｅ .特发性肺动脉高压
【 答案】 Ｄ

【解析】 Ｉ 型呼衰 :ＰａＯ２<６０ ｍｍＨｇꎬ常见于严重肺部感染、炎症 ꎬ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急性

肺栓塞等 ꎮ

Ⅱ型呼衰 :ＰａＯ２<６０ ｍｍＨｇꎬＰａＣＯ２>５０ ｍｍＨｇꎬＣＯＰＤ最常见ꎮ

１１.补钾速度一般每小时不宜超过

Ａ .１０ｍｍｏｌ Ｂ.２０ｍｍｏｌ
Ｃ.３０ ｍｍｏｌ Ｄ.４０ｍｍｏｌ
Ｅ.５０ｍｍｏｌ

【 答案】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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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补钾速度一般每小时不宜超过 20 mmol ꎮ 不宜超过 40 mmol/l ꎬ不宜超过 80mmol/

天 ꎮ 补钾浓度<0.3% ꎮ

12.休克早期动脉血压变化的特点是
A.升高 B.降低
C.正常或稍高 D.先降后升
E.先升后降
【 答案】 C

【 解析】 休克早期 ꎬ轻度休克 ꎬ机体处于代偿期 ꎬ受神经体液的调节 ꎬ血管收缩 ꎬ动脉血压正

常或稍高ꎮ 中度休克时 ꎬ机体处于失代偿期 ꎬ血压下降 ꎬ收缩压 90 ~ 70 mmHgꎻ重度休克 ꎬ患者

血压<70 mmHg ꎮ

13.大出血后出现休克症状 ꎬ表明至少已丢失全身总血量的
A.10% B.15%

C.20% D.25%

E.30%

【 答案】 C

【 解析】 大出血时 ꎬ失血量<20% ꎬ800 mL 以下为轻度休克 ꎬ失血量 20% ~ 40% ꎬ800 ~ 1 600

mL 为中度休克 ꎬ失血量>40% ꎬ1 600 mL 以上为重度休克ꎮ

14.上唇部疖或痈的主要危险是
A.颈部蜂窝织炎 B.大脑脓肿
C.眼球感染 D.上颌骨骨髓炎
E.海绵窦静脉炎
【 答案】 E

【 解析】 面疖特别是 “ 危险三角区 ” (鼻、上唇及周围的疖) 病情加剧或被挤碰时 ꎬ病菌可进

入颅内海绵状静脉窦 ꎬ引起化脓性海绵状静脉窦炎 ꎬ病情严重 ꎬ病死率很高ꎮ

15.破伤风最早出现强烈收缩的肌肉是
A.上肢肌 B.背肌
C.咀嚼肌 D.颈项肌
E. 四肢肌群
【 答案】 C

【 解析】 破伤风典型的临床表现是肌肉痉挛性收缩 ꎮ 首先影响咀嚼肌 :张 口困难( 牙关紧

闭) ꎬ随后影响的肌群顺序是 :面部表情肌 ꎬ颈、背、腹、四肢肌 ꎬ最后是膈肌
16.预防创伤后气性坏疽最可靠的方法是
A.彻底清创 B.使用大剂量抗生素

C.过氧化氢(双氧水) 冲洗或湿敷伤口 D.及时气性坏疽抗毒血清治疗
E.输血
【 答案】 A

【 解析】 气性坏疽的致病菌梭状芽孢杆菌为厌氧菌 ꎬ 这类细菌在人体内生长繁殖需具备缺

氧环境 ꎬ创伤后预防气性坏疽的发生最可靠的就是彻底清创 ꎮ

17.气性坏疽应用抗生素首选
A.红霉素 B.氨基糖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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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青霉素 Ｄ .甲硝唑
Ｅ.四环素
【 答案】 Ｃ

【 解析】 气性坏疽对青霉素大多敏感 ꎬ应用时首选 ꎬ但剂量需大 ꎬ每天应在 １０００万 Ｕ 以上ꎮ

１８.关于创伤的急救 ꎬ下列哪项有误
Ａ .较重或重症创伤必须从现场着手急救
Ｂ .抢救重症创伤应首先处理气道、呼吸、循环障碍

Ｃ .应特别注意优先抢救重危剧痛、呻吟患者 ꎬ再抢救安静患者
Ｄ .骨折合并休克时 ꎬ应先抢救休克
Ｅ .防止抢救中再次损伤
【 答案】 Ｃ

【 解析】 创伤急救时 ꎬ安静患者可能是受伤严重甚至昏迷患者 ꎬ故不能先抢救重危剧痛、呻

吟患者 ꎬ再抢救安静患者 ꎮ 优先抢救的急症有:心搏骤停、窒息、大出血、开放性和张力性气胸、

休克、腹部内脏脱出等 ꎮ

１９.对污染较重的伤口 ꎬ清创后暂不予缝合 ꎬ观察 ２４~４８小时后如无明显感染 ꎬ再行缝合ꎮ

这种缝合称为
Ａ .一期缝合 Ｂ .二期缝合
Ｃ .延期缝合 Ｄ .减张缝合
Ｅ .以上都不是
【 答案】 Ｃ

【 解析】 延期缝合伤口:感染伤口、火器伤( 头、胸腔、腹腔及关节腔的伤口应缝闭其体腔 ꎬ

同时放置引流) ꎮ

２０.深Ⅱ度烧伤损伤深度已达
Ａ .皮下脂肪层 Ｂ .表皮浅层
Ｃ .表皮生发层和真皮乳头层 Ｄ .皮肤全层及肌肉
Ｅ .真皮深层
【 答案】 Ｅ

【 解析】 Ｉ 度烧伤 :伤及表皮ꎻ浅Ⅱ度烧伤 :伤及真皮浅层乳头层ꎻ深Ⅱ度烧伤 :伤及真皮深

层ꎻⅢ度烧伤 :伤及皮肤全层 ꎬ甚至可深达皮下、肌肉、骨骼等 ꎮ

２１.我国规定 １ 岁内必须完成的计划免疫是
Ａ .麻疹疫苗 Ｂ .乙脑疫苗
Ｃ .流脑疫苗 Ｄ .流感疫苗
Ｅ .甲型肝炎疫苗
【 答案】 Ａ

【 解析】 卡介苗、乙肝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百白破疫苗和麻疹疫苗 ꎮ

２２.７ 个月婴儿 ꎬ医院出生 ꎬ根据其免疫特点和传染病发生的情况 ꎬ完成计划免疫和预防接
种应不包括

Ａ .卡介苗
Ｃ .百白破三联针
Ｅ .麻疹减毒活疫苗

Ｂ .乙型肝炎疫苗
Ｄ .脊髓灰质炎糖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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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E

【 解析】 卡介苗 : 出生时 ꎻ

乙肝疫苗 : 出生时、一个月和 6 个月 ꎻ

脊髓灰质炎疫苗 :2 个月、3 个月和 4 个月 ꎻ

百白破疫苗 :3 个月、4 个月和 5 个月 ꎻ

麻疹疫苗 :8 个月ꎻ6 ~7 岁复种ꎮ

本题除了麻疹疫苗为 7 个月后第 8 个月注射 ꎬ其他均为 7 个月前接种完成ꎮ

23.维持机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能量 ꎬ为小儿所特有的是
A.基础代谢 B.生长发育所需
C.食物特殊动力作用 D.活动所需
E.排泄损失能量
【 答案】 A

【 解析】 小儿能量需要主要为基础代谢所需 :人体维持生命 ꎬ进行最基本生理活动所需的能

量ꎮ 基础代谢所需在婴儿期占总能量的 50% ꎮ 1 岁以内婴儿约需 230.12kJ(55kcal)/ (kg .d) ꎮ

24.与牛奶相比较 ꎬ母乳的优点是
A.蛋白质总量高 B.饱和脂肪酸较多
C.乳糖量多 D.含钙、磷高
E.缓冲力大 ꎬ对胃酸中和作用强
【 答案】 C

【 解析】 母乳的乳糖含量高 ꎬ但蛋白质含量、饱和脂肪酸、含钙磷量较牛奶低 ꎬ对酸碱缓冲

力小 ꎬ不影响胃酸酸度 ꎬ利于酶发挥作用ꎮ

25.维生素 D 缺乏性向楼病发生颅骨软化的年龄多见于
A.1 ~2 个月 B.3 ~6 个月
C.7 ~9 个月 D.10 ~ 12 个月
E.1 ~2 岁
【 答案】 B

【 解析】 3 ~6 个月婴儿维生素D 缺乏性佝偻病激期的主要表现为颅骨软化ꎻ7 ~ 8 个月 :方

颅ꎻ1 岁 :肋骨串珠 ꎬ肋膈沟ꎬ鸡胸ꎬ漏斗胸ꎻ1 岁以后 : O 型腿ꎬX 型腿ꎮ

26.蛀振子宫开始出现不规律无痛性收缩的时间是
A. 自蛀振 16 周起 B. 自蛀振 12 周起
C. 自蛀振 20 周起 D. 自蛀振 28 周起
E. 自蛀振 24 周起
【 答案】 B

【 解析】 自妊娠 12 ~ 14 周起 ꎬ子宫出现不规律无痛性收缩 ꎬ特点为宫缩稀发、不规律和不对

称 ꎬ无疼痛感觉 ꎬ称 Brnxton Hicks 收缩 ꎮ

27.关于蛀振期母体循环系统改变 ꎬ正确的是
A.心输出量自蛀振 15 周逐渐增加
B.心输出量至 32 ~ 34 周达高峰

C.蛀振晚期休息时 ꎬ心率每分钟增加不足 10 次
D.蛀振期舒张压轻度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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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心脏容量至妊娠末期约增加 30%

【 答案】 B

【 解析】 妊娠期 ꎬ 心输出血量自妊娠 10 周逐渐增加 ꎬ至妊娠 32 ~ 34 周达高峰ꎬ心输出量增

加 30% ꎮ 心率于妊娠晚期休息时每分钟增加 10 ~ 15 次ꎮ 血压轻度升高ꎮ 一般收缩压无变化 ꎬ

舒张压轻度降低 ꎬ使脉压稍增大ꎮ 左侧卧位 ꎬ心输出量较未孕时增加 30% ꎮ

28.心脏病孕妇最容易发生心力衰竭的时期是
A.妊娠 20 ~22 周 B.妊娠 24 ~26 周
C.妊娠 28 ~ 30 周 D.妊娠 32 ~ 34 周
E.妊娠 36 ~ 38 周
【 答案】 D

【 解析】 妊娠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较大的阶段 :①妊娠期 :32 ~ 34 周达高峰 ꎮ ②分娩期 :

分娩期心脏负担最重ꎮ ③产褥期 :产后 3 日内仍是心脏负担较重的时期 ꎮ

29.26 岁风湿性心脏病患者 ꎬ现妊娠 50 天出现心力衰竭 ꎬ其处理原则应是
A.立即行负压吸宫术终止妊娠 B.控制心力衰竭后继续妊娠
C.边控制心力衰竭边终止妊娠 D.控制心力衰竭后行负压吸宫术
E.控制心力衰竭后行钳刮术
【 答案】 D

【 解析】 心脏病患者妊娠期 ꎬ人工流产应在妊娠 12 周前施行 ꎮ 已发生心衰 :控制病情再终

止妊娠ꎻ超过 12 周 :防治心力衰竭 ꎬ度过妊娠与分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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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试卷

模拟试卷

第一单元

１ .乙型脑炎病毒的传播媒介是

Ａ.虱

Ｂ.蚤

Ｃ.蚊

Ｄ.螨

Ｅ.蜱

２.抗体的多样性决定于

Ａ .淋巴细胞的凋亡

Ｂ .淋巴细胞的种类

Ｃ .淋巴细胞的数量

Ｄ .淋巴细胞的来源

Ｅ .淋巴细胞的基因

３ .Ｔｈ２细胞主要分泌

Ａ.ＩＦＮ－α

Ｂ.ＩＬ－４

Ｃ.ＩＦＮ－γ

Ｄ.ＴＮＦ－β

Ｅ.ＩＬ－２
４ .能杀伤细胞的细胞因子是

Ａ.ＩＬ－２

Ｂ.ＴＮＦ－α
Ｃ .干扰素

Ｄ.ＩＬ－４

Ｅ.ＩＬ－１

５ .ＨＬＡ－Ⅰ类抗原分子
Ａ .呈递外源性抗原

Ｂ .可与 ＣＤ８分子结合

Ｃ .由 α 链和 β２ｍ链组成

Ｄ.由 ＨＬＡ－Ａ、Ｂ、Ｃ 基因编码

Ｅ .分布在所有有核细胞的表面

６ .属于Ⅲ型超敏反应性疾病的是

Ａ .过敏性鼻炎

Ｂ .新生儿溶血

Ｃ .Ａｒｔｈｕｓ反应

Ｄ .接触性皮炎

Ｅ .支气管哮喘

７ .卡介苗适宜的接种对象主要是

Ａ .结核性脑膜炎患者

Ｂ .结核菌素试验阳性者

Ｃ .严重的结核病患者

Ｄ .新生儿以及结核菌素试验阴性的儿童

Ｅ .细胞免疫功能低下者

８ .治疗溺水、药物中毒引起的心脏骤停的

首选药是

Ａ .去甲肾上腺素

Ｂ .肾上腺素

Ｃ .多巴胺

Ｄ .尼可刹米

Ｅ .山梗菜碱

９ .关于酚妥拉明作用的描述 ꎬ正确的是

Ａ .对突触前膜 α２ 受体无阻断作用

Ｂ .降压同时对心输出量无影响

Ｃ .首次给药可致严重直立性低血压

Ｄ .降压同时对心率无影响

Ｅ .主要为直接扩张血管

１０.对各型癫痫都有一定疗效的药物是

Ａ .乙琥胺

Ｂ .苯妥英钠

Ｃ .卡马西平

Ｄ .丙戊酸钠

Ｅ .苯巴比妥

１１.最宜选用阿司匹林治疗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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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５＋２＋１”

Ａ . 胃肠痉挛性头痛

Ｂ .月经痛

Ｃ .心绞痛

Ｄ.肾绞痛

Ｅ .胆绞痛

１２.对 传 导 具 有 双 向 作 用 的 抗 心 律 失 常
药是

Ａ .奎尼丁

Ｂ .普萘洛尔

Ｃ .利多卡因

Ｄ .普罗帕酮

Ｅ .维拉帕米

１３.ＡＣＥＩ的作用机制不包括

Ａ .减少血液缓激肽水平

Ｂ .减少血液血管紧张素Ⅱ水平

Ｃ .减少血液儿茶酚胺水平

Ｄ .减少血液加压素水平

Ｅ .增加细胞内 ｃＡＭＰ水平

１４.不属于行为疗法的心理疗法是
Ａ .系统脱敏疗法

Ｂ .厌恶疗法

Ｃ .代币法

Ｄ .暗示疗法

Ｅ .模仿学习疗法

１５.患者安于已适应的角色 ꎬ小病大养 ꎬ而
不愿意出院 ꎮ 此时患者的状态被称为患者的

角色行为

Ａ .减退

Ｂ.缺如

Ｃ .冲突

Ｄ.强化

Ｅ.异常

１６.公正不仅指形式上的类似 ꎬ更强调公
正的

Ａ .作用

Ｂ.内容

Ｃ .基础

Ｄ.特点

Ｅ .意义

１７.关于医务人员的同情感 ꎬ下列说法中

错误的是

Ａ .它是医务人员发自内心的情感

Ｂ .它是促使医务人员为患者服务的原始

动力

Ｃ .它是医德情感内容中低层次的情感

Ｄ .它是责任感的基础

Ｅ .它是责任感具有较大的稳定性

１８.在医患关系中 ꎬ高于契约关系的是

Ａ .并列关系

Ｂ .主从关系

Ｃ .信托关系

Ｄ .商品关系

Ｅ .以上都不是

１９.下列各项中 ꎬ不属于患者自主权的是

Ａ .选择医生

Ｂ .选择医疗方案

Ｃ .接受或拒绝医生的规劝

Ｄ . 同意或拒绝参与人体实验

Ｅ .要求对危害他人利益的隐私保密

２０.«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规定 ꎬ造成患者

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 ꎬ导致一般功能障碍

的属于

Ａ .一级医疗事故

Ｂ .二级医疗事故

Ｃ .三级医疗事故

Ｄ .四级医疗事故

Ｅ .严重医疗差错

２１.牙 髓 组 织 学 上 由 牙 本 质 向 牙 髓 腔 依

次为

Ａ .成牙本质细胞层、多细胞层、无细胞层、

髓核

Ｂ .多细胞层、成牙本质细胞层、无细胞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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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核

C.无细胞层、多细胞层、成牙本质细胞层 、

髓核

D.成牙本质细胞层、无细胞层、多细胞层 、

髓核

E.无细胞层、成牙本质细胞层、多细胞层 、

髓核

22.不是固有牙槽骨的组织学特点是

A.包埋有穿通纤维

B.是一层多孔的骨板

C.含有骨髓

D.有骨单位

E.很薄 ꎬ无骨小梁

23.关于分泌管的叙述 ꎬ错误的是

A.管壁由单层柱状细胞组成

B.上皮细胞基底面的细胞膜可形成许多
垂直的皱褶

C.可吸钠排钾

D.胞质强嗜酸性

E.上皮中含有许多储备细胞

24.形成侧支根管的原因是

A.上皮根鞘的连续性受到破坏

B.上皮隔的位置发生改变

C.根分叉处上皮隔的舌侧突起完全融合

D.上皮根鞘的上皮在规定时间没有发生
断裂

E.上皮根鞘的连续性保持正常

25.牙 本 质 龋 时 ꎬ 最 先 发 生 的 牙 本 质 变
化是

A.崩解

B.小管扩张

C.脱钙

D.牙本质细胞突起脂肪变性

E.细菌侵入

26.下列哪项不属于牙髓变性

A.牙髓坏死

模拟试卷

B.成牙本质细胞空泡性变

C.牙髓网状萎缩

D.纤维性变

E.牙髓钙化

27.龈袋是指

A.牙周袋邻近牙龈的部分

B.龈沟

C.假性牙周袋

D. 由牙槽嵴水平吸收在牙龈和牙冠之间

形成的沟袋

E.早期骨内袋

28.关于上颌第一磨牙髓腔形态的描述不

正确的是

A.髓室颊舌径大于近远中径且大于髓室

高度

B.髓室顶形凹 ꎬ最凹处约接近牙冠中 1/3

C.近颊 髓 角 和 近 舌 髓 角 均 接 近 牙 冠 中

1/3

D . 远 颊 髓 角 和 远 舌 髓 角 均 接 近 牙 冠 颈

1/3

E.近颊 根 管 为 双 管 型 或 单 双 管 型 者 共

占 63%

29.关于后退接触位不正确的说法是

A.从牙尖交错位开始 ꎬ下颌向后下移动约

1 mm

B.所有人共有

C.后牙牙尖斜面部分接触

D.髁突位于其下颌窝的最后位置

E.为下颌的生理性最后位

30.形成颈白线的是颈深筋膜浅层和

A.颈浅筋膜

B.颈脏器筋膜中层

C.颈深筋膜中层

D.椎前筋膜

E.颈鞘

31 .最常见的蛋白质化学修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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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5+2+1 ”

A.脂酰化和去脂酰化

B.乙酰化和去乙酰化

C. 甲基化和去甲基化

D.腺苷化和去腺苷化

E.磷酸化和去磷酸化

32.cAMP 的蛋白激酶是

A.受 体 型 FPK

B.非受体型 FPK

C.PKC

D.PKA

E.PKG

33.下 列 肝 生 物 转 化 作 用 的 论 述 ꎬ 正 确
的是

A.增强非营养物质的极性有利于排泄
B.营养物质在体内的代谢过程

C.机体的解毒反应

D.清除自由基

E.氧化功能

34.下列哪种物质不是细菌的代谢产物

A.侵袭酶
B.热原质

C.维生素

D.抗毒素

E.色素

35.不能被噬菌体感染的微生物是
A.假丝酵母(念珠)菌

B.螺旋体

C.支原体

D.隐球菌

E.病毒

36.细菌内毒素的特征是

A.只有革兰氏阴性细菌产生

B.少数革兰氏阳性细菌产生

C.细菌在生活状态下释放

D.抗原性强

E.不耐热

37.关于病菌致病因素的描述 ꎬ错误的是

A.病菌有黏附因子

B.病菌有荚膜、微荚膜

C.与病菌的胞外酶有关

D.与病菌的内、外毒素有关

E.与病菌侵入的数量并无密切关系

38.肺炎链球菌可引起

A.支气管肺炎

B.肺脓肿

C.大叶性肺炎

D.支气管哮喘

E.胸膜炎

39.下列哪种疾病不是由沙门菌引起

A.伤寒

B.败血症

C.食物中毒

D.副伤寒

E.假膜性肠炎

40.可引起亚急性硬化性全脑炎的病毒是

A.疱疹病毒

B.麻疹病毒

C.汉坦病毒

D.腮腺炎病毒

E.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

41 .囊壁内衬 2 ~ 4 层扁平上皮的囊肿 ꎬ最

可能是

A.牙源性角化囊肿

B.鼻唇囊肿

C.根尖囊肿

D.含牙囊肿

E.皮样囊肿

42.纤维囊壁内含有大量淋巴样组织并形

成淋巴滤泡的囊肿是

A.黏液囊肿

B.萌出囊肿

C.鳃裂囊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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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含牙囊肿

E. 甲状舌管囊肿

43.根尖囊肿表现下列病理改变 ꎬ除了

A.囊壁内衬复层鳞状上皮

B.基底细胞呈柱状 ꎬ胞核呈栅栏状排列

C.囊壁内常有慢性炎症细胞浸润

D.常含胆固醇裂隙

E.可见透明小体

44. 肉眼见包膜完整 ꎬ组织学观察见玫瑰
花样结构的肿瘤是

A.牙瘤

B.成釉细胞瘤

C.牙源性钙化上皮瘤

D.牙源性腺样瘤

E. 良性成牙骨质细胞瘤

45.高分化鳞状上皮呈局部破坏性推进生
长的是

A.鳞状细胞癌

B.基底细胞癌

C.梭形细胞癌

D.未分化癌

E.疣状癌

46. 面点隙是指

A.2 条或 2 条以上发育沟相交所形成的
点状凹陷

B.2 条或 2 条以上牙尖嵴相交所形成的
点状凹陷

C.3 条或 3 条以上发育沟相交所形成的
点状凹陷

D.3 条或 3 条以上牙尖嵴相交所形成的
点状凹陷

E.3 条或 3 条以上牙裂隙相交所形成的
点状凹陷

47.下颌第一磨牙髓室顶最凹处约平齐于

A.冠 、中 1/3 交界处

B.颈缘上 2 mm

模拟试卷

C.颈缘

D.颈缘下 2 mm

E.根分叉处

48.下颌磨牙髓室底距根分叉的距离约为

A.1 .0 mm

B.2.0 mm

C.3.0 mm

D.4.0 mm

E.5.0 mm

49.从牙颈部横切面观根管口大而圆的是

A.下颌第一磨牙近中根

B.下颌第一磨牙远中根

C.上颌第一磨牙腭侧根

D.上颌第一磨牙近中颊侧根

E.上颌第一磨牙远中颊侧根

50.下颌第一前磨牙的特征是

A.颊尖略大于舌尖

B.颊尖约等于舌尖

C.舌侧可出现两个牙尖

D.颊尖偏向牙长轴的舌侧

E.颊尖偏向牙长轴的颊侧

51 .相对恒牙而言 ꎬ乳牙髓腔的特点是

A.根管细

B.髓壁厚

C.髓角低

D.髓室大

E.根尖孔小

52.外形高点位于中 1/3 处的是

A.切牙唇侧

B.切牙舌侧

C.尖牙舌侧

D.磨牙舌侧

E.尖牙颊侧

53.上颌第一磨牙 面发育沟包括

A.近中舌沟、远中舌沟、近中沟、中央沟

B.颊沟、舌沟、近中舌沟、远中沟

401



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5+2+1 ”

C.颊沟、近中沟、远中舌沟

D.远中舌沟、近中舌沟、中央沟、远中沟

E.颊沟、舌沟、远中舌沟、中央沟
54.以斜嵴为主要解剖标志的是

A.上颌第一前磨牙

B.上颌第二前磨牙

C.上颌第一磨牙

D.下颌第一磨牙

E.下颌第二磨牙

55.形态不同于任何恒牙的是
A.上颌乳尖牙

B.下颌第一乳磨牙

C.下颌第二乳磨牙

D.上颌第一乳磨牙

E.上颌第二乳磨牙

56.根管口是指

A.髓室和根管的交界处

B.根管末端的开口处

C.髓腔的开口处

D.髓室的开口处

E.根管的开口处

57.不属于上颌骨的是

A.颧突

B.翼突

C.额突

D.腭突

E.牙槽突

58.在下颌骨外侧面可见

A.下颌切迹

B.下颌小舌

C.下颌孔

D.下颌隆突

E.下颌舌骨线

59.关于关节盘结构的描述 ꎬ正确的是
A.后带无滑膜层覆盖

B.前带是穿孔好发部位

C. 中间带是关节负重区

D.双板区上层止于髁状突后斜面

E.双板区下层止于髁状突前斜面

60.关于翼外肌起点的描述正确的是

A.下头起自蝶骨大翼的颞下面和颞下嵴

B.下头起自翼外板的内侧面和腭骨椎突

C.上头起自翼外板的内侧面和腭骨椎突

D.上头起自蝶骨大翼的颞下面和颞下嵴

E.上头起自腭骨椎突和上颌结节

61 .医疗机构对限于设备或技术条件不能

诊治的危重患者 ꎬ应当依法采取的措施是

A.请求上级医院支援

B.立即报告卫生局

C.征求患者家属意见

D.继续实施抢救

E.及时转诊

62.医疗机构施行的特殊治疗 ꎬ无法取得

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 ꎬ或者遇到

其他特殊情况时 ꎬ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

方案ꎬ在取得

A.病房负责人同意后实施

B.科室负责人同意后实施

C.医疗机构质监部门负责人批准后实施

D.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

批准后实施

E.科室全体医师讨论通过后实施

63.婚前医学检查的主要内容是指

A.进行性卫生知识、生育知识的教育

B.进行遗传病知识的教育

C.对有关婚配问题提供医学意见

D.对有关生育保健问题提供医学意见

E.对严重遗传疾病、指定传染病等的检查

64.«传染病防治法» 规定 ꎬ死亡后必须将

尸体立即消毒并就进火化的传染病是
A.黄热病
B.黑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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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艾滋病

Ｄ .炭疽病

Ｅ .流行性出血热

６５.在自然疫源地和可能是自然疫源地的
地区兴办的大型建设项目开工前 ꎬ建设单位应

申请当地卫生防疫机构对施工环境进行

Ａ .环保调查

Ｂ .卫生调查

Ｃ .卫生资源调查

Ｄ .环境资源调查

Ｅ .危害因素调查

６６. 医疗机构申请配制制剂 ꎬ有权依法予

以批准并发给 « 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 的机
关是

Ａ .卫生行政部门

Ｂ .县级卫生行政部门

Ｃ .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Ｄ .地市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Ｅ .省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６７.公民临床用血时 ꎬ交付用于血液的费
用没有包括

Ａ .血液采集费用

Ｂ .血液购买费用

Ｃ .血液储存费用

Ｄ .血液分离费用

Ｅ .血液检验费用

６８.我国对传染病防治实行的方针是

Ａ .国家监督

Ｂ .预防为主

Ｃ .分类管理

Ｄ .共同参与

Ｅ .防治结合

６９.矿化程度最高的牙本质是

Ａ .管周牙本质

Ｂ .管间牙本质

Ｃ .球间牙本质

模拟试卷

Ｄ .前期牙本质

Ｅ .托姆斯颗粒层

７０.生理情况下 ꎬ 牙齿发育完成以后形成

的牙本质是

Ａ .原发性牙本质

Ｂ .继发性牙本质

Ｃ .修复性牙本质

Ｄ .球间牙本质

Ｅ .透明牙本质

７１.汇合形成面后静脉的是

Ａ .面前静脉ꎬ颞浅静脉

Ｂ .颞浅静脉ꎬ颌内静脉

Ｃ .翼静脉丛ꎬ颌内静脉

Ｄ .面前静脉 ꎬ耳后静脉

Ｅ .翼静脉丛ꎬ耳后静脉

７２.乳酸循环所需的 ＮＡＤＨ主要来自

Ａ .三羧酸循环过程中产生的 ＮＡＤＨ

Ｂ .脂酸 β 氧化过程中产生的 ＮＡＤＨ

Ｃ .糖酵解过程中 ３－磷酸甘油醛脱氧产生

的 ＮＡＤＨ

Ｄ .磷酸戊糖途径产生的 ＮＡＤＰＨ 经转氢

生成的 ＮＡＤＨ

Ｅ .谷氨酸脱氢产生的 ＮＡＤＨ

７３.下列分子中不能异生为糖的是

Ａ .脂肪酸

Ｂ .丙酮酸

Ｃ .丙氨酸

Ｄ.乳酸

Ｅ.甘油

７４.关于血糖来源的叙述 ꎬ错误的是

Ａ .肠道吸收的葡萄糖

Ｂ .肝糖原分解成葡萄糖入血液

Ｃ .肌糖原分解成葡萄糖入血液

Ｄ .非糖物质在肝脏异生成糖入血液

Ｅ .乳酸循环中的乳糖在肝成糖后入血液

７５.胰岛素降低血糖作用不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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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加速糖原合成 ꎬ抑制糖原分解

Ｂ .加快糖的有氧氧化

Ｃ .促进肌蛋白质分解

Ｄ .抑制糖异生

Ｅ .减少脂肪动员

７６.合成脂肪酸的乙酰 ＣｏＡ主要来自

Ａ .生糖氨基酸的分解代谢

Ｂ .生酮氨基酸的分解代谢

Ｃ .胆固醇的分解代谢

Ｄ .脂肪酸的分解代谢

Ｅ .糖的分解代谢

７７.下列关于酮体的描述错误的是

Ａ .酮体包括乙酰乙酸、β－羟丁酸和丙酮

Ｂ .合 成 原 料 是 丙 酮 酸 氧 化 生 成 的 乙
酰 ＣｏＡ

Ｃ .只能在肝的线粒体内生成

Ｄ .酮体只能在肝外组织氧化

Ｅ .酮体是肝输出能量的一种形式
７８.胆固醇不能转变成

Ａ .维生素 Ｄ３

Ｂ .雄激素

Ｃ .雌激素

Ｄ .醛固酮

Ｅ .胆色素

７９.胆固醇合成的关键酶是

Ａ .柠檬酸裂解酶

Ｂ .ＨＭＧＣｏＡ合成酶

Ｃ .ＨＭＧＣｏＡ裂解酶

Ｄ .ＨＭＧＣｏＡ还原酶

Ｅ .鲨烯合酶

８０.尿素在肝的合成部位是

Ａ .胞质和微粒体

Ｂ .胞质和线粒体

Ｃ .线粒体和微粒体

Ｄ .微粒体和高尔基体

Ｅ .胞质和高尔基体

８１.某 个 ＤＮＡ 分 子 中 的 鸟 嘌 呤 含 量 为

２２％ꎬ则胸腺嘧啶的含量应为

Ａ.２２％

Ｂ.２５％

Ｃ.２８％

Ｄ.５６％

Ｅ.７８％

８２.以下化合物中不含高能磷酸键的是

Ａ .磷酸烯醇式丙酮酸

Ｂ.ＡＴＰ

Ｃ.ＡＭＰ

Ｄ.ＡＤＰ

Ｅ.１ꎬ３－二磷酸甘油酸

８３.细菌的毒力取决于细菌的
Ａ .基本结构

Ｂ .侵入机体的途径

Ｃ .特殊结构

Ｄ .分解代谢产物

Ｅ .侵袭力和毒素

８４.流感经常发生不易控制 ꎬ主要原因是

Ａ .流感病毒传染性很强

Ｂ .流感病毒抗原易发生变异

Ｃ .流感病毒抵抗力强

Ｄ .流感病毒潜伏期短

Ｅ .人对流感病毒易感

８５.腮腺炎病毒属于

Ａ .呼吸道正黏病毒科

Ｂ .肠道病毒

Ｃ .痘类病毒

Ｄ .疱疹病毒

Ｅ .呼吸道副黏膜毒科

８６.对狂犬病毒的正确叙述是

Ａ .发病前 １０天唾液开始排毒

Ｂ .抵抗力强 ꎬ不被碘、乙醇、肥皂水等灭活

Ｃ . 固定毒株接种动物发病所需潜伏期长

Ｄ .可用灭活疫苗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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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可在感染细胞核内形成嗜碱性包涵体

87. 中枢免疫器官不是

A.免疫细胞发生的场所

B.免疫细胞发生免疫应答的场所

C.免疫细胞发育的场所

D.免疫细胞分化的场所

E.免疫细胞成熟的场所

88.新斯的明可用于治疗以下哪种疾病

A.支气管哮喘

B.阵发性室性心律失常

C.重症肌无力

D.尿路梗阻性尿潴留

E.有机磷中毒解救

89.F 药厂销售代表和某医院多名医师约

定 ꎬ医师在处方时使用 F 药厂生产的药品 ꎬ并

按使用量的多少给予提成 ꎮ 事情曝光以后 ꎬ按

«药品管理法» 的规定 ꎬ对 F 药厂可以做出行

政处罚的部门是

A.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B.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C.税务管理部门

D.医疗保险部门

E.卫生行政部门

90.某个体开业医师 ꎬ 在一次诊治中不按

照规定使用麻醉药品 ꎬ收到责令暂停 6 个月执

业活动的行政处罚 ꎬ随后又被吊销注册 ꎬ他对

后一处理表示不服 ꎬ 可以依法采取的法律救

助是

A. 申请行政调解

B.提起刑事自诉或行政诉讼

C.提起民事诉讼或刑事自诉

D. 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调解

E. 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91 .务工人员郑某 ꎬ施工中受外力重击 ꎬ需
要给予输血治疗 ꎮ 根据« 临床输血技术规范»

规定 ꎬ经治医师向他说明输同种异体血的不良

模拟试卷

反应和经血传播疾病的可能性后 ꎮ 他应签署

的法律文书是

A.临床输血申请单

B.输血治疗同意书

C.交叉输血报告单

D.输血反应回报单

E. 同型输血认可书

92.某生参加高考前数月产生严重焦虑 ꎮ

来到咨询室后 ꎬ该生讲述了其内心的恐惧与担

心 ꎬ治疗师只是认真的倾听 ꎬ不做指令性指导 ꎬ

这种心理疗法的理论属于

A.精神分析理论

B.认知理论

C.人本主义理论

D.心理生理理论

E.行为理论

93.某职员 ꎬ竞争意识强 ꎬ 总想胜过他人 ꎬ

老觉得时间不够用 ꎻ脾气暴躁 ꎬ容易激动 ꎻ说话

快 ꎬ走路快 ꎻ常与他人意见不一致ꎮ 其行为类

型属于

A.A 型行为

B.B 型行为

C.C 型行为

D.AB 混合型行为

E.BC 混合型行为

94.一位医生在为其患者进行角膜移植手

术的前一夜 ꎬ发现备用的眼球已经失效 ꎬ于是

到太平间看是否有尸体能供角膜移植之用 ꎬ恰

巧有一尸体 ꎮ 考虑到征得家属意见很可能会

遭到拒绝 ꎬ而且时间也紧迫 ꎬ于是便去除了死

者的一侧眼球 ꎬ 然后用义眼代替 ꎮ 尸体火化

前 ꎬ死者家属发现此事 ꎬ 便把医生告上法庭 ꎮ

经调查 ꎬ医生完全是为了患者的利益 ꎬ并没有

任何与治疗无关的动机 ꎮ 对此案例的分析 ꎬ那

个是最恰当的
A.此案例说明我国器官来源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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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此案例说明我国在器官捐献上观念的
陈旧

Ｃ .此案例说明医生为了患者的利益而摘
取眼球在伦理学上是可以得到辩护的

Ｄ .此案例说明首先征得家属的知情同意
是一个最基本的伦理原则

Ｅ .此案例说明医院对尸体的管理有问题

９５.对 １０名 ２５岁以上的山区健康男子测

量脉搏次数(次/分) ꎮ 用 ｔ 检验与全国正常男

子资料进行比较 ꎬ按 α＝０.０５的检验标准ꎮ 自

由度为

Ａ.ν＝９
Ｂ.ν＝１９

Ｃ.ν＝８

Ｄ.ν＝２０

Ｅ.ν＝１８

９６.一名 ８ 岁男童 ꎬ长期挑食 ꎬ不吃动物性
食物 ꎬ生长迟缓 ꎬ味觉异常ꎮ 分析其缺乏的营

养素为

Ａ.钙

Ｂ.铁

Ｃ.锌

Ｄ.铜

Ｅ.硒

９７.某一 家 ４ 口 ꎬ晨起先后出现恶心、呕

吐、腹痛、腹泻 ꎬ大便呈黄绿色水样便 ꎬ有恶臭 ꎬ

４ 人均有体温升高ꎬ其中 ３ 人为 ３８℃ 左右ꎮ

１ 人为 ４０℃ ꎮ 据了解发病的前晚ꎬ晚餐进食米

饭、肉炖蛋、炒青菜 、肉丝榨菜蛋汤 ꎬ可能引起

食物中毒的细菌是

Ａ .沙门菌

Ｂ .变形杆菌

Ｃ .肉毒梭状芽孢杆菌

Ｄ .副溶血链球菌

Ｅ .葡萄球菌

９８.一患者下磨牙干髓治疗已 ４ 年ꎮ 近 ３

周咬物不适 ꎬ有时喝热水时痛 ꎬ睡前自发钝痛 ꎬ

最应考虑的诊断为

Ａ .继发龋

Ｂ .残髓炎

Ｃ .急性牙髓炎

Ｄ .急性根尖周炎

Ｅ .慢性根尖周炎

９９.患者ꎬ男ꎬ１６岁ꎮ 右下后牙自发痛伴夜
间痛 １ 日ꎬ冷热刺激加重疼痛ꎮ 查 ４６ 面深

龋 ꎬ探洞底感疼痛 ꎬ未穿髓ꎬ 叩痛(－) ꎬ冷测敏

感ꎮ 临床诊断为

Ａ .急性牙髓炎

Ｂ .慢性牙髓炎

Ｃ .急性根尖周炎

Ｄ .慢性根尖周炎

Ｅ .牙髓坏死

１００.某患者 ꎬ女 ꎬ３８岁ꎮ 右下后牙进食嵌

塞痛 ２ 周 ꎬ偶有喝冷水痛ꎮ 无自发痛ꎮ 检查发
现右下第一磨牙 面深龋洞 ꎬ冷测反应正常 ꎮ

冷刺激入洞出现一过性敏感 ꎬ 叩痛(－) ꎬ去净

腐质后洞底无穿髓孔 ꎬ该患牙应做的治疗是
Ａ .双层垫底后充填

Ｂ .安抚治疗以消除症状

Ｃ .活髓切断

Ｄ .直接盖髓

Ｅ .根管治疗

(１０１~ １０３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腺淋巴瘤

Ｂ .多形性腺瘤

Ｃ .基底细胞腺瘤

Ｄ .腺样囊性癌

Ｅ .腺泡细胞癌

１０１.黏液软骨样结构见于

１０２.细胞内含嗜酸性颗粒的肿瘤见于

１０３.筛状结构常见于

(１０４~ １０５题共用备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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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原位癌

Ｂ .腺鳞癌

Ｃ .未分化癌

Ｄ .基底细胞癌

Ｅ .鳞状细胞癌

１０４.未穿破基底膜的是

１０５.局部浸润扩展 ꎬ很少发生转移的是
(１０６~ １０７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上颌第一前磨牙

Ｂ .上颌第二前磨牙

Ｃ .上颌第一磨牙

Ｄ .上颌第二磨牙

Ｅ .上颌第三磨牙

１０６.根尖与上颌窦最接近的是

１０７.近中舌尖占舌面最大部分的是
(１０８~ １０９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中性

Ｂ.远中

Ｃ.近中

Ｄ.正中

Ｅ .前伸

１０８.正中 时上颌第一磨牙近中颊尖咬
在下颌第一磨牙颊沟的近中为

１０９.正中 时上颌第一磨牙近中颊尖咬
在下颌第一磨牙颊沟的远中为

(１１０~ １１２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核苷酸在核酸长链上的排列顺序
Ｂ .ｔＲＮＡ的三叶草结构

Ｃ .ＲＮＡ螺旋结构

Ｄ .ＤＮＡ 的超螺旋结构

Ｅ .ＤＮＡ 的核小体结构

１１０.属于核酸一级结构的描述是

１１１.属于核糖核酸二级结构的描述是

１１２.属真核生物染色质中 ＤＮＡ 的三级结
构的描述是

(１１３~ １１５题共用备选答案)

模拟试卷

Ａ .胞液

Ｂ .线粒体

Ｃ .微粒体

Ｄ .溶酶体

Ｅ.内质网

１１３.丙酮酸脱氢酶系存在于

１１４.脂肪酸 β－氧化酶系存在于

１１５.脂肪酸合成酶系存在于
(１１６~ １１７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衣原体

Ｂ.病毒

Ｃ .支原体

Ｄ .螺旋体

Ｅ .真菌

１１６.只有一种类型核酸的是

１１７.缺乏细胞壁的原核细胞型微生物是

(１１８~ １２０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人虱

Ｂ.鼠蚤

Ｃ .恙螨

Ｄ.蜱

Ｅ.蚊

１１８.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传播媒介是

１１９.地方性斑疹伤寒的传播媒介是

１２０.流行性斑疹伤寒的传播媒介是

(１２１~ １２３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自身抗原

Ｂ .血型抗原

Ｃ .异种抗原

Ｄ .同种异型抗原

Ｅ .肿瘤相关抗原

１２１.外毒素是

１２２.抗体独特型是

１２３.癌胚抗原是

(１２４~ １２６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ＣＤ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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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ＣＤ１９

Ｃ.ＫＩＲ

Ｄ.ＭＨＣ－Ⅱ

Ｅ.ＬＰＳ

１２４.Ｔ 细胞的表面分子

１２５.树突状细胞的表面分子

１２６.ＮＫ细胞的表面分子

(１２７~ １２９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硝苯地平

Ｂ .普萘洛尔

Ｃ .氢氯噻嗪

Ｄ .呋塞米

Ｅ .可乐定

１２７.伴有支气管哮喘的高血压患者不用

１２８.伴有外周血管痉挛性疾病的高血压
患者首选

１２９.伴有消化道溃疡的高血压患者宜用
(１３０~ １３１题共用题干)

某医生拟开展一项科研工作 ꎬ决定按统计

工作 ４ 个步骤 :统计设计 ꎬ搜索资料 ꎬ整理资料

和分析资料进行操作和实施 ꎮ

１３０.该医生的医学科研设计可有下列设
计ꎬ除了

Ａ .调查设计

Ｂ .实验设计

Ｃ .临床实验设计

Ｄ .动物实验设计

Ｅ .对照设计

１３１.搜索资料不包括下列哪些方面
Ａ .统计报表

Ｂ .医疗卫生工作记录

Ｃ .实验

Ｄ .录入计算机

Ｅ .专题调查

(１３２~ １３４题共用题干)

女 ꎬ４０岁ꎮ 右上后牙疼痛一夜未眠 ꎬ要求

诊治ꎮ 查ꎬ右上 ６ 深龋ꎬ有嵌塞食物在内ꎬ叩诊

(－) ꎬ无明显松动度ꎮ

１３２.为明确主诉牙诊断最应做的检查是
Ａ .松动度

Ｂ .温度测验

Ｃ .牙周袋探诊

Ｄ .电活力测验

Ｅ.Ｘ 线片检查

１３３.主诉最有可能的诊断是

Ａ.深龋

Ｂ .急性牙髓炎

Ｃ .牙龈乳头炎

Ｄ .慢性牙龈炎

Ｅ .急性根尖眼

１３４.主诉牙有效的处理方法是

Ａ .消炎止痛

Ｂ .局部上药

Ｃ .龋洞充填

Ｄ .牙髓治疗

Ｅ .牙周治疗

(１３５~ １３７题共用题干)

女 ꎬ３５岁ꎮ 因左下后牙对冷热刺激敏感 １

周前来就诊 ꎮ 检查发现左下第一磨牙 面深

龋洞 ꎬ探诊洞底感酸痛 ꎬ冷测反应一过性敏感 ꎬ

叩痛(－) ꎬ牙龈无异常ꎮ

１３５.该患牙的诊断是
Ａ.深龋

Ｂ .可复性牙髓炎

Ｃ .急性牙髓炎

Ｄ .慢性牙髓炎

Ｅ .牙髓钙化

１３６.作鉴别诊断时 ꎬ 最有价值的检查方

法是

Ａ.Ｘ 线检查

Ｂ .温度测试

Ｃ.探诊

４０８



Ｄ.咬诊

Ｅ .视诊

１３７.其处理方法是

Ａ .安抚治疗

Ｂ .磷酸锌黏固粉垫底永久充填

Ｃ .聚羧酸锌黏固粉垫底永久充填

Ｄ .氧化锌丁香油黏固粉垫底永久充填
Ｅ .直接永久充填

(１３８~ １４０题共用题干)

男ꎬ５０岁ꎮ １ 周来右侧后牙咬物不适ꎬ冷

水引起疼痛ꎬ近 ２ 日来ꎬ夜痛影响睡眠ꎬ并引起

半侧头、面部痛 ꎬ痛不能定位ꎮ 检查时见右侧

上、下第一磨牙均有咬合面龋洞 ꎮ

１３８.为确定牙位进行的一项检查是
Ａ.探诊

Ｂ.叩诊

Ｃ .松动度检查

Ｄ .温度测验

Ｅ.Ｘ 线片检查

１３９.患牙的诊断最可能是

Ａ.深龋

Ｂ .可复性牙髓炎

Ｃ .急性牙髓炎

Ｄ .慢性牙髓炎

Ｅ .牙髓坏死

１４０.如经检查后不能 确定患牙的颌位 ꎬ

应做

Ａ.咬诊

Ｂ .麻醉测试

Ｃ .温度测验

Ｄ .牙周袋探诊

Ｅ.Ｘ 线片检查

(１４１~ １４４题共用题干)

女性 ꎬ４５岁ꎮ 唇部黏膜肿胀破溃 ３ 个月
余 ꎮ 口腔检查 :下唇左侧可见 一 个直径 １ｃｍ
的浅表 ꎬ微凹溃疡 ꎬ基底有少许渗出物 ꎬ渗出物

模拟试卷

下见桑葚样肉芽肿 ꎬ溃疡边缘清楚 ꎬ微隆 ꎬ呈鼠

噬状ꎮ

１４１.为明确诊断 ꎬ下列哪项是最需要的

Ａ .结核菌素试验

Ｂ .取渗出物直接涂片查菌丝

Ｃ .浓缩集菌培养

Ｄ .检查有无局部刺激因素

Ｅ .活体组织病理学检查

１４２.病理学检查示 :结节中央部分有大量

肿胀的组织细胞和朗格汉斯细胞 ꎬ有密集淋巴

细胞浸润 ꎬ结合临床表现诊断为

Ａ .结核性溃疡

Ｂ .复发性重型阿弗他溃疡

Ｃ .癌性溃疡

Ｄ .创伤性溃疡

Ｅ .坏死性涎腺化生

１４３.根据诊断 :强化治疗阶段采用的标准

化疗联合用药方案是

Ａ .异烟肼＋利福平

Ｂ .链霉素＋异烟肼＋利福平

Ｃ .链霉素＋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

Ｄ .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

Ｅ .链霉素＋异烟肼＋乙胺丁醇

１４４.继续巩固阶段用药方法是

Ａ .异烟肼＋利福平每天用ꎬ持续 ６ 个月

Ｂ .异烟肼＋乙胺丁醇每天用ꎬ持续 ８ 个月

Ｃ .异烟肼＋利福平＋乙胺丁醇每天用 ꎬ持
续 １８个月

Ｄ .异烟肼＋利福平＋对氨柳酸每天用 ꎬ持
续 １８个月

Ｅ .链霉素＋异烟肼＋利福平每天用 ꎬ持续
１８个月

(１４５~ １４７题共用题干)

某男性患者 ꎬ２７岁 ꎮ 因儿童期颏部外伤

致颞下颌关节强直 ꎮ

１４５.这类病例常伴有比较严重的面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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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障碍 ꎬ下列体征中哪一项是错误的
A.患侧下颌体及升支短小

B.患侧面部扁平

C.患侧角前切迹加深

D.健侧下颌相对较长

E.颏点偏向患侧

146.若 X 线证实 ꎬ 其患侧乙状切迹尚存
在 ꎬ下列哪种手术方法最适宜

A.在相当于髁突顶处 ꎬ切除 0.5cm 宽骨质

B.在相当于髁突颈以上平面 ꎬ 切除 1 ~

1 .5cm宽骨质

C.在下颌孔平面以上切除 1 ~ 1 .5cm 骨质
D.在下颌孔平面以下截骨 1 ~ 1 .5cm 骨质
E.在下颌角处截骨 1 ~ 1 .5cm 骨质

147.若双侧颞下颌关节都已受累 ꎬ患者无
法耐受同期双侧手术 ꎬ而需两次手术 ꎬ两次手

术之间的间隔不应超过

A.3 天

B.1 周

C.2 周

D.1 个月

E.3 个月

(148 ~ 150 题共用题干)

男 ꎬ35 岁 ꎮ 右上第一磨牙牙髓治疗后劈

裂 ꎬ拔牙过程中牙冠碎裂至龈下 ꎬ牙根与牙周

骨质粘连 ꎮ

148.此时拔除此根应先

A.牙挺取根

B.牙钳拔除

C.分根后拔除

D.翻瓣去骨拔除

E.涡轮钻拔除

149.拔牙过程中发现其腭侧根消失 ꎬ牙槽

窝空虚 ꎬ此时应当

A.立即停止操作 ꎬ拍 X 线片

B.立即扩大牙槽窝取根

C.立即行上颌窦开窗取根

D.翻瓣去骨取根

E.延期拔除患牙

150.如果确定腭根已入上颌窦 ꎬ经去除牙

槽间隔后扩大牙槽窝将其冲出 ꎮ 此时上颌窦

黏膜破裂口约 7 mm ꎬ此时应

A.立即行上颌窦瘘修补术

B.牙槽窝填塞碘仿纱条

C.可不予处理

D.给予抗生素 ꎬ延期行上颌窦瘘修补术

E.术后牙槽窝内放置碘仿海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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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1 .超声洁牙操作中错误的是

A.开动电源后先调节功率旋钮
B.对厚而硬的牙石用大功率
C.细小牙石及烟斑用小功率
D.将工作头停留在一点上震动

E.工作头前端与牙面平行接触牙石进行
洁治

2.晚期成年人牙周炎牙槽骨吸收主要是
A.垂直吸收
B.水平吸收

C. 凹坑状吸收
D.斜行吸收
E.不均匀吸收
3.局限性青少年牙周炎龈下非附着菌斑

内 ꎬ主要优势菌是
A.梭形菌
B.螺旋体

C. 中间普氏菌
D.黏性放线菌
E.伴放线杆菌
4.GTR 治疗效果最好的骨缺损是

A.一壁骨缺损
B.二壁骨缺损
C.三壁骨缺损
D.混合袋壁
E.骨上袋

5.牙周基础治疗包括下列内容 ꎬ除外
A.洁治术

B. 口腔卫生指导
C.龈下刮治术

D.牙龈切除术
E.菌斑控制

6.引起牙周脓肿最常见的病原菌是
A. 甲型溶血性链球菌
B.类白喉杆菌

C.无芽孢厌氧菌
D.铜绿假单胞菌
E. 白念珠菌

7.牙周脓肿形成后处理原则是

A.龈袋上药
B.切开引流
C.龈下洁治
D.龈瓣切除
E.全身支持疗法

8.牙周脓肿的临床特点中不包括
A.有牙周炎病史
B.有深牙周袋

C.牙龈呈椭圆形隆起 ꎬ波动感
D.伴明显的牙齿松动
E.脓肿局限于龈乳头及龈缘

9.乳牙龋药物治疗时ꎬ具有腐蚀性的药物是
A.2%氟化钠
B.8%氟化钠

C.10%酸性氟磷酸
D.38%氟化氨银
E.8%氟化亚锡溶液

10.混合牙列时期 ꎬ年轻恒牙的龋齿治疗
中正确的是

A.去净腐质 ꎬ露髓后牙髓摘除术
B.尽量用高速手机去腐质和修整洞型

C.尽量恢复牙冠外形 ꎬ不强调恢复接触点
D.光滑面浅龋可用 38%的氟化氨银涂布

E.如果龋齿被龈袋覆盖应观察 ꎬ至完全萌
出后再治疗

11 .乳牙患龋齿高峰年轻段为

A.2 ~ 3 岁
B.3 ~4 岁
C.4 ~5 岁
D.5 ~ 8 岁
E.9 ~ 10 岁

12.乳牙龋齿治疗原则如下 ꎬ除外

A.降低咬合高度
B.去除病变组织
C.恢复牙体外形
D.提高咀嚼功能
E.利于恒牙列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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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轻恒牙活髓切断术的目的是
A.保存换牙行驶功能
B.避免根尖周病的发生
C.保存活髓使根尖发育
D.减少就诊次数
E.有利于牙冠修复
14.常见乳牙慢性牙槽脓肿排脓途径为
A.舌侧牙龈
B.唇侧牙龈
C.龋洞
D.龈沟
E.根分叉处
15.哪种乳牙不应该拔除

A.牙冠破坏严重 ꎬ已无法修复的乳牙
B.根尖周炎症已涉及继承恒牙牙胚

C.乳牙有牙髓炎症可治疗 ꎬ但离替换时间
很近

D.受继承恒牙萌出力的推压 ꎬ使根尖露出
龈外常致局部黏膜创伤性溃疡

E.有病灶感染迹象但能彻底治愈
16. 固定保持器是
A.丝圈式保持器
B.功能性活动保持器
C.舌弓保持器
D.远中导板保持器
E.间隙扩展器

17. 口腔黏膜及皮肤表现单侧沿神经分布
的密集性疱疹的疾病是

A.复发性疱疹性口炎
B.急性疱疹性龈口炎
C.疱疹性咽峡炎
D.疱疹样口疮
E.带状疱疹
18.疱疹性龈口炎的病因是
A.细菌
B.病毒
C.真菌
D.衣原体
E.立克次体
19.更易患口腔念珠菌的人群为

A.嗜烟者
B.嗜酒者
C.更年期妇女
D.患有胆道疾病者
E.长期大量应用抗生素
20.急性疱疹性龈口炎的临床特征为
A. 口腔黏膜散在的溃疡
B. 口腔黏膜出现簇集的小水疱
C. 口腔黏膜上白色凝乳状的绒膜

D.疱疹沿神经排列 ꎬ不超过中线

E. 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出现水疱、丘疹等
病损

21 .牙髓失活法最严重的并发症是
A.封药后疼痛
B.亚砷酸烧伤牙周组织
C.急性牙髓炎
D.急性根尖周炎
E.牙龈乳头炎

22.X 线片根尖周透射区包括数牙时确诊
病源牙的主要依据是患牙

A.有无龋洞
B.是否有牙周疾病
C.牙髓有无活力
D.有无窦道
E.有无叩痛
23.急性根尖周炎应急处理正确的是
A.在局麻下进行

B.开通髓腔 ꎬ引流根管
C.穿通根尖孔
D.有脓肿时切开排脓
E.以上均是

24.能促进根尖周组织修复的充填材料是
A.氢氧化钙
B.氯仿牙胶
C.氧化锌丁香油黏固粉
D.丁香油牙胶
E.碘仿糊剂
25.根尖周病的感染主要来自
A.邻牙根尖周病变
B.邻近器官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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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牙髓感染
D.牙周病变
E.菌血症
26.慢性根尖周炎中的主要病变类型是

A.根尖肉芽肿
B.致密性骨炎
C.牙槽脓肿

D.根尖脓肿
E.根尖囊肿

27.测试主牙胶尖合适的重要指标是
A.与牙根管的长度一致
B.达到患牙根管的工作长度

C.在取出时根尖部有回拉阻力
D.刚能进入根管的根尖狭窄部
E.与根备后的根管锥度一致

28.急性根尖周炎浆液期初期特有的自觉
症状是

A.咬合轻钝痛
B.牙根部发木感
C.根尖部不适感

D.紧咬时疼痛缓解
E.患牙浮出感觉

29.根尖周病治疗原则应是
A.无痛操作 ꎬ控制感染
B.无痛操作 ꎬ封闭根管

C.无菌操作 ꎬ消灭无效腔
D.控制感染 ꎬ杜绝再感染
E.彻底清除根管内感染源
30.根管治疗的非适应证是
A.牙髓坏死

B.急性根尖周炎
C.慢性根尖周炎
D.牙髓牙周联合病变
E.根管闭锁的根尖周炎

31 .年轻恒牙的 X 线牙片显示 ꎬ未发育完
全的根尖开口区有界限清晰透影 ꎬ周围有一层
致密线条影 ꎬ临床无异常症状 ꎬ应提示为

A.慢性根尖周肉芽肿
B.慢性根尖周脓肿
C.慢性根尖周囊肿

模拟试卷

D.慢性牙髓炎
E.牙乳头

32.急性根尖周脓肿时 ꎬ 医生建立最佳的
引流通道是

A.根 尖 孔—根 管—龋 洞
B.根尖部—牙周袋

C.根尖部—牙槽骨—黏膜下
D.根尖 部—牙槽 骨—皮肤 下
E.根尖 部—牙周 间隙—龈袋

33.根管预备时 ꎬ前牙的工作长度具体指
A.前牙的根管长度

B.X 线片上牙齿长度
C.前牙髓腔实际长度

D.根管口到根尖狭窄部长度
E.切缘到根尖狭窄部长度

34.根管消毒药的性能要求是
A.渗透性弱

B.消毒作用短暂
C.不使管壁染色
D.弱的杀菌作用
E.对根尖周组织无刺激
35.根尖脓肿与骨膜下脓肿鉴别点是
A.疼痛程度不同
B.脓肿部位不同
C.牙髓有无活力
D.松动度的有无
E.扪诊有无波动感

36.测量附着水平 ꎬ正确距离是
A.龈 缘—袋 底
B.牙颈部—袋底

C.龈缘—釉牙骨质界
D.釉牙骨质界—袋底
E.以上全不是
37.对牙周组织损伤最大的是
A.牵引力
B.斜向力

C.垂直压力
D.水平压力
E.扭力和旋转力
38.牙周炎的主要病理变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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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牙松动
Ｂ .菌斑形成
Ｃ .牙龈增生
Ｄ .牙龈出血
Ｅ .牙槽骨吸收

３９.牙 槽 骨 水 平 吸 收 时 形 成 的 牙 周 袋 通
常为

Ａ .骨上袋
Ｂ .骨下袋
Ｃ .复杂袋
Ｄ.２ 壁骨袋
Ｅ.３ 壁骨袋

４０.牙周袋底位于釉牙骨质根方 ꎬ 从袋底
到釉牙骨质界的距离称为

Ａ .探诊深度
Ｂ .牙周袋深度
Ｃ .附着丧失
Ｄ .牙龈退缩程度
Ｅ .角化龈宽度

４１.在艾滋病相关牙周病中起重要作用的
微生物是

Ａ .链球菌
Ｂ .白色念珠菌
Ｃ .病毒
Ｄ .衣原体
Ｅ .支原体

４２.关 于 根 分 叉 病 变 的 叙 述 ꎬ 下 列 正 确
的是

Ａ . Ⅰ度 :牙周袋已达多根牙根分叉区 ꎬ但
分叉内无牙槽骨破坏 ꎬ Ｘ 线片上看不到骨质
吸收

Ｂ.Ⅱ度:分 叉 区 骨 吸 收 仅 限 于 颊 侧 或 舌
侧 ꎬ尚未相通 ꎬＸ 线片见牙周膜增宽

Ｃ . Ⅲ度 :根分叉区牙槽骨完全吸收 ꎬ探针
可通过根分叉区 ꎬＸ 线片见该区骨质呈透射区

Ｄ . Ⅳ度 :根分叉区牙槽骨完全破坏 ꎬ牙龈
退缩使根尖分叉区完全暴露

Ｅ .以上都是
４３.牙周脓肿的发病因素不正确是
Ａ .牙周袋壁的化脓性炎症向深部发展 ꎬ脓

液不能排入袋内

Ｂ .牙周袋迂回曲折、涉及多个牙面 ꎬ脓性
渗出物不能顺利引流

Ｃ .洁治、刮治动作粗暴 ꎬ将牙石碎片推入
牙周袋深部

Ｄ .异物刺入牙间乳头 ꎬ引起化脓性炎症

Ｅ .根管治疗时髓室底或根管壁侧穿 ꎬ引起
化脓性炎症

４４.涉及美容的永久性修复体至少应开始
于牙冠延长术后

Ａ.１周
Ｂ.２周
Ｃ.４周
Ｄ.６ 周
Ｅ.２ 个月
４５.特纳牙是由于
Ａ .服用四环素所致
Ｂ .饮水氟含量过多所致

Ｃ .患儿严重的发热性疾病所致
Ｄ .先天发育缺陷
Ｅ .乳牙根尖周严重感染所致

４６.年轻恒牙的龋齿特点中 ꎬ不正确的是
Ａ .病变组织分界不清
Ｂ .牙髓易受细菌影响
Ｃ .病变组织较软
Ｄ .龋蚀组织染色
Ｅ .多为慢性龋
４７.嵌体修复乳牙窝沟龋的缺点是
Ａ .牙体制备时除去牙体组织多
Ｂ .牙间接触点恢复差
Ｃ .易形成继发龋
Ｄ .患牙解剖态不易恢复
Ｅ .修复体硬度低

４８.临床怀疑口腔念珠菌感染时 ꎬ 首选选
用的辅助诊断技术为

Ａ .唾液培养
Ｂ .唾液及血清念珠菌抗体测定

Ｃ .血清铁及维生素 Ｂ１２测定
Ｄ .直接在病损区涂片镜检
Ｅ .活体组织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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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疱疹样口炎的特征是

A.一般 1 ~ 5 个溃疡 ꎬ直径 2 ~ 4 mm ꎬ多发
生于唇颊黏膜

B.多为单个大溃疡 ꎬ直径超过 1cm ꎬ 多发
于颊、软腭等处

C.数目多少、直径大小变化很大 ꎬ可见明
显的局部刺激因素

D.溃疡单发 ꎬ病程长 ꎬ呈潜掘状

E.多发溃疡可达几十个 ꎬ直径 1 ~ 2 mm ꎬ

亦可融合成片 ꎬ多见于口底、舌腹黏膜

50.以下哪项不是艾滋病的预防措施
A.避免性关系紊乱

B.严格检疫 ꎬ防止传入
C.加强高危人群的监视

D.避免与艾滋病患者的日常接触
E.严格筛查供血人员和血液制品
51 .造成成牙本质细胞变性 ꎬ不能形成正

常牙本质是由于缺乏

A.维生素 D

B.维生素 A

C.维生素 C

D.钙
E.磷
52.影响四环素牙着色程度的因素有
A.患者的健康状况
B.患者的发病情况
C.骨骼的矿化程度
D.牙本质的矿化程度
E.药物的种类、剂量、给药次数

53.畸形中央尖最常发生的牙位是
A.上颌侧切牙

B.上颌第一前磨牙
C.上颌第二前磨牙
D.下颌第一前磨牙
E.下颌第二前磨牙

54.根折牙临床表现的描述 ꎬ不正确的是
A.外伤性纵折很多见
B.最常见的根折为根尖 1/3 折断
C.多见于牙根完全形成的成人牙齿
D.根折恒牙的牙髓坏死率为 20% ~24%

模拟试卷

E.部分根折患牙的牙髓出现 “ 休克 ” 现象
55.关于牙震荡的描述 ꎬ正确的是

A.对于牙震荡的患牙做牙髓活力测试 ꎬ其
反应不一

B.年轻恒牙在受震荡后 ꎬ 牙髓不会丧失
活力

C.年轻恒牙在受震荡后 ꎬ活力很快丧失
D.牙齿受震荡后 ꎬ一般有移位
E.牙震荡一般都伴有牙体组织的缺损

56.牙隐裂好发于
A.下颌第一磨牙
B.上颌第一磨牙
C.下颌第二磨牙
D.上颌第二磨牙
E.上颌前磨牙

57.对牙本质过敏的患牙 ꎬ最敏感刺激是
A.冷

B.热
C.酸

D.机械
E.甜

58.属于牙体慢性损伤的组别是
A.磨损、氟牙症、牙内陷

B.楔状缺损、牙脱位、四环素牙
C.牙隐裂、楔状缺损、磨损

D.畸形中央尖、牙内陷、四环素牙
E.氟牙症、磨损、牙脱位

59.牙本质过敏症的发病机制被认为是
A.体液学说

B.化学细菌学说
C.活体学说

D.流体动力学说
E.蛋白溶解学说

60 .下 列 关 于 牙 本质 过 敏 症 治 疗 的 论 述
中ꎬ错误的是

A.牙本质过敏症不可以自愈 ꎬ必须治疗
B. 面的过敏点可用麝香草酚脱敏
C.牙颈部可用 NaF 脱敏

D.较局限的敏感区 ꎬ可作充填治疗
E.对牙本质过敏的有效治疗必须封闭牙

415



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５＋２＋１”

本质小管

６１.牙隐裂可伴症状
Ａ .温度刺激痛

Ｂ .咬物痛
Ｃ.自发痛

Ｄ .无明显症状
Ｅ .以上都可能

６２.牙髓失活剂使用不当 ꎬ可引起
Ａ .弥散性硬化性骨髓炎
Ｂ .颌骨化学性坏死

Ｃ .牙骨质增生
Ｄ .牙髓钙化
Ｅ .牙内吸收

６３.髓腔预备的要求如下 ꎬ除外的是
Ａ .揭净髓室顶

Ｂ .尽量扩大根管口
Ｃ .磨除牙本质突起
Ｄ .按牙位正确开髓
Ｅ .洞壁与根管连成一线
６４.牙髓温度测验最常用的温度范围是

Ａ.<１０℃

Ｂ .１５~２０℃
Ｃ.２５~３０℃
Ｄ.３５~４０℃
Ｅ .４５~５０℃
６５.牙内吸收患牙的牙髓为

Ａ .部分坏死
Ｂ .炎症组织
Ｃ .弥漫钙变
Ｄ .肉芽组织
Ｅ .网状萎缩

６６.若牙体缺损累及牙本质或牙髓 ꎬ 可能

出现下述临床问题 ꎬ除外
Ａ .牙髓刺激症状

Ｂ .牙髓变性或坏死
Ｃ .根尖病变

Ｄ .牙髓炎
Ｅ .牙龈炎
６７. 由牙周引起牙髓感染的最主要途径是

通过

Ａ .根尖孔

Ｂ .副根尖孔
Ｃ .侧支根管
Ｄ .牙本质小管
Ｅ .发育缺陷的结构
６８.急性牙髓炎的诊断步骤是

Ａ .先麻醉止痛 ꎬ后查患牙和问诊
Ｂ .先温度测验 ꎬ后查患牙和问诊
Ｃ .先问诊 ꎬ后做麻醉止痛和检查
Ｄ .先问诊ꎬ再查牙ꎬ后温度测验
Ｅ .先查患牙 ꎬ后问诊做温度测验

６９.临床确诊牙髓坏死的最有效检查有
Ａ.视诊
Ｂ .温度测验

Ｃ .电活力测验
Ｄ .穿髓孔探诊
Ｅ .光纤透照
７０.直接盖髓术最重要的注意事项是
Ａ .无痛术

Ｂ .动作轻巧
Ｃ .去净腐质
Ｄ .无菌操作
Ｅ .充分止血
７１.药物过敏性口炎时机体产生的抗体是

Ａ.ＩｇＡ
Ｂ.ＩｇＧ
Ｃ.ＩｇＭ
Ｄ.ＩｇＤ
Ｅ.ＩｇＥ
７２.血管神经性水肿属于

Ａ . 自身免疫性疾病
Ｂ .变态反应性疾病
Ｃ .遗传性疾病

Ｄ .传染性疾病
Ｅ .创伤性疾病

７３.复发性口腔溃疡治疗措施中 ꎬ 近期疗
效最佳的是

Ａ . 口腔局部消炎、止痛、促愈合
Ｂ .手术切除
Ｃ .注射转移因子或口服左旋咪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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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针对与发病有关的全身和局部因素
E.补充营养

74.皮肤尼氏征反应阳性的是
A.血管性神经性水肿

B.盘状红斑狼疮
C.疱疹样口炎
D.天疱疹
E.类天疱疹

75. 口腔黏膜白斑临床上可有下述表现 ꎬ

除了

A. 白色或灰白色的均质斑块或呈皱纸状
斑块

B. 白色不规则隆起伴有乳头状突起
C.呈颗粒状红白间杂病损

D.在白色斑块的基础上有溃疡形成
E. 白色凝乳状假膜
76.可促使扁平苔藓病损加剧的是药物是

A.青霉素
B.异烟肼
C.雷公藤
D.维生素
E.泼尼松
77.慢性唇炎发病的重要原因是

A.饮食不当
B.心理障碍

C.因干燥而有舔唇不良习惯
D.高血压
E.以上都不是
78.氯奎口服治疗适用于

A.干燥脱屑型唇炎
B.湿疹糜烂型唇炎
C.多形性红斑
D.类天疱疹
79.慢性唇炎的临床表现如下 ꎮ 除外

A.唇肿胀
B.皱裂

C.脱屑
D.结痂
E.放射性斑纹
80.若不及时治疗 ꎬ有可能发展成走马牙

模拟试卷

疳的龈炎是

A.急性龈乳头炎
B.疱疹性龈口炎

C.急性坏死性溃疡性龈炎
D.慢性边缘性龈炎
E. 白血病

81 .急性坏死溃疡性龈炎 ꎬ龈沟内数量增
加的厌氧菌是

A.梭形芽孢杆菌与螺旋体
B.梭形杆菌与螺杆菌
C.梭形杆菌与螺旋体

D.具核梭形杆菌与螺杆菌
E.梭形芽孢杆菌与螺杆菌

82.牙周炎时 X 线片上牙槽骨吸收的最主
要表现是

A.牙槽骨高度降低
B.牙槽骨密度增强

C.根尖区骨密度减低阴影
D.牙周宽度均匀增加
E.牙槽嵴顶位于釉牙骨质下 1 mm

83.急性牙间龈乳头炎的病因应除外

A.硬食物刺伤
B.局部用药

C.充填物悬突
D.食物嵌塞
E.邻面龋
84.边缘性龈炎的治疗为

A.可用甲硝唑
B.牙龈切除术
C.根面平整
D.刮治术
E.洁治术

85.洁治术的目的是
A.使牙齿漂白
B.清除牙面烟斑

C.清除龈上牙石和菌斑
D.去除袋内菌斑生物膜

E.消除受毒素污染的根面牙骨质
86.妊娠期龈炎的最直接病因是
A.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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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创伤
Ｃ .食物嵌塞

Ｄ .菌斑微生物
Ｅ .不良修复体

８７.龈下刮治中 ꎬ 刮治器进入牙周袋时刮
治器的工作面与根面的角度应为

Ａ.０°
Ｂ.３０°

Ｃ.４５°

Ｄ.８０°

Ｅ.９０°

８８.边缘性龈炎的最主要治疗原则是

Ａ .调整咬合
Ｂ .药物治疗
Ｃ .去除病因
Ｄ .手术治疗
Ｅ .调整激素水平

８９.龈下菌斑内的可动菌是
Ａ .牙龈卟啉单胞菌

Ｂ .梭形杆菌
Ｃ .螺旋体

Ｄ .普氏菌
Ｅ .放线菌

９０.下列对龈袋的描述错误的是
Ａ .牙龈肿胀增生

Ｂ .龈沟可达 ３ ｍｍ 或更深

Ｃ .上皮附着在釉牙骨质界水平
Ｄ .出现结缔组织附着水平降低
Ｅ .龈袋可能溢脓

９１.患者ꎬ女ꎬ３５岁ꎮ 发现舌背白色病损 ４
个月 ꎬ检查发现其舌背左侧约 ０ .５ ｃｍ×０ .５ ｃｍ
白色角化病损 ꎬ边界欠清楚 ꎬ表面光滑略呈淡
紫色 ꎮ 患者发病前有精神创伤史 ꎬ下肢皮肤有
多角形紫 红 色 丘 疹 ꎻ表 面 有 Ｗｉｃｋｈａｍ 条 纹ꎮ

分析该患者诊断可能是

Ａ.白斑
Ｂ .扁平苔藓

Ｃ .白色角化症
Ｄ .梅毒斑
Ｅ .盘状红斑狼疮

９２.男 ꎬ３６岁ꎮ 口腔内双颊处白斑ꎮ 检查 :

口内双侧颊黏膜白色针状小丘疹 ꎮ 呈网状花
纹样 ꎬ有灼烧感 ꎬ 手背皮肤紫红色扁平丘疹 ꎮ

近期未服用过任何药物 ꎮ 该病应该诊断为
Ａ .盘状红斑狼疮

Ｂ .药物过敏性口炎
Ｃ . 口腔扁平苔藓
Ｄ .多形性红斑
Ｅ .口腔白斑

９３.男ꎬ３８岁ꎮ 吸烟 １０年ꎬ已戒烟 １ 年ꎮ

检查 ꎬ双颊黏膜及舌背黏膜有片状白色均质的
斑块 ꎬ表面高低不平 ꎬ质地稍硬 ꎬ不能被擦掉ꎮ

该患者的病损最可能的临床印象是
Ａ.白色水肿
Ｂ .伪膜型念珠菌病

Ｃ .皮脂腺异位
Ｄ.白斑
Ｅ .扁平苔藓

９４.男性 ꎬ １３岁 ꎮ 舌有时出现刺激痛近 １
年 ꎬ检查见舌背有 ３ 块光滑的红色剥脱区 ꎬ微
凹陷ꎬ直径 ５ ~ １０ ｍｍꎬ有两块已相连ꎬ剥脱区
边缘为白色微高起的弧形或椭圆形所包绕 ꎬ宽
为 １ .５ ｍｍꎮ 可诊断为

Ａ .舌扁平苔藓
Ｂ .舌乳头炎

Ｃ .萎缩性舌炎
Ｄ .地图舌
Ｅ .裂纹舌

９５.患儿ꎬ５ 岁ꎮ 上颌前牙冷热痛 １ 周ꎬ无
自发痛及夜间痛史 ꎮ 查 Ⅰ 近中舌面中龋 ꎬ探

敏感 ꎻ叩痛(－) ꎬ无穿髓点ꎮ 充填治疗宜选用

的材料是
Ａ .银汞合金

Ｂ .玻璃离子水门汀
Ｃ .复合树脂
Ｄ .磷酸锌水门汀
Ｅ .氧化锌丁香油糊膏剂

９６.病儿ꎮ ７ 岁ꎮ ＶＯ 龋ꎬ备洞 时意外穿
髓 ꎬ针尖大小ꎮ 治疗方法宜采用

Ａ .干髓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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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直接盖髓术
Ｃ .间接盖髓术
Ｄ .根管充填术
Ｅ .活髓切断术

９７.男ꎬ８ 岁ꎮ ２ 深龋ꎬ探痛ꎬ叩(±)ꎬ不松
动 ꎬ牙龈未见异常 ꎬ温度测敏感ꎮ 临床治疗宜
采用

Ａ .盖髓术
Ｂ .干髓术
Ｃ .活髓切断术
Ｄ .根管治疗术
Ｅ .根尖诱导成形术

９８.男性 ꎬ７ 岁ꎮ 诉下颌前牙松动ꎮ 口腔
检查见 : Ⅰ松动Ⅲ° ꎬ牙冠有深龋洞ꎬ １ 已从舌
侧萌出 ꎬ诊断

Ａ .乳牙滞留
Ｂ .乳牙早失
Ｃ .乳牙根尖周炎
Ｄ .乳牙牙周炎
Ｅ .乳牙外伤

９９.患儿ꎬ７ 岁ꎮ 上颌乳中切牙脱落 ２ 个
月 ꎬ恒牙中切牙一直未萌出 ꎮ 患儿发育正常 ꎬ

颌面部对称 ꎮ 此处牙床饱满 ꎬ牙龈颜色正常 ꎬ

Ｘ 线片见有恒牙胚ꎮ 临床处理宜选择
Ａ .切开导萌
Ｂ .增加营养
Ｃ.观察
Ｄ .局部用药
Ｅ .修复治疗

１００.患者 ꎬ男 ꎬ２５岁ꎮ 口腔内上下牙龈乳
头消失 ꎬ并凹陷 ꎬ呈反波浪形 ꎬ龈牙间乳头颊舌
侧分离 ꎬ可从牙面翻开 ꎬ下方有牙石牙垢 ꎬ血象
正常 ꎬ无坏死ꎮ 可能的原因是

Ａ .疱疹性龈炎
Ｂ . 中性粒细胞缺乏引起龈坏死
Ｃ .慢性龈缘炎
Ｄ .慢性坏死性龈炎
Ｅ .龈乳头炎
１０１.患者女性 ꎬ４０岁ꎮ 主诉牙龈增生 ２

年 ꎬ有高血压病史ꎮ 检查 :全口牙龈增生 ꎬ覆盖

模拟试卷

牙冠的 １/３~ １/２ꎬ牙龈乳头因增生而相连ꎬ牙
龈表面有的呈桑葚状 ꎬ牙龈质地坚实 ꎬ呈暗红
色 ꎬ造成以上症状的原因是患者可能服用了

Ａ .苯巴比妥钠
Ｂ .环孢素
Ｃ .异山梨酯

Ｄ .硝苯地平(心痛定)

Ｅ .以上都不是

１０２.女 ꎬ６０岁ꎮ ４ 周来右上牙肿痛 ꎬ不能
咀嚼ꎮ 每 日 饭 后 要 剔 除 嵌 塞 食 物ꎮ 查 见

６ＭＤ５ＤＯ 龋中等ꎬ温度刺激同对照牙ꎬ叩(＋) ꎬ龈
红肿探痛并出血 ꎮ 应考虑的诊断最可能是

Ａ .牙髓炎和龈乳头炎
Ｂ .中龋和牙髓炎
Ｃ .深龋和牙髓炎

Ｄ .中龋和龈乳头炎
Ｅ .牙髓炎和牙周炎

１０３.男 ꎬ１６岁ꎮ 刷牙时牙龈出血 ６ 个月ꎮ

检查 :上前牙龈乳头球形肥大 ꎬ 牙龈暗红、水
肿ꎬ松软光亮ꎬ探诊 易 出血ꎬ探诊 深度 ４ ~ ５
ｍｍꎬ未探到釉牙骨质界ꎮ 最可能的诊断为

Ａ .青春期龈炎
Ｂ .慢性龈缘炎
Ｃ .青少年牙周炎

Ｄ . 白血病的牙龈病损
Ｅ .药物性牙龈增生

１０４.女ꎬ３０岁ꎮ 牙龈易出血 ２ 个月ꎮ 检
查 :全口牙龈色红、松软光亮 ꎬ右下尖牙与侧牙
间的龈乳肥大成瘤样 ꎬ鲜红色 ꎬ有蒂ꎮ 为了明
确诊断 ꎬ最应该注意询问的是

Ａ .吸烟史
Ｂ .家族史

Ｃ .消瘦状况
Ｄ .服药状况
Ｅ .月经情况

１０５.男ꎬ３５岁ꎮ 牙龈疼痛、出血 ３ 天ꎮ 近
来工作繁忙 ꎬ 经常加班至深夜 ꎮ 吸烟 ２０支/

天 ꎮ 检查 : 口臭明显 ꎬ上下前牙区牙龈有自动
出血 ꎬ龈乳头尖端变平 ꎬ表面覆盖有灰白色物 ꎬ

擦去后可见出血面 ꎮ 最可能的诊断是

４１9



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５＋２＋１”

Ａ .慢性龈缘炎
Ｂ .慢性牙周炎
Ｃ .急性龈乳头炎
Ｄ .快速进展性牙周炎
Ｅ .急性坏死性溃疡性龈炎

１０６.某患者经检查牙周袋底已超过膜龈
联合界 ꎬ最佳采用下列哪种手术方法

Ａ .牙周翻瓣术
Ｂ .牙龈切除术
Ｃ .切除性骨手术
Ｄ .牙周袋刮治术
Ｅ .磨牙远中楔形瓣切除术

１０７.刷牙时牙龈出血 ２ 年ꎮ 检查见 :牙石
(＋) ꎬ牙龈乳头及龈乳头轻度水肿、色暗红 ꎬ探
诊出血 ꎬ探诊深度 ２ ~ ３ ｍｍꎬ未探及釉牙骨质
界 ꎬ未发现牙齿松动ꎮ 该患者最可能的诊断为

Ａ .妊娠期龈炎
Ｂ .增生性龈炎
Ｃ . 白血病的牙龈病损
Ｄ .边缘性龈炎
Ｅ .慢性牙周炎

１０８.男ꎬ１９岁ꎮ 牙龈增生数年ꎬ有癫痫史ꎬ

检查见全口牙牙龈增生 ꎬ覆盖牙面 １/３ 左右 ꎬ

牙龈质地坚韧 ꎬ仅龈缘处略红ꎮ 考虑该病最可
能的诊断为

Ａ .牙龈纤维瘤病
Ｂ .药物性牙龈增生
Ｃ .边缘性龈炎
Ｄ .坏死性龈炎
Ｅ .青少年牙周炎

１０９.患者 ꎬ男 ꎬ成年人ꎮ ６ ６７ 牙龈肿胀
突出ꎬ半球样ꎬ龈充血ꎬ表现光亮ꎬ 自觉搏动痛ꎬ

扪之软而波动 ꎬ指压龈向内溢脓 ꎬ牙松动明显 ꎬ

龈袋超过 ５ ｍｍꎬ无龋 ꎬ最可能的引起原因是
Ａ .龈乳头炎
Ｂ .急性多发性龈脓肿
Ｃ .快速进展性牙周炎
Ｄ .牙周脓肿
Ｅ .复合性牙周炎
１１０.男 ꎬ６０岁ꎮ 右上牙床肿痛 ２ 天ꎮ 检

查 :全口牙牙石(＋~＋＋) ꎬ ６ 颊侧牙龈局限性
隆起 ꎬ波动感ꎬ有深牙周袋ꎬ患牙未见龋坏ꎮ 其
他牙牙周袋探诊深度普遍 ４ ~ ７ ｍｍꎮ 最可能
的诊断是

Ａ .急性龈乳头炎
Ｂ .急性牙龈脓肿
Ｃ .急性压槽脓肿
Ｄ .急性牙周脓肿
Ｅ .根分叉病变

１１１.女 ꎬ４０岁ꎮ 左下牙床肿ꎮ 牙松动半
年ꎮ 检查 :见 ６ 牙龈肿胀 ꎬ溢脓 ꎬ探近中袋深 ꎬ

松动Ⅱ度ꎬ叩诊(＋) ꎬ龋深ꎬ牙髓无活力ꎬＸ 线
片示根分叉骨吸收区与近中牙槽骨吸收相通 ꎬ

远中牙槽骨无吸收 ꎮ 该病应诊断为

Ａ .牙周－牙髓联合病变

Ｃ .根分叉区病变
Ｄ .牙周脓肿
Ｅ .青少年牙周炎

１１２.女 ꎬ ２１ 岁 ꎮ 主诉左上后牙进食痛 １
周 ꎬꎻ平时仅有冷食感ꎮ 查 ６Ｄ 龋洞深 ꎬ 叩 痛

(－) ꎮ 下面最重要的检查应是
Ａ.咬诊
Ｂ .松动度
Ｃ .温度测验

Ｄ .电活力测验
Ｅ.Ｘ 线片检查

１１３.女 ꎬ４４岁ꎮ 因右上后牙遇冷热敏感 １
周就诊ꎮ 检查发现 ７ＤＯ 龋 ꎬ 洞底较深 、近髓 ꎮ

去腐质过程中患者疼痛明显 ꎬ 首选的治疗方
法是

Ａ .局麻下开髓作牙髓治疗

Ｂ .可行安抚治疗或间接盖髓
Ｃ .行氢氧化钙制剂直接盖髓
Ｄ .聚羧酸锌粉黏固粉永久充填
Ｅ .氧化锌丁香油黏固粉垫底永久填充

１１４.患者一天来右侧后牙自发性痛 ꎬ夜间
加重 ꎮ 检查右上第二前磨牙近中深龋 ꎮ 确定
患牙的检查方法是

Ａ.叩诊

４２０

Ｂ .成人牙周炎



Ｂ.探诊
Ｃ .温度测试

Ｄ .电活力检验
Ｅ.Ｘ 线片检查

１１５.患者左下后牙进热饮时痛 １ 周 ꎬ平时
无不适 ꎮ 查左下第一磨牙咬合面深龋 ꎬ探洞底
硬 ꎬ稍敏感ꎮ 叩痛(＋) ꎬ热刺激过去 ２０ｓ后患
牙痛重 ꎮ 考虑可能的诊断是

Ａ.深龋
Ｂ .慢性龋
Ｃ .急性牙髓炎
Ｄ .可复性牙髓炎
Ｅ .慢性闭锁性牙髓炎

１１６.患者 ２ 周前因 ６ＤＯ 龋洞在外院做银
汞合金充填 ꎮ 术后遇冷敏感症状加重 ꎬ 叩痛
(＋) ꎬ近日有阵发性自发痛 ꎬ 昨晚因疼痛难以
入眠ꎮ 最可能的诊断是

Ａ .继发龋
Ｂ .牙髓坏死
Ｃ .急性牙髓炎
Ｄ .慢性牙髓炎
Ｅ .可复性牙髓炎

１１７.一患者下磨牙干髓治疗已治疗 ３ 年ꎮ

近 ３ 周咬物不适 ꎬ喝热水有时痛 ꎬ睡前自发钝
痛ꎮ 最应考虑的诊断为

Ａ .继发龋
Ｂ .残髓炎
Ｃ .急性牙髓炎

Ｄ .急性根尖周炎
Ｅ .慢性根尖周炎

１１８.患儿 ꎬ７ 岁ꎮ 右下后牙自发痛伴夜间
痛 １ 日ꎬ冷热刺激加重疼痛ꎮ 查 ６ 面深龋ꎬ

探洞底感疼痛 ꎬ未穿髓 ꎬ 叩痛(－) ꎬ冷测敏感ꎮ

Ａ .急性牙髓炎
Ｂ .慢性牙髓炎

Ｃ .急性根尖周炎
Ｄ .慢性根尖周炎
Ｅ .牙髓坏死
１１９.男ꎬ２０岁ꎮ 昨夜右侧后牙痛未眠ꎮ 痛

模拟试卷

为阵发性 ꎬ服止痛片无效ꎮ 查右下 ５ 牙冠未见

龋 ꎬ叩痛(－) ꎬ不松动ꎬ冷刺激引起剧痛ꎮ 引起

Ａ .隐匿龋
Ｂ .牙隐裂

Ｃ .发育异常
Ｄ .楔形缺损
Ｅ .咬合创伤

１２０.男 ꎬ４０岁ꎮ 右上后牙咬物痛已半年 ꎬ１
天前夜间压痛急诊 ꎮ 查见银汞充填体边缘有

龋 ꎬ叩痛(＋) ꎬ热测引起剧痛 ꎬ放散至右颞部ꎮ

该患者最可能的诊断是
Ａ .继发深龋
Ｂ .牙本质过敏
Ｃ .可复性牙髓炎
Ｄ .慢性闭锁性牙髓炎
Ｅ .慢性牙髓炎急性发作

(１２１~ １２２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牙龈切除术
Ｂ .牙周翻瓣术

Ｃ .引导性组织再生术
Ｄ .截根术
Ｅ .牙冠延长术

１２１.基础治疗后增生的牙龈未消退应采
取的牙周手术为

１２２.对三壁骨袋最佳的治疗选择是
(１２３~ １２６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溃疡孤立存在 ꎬ表面微凹 ꎬ少量黄色渗
出ꎬ周缘充血

Ｂ .溃疡深达黏膜下 ꎬ边缘高起 ꎬ咽部及口
角可见

Ｃ .溃疡与刺激物相邻 ꎬ 周缘白色水肿及
角化

Ｄ .溃疡较深 ꎬ边缘不整 ꎬ基底有浸润

Ｅ .溃疡浅表 ꎬ基底暗红色桑葚样肉芽肿 ꎬ

边缘鼠咬状

１２３.腺周口疮的溃疡特点为
１２４.轻型口疮的溃疡特点为

１２５.结核性口腔溃疡的溃疡特点为
１２６.褥疮性溃疡的溃疡特点为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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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 128 题共用备选答案)

A.边缘扩展阳性
B.尼氏征阳性
C.雷诺征阳性

D.针刺反应阳性
E.Wickham 纹
127.天疱疮的皮肤损害特点为

128.扁平苔藓的皮肤损害表面常有
(129 ~ 133 题共用备选答案)

A.意外露髓

B.充填体脱落
C.继发龋

D.乳牙内吸收
E.充填体过高

129.关于乳牙龋病治疗中应该注意问题 ꎬ

上述哪项不对

130.直接盖髓术的适应证是

131 .制备洞形时 ꎬ感染的软化牙本质未去
净 ꎬ预防性扩展不够 ꎬ易导致

132.充填后短时间内并发牙髓炎疼痛 ꎬ最
可能的原因是

133.充填后咀嚼时疼痛 ꎬ可能的原因是
(134 ~ 136 题共用备选答案)

A.远中导板保持器
B.功能性活动保持器
C.丝圈保持器
D.舌弓保持器
E.间隙扩张装置

134.乳磨牙缺失两个以上者 ꎬ应选择
135.第一乳磨牙早失 ꎬ应选择

136.第二乳磨牙早失 ꎬ第一恒牙尚未萌出
或萌出不足时 ꎬ应选择

(137 ~ 139 题共用题干)

某女 ꎬ48 岁 ꎬ有口腔黏膜粗涩感 ꎬ进刺激
食物感疼痛半年 ꎬ检查发现其舌背左右各一黄
豆大小白色病损 ꎬ浅淡 ꎬ表面乳头消失 ꎬ质软ꎮ

双颊自口角至颊脂垫尖处广泛白色角化网纹 ꎬ

基底充血发红 ꎬ双舌缘舌腹可见类似病损
137.询问病史及临床检查时应注意以下

几点ꎬ除了

A.皮肤有无损害

B.指(趾) 甲有无病损
C.外生殖器有无病损
D.有无肺结核史
E.发病前有无精神因素
138.对该患者的诊断最可能的是

A.增殖性念珠菌病
B.假膜型念珠菌病
C.皮脂腺异位

D.扁平苔藓
E. 白斑

139.最恰当的治疗方案为
A.手术切除

B.长期抗真菌治疗 ꎬ定期复查
C.不需要治疗及随访
D.全身长期大剂量激素治疗

E.消除可能的诱因 ꎬ局部激素治疗 ꎬ定期
复查

(140 ~ 142 题共用题干)

患者ꎬ男性ꎬ55 岁ꎮ 口腔 内起 白斑ꎮ 检
查 : 口腔内左侧黏膜及上腭灰白色光滑而微隆

起的斑块 ꎬ双侧前臂散在性玫瑰红色斑疹ꎮ 低
烧ꎬ头痛ꎮ 患者 自述 阴茎部 曾有过溃 疡ꎬ 已
痊愈ꎮ

140.该病初步印象是
A.盘状红斑狼疮

B.多形性红斑
C.扁平苔藓

D. 口腔白斑
E.梅毒

141 .进一步确诊需检测的项目是
A.快速血浆反应(RPR)

B. Tzanck 细 胞 检 查
C.类风湿因子

D.结核菌素试验
E .HTV 抗 体 检 测
142.首选的治疗药物是

A.制霉菌素
B.卡那霉素
C.链霉素

422



Ｄ .青霉素
Ｅ .红霉素

(１４３~ １４８题共用题干)

男性 ꎬ４７岁 ꎬ主诉刷牙时牙龈出血 ꎬ 口腔
有异味 ꎬ 双侧后牙及前牙轻度松动 ꎬ 伴有咬
合痛ꎮ

１４３.主要应该进行的检查是

Ａ.邻面龋＋叩诊
Ｂ .食物嵌塞

Ｃ .冷热刺激反应
Ｄ .早接触＋牙齿松动度
Ｅ .牙周袋探诊＋Ｘ线牙片

１４４.如果拟诊断为成人型牙周炎 ꎬ主要致
病菌是

Ａ .放线菌

Ｂ .牙龈类杆菌
Ｃ .乳酸杆菌
Ｄ .变形链球菌
Ｅ .嗜二氧化碳噬纤维菌
１４５.晚期可能出现的伴发症状

Ａ .中度深度牙周袋
Ｂ .重度牙龈炎症
Ｃ .急性牙周脓肿

Ｄ .牙槽骨水平吸收
Ｅ .牙齿松动咬合痛
１４６.治疗的基本原则是

Ａ .控制菌斑＋彻底清除牙石
Ｂ .控制菌斑＋拔除松动牙
Ｃ .松牙固定术

Ｄ .牙周袋及根面药物处理
Ｅ .牙周外科手术＋全身治疗
１４７.下述关于牙周疗效维持及预防的叙

模拟试卷

述中 ꎬ正确的是
Ａ .１~２ 年进行一次复查、复诊

Ｂ .防治牙周炎 １~２ 年做一次洁治
Ｃ .局部龈缘炎症可以补拍 Ｘ 线片

Ｄ .牙周维护在治疗后的前 ３ 年最重要
Ｅ .患者复查时重点要检查全身情况

１４８.如果行牙周手术 ꎬ改良翻瓣术的正确
切口是

Ａ .内斜切口＋沟内切口＋水平切口
Ｂ .水平切口＋沟内切口
Ｃ .纵形切口＋沟内切开
Ｄ .内斜切口＋纵形切口

Ｅ .信封梯切口＋纵形切口
(１４９~ １５０题共用题干)

患者 ꎬ女 ꎬ６１岁ꎮ 半月来出现牙床肿痛ꎬ１
年前曾有过肿痛史 ꎬ但未治疗ꎮ 检查 ２６颊牙
龈肿胀 ꎬ有一瘘管 ꎬ瘘管指向根尖方向 ꎬ其颊侧
中央及近中、远中、舌侧均有 ５ ~ ６ ｍｍ 的牙
周袋ꎮ

１４９.为明确诊断 ꎬ应做的一项重要检查是
Ａ .探诊出血
Ｂ .牙齿松动度
Ｃ .拍摄 Ｘ 线片
Ｄ .根分叉的探查
Ｅ .探查龈齿下牙石

１５０.该患者最可能的诊断是
Ａ .牙髓炎

Ｂ .慢性牙周炎
Ｃ .边缘性龈炎
Ｄ .根分叉病变

Ｅ .牙周－牙髓联合病变

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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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１ .涎石病的临床特点

Ａ .以 ２０~４０岁中青年多见

Ｂ .病程长短不一

Ｃ .进食时腺体肿胀并伴有疼痛

Ｄ .导管口溢脓

Ｅ .以上特点均对

２.玫瑰红染色试验用于

Ａ.口腔癌

Ｂ .牙石检查

Ｃ .慢性腮腺炎

Ｄ .舍格伦综合征

Ｅ . 口腔癌前病变

３ .急性 化 脓 性 腮 腺 炎 的 主 要 感 染 途 径

是经

Ａ .腮腺导管逆行感染

Ｂ . 口内破损黏膜

Ｃ .牙源性途径

Ｄ .血源性途径

Ｅ .淋巴途径

４ .显微血管外科手术后患者宜保暖 ꎬ室温

最好保持在

Ａ.１０℃左右

Ｂ .１５℃左右

Ｃ .２０℃左右

Ｄ.２５℃左右

Ｅ.３０℃左右

５ .慢性阻塞性腮腺炎最常见的病因是
Ａ .导管较长导致的唾液滞留

Ｂ .导管口黏膜损伤致导管口狭窄
Ｃ .导管异物

Ｄ .导管结石

Ｅ .增龄性改变 ꎬ导致唾液淤滞

６ .关于腮腺浅叶肿瘤手术切除 ꎬ 不正确
的是

Ａ .术前亚甲蓝(美蓝)导管注入

Ｂ .可行区域切除术

Ｃ .需行面神经解剖术

Ｄ .可行浅叶切除术

Ｅ .需行腮腺全叶切除术

７ .关于腭裂引起的畸形和功能障碍 ꎬ错误

的是

Ａ .可单独发生 ꎬ也可与唇裂伴发

Ｂ .主要是软组织畸形 ꎬ其次是骨组织畸形

Ｃ .对患者吸吮、进食及语言等功能的影响

严重

Ｄ .常因颌骨发育不良导致面中份凹陷和

咬合错乱

Ｅ .不仅影响患者生活、学业和工作 ꎬ还易

造成心理障碍

８ . Ⅰ度腭裂是

Ａ .腭垂裂

Ｂ .软腭裂开

Ｃ .硬腭裂开

Ｄ .软硬腭裂开

Ｅ .包括牙槽突的全腭裂开

９ .颞下颌关节侧斜位 Ｘ 线片上 ꎬ关节间隙

的宽度为

Ａ .上间隙最宽 ꎬ前间隙及后间隙等宽

Ｂ .上间隙、前间隙及后间隙宽度相等

Ｃ .上间隙最宽 ꎬ后间隙次之 ꎬ前间隙最窄

Ｄ .上间隙最宽 ꎬ前间隙次之 ꎬ后间隙最窄

Ｅ .后间隙最宽 ꎬ上间隙次之ꎬ前间隙最窄

１０.疑有上颌骨骨折时 ꎬ最常用的 Ｘ 线投

影方式是

Ａ .上颌前部 片

Ｂ .华氏位片

Ｃ .许勒位片

Ｄ .颅底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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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线投影测量正位片

11 .成釉细胞瘤 X 线片上典型表现为

A.呈单房型 ꎬ圆形或卵圆形

B.骨质膨胀 ꎬ骨密质消失

C.呈多房型 ꎬ房差悬殊 ꎬ可含牙、牙根呈锯
齿状吸收

D.常有散在性钙化小团块

E.邻牙被推移位或脱落

12.眶下间隙感染向颅内扩散 ꎬ并发海绵
窦血栓性静脉炎 ꎬ其扩散途径通常是

A.面前静脉 ꎬ颈内静脉

B.颞浅静脉 ꎬ内眦静脉

C.面前静脉 ꎬ颞浅静脉 ꎬ颈内静脉

D.面前静脉 ꎬ内眦静脉 ꎬ眼静脉

E.眶内静脉 ꎬ面前静脉

13.颊间隙感染常见于

A.上下颌磨牙

B.上下颌前磨牙

C.上下颌尖牙

D.上下颌切牙

E.A+B

14.脓肿切开引流目的不包括

A.排出脓液以达消炎解毒目的

B.减少局部疼痛肿胀

C.预防窒息发生

D.预防并发边缘性骨髓炎

E.切取组织送检

15 .与智 齿阻 生及 发生 冠周 炎病 因无 关
的是

A. 由于咀嚼器官的退化

B.智齿萌出位置不足

C.阻生齿常为龈瓣覆盖 ꎬ龈瓣易被咬伤发
生溃疡

D.智齿无对颌牙

E.全身抵抗力下降

16.腺源性感染最常见于

模拟试卷

A.咽旁感染

B.翼下颌间隙

C.下颌下间隙

D.舌下间隙

E.颏下间隙

17.咬肌间隙感染和未及时切开引流 ꎬ最

常引起的并发症是

A.败血症

B.脓毒血症

C.下颌骨中央性骨髓炎

D.颈间隙感染

E.下颌骨边缘性骨髓炎

18.面部 “危险三角区 ” 的范围是

A. 由双侧瞳孔连线的中点到双侧口角的

连线构成

B. 由双侧眼外部到上唇中点的连线构成

C. 由双侧瞳孔到颊部正中的连线构成

D. 由 双 侧 眼 外 眦 部 与 颊 部 正 中 的 连 线

构成

E. 由颊部正中到双侧口角的连线构成

19. 口腔颌面部脓肿形成后 ꎬ 主要的治疗

措施是

A.大剂量抗生素

B.对症治疗

C.大剂量激素

D.脓肿切开引流和应用抗生素

E.局部外敷中药

20.急性化脓性腮腺炎的主要致病菌是

A.链球菌

B.大肠杆菌

C.肺炎双球菌

D.金黄色葡萄球菌

E. 白色念珠菌

21 .拔上颌磨牙时牙根完整拔除 ꎬ拔牙后

发现口腔上颌窦瘘 ꎬ但穿孔不大时

A.必须做瘘口修补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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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使拔牙创充满血块

C.冲选拔牙创

D.填塞明胶海绵

E.行上颌窦根治

22.乳牙拔除时首要注意的是

A.不要遗留残片

B.牙龈有无撕裂

C.牙槽骨有无骨折

D.保护恒牙胚

E.牙槽窝内血凝块的保护

23.下颌阻生牙拔除的适应证中不包括

A.反复引起冠周炎

B.无症状骨埋伏

C.满足正畸需要

D.可能成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病的病因
E.可疑为原因不明疼痛的原因

24.拔牙术后拔牙创内血块机化开始和最

后完成的时间分别是

A.15 分钟 ꎬ1 天

B.6 小时 ꎬ5 天

C.12 小时 ꎬ10 天

D.24 小时 ꎬ20 天

E.48 小时ꎬ28 天

25.拔牙钳喙与牙长轴平行是为了
A.夹住患牙

B.省力

C.防止邻牙损伤

D.避免牙龈损伤

E.利于使用扭转力

26.干槽症的特征性表现是

A.开口受限

B.冷热痛

C.术后 1 ~ 3 天放射性疼痛

D.术后 3 ~5 天肿痛未开始消退
E.拔牙创内无血凝块

27.血友病患者必须拔牙时 ꎬ 首要的处理

原则是

A.拔牙创内填塞止血材料

B.注射止血药

C.麻药中多量肾上腺素

D.操作轻柔 ꎬ减少创伤 ꎬ缝合拔牙创

E.术前、术后多次输新鲜血

28.关于拔除下颌智齿的步骤或方法 ꎬ 正

确的说法是

A.远中切口应偏舌侧

B.颊 侧 切 口 与 远 中 切 口 的 末 端 成 90°

向下

C.只翻起黏膜瓣 ꎬ将骨膜留在骨表面

D.劈开牙冠时 ꎬ牙冠应充分显露 ꎬ且牙不

松动

E.涡轮钻拔牙术后反应较大

29.拔牙创的处理 ꎬ错误的是

A.刮除拔牙创内的碎牙片、牙石和肉芽

组织

B.与骨膜、牙龈相连的骨折片应予复位

C.拔牙创常规用生理盐水彻底冲洗

D.扩大的牙槽窝要压迫复位

E.复位、缝合撕裂的牙龈

30.拔上颌前牙 ꎬ脱位时用力的方向是

A.近中

B.唇侧

C.腭侧

D.远中

E.前下

31 .腐败坏死性口底蜂窝织炎广泛切开引

流的目的不包括

A.预防呼吸困难发生

B.改变厌氧环境

C.促进毒素排出体外

D.达到充分引流

E.消除皮下气肿

32 .小儿 大多 数面 颈部 淋巴 结炎 感染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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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是

Ａ .牙源性感染

Ｂ . 口腔黏膜感染

Ｃ .颜面部皮肤损伤

Ｄ .面部疖痈

Ｅ .上呼吸道感染及扁桃体炎

３３.面 部 疖 痈 发 生 全 身 并 发 症 的 原 因ꎬ

除外

Ａ .病原菌毒力强

Ｂ .静脉多有瓣膜

Ｃ .颜面部血液循环丰富

Ｄ .颜面表情肌的活动

Ｅ .感染侵入面静脉时血栓形成 ꎬ致静脉回
流受阻

３４. 口腔颌面部感染特点 ꎬ不正确的是

Ａ .感染途径以腺源性为主

Ｂ .需氧菌与厌氧菌的混合感染最多见

Ｃ .牙源 性 感 染 极 易 波 及 颌 骨 与 颌 周 软
组织

Ｄ . 口腔颌面部感染沿相应淋巴引流途径
扩散 ꎬ可发生区域淋巴结炎

Ｅ .正常时即有大量微生物存在 ꎬ机体抵抗
力下降时发生感染

３５.眶下间隙感染来源中 ꎬ不包括

Ａ .上颌骨骨髓炎

Ｂ .上颌第一前磨牙化脓性炎症

Ｃ .上颌尖牙化脓性炎症

Ｄ .上颌第二磨牙根尖化脓性炎症

Ｅ .上唇底部化脓性炎症

３６.烧伤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是

Ａ.休克

Ｂ.感染

Ｃ.ＡＲＤＳ

Ｄ .肾功能衰竭

Ｅ .心功能衰竭

３７.冷脓肿是指

模拟试卷

Ａ . 口底蜂窝织炎

Ｂ .结核性淋巴结炎

Ｃ .化脓性淋巴结炎

Ｄ .化脓性下颌下腺炎

Ｅ .颈部转移癌坏死

３８.丹毒的致病菌是

Ａ .梭状芽孢杆菌

Ｂ .白色念珠菌

Ｃ .金黄色葡萄球菌

Ｄ .β 溶血性链球菌

Ｅ .表皮葡萄球菌

３９.左下颌第三磨牙冠周炎并发面颊瘘的

常见位置相当于左下颌

Ａ .第三磨牙

Ｂ .第二磨牙

Ｃ .第一磨牙

Ｄ .第二前磨牙

Ｅ .第一前磨牙

４０.下列下颌骨骨折的好发部位中 ꎬ 发生

比率最低的是

Ａ .下颌体

Ｂ .正中联合

Ｃ .颏孔区

Ｄ .下颌角

Ｅ .髁突颈

４１.脑脊液耳漏多见于

Ａ .ＬｅＦｏｒｔⅠ型骨折

Ｂ .ＬｅＦｏｒｔⅡ型骨折

Ｃ .ＬｅＦｏｒｔⅢ型骨折

Ｄ .颧骨骨折

Ｅ .颧弓骨折

４２.头皮冠状切口复位固定法最适用于

Ａ .上颌骨多发陈旧骨折

Ｂ .鼻眶颧区多发陈旧骨折

Ｃ .单纯颧弓骨折

Ｄ .颧额缝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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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眶下缘骨折

43.上颌窦填塞法适用于

A.上颌骨前壁骨折

B.上颌骨外下壁骨折

C.颧弓骨折

D.颧骨颧额缝骨折

E.颧弓粉碎性骨折

44.描述上颌骨血供特点及临床意义哪项
是错误的

A.血运较下颌骨丰富

B.抗感染能力强

C.骨折愈合较下颌骨迅速

D.具有单源性血供特点

E.外伤后出血较多

45.下列哪种口腔颌面部损伤需注射狂犬
病疫苗

A.擦伤

B.挫伤

C.刺割伤

D.撕裂或撕脱伤

E.咬伤

46.颌面部创伤后组织水肿反应快而重的
原因是颌面部

A.血运丰富

B.较早发生感染

C.皮下脂肪丰富

D.神经丰富且敏感

E.处于暴露部位

47.不属于窒息前驱症状的是

A.烦躁不安 ꎬ出汗

B.脉搏慢而弱

C. “ 三凹 ” 体征

D. 口唇发绀

E.血压下降

48.颌面部创伤后抗休克治疗措施不包括
A.安静、止痛

B.降低颅内压

C.维持血压

D.补液

E.止血

49.缝合舌组织创伤的方法中 ꎬ错误的是

A.使用较粗缝线缝合

B.尽量保持舌的纵长度

C.边距要大 ꎬ缝得要深

D.可将舌尖向后折转缝合

E.创伤累及相邻组织时 ꎬ应分别缝合

50.关于腮腺多形性腺瘤手术的叙述中 ꎬ

错误的是

A.单纯肿瘤摘除术

B.将肿瘤连同周围腮腺组织一并切除术

C.肿瘤在浅叶时 ꎬ将肿瘤和腮腺浅叶一并

切除术

D.肿瘤在深叶时 ꎬ 将肿瘤连同全腮腺切

除术

E.各种术式均要保留面神经

51 .纵式或横式外翻缝合的选择根据是

A.术者的习惯

B.创缘血供方向

C.创口区域皮纹方向

D.创口内翻倾向的严重程度

E.创口周围是否存在重要的解剖结构

52.碘酊用于口内消毒剂的浓度是

A.2.5%

B.2.0%

C.1 .5%

D.1%

E.0.5%

53. 口腔门诊小手术常用

A.仅消毒 ꎬ不铺消毒巾

B.孔巾铺置法

C.包头法

D.三角形手术野铺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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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四边形手术野铺巾法

54.核素诊断颌骨恶性肿瘤主要用

A.锝-99m

B.碘- 131

C.磷-32

D.锶-35

E.镓-67

55. 口腔颌面部创伤活动性出血时 ꎬ最可

靠的止血方法是

A.指压止血

B.包扎止血

C.堵塞止血

D.结扎止血

E.药物止血

56.对于腮腺区肿物不宜进行的检查是
A.细针吸取细胞学检查

B . CT 或 MRI 检 查

C.涎腺造影

D.切取活检术

E.B 超检查

57.属于闭式引流的是

A.片状引流

B.纱条引流

C.管状引流

D.药线引流

E.负压引流

58.张口度的正确测量方法是

A.上下中切牙切缘之间的距离

B.上下磨牙 面之间的距离

C.上下尖牙的牙尖之间的距离

D.上下侧切牙切缘之间的距离

E.上下前磨牙颊尖之间的距离

59.关于普鲁卡因的描述 ꎬ正确的是
A.亲脂性高

B.易穿透黏膜

C.不引起过敏反应

模拟试卷

D.可用于浸润麻醉

E.可与磺胺类药物同用

60.有出血倾向的患者行活髓牙治疗时常

采用的局麻方法是

A.冷冻麻醉

B.表面麻醉

C.骨膜上浸润麻醉

D.牙周膜注射浸润麻醉

E.阻滞麻醉

61 .局 麻 时 ꎬ 如 将 局 麻 药 注 入 血 管 中 可

发生

A.休克

B.晕厥

C.药物过敏

D.药物中毒

E. 中枢神经麻醉

62.拔除下颌第一磨牙应采用的阻滞麻醉

方法是

A.下牙槽神经

B.下牙槽神经、舌神经

C.下牙槽神经、颊长神经

D.下牙槽神经、舌神经、颏神经

E.下牙槽神经、舌神经、颊长神经

63.丁哌卡因麻醉时间可达

A.1 h

B.2 h

C.4 h

D.5 h

E.6 h

64. 肾上腺素可引起的不适中 ꎬ不包括

A.心悸

B.恐惧

C.颤抖

D.头痛

E.麻木

65. 口腔颌面外科手术全身麻醉特点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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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是

A.麻醉与手术互相干扰

B.易于保持气道通畅

C.小儿与老年患者多

D.手术失血多

E.麻醉深度要求三期一级

66. 当患者在局麻时出现晕厥时 ꎬ错误的
处置是

A.应立即停止注射麻药

B.升高椅位使患者头抬高

C.松解衣领

D.芳香氨乙醇或氨水刺激呼吸
E.吸氧并静脉注射高渗葡萄糖

67.利多卡因一次最大用量为

A.10 ~50 mg

B.80 ~ 100 mg

C.300 ~400 mg

D.800 ~ 1 000 mg

E.1 500 mg

68.关于上颌结节麻醉的特点 ꎬ错误的是
A.适用于上颌磨牙的拔除

B.麻醉的是上牙槽中神经

C.进针点一般在上颌第二磨牙远中颊侧
前庭沟

D.注射针与上颌牙的长轴成 45 °

E.进针方向为向上后内方刺入
69.拔牙的绝对禁忌证是

A.血友病

B.高血压

C.冠心病

D.慢性肝炎

E.急性白血病

70.关于牙根拔除术的说法 ꎬ错误的是

A.根钳拔除法为牙根拔除时首选的方法
B.根钳和牙挺均不能拔除的牙根 ꎬ可考虑

用翻瓣去骨拔除

C.拔除牙根时要良好的照明

D.应用牙挺拔除牙根时 ꎬ要注意选择挺刃

大小、宽度应与牙根相适应

E.利用牙挺楔力挺牙根时 ꎬ应从牙根断面

的最低点楔入

71 .关 于 结 核 性 淋 巴 结 炎 的 描 述ꎬ 错 误

的是

A.常见于年老、体弱者

B.淋巴结中央可有干酪样坏死

C.所形成的脓肿称为冷脓肿

D.轻者仅有淋巴结肿大而无全身症状

E.可双侧发生

72 .拔 牙 术 引 发 细菌 性 心 内 膜 炎 的 致 病

菌是

A.金黄色葡萄球菌

B.大肠杆菌

C. 甲型溶血性链球菌

D.乙型溶血性链球菌

E.肺炎球菌

73. 口腔颌面部损伤的 “ 二次弹片伤 ”是指

A.多于两块的弹片损伤口腔颌面部

B.颌面损伤伴牙损伤 ꎬ折断的牙碎片向邻

近组织内飞散

C. 口腔颌面部受到 2 次弹片打击所造成

的损伤

D.弹片损伤涉及两个部位

E.骨折致牙列变形、咬合错乱、面部畸形

74.颌骨骨折伴发脑脊液鼻漏时不应

A.应用抗生素

B.局部保持清洁

C.进行鼻腔冲洗 ꎬ协助引流

D.观察脑脊液量及色泽

E.脑脊液停止一定时间后处理颅骨骨折

75.唇、舌、耳、鼻及眼睑断裂伤 ꎬ离体组织

尚完好 ꎬ应尽量将离体组织缝回原处 ꎬ但一般

不宜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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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小时

B.2 小时

C.4 小时

D.6 小时

E.8 小时

76.面部创伤清创术中 ꎬ 异物必须摘除的
情况除了

A.创口有急性炎症

B.异物位于大血管旁

C.深部异物

D.异物与伤情无关

E.定位不准确

77.对放射线不敏感的肿瘤是

A.未分化癌

B.恶性淋巴癌

C.鳞状细胞癌

D.恶性淋巴上皮癌

E.骨肉瘤

78.梨形心见于

A.主动脉瓣狭窄

B.二尖瓣狭窄

C.肺动脉瓣狭窄

D.三尖瓣狭窄

E.动脉导管未闭

79.溃疡病的并发症 ꎬ最多见的是
A.幽门梗阻

B.穿孔

C.出血

D.癌变

E.细菌感染

80.肠梗阻患者血清钾检测值为 2.9 mmol/Lꎬ

临床上一般不能表现为

A.反常性酸性尿

B.ST 段降低

C. 四肢无力

D.皮肤苍白

模拟试卷

E. 口苦

81 .属于正常细胞性贫血的是

A.缺铁性贫血

B.慢性失血性贫血

C.急性失血性贫血

D.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E.铁粒幼细胞性贫血

82.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主要原因是

A.骨髓造血功能衰竭

B.红细胞破坏过多

C.红细胞寿命缩短

D.造血原料缺乏

E.红细胞内在缺陷

83.慢性再障的治疗首选

A.再酸睾酮肌内注射

B.造血干细胞移植

C.维生素 B12 肌内注射

D.抗胸腺球蛋白

E. 肾上腺糖皮质激素口服

84.去大脑僵直的原因是调节肌紧张的

A.易化区作用减弱而抑制区相对亢进

B.抑制区作用减弱而易化区相对亢进

C.易化区和抑制区均相对亢进

D.易化区增多而绝对亢进

E.抑制区增多而绝对亢进

85.有关腱反射的叙述 ꎬ正确的是

A.单突触反射

B.感受器为腱器官

C.缓慢牵拉肌腱而产生

D.屈肌和伸肌同时收缩

E.是维持姿势的基本反射

86.微血栓的主要成分是

A.血小板

B.纤维素

C. 白细胞

D.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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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５＋２＋１”

Ｅ .血小板和白细胞

８７.溶栓疗法最有效的药物是

Ａ .阿司匹林

Ｂ.肝素

Ｃ .抵克立得

Ｄ .尿激酶

Ｅ .潘生丁

８８.补钾速度一般每小时不宜超过

Ａ.１０ｍｍｏｌ

Ｂ.２０ｍｍｏｌ

Ｃ.３０ｍｍｏｌ

Ｄ.４０ｍｍｏｌ

Ｅ.５０ｍｍｏｌ

８９.外科患者最易发生的缺水种类是
Ａ .水过多

Ｂ .高渗性缺水

Ｃ .低渗性缺水

Ｄ .等渗性缺水

Ｅ .中度缺水

９０.成年患者意识模糊 ꎬ血压测不到 ꎬ估计
失血量至少为

Ａ.８００ｍＬ

Ｂ.１０００ｍＬ

Ｃ.１２００ｍＬ

Ｄ.１４００ｍＬ

Ｅ.１６００ｍＬ

９１.成 釉 细 胞 瘤 被 认 作 为 临 界 瘤 ꎬ 其 原
因为

Ａ .有局部浸润性

Ｂ .易远处转移

Ｃ .易感染

Ｄ .易出血

Ｅ .易恶变

９２.肿瘤治疗不包括

Ａ .手术

Ｂ.放疗

Ｃ.化疗

Ｄ.理疗

Ｅ .生物治疗

９３. 口腔颌面部恶性 肿瘤在我国最好发

的是

Ａ .牙龈癌

Ｂ .上颌窦癌

Ｃ.腭癌

Ｄ.舌癌

Ｅ .颊癌

９４.被称为 “ 滤泡囊肿 ” 的是

Ａ .始基囊肿

Ｂ .含牙囊肿

Ｃ .角化囊肿

Ｄ .根尖囊肿

Ｅ .鳃裂囊肿

９５.涎石病最好发于

Ａ.腭腺

Ｂ.唇腺

Ｃ .舌下腺

Ｄ .下颌下腺

Ｅ .腮腺

９６.初产妇ꎬ２９岁ꎬ孕 ３８＋６周ꎬ妊娠合并

心脏病 ꎬ心功能 Ⅲ 级 ꎬ腹围 １１２ ｃｍꎬ宫高 ３７
ｃｍꎬ临产后潜伏期 １１小时ꎬ查宫口开 ３ ｃｍꎬ先

露 Ｓ－２ꎬ未破膜 ꎬ最恰当的处理是

Ａ .严密监护分娩
Ｂ .立即剖宫产

Ｃ .给镇静剂

Ｄ .人工破膜

Ｅ .催产素静滴 ꎬ加强宫缩

９７. 中年男性 ꎬ患肝硬化 ４ 年 ꎬ近来畏寒、

发热 ꎬ体温 ３８℃ 左右 ꎬ全腹痛 ꎬ腹膨隆 ꎬ尿量

５００ｍＬ/ｄꎮ 查体有以下体征 ꎬ对目前病情判断

最有意义的是

Ａ .蜘蛛痣

４３２



B .腹壁静脉曲张呈海蛇头样

C .脾大

D .全腹压痛及反跳痛

E .肝掌

98 .男 ,34 岁 。右上 6 死髓、劈裂 ,要求拔
除 。拔除时应采用的麻醉包括

A .上颌结节麻醉＋腭大孔麻醉

B .上颌结节麻醉＋腭大孔麻醉+ 6 腭侧近
中局部浸润麻醉

C .上颌结节麻醉＋腭大孔麻醉+ 6 颊侧近
中局部浸润麻醉

D .腭大孔麻醉+ 6 颊侧局部浸润麻醉

E . 6 颊、腭侧局部浸润麻醉

99.女 ,35 岁 。右下颌智齿反复肿痛伴开

口受限 2 个月 。抗感染治疗有效 , 但不能根

治 。检查见右咬肌区弥漫性肿胀 ,无波动感。

应诊断为

A .翼下颌间隙感染

B .颞下间隙感染

C .下颌支边缘性骨髓炎

D .下颌骨硬化性骨髓炎

E .下颌骨中央性颌骨骨髓炎

100.男 ,30 岁 。右侧咬肌间隙脓肿切开引

流术后 ,创口内脓液虽逐渐减少 ,但仍有脓性

分泌物 。进一步处理的原则是

A . 对 创 面 内 炎 症 组 织 作 较 广 泛 的 清 创
处理

B .注意排除下颌骨边缘性骨髓炎

C .创面宜较长时间暴露

D .创口用碘酊或乙醇消毒

E .严格遵守无菌原则

101 .男 ,62 岁 。有多年糖尿病史 ,在左眶

下间隙感染 1 周、肿胀 ,疼痛明显 ,分析疼痛的

原因是

A .毒素刺激骨膜

B .肿胀压迫眶下神经

模拟试卷

C .表情肌活动频繁

D . 面部神经末梢丰富

E . 面部血管丰富

102.患者 ,男性 。因口腔颌面部创伤致舌

体裂伤 ,出血明显 , 口底肿胀 ,来院急诊 ,最有

效合理的止血方法是

A .注射止血针

B .指压患侧的颈总动脉

C .用纱布块填塞止血

D .创口缝合止血

E .做颈外动脉结扎术

103 .男性 ,18 岁 。与他人相撞致上前牙外

伤 。检查发现 1 位置低于咬合面 ,牙冠缩短、

松动 ,牙龈有少许撕裂 ,牙外伤的诊断是

A .牙挫伤

B .牙脱位

C .冠折

D.根折

E .冠根折

104 .男 ,45 岁 。交通事故致头面部创伤。

因伴发颅脑损伤而发生了吸入性窒息 。当即

行环甲膜切开及插管术 ,现窒息已基本缓解。

行气管切开术 ,缝合环甲膜处创口的时间不应

超过环甲膜切开术后

A.12 小时

B.24 小时

C.36 小时

D.48 小时

E .72 小时

105 .女 ,29 岁 。交通事故致颌面部闭合性

损伤合并颅脑损伤 , 已发生吸入性窒息 ,应采

取的抢救措施是

A .消除口鼻腔分泌物

B .牵扯舌体向前

C .悬吊上颌骨折块

D .气管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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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气管切开

106.男 ꎬ27 岁ꎮ 因伤致面中部损伤 ꎬ 昏迷

半小时ꎮ 除面中部开放性骨折表现以外 ꎬ有血

及脑脊液自鼻、耳流出 ꎮ 现神志清楚 ꎬ逆行性

遗忘 ꎬ神经系统检查未见异常 ꎮ 病理反射阴

性 ꎮ 若患者烦躁不安 ꎬ使用的药物中禁忌的是

A.地西泮(安定)

B.苯巴比妥钠

C.咪达唑仑

D.吗啡

E.阿尼利定

107.女 ꎬ33 岁 ꎬ上颌前部被硬物撞击 ꎬ经 X

线检查证实为上颌前部的牙槽突骨折伴牙龈

撕裂伤 ꎮ 该患者不必进行的处理是

A.缝合牙龈创口

B.局麻下将牙槽突及牙复位

C.单颌结扎固定

D.有早接触时调磨对颌牙

E.颌间结扎

108.男 ꎬ24 岁ꎮ 被钝器击打颈部 ꎬ伤处有

明显的皮下瘀血和血肿 ꎬ但未见开创伤口ꎮ 其
确切的诊断是

A.钝器伤

B.挫伤

C.挫裂伤

D.擦伤

E.撕脱伤

109.女 ꎬ35 岁ꎮ 颊面外伤伴昏迷 ꎬ经现场
紧急处理后准备转送 ꎬ处理中不正确的是

A.俯卧位

B.额部垫高

C.仰卧位

D.随时观察 ꎬ防止窒息和休克发生

E.若怀疑有颈椎损伤 ꎬ在搬运时应有 2 ~4

人同时进行

110.男 ꎬ65 岁ꎮ 因扁桃体癌欲行放疗 ꎬ放

疗前应

A.对仍能保留的龋坏磨牙治疗后进行金

属全冠修复

B.无法治愈的病牙予以拔除并行活动义

齿修复

C.对仍能保留的龋坏前牙治疗后进行金

属全冠修复

D.牙周洁治 ꎬ取出口腔内已有的金属义齿

E.对所有龋齿、牙周炎等病牙均予以拔除

111 .男 ꎬ30 岁 ꎮ 左腮腺后下极腺淋巴瘤

2cm× 3cm 大小 ꎬ行区域切除术 ꎬ术中发现腮腺

下极有数个淋巴结 ꎬ对这些淋巴结的处理应是

A.无须特殊处理

B.保留 ꎬ但术后需放疗

C.保留与瘤体粘连的淋巴结

D.与肿瘤发生有关 ꎬ应摘除

E.术中冰冻切片决定是否切除

112.男 ꎬ30 岁ꎮ 左下颌骨体部中央性血管

瘤出血 ꎬ急诊入院ꎮ 该患者最佳的治疗方案为

A.即刻手术切除病变下颌骨

B.硬化剂注射止血

C.栓塞后手术治疗

D.局部压迫止血

E.严密观察

113.某患者 ꎬ45 岁ꎮ 右耳垂下肿物 5 年 ꎬ

生长缓慢 ꎬ无痛ꎮ 检查肿物以耳垂为中心 ꎬ界

限清楚 ꎬ活动 ꎬ呈椭圆形 ꎬ表面呈结节状 ꎬ硬度

中等 ꎮ 最可能的临床诊断是右侧腮腺

A.混合瘤

B.腺淋巴瘤

C.血管瘤

D.黏液表皮样癌

E.淋巴结炎

114.10 岁 ꎬ男孩ꎮ 双腮腺反复肿胀 3 年 ꎬ

每年肿胀 4 ~ 5 次 ꎬ每次持续 1 周 ꎬ无口干、眼

干症状 ꎬ 腮腺造影有点球状扩张 ꎬ 合适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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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为

Ａ.理疗

Ｂ .多饮水、按摩腺体 ꎬ保持口腔卫生ꎬ必要
时抗感染治疗

Ｃ .应行双腮腺手术切除

Ｄ .腮腺内注入甲紫致腺体萎缩
Ｅ .主导管结扎治疗

１１５.男 ꎬ４０岁ꎮ 左腮腺区切割伤 ꎬ创口已

缝合 ３ 周ꎬ但仍未愈ꎬ有较大量清亮液体流出 ꎬ

进食时明显 ꎮ 该患者发生了

Ａ.感染

Ｂ.腮瘘

Ｃ .血清肿

Ｄ .腮腺囊肿破裂

Ｅ .味觉出汗综合征

１１６.女ꎬ５５岁ꎮ 右腮腺区肿块ꎬ缓慢生长ꎬ

有时较硬 ꎬ 有时较软 ꎮ 检查肿块边界不很清

楚 ꎬ表面皮肤较对侧粗糙ꎮ 该患者在询问病史

时 ꎬ必须问到的是

Ａ .肿块是否疼痛

Ｂ .服药是否有效

Ｃ .皮肤是否瘙痒

Ｄ .与进食是否有关

Ｅ .与感冒是否有关

１１７.女 ꎬ６５岁ꎮ 上前牙区频发针刺样短暂

疼痛 ３ 周ꎬ定位不清ꎬ临床考虑三叉神经痛ꎬ为

提高治疗的针对性 ꎬ寻找扳机点部位ꎮ 不属于

三叉神经上颌支常见扳机点部位的是

Ａ .上颌结节
Ｂ .鼻翼区

Ｃ .眶下区

Ｄ.耳屏

Ｅ .上唇

１１８.男ꎬ５７岁ꎮ 拟诊为右三叉神经痛ꎮ 对
鉴别原发、继发三叉神经痛最有意义的检查结
果是

模拟试卷

Ａ .角膜反射的变化

Ｂ .痛觉障碍

Ｃ .温觉障碍

Ｄ .触觉障碍

Ｅ .咀嚼肌力减弱

１１９.女 ꎬ６ 个月ꎮ 出生后即发现双侧上唇

裂开 ꎮ 诊断为 “ 先天性双侧唇裂 ꎬ 混合型 ” ꎮ

其临床表现应该是双侧唇裂

Ａ .合并双侧腭裂

Ｂ .合并单侧腭裂

Ｃ .合并其他面裂

Ｄ .合并双侧牙槽突裂

Ｅ .一侧完全 ꎬ一侧不完全唇裂

１２０.女 ꎬ９ 个月ꎮ 右侧上唇Ⅱ度唇裂ꎬ其临

床表现应该是

Ａ .裂隙只限于红唇部

Ｂ .裂隙由红唇至部分白唇 ꎬ未至鼻底

Ｃ .整个上唇至鼻底完全裂开

Ｄ .皮肤和黏膜完好 ꎬ下方肌层未联合

Ｅ .裂隙只限于白唇 ꎬ红唇完好

(１２１~ １２２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增生期

Ｂ .分泌期

Ｃ .月经期

Ｄ .分泌早期

Ｅ .增生早期

１２１.月经周期中与卵巢卵泡期相对应的

是子宫内膜的哪一期

１２２.月经周期中与卵巢黄体期相对应的

是子宫内膜的哪一期

(１２３~ １２４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根钳拔除

Ｂ .牙挺取根

Ｃ .翻瓣去骨拔除

Ｄ .探针拔除

Ｅ .涡轮钻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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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已松动的折断根尖宜选用

１２４.左 下 智 齿 近 中 低 位 完 全 骨 埋 伏 宜

选用

(１２５~ １２６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上颌与前颅底的前后向位置关系

Ｂ .下颌与前颅底的前后向位置关系

Ｃ .上、下颌骨的前后向位置关系

Ｄ .上、下颌骨相对于面对面的前后向的位
置关系

Ｅ .下中切牙与下颌基骨的相对位置关系

１２５. ∠ＡＮＢ

１２６. ∠ＳＮＡ

(１２７~ １２８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 巾钳牵拉复位法

Ｂ . 口内切开复位法

Ｃ .上颌窦填塞法

Ｄ .头皮冠状切口复位固定法

Ｅ .颞部切开复位法

１２７.下颌角骨折治疗选用

１２８.单纯颧弓骨折治疗选用

(１２９~ １３０题共用备选答案)

Ａ .下颌下腺炎

Ｂ .儿童慢性复发性腮腺炎

Ｃ .慢性阻塞性腮腺炎

Ｄ .舍格伦综合征

Ｅ .流行性腮腺炎

１２９.唇腺活检可用于诊断

１３０.腮腺导管结扎术可用于治疗
(１３１~ １３３题共用题干)

男性 ꎬ４５岁 ꎮ 中上腹饥饿性隐痛反复发

作 １５年 ꎬ伴反酸、嗳气 ꎬ进食和服用抑酸剂可

缓解ꎮ

１３１.该患者可能的疾病是

Ａ.胃癌

Ｂ .胰腺癌

Ｃ .消化性溃疡

Ｄ .慢性胆囊炎

Ｅ .慢性胰腺炎

１３２.患者 ３ｈ前突然出现中上腹剧烈腹痛

持续存在 ꎬ该患者可能发生的并发症是

Ａ . 胃癌并发幽门梗阻

Ｂ .胰腺癌并发肠梗阻

Ｃ .急性胰腺炎并发出血坏死

Ｄ .消化性溃疡并发急性穿孔

Ｅ .急性胆囊炎并发胆汁性腹膜炎

１３３.如进行腹部检查 ꎬ最具诊断价值的体

征是

Ａ .腹肌紧张

Ｂ .腹壁柔韧感

Ｃ .肠鸣音亢进

Ｄ .墨菲征阳性

Ｅ .肝浊音界消失或缩小

(１３４~ １３８题共用题干)

女性 ꎬ６０岁ꎮ 体重 ５０ｋｇꎮ 以往无心血管

病史 ꎬ走路不慎 ꎬ滑入刚溶的石灰水中 ꎬ两下肢

烫伤ꎮ

１３４.估计烫伤总面积是

Ａ.２０％

Ｂ.３０％

Ｃ.４０％

Ｄ.５０％

Ｅ.５５％

１３５.按照国内常用补液公式计算 ꎬ该患者

第一个 ２４ ｈ输液总量(包括 ２０００ｍＬ水分在

内)应是

Ａ.３５００ｍＬ

Ｂ.４０００ｍＬ

Ｃ.５０００ｍＬ

Ｄ.５７５０ｍＬ

Ｅ.６１２５ｍＬ

１３６.如果在第一天休克复苏过程中 ꎬ患者

烦躁、口渴、尿量 ２０ ｍＬ/ｈ ꎬ 脉搏增加至 １５０

４３６



次/分 ꎬ临床进一步处理是

A. 口服饮料解渴

B.肌内注射镇静药或冬眠疗法

C.加快输液速率

D.吸氧

E.加用广谱抗生素

137.该患者在休克复苏下 ꎬ发现尿少时 ꎬ

首先应作一下检查

A.尿常规 ꎬ有无血红蛋白和肌红蛋白

B.测血常规和血细胞比容

C.测血、尿肌酐

D.测血、尿钠

E.检查导尿管位置是够适当和有无扭曲

138.该患者出现呕吐 ꎬ 呕出大量宿食 ꎬ此
事最佳处理是

A.注射甲氧氯普胺

B.注射盐酸氯丙嗪

C.置胃管 ꎬ 胃肠减压

D.注射昂丹司琼

E.针灸内关穴

( 139 ~ 141 题共用题干)

男 ꎬ50 岁ꎮ 左下颌第二磨牙残冠 ꎬ局部无
炎症 ꎬ拟行拔除ꎮ

139.下牙槽神经阻滞麻醉口内法的进针
点应在

A.颊黏膜下颌牙咬合面上方 1 .0 cm

B.磨牙后垫上方 1 .0 cm 处

C.下颌韧带中央稍内侧

D.磨牙后窝最深处

E.颊脂垫尖

140.如拔牙时发生断根 ꎬ位置较低 ꎬ根挺
应置于

A.从断根面较低的一侧插入牙槽窝与牙
根之间

B.从断根面较高的一侧插入牙槽窝与牙
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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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从牙槽骨较厚的一侧插入牙槽窝与牙

根之间

D.从牙槽骨较薄的一侧插入牙槽窝与牙

根之间

E.从牙 槽 窝 近 颊 侧 插 入 牙 槽 窝 与 牙 根

之间

141 .拔牙后向患者交代注意事项时 ꎬ错误

的是

A.咬住创口上的纱卷 ꎬ30 min 后取出

B.术后 1 天内唾液中可混有少量血丝

C.拔牙后 2 h 漱口 ꎬ保持口腔清洁

D.宜吃偏冷、偏软的食物

E.拔牙 7 天后拆线

( 142 ~ 144 题共用题干)

女 ꎬ40 岁 ꎮ 右面部开口疼痛伴开口受限

15 天 ꎬ右面部肿胀 2 天 ꎬ无牙痛史ꎮ 检查 :右

颧弓上方膨隆中度压痛 ꎬ开口度 5 mmꎮ

142.如需补充病史 ꎬ应询问有无

A.右下颌智齿反复肿胀史

B.右上颌后牙拔除史

C.右上颌前牙治疗史

D.关节弹响史

E.进食肿胀史

143.最适宜的诊断是

A.急性化脓性颞下颌关节炎

B.翼下颌间隙感染

C.颞下间隙感染

D.眶下间隙感染

E.阻塞性腮腺炎

144.如病变进一步发展 ꎬ可发生

A.颅内感染

B.下颌骨骨髓炎

C.化脓性关节炎

D.牙源性上颌窦炎

E.颞下颌关节强直

( 145 ~ 147 题共用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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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历年真题精编 “ 5+2+1 ”

男 ꎬ5 岁ꎮ 进食时不慎跌倒 ꎬ筷子戳破腭

部 2 h ꎮ 急诊检查见软腭有一 约 15 mm 长创

口 ꎬ为贯穿伤ꎮ 患儿清醒 ꎬ检查合作ꎮ

145.该患儿的处理应是

A.无须特殊处理

B.患儿合作时应予缝合

C.局麻下缝合

D.表面麻醉下缝合

E.全麻下缝合

146.如同时存在硬腭组织缺损 ꎬ 创口较
大 ꎬ此时的局部处理为

A.应拉拢缝合 ꎬ尽量缩小创面

B.在硬腭两侧做松弛切口 ꎬ然后缝合创面

C.因患儿年龄小 ꎬ组织再生能力强 ꎬ可任
其自行愈合

D. 由患儿家属决定是否手术缝合

E.堵塞碘纱保护创面缝合

147.如进行缝合 ꎬ应缝合

A.鼻侧黏膜、肌层 、口腔侧黏膜

B.肌层 、口腔侧黏膜

C. 口腔侧黏膜

D.鼻侧黏膜 、口腔侧黏膜

E.全层贯穿缝合

(148 ~ 150 题共用题干)

男 ꎬ26 岁 ꎬ左颌下区肿胀 2 年 ꎬ肿块时大

时小 ꎬ进食时局部明显胀痛感ꎮ

148.临床诊治过程中 ꎬ应着重于

A.询问颌下肿块发病时间

B.询问肿块与进食关系

C.检查肿块大小与活动度

D.检查体位试验时肿块的变化

E.进行切取活检

149.重要的检查

A.双合诊

B.体位移动试验

C. 叩诊

D.听诊

E.透光实验

150.可能的诊断是

A.下颌下腺肿胀

B.急性化脓性下颌下腺炎

C.涎石症致慢性下颌下腺炎

D.淋巴管瘤

E.海绵状血管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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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试卷

第四单元
1 .制作黏膜支持式义齿制取印模应

A.制作个别托盘

B.在压力下取模

C.采用二次取模法

D.做肌功能修整

E.下颌印模做主动肌功能修整时应充分
抬高舌尖伸出

2.可摘局部义齿修复前无须做牙槽嵴修
整术的情况有

A.牙槽嵴有骨尖

B.上颌结节过大

C.前部牙槽嵴过于丰满

D.牙槽嵴严重吸收

E.牙槽嵴有骨嵴

3.可摘局部义齿修复前余留牙需做的准
备有

A.对义齿修复不利的余留牙、残冠或残根
等可以拔除

B.健康孤立牙应保留 ꎬ 弱基牙需加强支
持力

C.有保 留 价 值 的 松 动 牙 在 治 疗 后 可 以
利用

D.余留牙需进行咬合调整消除早接触和
干扰

E.以上都是

4.可摘局部义齿固位不良的原因有

A.卡环不密合

B.基托不密合

C.义齿与基牙间存在支点

D.卡环臂尖未进入基牙倒凹区而是抵住
了邻牙

E.以上都有可能

5.支架变形的原因不包括

A.印模材质量差
B.包埋料不能补偿铸造后金属的收缩

C.开盒或打磨过程造成支架变形

D.模型缺损或铸造后过程中 支托、卡
环体部有粘砂、瘤块

E.设计不当

6.义齿初戴时出现软组织疼痛的原因有

A.基托边缘过长过锐

B.硬区缓冲不够

C.义齿不稳定

D.卡环臂过低刺激牙龈

E.以上都是

7.上颌游离端可摘局部义齿初戴时 ꎬ左侧
游离末端基牙颊侧弯制卡环与基牙牙面形成

支点 ꎬ造成义齿不稳定 ꎬ处理方法

A.取模重做

B.去除颊侧卡环臂修理

C.调整卡环体位置

D.调整基牙相对应的位置

E.基托组织面重衬

8.可摘 局 部 义 齿 初 戴 时 遇 义 齿 就 位 困
难应

A.用力将义齿戴入

B.调整基托

C.调整 支托

D.确定阻碍部位 ꎬ逐步调整

E.取模重做

9.牙槽骨吸收的速度与下列哪一项原因
无关

A.缺牙原因

B.缺牙时间

C.牙槽骨密度

D.牙槽骨宽度

E.局部颌骨受力过大

10.牙列缺失后 ꎬ上颌牙槽骨吸收方向是

A. 向上

B. 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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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向外

D. 向内上

E. 向外上

11 .关于上颌牙槽骨吸收的问题 ꎬ下列哪
一项的说法不正确

A.上颌骨牙槽骨唇侧骨质较致密

B.上颌骨牙槽骨唇侧骨质较疏松

C.上颌 骨 牙 槽 骨 骨 质 密 度 整 体 较 均 匀
一致

D.上颌牙槽骨吸收后导致上颌弓大小有
改变

E.上颌 弓 大 小 的 变 化 与 牙 列 缺 失 时 间
有关

12.人造冠完全到位的标志不包括

A.咬合基本良好

B.无翘动

C.边缘密合

D.边缘达到设计位置

E.接触点松紧度适当

13.对全口义齿人工牙排列有指导意义的
解剖学标志是

A.切牙乳突和上颌硬区

B.切牙乳突和磨牙后垫

C.磨牙后垫和颤动线

D.磨牙后垫和翼上颌切迹

E.颤动线和翼上颌切迹

14.下列哪一项不是全口义齿后界的解剖
学标志

A.后颤动线

B.腭小凹

C.上颌硬区

D.翼上颌切迹

E.磨牙后垫

15.下列哪个区域属于副承托区

A.上、下颌牙槽嵴顶

B.上、下颌牙槽嵴唇颊侧及腭侧

C.上颌后堤区及磨牙后垫

D.切牙乳突区

E.硬区

16.影响全口义齿固位的因素很多 ꎬ下列
哪一项不是

A.颌骨的解剖形态

B.黏膜的性质

C.基托的边缘

D.全口义齿使用的材料
E.唾液的质和量

17.在影响全口义齿稳定的因素中 ꎬ下列
哪个说法不正确

A. 良 好 的 咬 合 关 系 可 以 增 加 义 齿 的 稳
定性

B.磨光面的外形要与唇颊舌肌相适应 ꎬ要
形成凸斜面

C.人工 牙 要 排 列 在 原 来 自 然 牙 列 的 位

置上

D.形成合适的曲线

E . 平 面 要 平 分 颌 间 距 离 且 与 牙 槽 嵴
平行

18.一般在拔牙后几个月是修复治疗的最
适时机

A.6 周

B.8 周

C.3 个月

D.4 个月

E.都不正确

19.在无牙颌取模时 ꎬ下列哪个说法是正
确的

A.取印模通常采用黏膜运动式印模

B.肌功能整塑时 ꎬ上颌两颊侧牵拉颊肌向
下向外方向

C.取印模时 ꎬ印模材料及托盘就位要快且

加力

D.印模面积越大越好

E.取印模时要进行肌功能整塑

20.在检查无牙颌模型时 ꎬ 上颌后缘在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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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凹后不小于

Ａ.１ ｍｍ

Ｂ.２ ｍｍ
Ｃ.３ ｍｍ

Ｄ.４ ｍｍ

Ｅ.５ ｍｍ

２１.在可摘局部义齿中 ꎬ减少义齿 力的
方法 ꎬ不包括

Ａ .减小人工牙的颊舌径
Ｂ .降低牙尖斜度

Ｃ .选用塑料牙

Ｄ .减少人工牙的咬合接触

Ｅ .在游 离 端 义 齿 修 复 中 可 减 少 人 工 牙
数目

２２.基牙牙根数目与固定义齿功能直接有
关的是

Ａ .连接强度
Ｂ.固位力

Ｃ .支持力
Ｄ .美观性

Ｅ .舒适度

２３. 固定修复黏固剂膜的最适厚度 一 般
应是

Ａ.≤３０μｍ
Ｂ .３５~４０μｍ

Ｃ .４５~５０μｍ

Ｄ .５５~６０μｍ

Ｅ .６５~７０μｍ

２４.影响固定修复黏固力大小的主要因素
是 ꎬ除外

Ａ .黏结材料的性质

Ｂ .黏结面积的大小

Ｃ .调拌黏结材料的速度
Ｄ .黏结材料的调和比例
Ｅ .被黏结面的表面状况

２５. 固定义齿的设计主要根据是
Ａ .患者的舒适度

模拟试卷

Ｂ .牙周膜的面积

Ｃ .患者的美观要求
Ｄ .基牙的牙冠大小

Ｅ .基牙的牙根数目

２６.支持固定义齿主要依靠

Ａ.固位体
Ｂ .连接体

Ｃ .基牙
Ｄ.桥体

Ｅ .龈面

２７.需采用双端固定桥的是

Ａ.２ 缺失

Ｂ. ８７６５ 缺失
Ｃ. ７８ 缺失

Ｄ. ６７８ 缺失

Ｅ.２１１２缺失

２８.对邻面板的作用 ꎬ错误的是
Ａ .在水平方向的稳定作用很强

Ｂ .与卡环臂有协同作用

Ｃ .防止积存食物

Ｄ .使倒凹减到最小
Ｅ .有利美观

２９. 固定桥发生挠曲反应主要是由于

Ａ .基牙数选择不当
Ｂ .基牙固位力不够

Ｃ .连接体设计不当

Ｄ .桥体刚性不够

Ｅ . 力过于集中

３０.可摘局部义齿间接固位体的主要作用

不是防止义齿
Ａ .翘起

Ｂ.下沉
Ｃ .摆动

Ｄ.旋转

Ｅ .脱位

３１.铸造卡环进入倒 凹的深度 一 般不宜
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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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 mm

B.0.6 mm

C.0.7 mm

D.0.8 mm

E.1 .0 mm

32.调节可摘局部义齿固位力的措施如下
A.调节义齿就位道

B.调控基牙间的分散度

C.增加直接固位体的数目

D.需要增加横向固位力者选用铸造卡环
E.调节卡环臂进入倒凹区的深度和坡度

33 .增加 基牙 与修 复体 抗力 形的 措施 不
包含

A.为了保护牙体组织 ꎬ尽可能保留一切牙
体结构与组织

B.根据缺损及牙体组织情况 ꎬ合理选择设
计修复体类型

C.采用适当的辅助增强固位措施
D.修复体有适当的厚度与体积

E.保证修复体的制作质量

34. 固定桥设计活动连接体主要是
A.一端基牙数目少

B.一端基牙固位力差

C.减少一端基牙的 力
D.减少一端基牙的扭力

E.加强两端的连接作用

35.需要考虑增加固定义齿基牙数目的情
况是

A.基牙轻度倾斜

B.基牙牙周膜增宽

C.牙槽骨吸收 1/3 以上
D.无咬合功能的基牙

E.缺牙间隙处对颌牙齿伸长
36.Kennedy 分类法的依据是

A.牙列缺损的部位与数目

B.缺隙和卡环数

C. 固位体在牙弓上位置

D.直接固位体连线与牙弓的位置关系

E.缺牙 所 在 部 位 及 其 与 存 留 天 然 牙 的
关系

37.可摘局部义齿设计的基本要求不正确
的是

A.保护口腔组织的健康

B.应有良好的固位和稳定作用

C.兼顾舒适与美观

D.恢复的咀嚼功能越大越好

E.坚固耐用、容易摘戴

38.可摘局部义齿的固位力不包括

A.弹性卡抱力

B.制锁力

C.相互制约状态产生的摩擦力

D.黏结力

E.吸附力与大气压力

39.为消除可摘除局部义齿的不稳定 ꎬ错
误的是

A.可摘局部义齿不稳定的消除法有三种 :

平衡法、对抗法和消除支点法

B.在义齿支点线游离侧施以平衡力

C.增加或使用对抗性、平衡的设施

D.消除可摘局部义齿部件与口腔组织间
形成的支点

E.在义齿支点或支点线的非游离端侧施
以平衡力

40.消除游离端缺失可摘局部义齿下沉性
不稳定的方法不包括

A.增加平衡基牙、加大平衡距缩小游离距

B.增加义齿游离端基托面积

C.加宽 支托

D.前牙区设置间接固位体

E.游离端基托下设置覆盖基牙

41 .关于可摘局部义齿的设计的生物学原
则中错误的是

A.修复材料应具备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B.适当恢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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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义齿应尽量增加对基牙的覆盖

D.义齿在口内应不妨碍其他组织器官的
功能性活动

E.患者易适应

42.选择就位道的一般规律错误的是

A.前牙缺失 ꎬ一侧后牙非游离端缺失 ꎬ应
采取由前向后斜向就位

B.后牙游离缺失 :采用由后向前斜向就位

C.缺隙多、倒凹大者 ꎬ应采取平均倒凹的
垂直就位道

D.前后牙同时有缺失者 ꎬ应采取由前向后
斜向就位

E.前后牙同时有缺失者 ꎬ应采取由后向前
斜向就位

43.修复前缺牙间隙的准备工作包括

A.手术去除残根、骨尖、游离骨片或残余
牙片

B.磨改对颌伸长牙

C.邻缺隙牙倾斜邻面倒凹过大者 ꎬ需磨改
以减小倒凹

D.系带附丽过高影响基托伸展和排牙者
应手术矫正

E.以上都是

44.关于隙卡沟的预备不正确的是

A.隙卡间隙一般为 0.5 ~ 1 mm

B.颊舌外展隙的转角处应圆钝

C.铸造隙卡间隙比弯制者深

D.隙卡沟的预备不应破坏相邻牙邻接

E.尽量利用天然牙间隙 ꎬ 沟底应修整成
楔形

45.选择人工前牙应考虑的因素

A.患者的性别

B.患者的年龄

C. 口角线、笑线的位置

D.患者的面型

E.以上都是

46.关于解剖式印模错误的是

模拟试卷

A.是承托义齿的软硬组织处于非功能状
态下取得的印模

B.适用于混合支持式义齿

C.牙支持式和黏膜支持式义齿均适用

D.黏膜支持式义齿取印模时必须行肌功
能调整

E.按此印模制作的义齿对和其所接触的
组织均不产生压力

47.托盘翼缘距黏膜皱襞

A.1 mm

B.2 mm

C.2.5 mm

D.3 ~4 mm

E.5 mm

48.需利用 堤记录确定上下颌关系的是

A. 65 45 缺失
B. 456 缺失
C

D

.

.

3

6

2

7

1

8

12

缺
3 ꎬ

失

8-4 4-8

E.以上都不是

49. 支托凹预备原则是

A. 支托凹一般预备在邻缺隙基牙 面
的近远中边缘嵴处

B.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将 支托凹放置在
上颌磨牙的颊沟或下颌磨牙的舌沟

C.尽量利用天然牙间隙 ꎬ少磨切牙体组织

D.避免将 支托放置在填充物上

E.以上都是

50. 可 摘 局 部 义 齿 制 作 排 列 前 牙 ꎬ 错 误
的是

A.个别前牙缺失 ꎬ以邻牙、对侧同名牙、对
侧颌牙为参照排牙

B.多个前牙缺失 ꎬ上中切牙的近中接触点
应与面部中线一致

C.前 牙 反 者 ꎬ 仍 应 将 人 工 牙 排 列 成
反

D.前牙的覆 覆盖均不宜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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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缺隙过窄 ꎬ可将人工牙进行扭转

51 . 当下颌弓明显大于上颌弓时 ꎬ全口义
齿人造牙排成反 关系的主要目的

A.增进美观
B.改善发音

C.增加义齿稳定性
D.提高咀嚼效率

E.增加 接触面积

52.在下列解剖标志中 ꎬ 哪个不属于口腔
前庭范围

A.唇系带

B.颊系带

C.舌系带

D.上颌结节

E.颊侧翼缘区

53.不宜用作嵌体修复材料的是

A.复合树脂
B. 自凝塑料

C.烤瓷

D.铸造陶瓷
E.金属

54.右上后牙于 5 天前结束金属烤瓷冠治
疗 ꎬ患者持续地对冷热刺激敏感 ꎬ最可能的原
因是

A.戴冠时机械刺激
B.邻面接触紧密

C.游离磷酸的刺激
D.龋坏组织未去净

E.有咬合高点

55.在牙体预备过程中 ꎬ 预防性扩展的主

要目的除外的是

A.消除倒凹

B.去除无基釉
C.防止继发龋

D.获得共同就位道

E.增强固位形与抗力形

56.牙冠修复体的邻面与邻牙紧密接触的

目的不是为了

A.防止食物嵌塞

B.维持牙位、牙弓形态的稳定

C.与邻牙相互支持、分散 力

D.保持每个牙各区的生理运动

E.防止对颌牙伸长

57 .影 响 冠 修 复 体黏 着 力 大 小 的 因 素 不
包括

A.黏着力与黏固量的厚度成正比

B.黏着力与黏着面积成正比

C.黏固剂过稀影响黏着力

D.黏固剂化学过程影响黏着力

E.黏着面上有水分影响黏着力

58.预备嵌体洞缘斜面的目的不包括

A.增加嵌体的边缘密合性

B.增强嵌体的耐摩擦性

C.减少微漏

D.预防釉质折断

E.增加嵌体与边缘的封闭作用

59.全冠修复体采用龈上边缘的最主要优
点是

A.不宜附着菌斑

B.美观性好

C.边缘密合

D.对牙龈刺激小

E.不宜附着牙垢

60.关于桩冠根柱的直径 ꎬ正确的是

A.根径的 1/2

B.根径的 1/3

C.上前牙为 2.5 ~2.8 mm

D.下前牙为 0.8 ~2 mm

E.后牙为 1 .1 ~ 1 .5 mm

61 .根 管 预 备 时ꎬ容 易 出 现 的 错 误 中 不
包括

A.根管口预备成喇叭口状

B.根管长度预备不足

C.伤及邻牙牙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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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根管壁有倒凹
Ｅ .根管壁侧穿

６２.造成铸造全冠就位困难的原因不包括
Ａ .石膏代型磨损

Ｂ .蜡型蠕变变形

Ｃ .间隙涂料涂得过厚

Ｄ .根管壁有倒凹
Ｅ .根管壁侧穿

６３.设计修复体龈缘的位置时不必考虑
Ａ .患牙的形态

Ｂ .修复体的固位

Ｃ .患牙的牙周状况

Ｄ .患者的口腔卫生状况
Ｅ .咬合力的大小

６４.当双端固定桥两端基牙的支持力相差
过大的会引起

Ａ .一端基牙的松动

Ｂ .一端基牙的下沉

Ｃ .一端固位体的磨耗
Ｄ .一端固位体的松动

Ｅ .整个固定桥的变形

６５.下列缺失中 ꎬ 哪种宜于设计成混合支

持式义齿 (余留基牙均健康 ꎬ 第三磨牙均存
在)

Ａ.４５６７

Ｂ.７６５４ ４５６７
Ｃ.８７６５１ ６

Ｄ. ６５ ７

Ｅ.６

６６.选择可摘局部义齿基牙的原则中 ꎬ 哪
条是错误的

Ａ .选择健康牙做基牙

Ｂ .虽有牙体疾病 ꎬ但已经治疗

Ｃ .虽有牙周疾病 ꎬ但已得到控制

Ｄ .越近缺隙的牙做基牙固位 ꎬ 支持效果
越好

Ｅ .选用多个基牙时 ꎬ彼此越平行越好

模拟试卷

６７.哪一个卡环为Ⅱ型卡环

Ａ.隙卡

Ｂ .倒钩卡环

Ｃ .圈形卡环

Ｄ .三臂卡环

Ｅ .回力卡环

６８.根据基牙倾斜的方向和程度不同 ꎬ 导
线可分为三型 ꎬ正确的是

Ａ .基牙向缺隙侧倾斜所画出的导线为Ⅰ
型导线

Ｂ . Ⅰ型导线在基牙近缺隙侧距 面近

Ｃ .基牙向缺隙相反方向倾斜时所画出的
导线为Ⅱ型导线

Ｄ . Ⅱ型导线在远缺隙距 面远

Ｅ .基牙近远缺隙侧均无明显倒凹或基牙
向近远中倾斜时所画的导线为Ⅲ型导线

６９.关 于 复 合 固 定 桥 ꎬ 下 列 哪一 点 是 错
误的

Ａ .含有 ４ 个或 ４ 个以上的牙单位

Ｂ .含有两个以上基牙

Ｃ .由 ２ 种或 ３ 种基本类型的固定桥组合
而成

Ｄ .基牙数目多且分散 ꎬ 不易获得共同就
位道

Ｅ .以上都不是

７０.可摘局部义齿中起连接、稳定与固位
作用的部分是

Ａ.固位体

Ｂ .人工牙

Ｃ .基托

Ｄ .大连接体

Ｅ .小连接体

７１.制作上颌 堤时 ꎬ将蜡片烤成 ８ ~ １０
ｍｍ 宽的蜡条按牙槽嵴形态黏于基托上 ꎬ引入

口中以 平面板按压其表面形成 平面 ꎬ并

使 平面的前部暴露于上唇下

Ａ.１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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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5 mm

C.2 mm

D.2.5 mm

E.3 mm

72.关于垂直距离 ꎬ下列说法不正确

A.垂直关系就是垂直距离

B.垂直距离是天然牙列在息止颌位时鼻
底到颏底的距离

C.瞳孔至口裂的距离等于垂直距离

D.垂 直 距 离 就 是 息 止 颌 间 隙 减 去 2 ~

3 mm

E.垂直距离过低会造成髁突后移位 ꎬ引起
颞下颌关节紊乱

73.全口义齿的制作最好选用哪种 架

A.简单 架

B.平均值 架

C.半可调式 架

D.全可调式 架

E.都不是

74 .义 齿 的 稳 定 性是 组 织 保 健 的 重 要 方
面 ꎬ与人工牙的排列关系密切 ꎬ关于人工牙的
排列 ꎬ下面哪个说法不正确

A . 人 工 牙 非 功 能 尖 要 尽 量 排 在 牙 槽 嵴
顶上

B.人工牙要排在中性区的位置

C. 力尽可能以垂直方向传至牙槽嵴顶

D.具备平衡

E. 平面要等分颌间距离 ꎬ 并位于舌的
舌侧缘最突或略低处

75.临床上调节平衡 时最常用的是调整

A.髁突斜道

B.牙尖斜度

C.定位平面斜度

D.补偿曲线曲度

E.都不是

76.全 口 义 齿 试 戴 时 ꎬ 下 面 哪个 说 法 不
正确

A.试戴主要检查其美观效果、颌位关系 ꎬ

人工牙的排列和基托的伸展

B.颌位关系的检查包括水平关系和垂直
关系

C.检查后牙排列的咬合是否有稳定的尖
窝接触关系 ꎬ 平面是否合适

D.检查前牙排列要看覆 覆盖关系是否
合适

E.用发音方法检查垂直距离时 ꎬ 发 “ 斯 ”

音不清楚 ꎬ说明垂直距离过低

77.全口义齿的选磨调 ꎬ下列哪个说法
不正确

A.全义齿的调 目的是为了消除正中
的早接触点 ꎬ调整侧方、前伸 的牙尖干扰

B.正中 早接触主要选磨与早接触支持
尖相对的中央窝和近远中边缘嵴

C.侧方 干扰 ꎬ 工作侧选磨上磨牙舌尖
的颊斜面和下后牙颊尖的舌斜面

D.侧方 干扰 ꎬ 平衡侧选磨上后牙舌尖
的颊斜面和下后牙颊尖的舌斜面

E.前伸 干扰、前牙接触后牙不接触时
主要选磨下前牙唇斜面为主

78.全口义齿戴入后 ꎬ 产生固位不良的原
因很多 ꎬ下列哪一项不是

A.患者条件差

B.基托边缘过长 ꎬ系带处缓冲不足

C.义齿咬合不平衡

D.垂直距离过高

E.基托组织面不密合 ꎬ基托过短

79.单颌全口义齿的修复要求中 ꎬ 下面哪
个说法正确

A.覆 可以过深

B.可不必排除侧方 运动障碍

C.上颌后牙不能排列偏颊侧

D.基托不需采用增加强度的措施

E.单颌全口义齿修复的制作简单

80.单颌全口义齿的修复特点中 ꎬ 下面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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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说法不正确

Ａ .天然牙列的曲线很少符合全口义齿平
衡的要求

Ｂ .单颌全口义齿和对颌天然牙列的关系
不利于全口义齿的固位

Ｃ .天然牙和无牙颌的负荷能力相差较大 ꎬ

为单颌全口义齿修复带来困难

Ｄ .患者保留对颌牙列容易保持原有咀嚼
习惯 ꎬ给单颌全口义齿的固位和支持组织的符
合造成不利的影响

Ｅ .无牙颌的颌弓变化与对颌牙弓通常是
协调的

８１.种植覆盖全口义齿中最常用的附着体
是哪一种

Ａ .双层冠附着体
Ｂ .球类附着体

Ｃ .磁性固位附着体
Ｄ .杆卡式附着体

Ｅ .以上都不是

８２.可摘局部义齿人工后牙颊舌径宽度小

于天然牙的目的是

Ａ .提高咀嚼效率
Ｂ .获得平衡

Ｃ .防止咬颊

Ｄ .减小支持组织负荷
Ｅ .增强固位

８３. 固定义齿中恢复缺牙间隙的结构称作

Ａ .冠内固位体
Ｂ .冠外固位体

Ｃ .固定连接体

Ｄ .活动连接体

Ｅ .桥体

８４.为减小基牙负担 ꎬ桥体设计时应考虑

Ａ .降低桥体牙尖斜度

Ｂ .降低桥体 面高度
Ｃ .采用金属与树脂材料
Ｄ .设计成卫生桥

模拟试卷

Ｅ .尽量扩大邻间隙

８５.与固定义齿桥体龈面自洁性有关的最
重要因素是

Ａ .牙槽嵴吸收程度
Ｂ .牙槽嵴宽窄度

Ｃ .桥体龈面横截面积
Ｄ .桥体龈面接触形态

Ｅ .龈面采用的材料

８６.牙科用铸造合金中 ꎬ 高熔合金是指熔

点高于

Ａ.９００℃

Ｂ.１０００℃
Ｃ .１ １００℃

Ｄ.１２００℃

Ｅ.１３００℃

８７.采用固定义齿修复的主要根据是

Ａ .患者的舒适度

Ｂ .患者的美观性

Ｃ .牙周的储备力

Ｄ .基牙的咬合力

Ｅ .牙槽嵴吸收程度

８８.对可摘局部义齿固位体的描述不正确
的是

Ａ .有固位作用

Ｂ .对基牙不产生矫治力

Ｃ .摘戴基牙时对基牙有侧方加压作用
Ｄ .不损伤口内的软硬组织

Ｅ . 固位体的颊、舌臂有交互对抗作用

８９.可摘局部义齿间接固位体的主要作用
不包括

Ａ .防止义齿 向脱位

Ｂ .对抗侧向力 ꎬ防止义齿摆动
Ｃ .平衡作用ꎬ防止义齿下沉

Ｄ .支持作用 ꎬ防止义齿下沉
Ｅ .分散 力ꎬ减轻负荷

９０.前腭杆的前缘应

Ａ .止于上前牙舌隆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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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止于上前牙舌侧龈缘

C.离开上前牙舌侧龈缘 3 mm

D.离开上前牙舌侧缘 6 mm

E.离开上前牙舌侧龈缘 8 mm

91 .为了快速了解某市人群的口腔健康状

况 ꎬ并估计在该人群中开展口腔保健工作所需

的条件 ꎬ对代表性指数年龄组(5、12、15、35 ~

44、65 ~74 岁)人群进行检查的方法为

A.试点调查
B.捷径调查

C.抽样调查

D.普査

E.预调查

92.在山区氟牙症流行 ꎬ若饮水氟浓度不
高最可能的原因是

A.垃圾污染
B.空气氟高

C.蔬菜氟高

D.水果氟高

E.燃煤污染

93.下列选项不是患者应该做好的口腔保
健项目

A.学习口腔健康知识
B.合理使用氟化物

C.经常自我检查龋活性
D.定期口腔检查

E.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94.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属于

A.牙周疾病的急诊治疗
B.牙周疾病的一级预防

C.牙周疾病的二级预防

D.牙周疾病的三级预防

E.牙周疾病的系统治疗

95.开展以增强牙周健康意识 ꎬ 提高自我
保健信息为目的的社区教育项目属于社区牙
周保健的

A.基本急诊保健

B.一级水平
C.二级水平

D.三级水平

E. 四级水平

96 .下 列 哪 些 局 部因 素 与 牙 周 炎 关 系 密
切ꎬ除了

A.糖尿病

B.错 畸形
C.食物嵌塞

D.创伤

E.不良修复体

97.某男性患者 ꎬ46 岁ꎮ 右下 7 残根 ꎬ牙周
组织支持条件好 ꎬ 已做过根管治疗 ꎬ最好的修

复方法

A.拔除残根 ꎬ固定桥修复
B.高嵌体修复

C.铸造桩核 ꎬ烤瓷熔附金属全冠修复
D.拔除残根 ꎬ可摘义齿修复

E.以上方法均可

98.水氟浓度在多少时 ꎬ 患龋率和龋均最
低 ꎬ氟牙症发生率也较低

A.0.2 ~0.4

B.0.4 ~0.6

C.0.6 ~0.8

D.0.8 ~ 1 .0

E.1 .0 ~ 1 .2

99.某地区准备对 6 岁年龄组儿童进行窝
沟封闭防龋效果研究 ꎬ实验设计不包括

A.受试地区目标人群的流动性

B.选择窝沟龋易感儿童为受试对象
C.确定样本含量

D.确定试验组与对照组

E.确定统一 的措施、方法与标准

100.女 ꎬ25 岁ꎮ 经检查全口无龋齿 ꎬ如果
对她推荐龋病预防措施 ꎬ不合适的措施是

A.使用氟化物

B.营养摄取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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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口腔健康教育

D.定期口腔健康检查
E.预防性充填

101 .男ꎬ55 岁ꎮ 初戴全 口义齿ꎬ前伸

时 ꎬ左上 56 有 干扰 ꎬ此时应调磨

A.上第一前磨牙颊尖近中斜面

B.下第二前磨牙颊尖近中斜面

C.上第二前磨牙舌尖远中斜面

D.下第二前磨牙颊尖远中斜面

E.上第二前磨牙颊尖远中斜面 ꎬ下第二前
磨牙颊尖近中斜面

102.女 ꎬ78 岁ꎮ 使用全口义齿有 20 余年

历史 ꎮ 近半年更换一副全口义齿 ꎬ下颌义齿易

脱落、压痛 ꎬ经多次周磨均无效ꎮ 査 :下颌义齿

固位差 ꎬ上颌义齿固位尚好 ꎬ牙槽嵴呈刃状 ꎬ黏

膜上有散在性出血和压痕 ꎬ全身状况较差ꎮ 欲

解决固位及疼痛问题 ꎬ对该患者首先的治疗是

A.继续修改
B.重新制作

C. 自凝塑料重衬

D. 自凝软衬材料重衬
E.建议做种植义齿

103.1 名 12 岁儿童由饮水含氟 0.3× 10-6

地区迁居饮水含氟 1 .2×10-6 地区 ꎬ氟牙症发生

的可能性为

A.0

B.25%

C.50%

D.75%

E.100%

104.现况调进样本含量估计常用以下公
式 :N=K×Q/P ꎬ其中 k 值是根据研究项目的允
许误差大小而确定当允许误差为 10%时 ꎬ为

A.50

B.100

C.200

D.400

模拟试卷

E.800

105.检查某班 15 岁学生 50 名 ꎬ其中患龋
病者 10 人 ꎬ龋失补牙数为 :D = 50 ꎬM = 5 ꎬF =

10 ꎬ这班学生的患龋率为
A.10%

B.20%

C.30%

D.40%

E.50%

106.患者 ꎬ男性ꎬ56 岁ꎮ 牙槽嵴丰满 ꎬ初戴
全口义齿时 ꎬ发现正中咬合接触点较少调磨时

应磨的部位是

A.有早接触的下舌尖
B.有早接触的上颊尖

C.有早接触的支持尖

D.与有早接触的支持尖相对应的中央凹
E.与有早接触的支持尖相对应的牙尖

107.患者戴用全口义齿后 ꎬ说话及张口时
义齿不脱落而咀嚼时脱落 ꎬ分析原因下列哪项

除外

A.上后牙排列过于颊侧

B.上、下第二磨牙有早接触点

C.侧方 不平衡
D.基托边缘过长

E.下颌平面过高

108.患者女 ꎬ65 岁ꎮ 全口义齿初戴时 ꎬ感
觉就位时疼痛 ꎬ戴入后缓解ꎮ 原因是

A.义齿基托边缘过长

B.组织面有瘤子
C.垂直距离过高

D.有唇颊侧倒凹

E.基托组织面缓冲不够

109.全口义齿初戴做前伸 检查时 ꎬ发现
前牙接触后牙不接触 ꎬ 应如何才能达到前伸

平衡

A.增加切道斜度
B.减小切道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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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减小牙尖斜度

Ｄ .减少补偿曲线曲度

Ｅ .磨低后牙牙尖

１１０.某患者上颌牙列缺失 ꎬ下颌为天然牙
列 ꎬ戴用全口义齿多年 ꎬ现欲重新修复 ꎬ检查时

发现上颌前部牙槽嵴松软 ꎬ治疗时应采取的处
理措施是

Ａ .停戴旧义齿 １ 个月左右再行修复

Ｂ .服用消炎药

Ｃ .必须手术切除

Ｄ .取印时避免对该区域过度加压

Ｅ .不必采取处理措施

１１１.一无牙颌患者 ꎬ牙槽嵴低平 ꎬ戴义齿
后主诉咬合痛 ꎬ 检查时未发现黏膜有明显改
变ꎮ 合适的处理方法是

Ａ .基托组织面缓冲

Ｂ .基托边缘磨短

Ｃ .加大后牙牙尖斜度

Ｄ .选磨调

Ｅ .检查戴用ꎬ逐渐适应

失 ꎬ ２１ １２ Ⅰ度松动ꎬ ３ ３正常ꎬ缺牙区牙槽嵴
吸收较严重 ꎬ拟可摘局部义齿修复 ꎬ其两侧连
接应选择

Ａ .舌杆

Ｂ .舌隆突杆
Ｃ .双舌杆

Ｄ.舌板

Ｅ.颊杆

１１３.患者ꎬ左上 ６ 缺失ꎬ行固定桥修复后 ꎬ

诉该侧后牙出现食物嵌塞痛 ꎮ 检查发现修复

体与邻牙间见大量嵌塞的食物 ꎬ牙线通过无阻

力 ꎬ牙龈红肿ꎮ 最佳的处理是

Ａ .局部冲洗上药
Ｂ . 口服抗炎药

Ｃ .拆除固定桥ꎬ重新制作
Ｄ.调

Ｅ .牙周洁治

１１４.患者 ꎬ 男性 ꎮ 双侧下颌后 牙 游 离 缺
失 ꎬ行可摘局部义齿修复 ３ 个月后诉咀嚼效率

差 ꎬ下面说法不正确是

Ａ .恢复的垂直距离过高或过低

Ｂ .基牙少或牙周情况差 ꎬ牙槽嵴低平 ꎬ牙
槽嵴黏膜薄

Ｃ .人工牙 面过大

Ｄ .义齿咬合恢复不良

Ｅ .人工牙低平

１１５.某女性患者 ꎬ４５岁ꎮ ８７６５ ５６７８ 缺
失 ꎬ戴用可摘局部义齿 １ 周后 ꎬ主诉游离端基

托广泛性压痛、咀嚼不适 ꎮ 口腔内检查发现 :

义齿固位及稳定性好 ꎬ密合 ꎬ咬合无高点 ꎬ缺隙

处黏膜无明显压痛点、红肿或溃疡 ꎬ造成义齿

压痛最可能的原因是

Ａ .卡环固位力太大

Ｂ .基托下沉

Ｃ .基托翘动

Ｄ .牙槽嵴负担过重

Ｅ .使用不当

１１６.某患者 ꎬ 因右上 ６ 大面积银汞充填 ꎬ

要求修复治疗ꎮ 检查 :右上 ６ 大面积银汞充填

体 ꎬ牙冠剩余硬组织少 ꎬ仅残留颊舌薄壁 ꎬ无松

动、无叩痛 ꎬ已行完善根管治疗 ꎬ最佳的治疗方

案是

Ａ.嵌体

Ｂ .高嵌体

Ｃ .铸造金属全冠

Ｄ .烤瓷全冠

Ｅ .桩核加全冠

１１７.某患者右上 ２ 的近中邻面浅龋 ꎬ且该
牙牙冠短小 ꎬ切端较厚.在 ３/４ 冠修复中为增

加固位作用和加强阻挡舌向脱位作用 ꎬ除邻沟

外可考虑预备

Ａ .轴壁保持平行

Ｂ .轴壁龈端的肩台

４５０

１１２.某女性患者 ꎬ６７岁ꎮ ８７６５４ ４５６７８缺



C.切沟

D.两邻面保持聚合度 2 ° ~5 °

E.舌侧制成两个斜面

118.某 女性 患 者ꎬ47 岁ꎮ 8321 128 缺
失 ꎬ前部牙槽嵴欠丰满 ꎬ组织倒凹明显 ꎬ确定可
摘局部义齿就位道时模型应

A. 向前倾斜

B. 向后倾斜

C. 向右倾斜

D. 向左倾斜

E. 向右、前倾斜

(119 ~ 123 题共用备选答案)

A.0.3 ~0.4 mm

B.3 ~4 mm

C.4 ~5 mm

D.6 mm

E.7 mm 以下

119.舌杆到龈缘的距离

120.斜坡型者舌杆应离开黏膜

121 . 口 底 到 龈 缘 的 距 离 为 多 少 时 常 用
舌板

122.侧腭杆应离开龈缘

123.前腭杆到龈缘的距离

(124 ~ 126 题共用备选答案)

A.食物嵌塞
B.食物滞留

C.龈缘苍白

D.龈缘变黑

E.不易嚼碎食物

124.全冠轴面外形恢复不良可产生

125.全冠边缘过长 ꎬ黏固后可出现

126.全冠邻面接触点恢复不良可产生
(127 ~ 131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基托与组织不密合 ꎬ卡环与基牙不贴合
B.上下后牙覆盖过小

C.咬合早接触 ꎬ基牙负担过重
D.卡环尖过长抵住了邻牙

模拟试卷

E.卡环体部进入基牙倒凹区

127.可摘局部义齿初戴时 ꎬ无法就位 ꎬ其
可能原因是

128.可摘局部义齿戴用后出现基牙疼痛 ꎬ

其可能原因是

129.可摘局部义齿戴用后经常咬颊部 ꎬ其
可能原因是

130.可摘局部义齿戴用后出现弹跳 ꎬ其可
能原因是

131 .可摘局部义齿戴用后出现食物嵌塞 ꎬ

其可能原因是

(132 ~ 137 题共用题干)

患者右下 6 缺失 3 个月 ꎬ要求固定修复ꎮ

132.决定其能否固定桥修复的因素 ꎬ除了

A.邻牙牙周支持能力

B.邻牙牙冠大小、形态

C.缺牙区黏膜厚度

D.咬合关系

E.邻牙的位置

133.如果右下了 5 牙根较短 ꎬ 支持力不
足 ꎬ最佳的固定桥设计是

A.桥体 面减径

B.增加右下 4 做基牙

C.增加右下 8 做基牙

D.缺隙近中为可动连接体

E.减轻右下 5 的咬合力

134.如果右下 5 近中倾斜 ꎬ该牙用作固定
桥基牙的最大障碍是

A.倾斜度

B.共同就位道的获得

C.牙周应力集中

D.牙髓损害

E.以上都不是

135.一般情况下 ꎬ倾斜牙做基牙 ꎬ其倾斜
度不能超过

A.10°

B.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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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３０°

Ｄ.４０°

Ｅ .以上都不是

１３６.如果右下 ７ 近中倾斜 ꎬ可采用的改良
方法ꎬ除了

Ａ .正畸后再行修复

Ｂ .釆用改良近中 ３/４ 冠固位体

Ｃ .套筒冠

Ｄ .单端桥

Ｅ .以上都不是

１３７.如果缺牙间隙牙槽嵴吸收严重 ꎬ则固
定桥的桥体龈端应设计为

Ａ .鞍式桥体

Ｂ .改良鞍式桥体

Ｃ .盖蜂式桥体

Ｄ .卫生桥

Ｅ .船底式桥体

(１３８~ １４１题共用题干)

４７岁ꎬ男性ꎮ 上颌前牙固定修复 ３ 年ꎬ现

出现松动、咬合疼痛 ꎮ 口腔检查 :左上 ２ 缺失 ꎬ

左上 １２３烤瓷固定桥修复 ꎬ左上 １３为烤瓷全

冠固位体 ꎬ边缘均不密合ꎮ 左上 １ 远中和左上

３ 的近中邻面可探及深龋 ꎬ左上叩诊(＋＋) ꎬ牙

龈红肿 ꎬ无牙周袋ꎮ 余牙健康 ꎬ咬合正常ꎮ

１３８.治疗前最需做的辅助检查是

Ａ .基牙的 Ｘ 线检查

Ｂ .基牙的牙髓活力检测

Ｃ .基牙的松动度检查

Ｄ .基牙的 干扰检查

Ｅ .以上均需做

１３９.原固定修复体松动原因是

Ａ .原固定修复体破损

Ｂ .原固定修复体边缘不密合

Ｃ .牙龈炎

Ｄ .牙周炎

Ｅ .基牙预备不良

１４０.若左上 ３ 的 Ｘ 线片示根尖有阴影 ꎬ拆

除不良修复体后应先做
Ａ.左上 ３ 根管治疗

Ｂ.洁治

Ｃ.左上 １ 拔除

Ｄ.左上３ 拔除

Ｅ.左上 １ 根管治疗

１４１.左上 １３经正确的牙体治疗后以下哪
种修复方式最佳

Ａ .烤瓷全冠固定桥修复

Ｂ .可摘义齿修复

Ｃ .铸造金属固定桥修复

Ｄ .黏膜支持式可摘义齿修复

Ｅ .以 ３/４ 冠做固位体固定局部义齿修复

(１４２~ １４４题共用题干)

医院要在某社区开展一项流行病学实验 ꎬ

观察使用某漱口液后 ꎬ 口腔内的抑菌效果ꎮ

１４２.关于实验主要内容以下不正确的是

Ａ .明确实验目的

Ｂ .确定实验现场

Ｃ .确定实验对象

Ｄ .确定试验样本量

Ｅ .明确漱口液有效成分

１４３.关于本实验确定样本量不正确的是

Ａ .随Ⅰ类错误和Ⅱ类错误概率的变化 ꎬ样
本量也需要变化

Ｂ .样本量可以参照计算公式计算

Ｃ .样本量要以试验组和对照组可能的有
效率高低为依据

Ｄ .样本量越大实验结果越好

Ｅ .样本量过小 ꎬ检验效能偏低.所得结论
不可靠

１４４.从实验的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必要原
则是

Ａ.配比

Ｂ.随意

Ｃ.干预

Ｄ.盲法

４５２



Ｅ .交叉

(１４５~ １４７题共用题干)

患者ꎬ左上６ 缺失３ 个月ꎬ左上５ 残冠ꎬ已
作根管充填 ꎮ

１４５.如果左上 ７ 近中倾斜 ꎬ采用固定桥修
复的难点是

Ａ .获得共同就位道

Ｂ .基牙支持

Ｃ .恢复咬合关系

Ｄ .桥体设计

Ｅ .固定桥的强度

１４６.如果左上 ７８近中倾斜并接触良好 ꎬ

采用固定桥修复时 ꎬ左上 ６ 的固位体最好设
计成

Ａ .铸造金属全冠

Ｂ .金属烤瓷全冠

Ｃ.嵌体

Ｄ .高嵌体

Ｅ .保留远中邻面的改良 ３/４ 冠

１４７.如果右下 ６ 向上伸长 ꎬ 应釆取的措
施是

Ａ .增加右上 ４ 做基牙

Ｂ .设计半固定桥

Ｃ .减小桥体颊舌径

模拟试卷

Ｄ .减小桥体厚度
Ｅ .调磨右下 ６

(１４８~ １５０题共用题干)

女 ꎬ４５岁 ꎬ ３２ １２缺失ꎮ 前牙区Ⅲ度深覆
ꎬ余留牙无异常ꎮ

１４８.可摘局部义齿卡环可放置在

Ａ.４ ４

Ｂ.４ ３

Ｃ.６４

Ｄ. ４ ３６
Ｅ.６４ ４６

１４９.义齿的基托最好选用

Ａ .铸造基托
Ｂ .塑料基托

Ｃ .金属网状基托
Ｄ .锤造基托

Ｅ .树脂基托

１５０.人工牙可选择

Ａ .瓷牙

Ｂ .铸造牙
Ｃ .锤造牙

Ｄ .金属舌面牙
Ｅ .树脂牙

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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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第一单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C E B B C C D B E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C A D D B E C E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 C E A C A C B B C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 D A D E A E C E B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D C B D E C C B C D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D D C C B A B A C D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E D E D B C B B A B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B C A C C E B E D B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C C E B E D B C B E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B C A D A C A B A A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B A D A D C E B C A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B E B B A B C E B A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C A E A D C B A E D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A B B D B B A D C B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E A C C B B C C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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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第二单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D B E C D C B E D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A C B E C E B E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 C E A C A C D E 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 A E E E D E E A C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B E D E E E A D E D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C E E A A B D C D A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E B B A D E C D C D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E B A D E B C B E C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C A B E C D A C C D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B C D D B B E A C D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D D A E E C D B D D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A C B C E C B A B E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A C B A E C B E D A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C A E B C A D D E E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A D E B C A D A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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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E D A D B E B A C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D A E D C E A D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 D B D C E E D C B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E E B A D B B D C A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C A A D E A B B D A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B D B A D D E A D D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D E E E B B C B E E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A C B C D C E B C D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C A A B A B D B D B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A D D B D B D C C B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B D B D E D E B C D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D C A B B A D A E B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A B B C C A B A D C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C D E C C C E C E B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C B C A C B A B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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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第四单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D D E E E E D D D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E B C B D B C E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 C A C B C E B E 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 D A D C E D D B C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C E E E E B B C E C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C C B C C E A B D B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C C E A C E B D E C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C D C A D E C D C E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D D E A D C C C C D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B E C C B A C C B E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C D A D B D D D B C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D D C C D E C B B A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E C D B C A E C B D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A C B B C D D A B A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A E D D A E E E 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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