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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计划西安站教辅笔记

口腔解剖生理学

第一单元 牙体解剖生理学

1.牙的组成从外部观察，牙体由三部分组成:

(1)牙冠:有解剖牙冠和临床牙冠之分。也是发挥咀嚼功能的主要部分。

临床牙冠为牙体暴露于口腔的部分，牙冠与牙根以龈缘为界。

解剖牙冠指牙体外层由牙釉质覆盖的部分， 临床牙冠短于解剖牙冠

(2)牙根:有解剖牙根和临床牙根之分。

解剖牙根指牙体外层由牙骨质覆盖的部分，也是牙体的支持部

分。临床牙根为牙体在口腔内不能看见的部分，以龈缘为界。

（考点）牙龈萎缩临床牙冠变长，重度磨耗：解剖牙冠变短

注：牙冠=解剖牙冠，牙根=解剖牙根

(3)牙颈(颈线、颈缘、颈曲线):指解剖牙冠与牙根交界处的弧形曲线

（考点）颈缘的方向--唇舌面凸向根方，近远中面凸向冠方

2.牙的组成从纵剖面观察，牙体的组织包括:

（1）牙釉质:构成牙冠表层的、高度钙化的最坚硬组织。

恒切牙切缘--2mm,磨牙牙尖--2.5mm,乳牙较薄，仅为 0.5-1mm(1.3mm)--考过

（2）牙骨质:牙根表面

（3）牙本质：构成牙体的主体，

（4）牙髓:唯一的软组织

3.牙的分类

(1)根据牙的形态和功能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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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切牙:切割

2)尖牙:穿刺、撕裂

3）前磨牙(双尖牙):协助

4）磨牙：捣碎、磨细

（2）根据牙在口腔内存在的时间分类--乳牙、恒牙

乳牙--存留时间 5-10 年，最短 5-6 年，最长 10 年左右（考点）

（3）按位置--前牙、后牙：口角位置--3 和 4 之间（3 的远中 4 的近中）（考点）

4.牙的功能：咀嚼，发音和言语，保持面部性形态协调美观

无（清洁）自洁口腔的作用，无吸吮作用，

（二）牙位记录方法：

（1）部位记录法：最常用，以“+”符号将牙弓分为上、下、左、右四区

--恒牙：阿拉伯数字 1-8 分别依次代表中切牙至第三磨牙，

--乳牙：罗马 I-V 乳中到第二乳磨（C-右下、D-左下）

（2）Palmer 记录系统：分为上、下、左、右四区，恒牙记录同部位记录法;乳牙

以英语字母 A-E 代表每区的乳中切牙至第二乳磨牙

（3）通用编码系统： 恒牙从 1分区开始到 4分区的 1~32； #一般在恒牙前面

乳牙为从 1 分区到 4 分区的 A~T.

（4）国际牙科联合会系统（双位数记录法）（FDI）

--把恒牙四分区 1、2、3、4，基础上加具体牙位；

--把乳牙四分区为 5、6、7、8，再加上具体牙位

（三）牙的萌出及乳恒牙更换

1）出龈：破龈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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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萌出：从牙冠出龈至达到咬合接触的全过程（1.5-2.5 个月），

注：牙萌出的时间是出龈的时间（高频考点）

乳牙牙胚发生于胚胎第 2 个月，钙化于 5-6 个月

第一恒磨牙牙胚形成于胚胎第四个月，钙化于出生时

3）牙萌出的顺序

--乳牙萌出顺序:（ⅠⅡⅣⅢⅤ）--ABDCE

--恒牙萌出顺序: 上-6124357，6124537，

下 6124357，6123457

注：牙的萌出顺序：6124357

上 3 比下 3 更容易阻生

（四）牙体解剖的常用名词及解剖标志

1）中线将牙弓分成左右两等分，假想线（看中线找左右）

2）牙体长轴:通过牙体（牙冠与牙根）中心的一条假想直线。

3）接触区:相邻两牙邻面接触的部位，亦称邻接区。（看见邻面选接触）

4）线角:两相邻牙面相交所成的角称线角，

5）点角：三个相邻牙面相交所成的角称点角

6）外形高点:牙体各轴面上最突出的部分

2.牙冠各面的命名

注：颌面：上下牙咬合接触时的一面

3.牙冠的表面标志

--突起部分：牙尖、结节、舌隆突、嵴

1）牙尖:牙冠上近似锥体形、突出成尖的部分称牙尖。在尖牙切端、后牙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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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节：牙釉质过分钙化所形成，随着牙的磨耗逐渐消失

--切缘结节:初萌切牙切缘上圆形的隆突，（必须在切牙上）

舌隆突：前牙舌面近颈 1/3

3）嵴:为牙釉质的长线状隆起。如横嵴、斜嵴

--轴嵴：牙尖到牙颈纵行隆起（颈 1/3）

--牙尖嵴：牙尖--近远中

--三角嵴（横嵴、斜嵴）：牙尖-颌面，只存在后牙颌面

--斜嵴：颌面两牙尖三角嵴斜行相连（上 6）

--横嵴：相对牙尖的两条三角嵴横过颌面相连而成（下 4）

--切嵴：切牙切端舌侧长条形的釉质隆起

--颈嵴：唇颊面颈缘部分

--边缘嵴--前牙舌窝，后牙颌面

2.凹陷部分

--窝：

--沟：发育沟：两个生长叶相连成的明显而有规则的浅沟

副沟：除发育沟以外的沟

裂：钙化不全的沟称为裂

点隙--3 条或 3条以上的发育沟汇合处所形成的点状凹陷。

3.斜面:组成牙尖的各面，称为斜面。两面相交成嵴，四面相交成牙尖顶

4.生长叶:牙发育的钙化中心称为生长叶，其交界处为发育沟。多数牙为 4 个

第三节 牙体外形及解剖意义

共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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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高点：唇侧所有牙-颈 1/3、舌侧-前牙（颈 1/3），后牙-中 1/3,

除了上 3--位于颈、中 1/3 交界处

--所有牙根都偏远中

--所有牙尖都偏近中（除上 4 颊尖及上乳尖牙）

恒牙外形及临床应用解剖

1.上颌 1：

--切牙中体积最大、卵/尖/方

--唇面：近中切角近似直角，远中圆钝；切颈径大于近远中径（切 1/3 最大）

切缘可见 3 个切缘结节。切 1/3 可见两条纵行发育沟

--舌面：舌窝、舌隆突

--切嵴：侧面观，切嵴在牙体长轴的唇侧

--牙根：近颈部的横断面呈圆三角形（旋转力），冠根比 1:1

--邻面：近中接触区-切 1/3 近切角，远中：离切角稍远

总结：冠根比 1；1，切缘处 2 个发育沟，3 个切缘结节，4 个生长小叶

近中切角直远中切角圆钝，牙根圆三角-扭转力，切嵴在牙体长轴唇侧

2.下1：（牙根葫芦形，禁扭转）--小不 2 等 1 垂直

--全口牙中最小，牙冠宽度＝上 1 的 2/3，

--离体后难以区分左右

--近中缘≈远中缘；近中切角≈远中切角≈锐角

--切缘垂直牙体长轴

--舌窝及嵴不明显

--根远中面长形凹陷较近中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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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颌 2

--常常变异或缺失，（锥形牙）

--近中切角-锐角，远中切角-圆弧形

--舌窝窄而深--龋病、畸形根面沟、畸形舌侧窝

--根尖多偏向远中 ，拔牙时可稍加扭转力

4.上颌 3：

--是口内牙根最长的牙，冠根比 1:2，

--口内存留时间最长（满足：自洁作用好，患龋病几率小，牙根最长，）

--唇面：外形高点在颈、中 1/3 交界处，牙尖＝90°（偏近中）

近中斜缘与远中斜缘夹角 90°

--圆五边形：近中缘＞远中缘，近中斜缘＜远中斜缘

--唇轴嵴明显，牙尖--颈 1/3 处。

--舌面：舌轴嵴：近中舌窝＜远中舌窝

--牙尖：四嵴（唇轴嵴、舌轴嵴、近中及远中边缘嵴）四斜面

近中牙尖嵴＜远中牙尖嵴，

--牙根：横断面圆三角形（旋转力）

--邻面：近中接触区近切角，远中接触区稍远

5.下 3：（下山—3 抄近道走直线）

--比上 3 窄、薄，牙体细长

--牙尖＞90°，发育沟不如上 3明显

--舌轴嵴边缘嵴均不如上 3 明显

--牙根细长，下 3近中缘与牙根近中缘相连成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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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明显，圆钝，近中缘相连成直线

6.上 4

--前磨牙中体积最大，牙冠立方形

--颊面:颊尖偏远中

--邻面：近中沟(越过近中边缘嵴到近中面，止于远中边缘嵴)

--牙根:扁，根中或根尖分为颊舌两根

--颌面：似六边形，颊缘＞舌缘

--近中点隙-近中沟、远中点隙-中央沟

下 4（颊舌尖落差大）

--前磨牙中体积最小

--舌尖是颊尖的 1/2

--嵴：横嵴

--沟：近中舌沟

--窝：小三角形的近中窝，长圆的远中窝

--颊尖位于牙体长轴上

上 5

--轮廓不如上 4 明显

--颈部少有凹陷，中央窝浅

--近远中两点隙距离较近--中央沟短

下 5（畸形中央尖）

2尖型和 3尖型，牙冠方圆，长=宽=厚

--发育沟：H 型、U 型、Y 型（三尖型）--近中舌尖大于远中舌尖



咨询电话：400-900-9392 8 网址：www.jinyingjie.com

高端班专属

--舌面与颊面大小相等，2 尖可见一个舌尖，3 尖可见 2个舌尖

上 6(上颌牙中体积最大）

--颊面：梯形，颌缘长于颈缘，外形高点在颈部 1/3 处。

--舌面：近中舌尖宽于远中舌尖，外形高点在舌面的中 1/3 处，近中舌尖

的舌侧有第五牙尖。

--牙根：三根，近中颊根、远中颊根、舌根（最大）

--颌面：斜方形，颊舌径大于近远中径---近中舌尖＋远

--牙尖：近中舌尖>近中颊尖>远中颊尖>远中舌尖

--嵴：斜嵴=近中舌尖三角嵴和远中颊尖三角嵴--（钝角）

--（2 个）窝：中央窝 2/3＋远中窝 1/3

--（3 条）沟：颊沟、近中沟、远中舌沟

下 6 （下颌中体积最大）

--颊面：梯形，近远中径大于颌颈径

--舌面：梯形，近中舌尖>远中舌尖

--牙根：近中根+远中根（近中根+远中颊根+远中舌根）

--颌面：颊缘长于舌缘

--五个牙尖-近中颊尖、远中颊尖（三角嵴最长）远中尖（最小、三

角嵴最短）、近中舌尖和远中舌尖

--2 个窝：中央窝（大）+近中窝

--3 个点隙：中央、近中、远中

--5 条发育沟：颊沟、远中颊沟、舌沟、近中沟和远中沟（唯一颊面

2 条发育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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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7

--体积稍小于第一磨牙

--远中舌尖更小，近中舌尖占舌面的大部分，极少有第五牙尖

下 7

--有四个牙尖或五个牙尖

--4 尖：颌面方圆形，4 条发育沟，田字型颌面，十字形发育沟，可有 C 型根

接触区的位置

1.前牙：近中面接触区靠近切角，远中稍远（除下 1）

2.前磨牙近远中面：均靠近缘偏颊侧

3.下 6 近远中：均靠近缘偏颊侧

4.上 6近中：1/3 与颊 1/3、中 1/3 交界处

远中：1/3 与舌 1/3、中 1/3 交界处

（二）恒牙临床应用解剖

（1）切牙：

上颌切牙：外伤+发音+美观

上颌切牙舌侧：上颌侧切牙舌窝顶点

下颌切牙舌侧：牙垢、牙石、牙周病

上颌中切牙、尖牙：可用旋转力

下颌切牙：不可用旋转力

（2）前磨牙

龋齿的好发部位；作为义齿修复的基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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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 4其余都可以用旋转力

判断颏孔的位置 ；可出现畸形中央尖（下 5 多见）

（3）磨牙

第一磨牙易龋坏，恒牙龋坏率最高

上下 6 的位置和关系，维持正常咬合

第一磨牙牙冠形态与第二乳磨牙相似

上颌窦：上 6758；下颌管：下 8；腮腺导管口：上 7，腭大孔：上 8

（四）乳牙外形及临床解剖

--乳牙：体积小，颜色白，颈嵴突出，冠根分明、

--乳前牙（宽冠窄根）--上乳 1 牙冠短而宽，似铲形，宽冠宽根

--上颌乳 3：牙尖偏远中

--下颌乳前牙舌面边缘嵴与颈嵴比恒前牙明显（高频考点）

--乳磨牙：根干短，根分叉大

--下乳 4 近中颊侧颈嵴特别突出，形态不同于任何恒牙（四不像）

下颌乳五：三个牙尖（近中颊尖、远中颊尖、和远中尖）大小等大

下颌乳 4

--①颊面：近中缘长直，远中缘短而突---近中缘为底。

-②颌面：近中边缘嵴特短，远中边缘嵴为底

-③近中邻面:近中颊、舌两尖相距较近--颈缘为底

乳恒牙鉴别

a)体积:恒牙体积较大（6＞7＞8），乳牙体积小，乳磨牙体积以第一乳磨牙较小，

第二乳磨牙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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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颈嵴:恒牙颈嵴突起不明显，乳牙颈嵴突起明显

c)冠根分界: 恒牙牙冠颈部缩窄，乳牙牙冠颈嵴突出，冠根分明

d)牙根:恒前牙根尖可偏远中，恒磨牙根干较长

乳前牙--根尖可偏唇侧，根分叉小;乳 磨牙根干短，根分叉大。

e) 颜色：恒牙牙冠呈乳白色偏黄，乳牙牙冠偏靑白

（三）牙体形态的生理意义

①切端及合面：切割食物，边缘嵴：聚集食物，沟：排溢食物

②唇、颊、舌面突度：

--起生理性按摩作用，可防止牙龈萎缩，

--牙冠颈 1/3 扩张龈缘

--防止食物嵌塞

--分散合力，利于牙的稳固

凸度过小，创伤性萎缩，凸度过大，废用性萎缩；

注：没有保护牙槽骨的作用

③楔状隙：正常接触区的周围均有呈 V字形的空隙

--食物的溢出道，保护牙槽骨，不使食物残渣积存

--在龈方者称为邻间隙，在方称为外展隙

第四节 髓腔形态及应用解剖

1.髓室：髓腔朝向根颈及牙冠的一端扩大成室（6 面）

--髓角：髓室深入牙尖突出成角的部分

--髓室顶：与面或切嵴相对应部位

--髓室底：与髓室顶对应的部位（前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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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室高度：顶与底的垂直距离

根管口：髓室与根管移形处为根管口（上 3 最不明显）

2.根尖孔--根管末端开口处

--多位于根尖（57%），旁侧少（43%）

--最多舌侧，最少唇颊侧（舌＞近中＞唇颊侧）

根管最狭窄处-距离根尖孔约 1mm 处

3.根管系统

--管间侧枝（管间吻合）：相邻根管，根中 1/3多于根尖 1/3

--根管侧枝：常与根管呈接近垂直角度，其开口称为侧孔--17%

--根尖分歧：根管存在，前磨牙和磨牙居多

--根尖分叉：主根管不存在，（侧孔）

--副根管：髓室底至根分叉的通道（磨牙），开口称为副孔。20-60%

4. 髓腔的增龄变化：继发性牙本质

①青年人的髓腔比老年人的髓腔大

②乳牙髓腔相对比恒牙大

③上颌前牙首先沉积在舌侧，其次为髓室顶。

④磨牙沉积在髓室底，其次为髓室顶和侧壁。

注：髓角、髓室顶变低，髓室底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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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恒牙髓腔的特点

牙位 根管 髓腔 牙位 根管 髓腔

上 1
唇 舌 观 ： 平 颈

缘 处 最 大 ， 梭

形

近远中冠：冠 中

1/3
恒 剖 面 ： 圆 三

角形

下 1
唇舌双根管

4%
唇舌观：颈缘

附近最大

近远中径：近

切嵴最宽

横剖面：唇舌

径>近远中径

上 2 下 2
唇舌双根管

10%

上 3 下 3
唇舌双根管

4%

上 4
双根管：65%；

单双管：28%
单根管：7%；

似 立 方 形 ， 颊

舌 径 ＞ 近 远

中径，髓室顶凸

向髓腔，最凸处

与颈缘平齐，上

4 肾形，上 5 椭

圆形，

下 4
单根管 83% 颊舌径大于近

远中径，椭圆形

上 5
双管：11%
单双管：41%
单根管：48%；

下 5

上 6
颊 舌 两 根

管 MB2 ：

63%

似 立 方 形 ， 颊

舌 径 > 近 远 中

径 > 髓 室 高

(2mm) ，凹向

下，最凹处与颈

缘平齐， 髓室底

位 于 颈 缘 根 方

约 2mm处，上

6 舌侧根管口大

而圆，近中颊侧

髓角高（非功能

尖），

下 6
近 中 双 根 管

87% 远中双根

管：40%

立方形，近远

中 径 > 颊 舌

径>髓室高度

(1mm) ，髓

室 底到根分

叉 的 距 离 是

2mm，最凹处

与颈缘平齐，

位 于 颈 缘 龈

方约 1mm，

近 中 舌 侧 髓

角高，

上 7
上 7MB2-- 颊

舌两根管：

30%
下 7

近 中 双 根 管 ：

64%，远中双根

管 18%
近 远 中 根 颊 侧

融 合 形 成

“C”形根 31%

4.恒牙髓腔的临床意义

--前牙开髓时应从舌面中央向牙颈部方向钻入

--下前牙双根管多为唇舌侧

--上颌前磨牙近远中径在颌面宽而近颈部窄，防止从近远中面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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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颌磨牙近颊和近舌髓角高，避免穿髓

--上颌磨牙舌侧髓角高于颊侧

--下颌磨牙牙冠向舌侧倾斜开髓应在颌面偏向颊侧处

5.乳牙髓腔特点：按牙体大小比例，相对来讲乳牙的髓腔比恒牙者大。

髓室大、髓壁薄（穿髓）、髓底薄、髓角高，髓室底薄（底穿），髓室顶和髓室

--上颌乳磨牙--舌侧根管最粗大

--下颌乳磨牙--近中舌侧髓角最高

--乳牙根在替牙前 3-4 年开始吸收（生理性吸收），治疗时勿将吸收穿透的髓

室底误认为根管口。

第二单元 牙合与牙合位

二、牙合的发育阶段及影响因素

--乳牙牙合-5 个月建立，2.5 岁（30 个月）建立完成，持续到六岁

--替牙颌-6-12 岁

--恒牙颌-在出生第一年中，上下颌间没有明确的牙尖交错位（正中位），此

时下颌以前后向运动为主，侧方运动较少

1. 乳牙牙合特征

以 4岁为界，乳牙（牙合）分为早期和晚期

2.5~4 岁期间

-① 齐平末端（上下颌第二乳磨牙远中面相齐成一垂直平面）

-② 无明显间隙

-③ 无显著磨耗

-④乳牙位置较正，牙合曲线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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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覆牙合较深，覆盖较小

4-6岁期间的特征：(双有、不齐)

--①有间隙有磨耗（发育间隙）--灵长类间隙,上乳 3近中，下乳 3远中

--②下颌第二乳磨牙移至上乳 5 的稍前方（近中）

--③暂时性深覆牙合减小

替牙牙合特征 (6-12 岁)--暂时性错

--①上唇系带位置过低

--②中切牙间隙（随着 2、3 的长出，间隙消失）

--③切牙、侧切牙牙冠偏远中 -牙根偏近中

--④暂时性前牙拥挤

--⑤暂时性远中牙合

--⑥暂时性深覆牙合

注：没有暂时性深覆盖、反颌、对刃、开

早期恒牙牙合特征

第二恒磨牙约 12-14 岁萌出，其所占的位置间隙，大部分是由面前部前

2/3 向前增长，小部分是由面后 1/3 向后增长获得

第二节、牙列

一、牙列形态、牙排列特点和生理意义 决定牙弓形态 3-3（前牙）

--方圆形 --切牙略为平直，3的远中才转向远端

--椭圆形 --2的远中逐渐转向远端

--尖圆形 --（没有说 2 的远中，3 的远中就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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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没有卵圆

（1）牙弓长度的测量

--左右最后一颗牙远中最突点间连线为底线，由中切牙近中接触点向底线作垂

线，若没有最后，那就第二磨牙不能选第三

（2）牙弓宽度的测量：左、右第二磨牙颊面间最宽的距离

--上颌牙列 宽：55mm 长：50mm （5554）--（5021）

--下颌牙列 宽：52mm 长：41mm

--Terra 指数：牙列宽度/牙列长度，宽度>长度，

--Boltou:反映上下牙弓协调度

2. 牙排列特点

①牙齿近远中向的倾斜规律

--上颌近中倾斜 2＞3＞1

--下颌近中倾斜 3＞2＞1

--前磨牙与第一磨牙近中倾斜依次减小

--磨牙向近中倾斜依次增大

前磨牙向近中倾斜的角度都较直（最直的是 5）--新大纲

6<7<8 最正的牙：5

二、牙合曲线

1.纵牙合曲线（牙向近远中向倾斜 spee）

①下颌牙列的纵牙合曲线：又名 spee 曲线，它是连接下颌切牙的切嵴、

尖牙的牙尖以及前磨牙、磨牙的颊尖所形成的一条凹向上的曲线。

--最低点在下 6远中颊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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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上颌牙列的纵牙合曲线（补偿曲线）

连接上颌切牙的切缘、尖牙的牙尖、前磨牙及磨牙的颊尖一条凸向下

的曲线，后段从第一磨牙的近中颊尖起逐渐向上弯曲称为补偿曲线

3.横牙合曲线（默认指上颌 wilson）（颊舌向倾斜）

--连接两侧同名磨牙的颊尖、舌尖形成一条凸向下的曲线称横牙合曲线

--又称 Wilson 曲线,下颌--凹向上（不明显）

注：随着磨耗，上颌功能尖被磨的低于非功能尖，此时连成的上颌形成的是凹向

下的曲线，称反横合曲线

4.牙合平面

--解剖学牙合平面：从下颌中切牙的近中邻接点到双侧最后一个磨牙的

远中颊尖顶所构一的假想平面

--修复学牙合平面（最常用，定位平面）：从上颌牙的近中切角到

双侧第一磨牙的近中颊尖顶所构成的假想平面

三、牙合

（一）牙尖交错牙合及其特点

牙尖交错牙合（ICO）是指上、下颌牙尖相互交错咬合，达到最广泛最紧密的接

触时的一种咬合关系。

特点：

中线对正，上下牙列的中线对正，并与上唇系带和人中一致。

一牙对二牙,除下 1 和上 8（最后磨牙）外，全牙列最广泛、密切的接触。

上下尖牙接触关系：上 3牙尖顶对下 3 的远中唇斜面及唇侧远中缘。

第一磨牙接触关系:上 6近颊尖对下 6的颊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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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合覆盖关系

1.覆盖：指牙尖交错牙合时上颌牙盖过下颌牙的水平距离。

正常覆盖距离在 3mm以内

Ⅰ°深覆盖距离在 3~5 mm

Ⅱ°深覆盖距离在 5~7 mm

Ⅲ°深覆盖过超过 7 mm

--反覆盖 下颌切牙切缘突出于上颌切牙的唇侧，或下颌后牙的颊尖突出

于上颌后牙的颊侧。

2.覆牙合：指牙尖交错牙合时上颌牙盖过下颌牙唇、颊面的垂直距离。

正常覆牙合--在前牙，盖过的部分不超过下前牙唇面切 1／3 者

Ⅰ°深覆牙合--咬在中 1／3 以内者

Ⅱ°深覆牙合--咬在颈 1／3 者

Ⅲ°深覆牙合--超过颈 1／3 者

3.反牙合：下颌牙反盖着上颌牙

--后牙反颌：牙尖交错时，下牙的颊尖咬在上牙颊尖的颊侧

--锁牙合：牙尖交错时，上牙的舌尖咬在下牙颊尖的颊侧

--反锁牙合：牙尖交错牙合时，下牙舌尖咬在上牙颊尖的颊侧

4.切道与切道斜度

--切道：在咀嚼过程中下颌前伸到对刃后在返回牙尖交错位的过程中，下颌切牙

所运行的轨道

--切道斜度：切道与眶耳平面相交所成的角正常为 45°- 60°

切道斜度的大小与覆盖成反变关系，覆牙合成正变关系（盖反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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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下颌第一磨牙关系

--中性牙合--上 6的近中颊尖正对着下 6颊沟

--安氏 II 类 -远中错牙合（下颌后缩）上 6的近中颊尖咬合在下 6颊沟

的近中（小 2 类）-近近得远

安氏 III类-近中错牙合（下颌前突）-上 6的近中颊尖咬合在下 6颊沟

的远中（大 3 类）

上下牙齿对位接触情况-没有尖与尖的关系

三、前伸牙合和侧方牙合的特征

1. 前伸牙合--前牙接触，后牙无接触

2. 侧方牙合--下颌向一侧运动 工作侧接触，非工作侧不接触

--年轻人：尖牙保护牙合 （工作侧只有尖牙接触）

--年长者：组牙功能牙合

3.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牙的磨耗--尖牙保护牙合可变成组牙功能牙合

平衡分类

双侧平衡（全口义齿）--正中平衡—后牙广泛接触，前牙轻接或不接触

--前伸平衡-前牙切缘相对时，后牙保持接触（3 点、多点、完善）

--侧方平衡-侧方咀嚼，两侧均有接触

注：全口义齿--双侧平衡

天然牙平衡-单侧平衡

四、面部结构的关系

1.眶耳平面 眶下缘最低点与外耳道上缘连成的平面，与牙合平面呈

15° 与地面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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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鼻翼耳屏线 鼻翼中点至耳屏中点的连线，牙合平面平行

3. Balkwill 角：下颌髁状突中心和下颌中切牙近中接触点的连线与合平

面的交角（约 26°）

4. Bonwill 等边三角形：下颌骨的双侧髁状突中心与下颌中切牙近中切

角相连，构成了一个边长为 10.16cm 的等边或等腰三角形。

第四节、 颌位

颌位：即下颌骨的位置，由于下颌骨位置的变化，可产生不同的颌位

其中有重复性，又有临床意义的有三种颌位（牙尖交错位 ICP、后退接

触位 RCP、下颌姿势位 MPP）和正中关系

1.下颌姿势位（MPP-）

当人直立或端坐，两眼平视前方，不咀嚼、不吞咽、不说话

时，下颌所处的位置称为下颌姿势位。借此确定无牙牙合患者上下颌

的垂直位置关系

2. 牙尖交错位（ICP）=牙位=最广泛接触位=最大牙尖交错位

--牙尖交错牙合时下颌骨相对于上颌骨或者颅骨的位置关系

--牙尖交错位于正中时叫正中位

--因牙尖交错牙合而存在，又称为“牙位”或者最大牙尖交错位

牙尖交错位特点--

①上下颌牙处于牙尖交错、最广泛、最紧密的接触关系

②髁突处于下颌窝中央

③可重复，相对稳定，逐渐变化，又重复的位置

④是咀嚼肌肌力闭合道的终点（MPP-ICP 的运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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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中关系位与后退接触位（RCP）

从牙尖交错位开始，下颌还可再向后下移动少许（约 1mm 左右）下颌

的位置为后退接触位--下颌的生理性最后位，韧带位、铰链位--髁突位

于关节窝的前上位

同时机制：韧带的可让性（稳定可重复）-正中关系位+铰链位

后退接触位=韧带位=正中关系位= 铰链位（18~25mm）转动--稳定重复

4.三种颌位间的关系

1. 后退接触位（正中关系牙合）与牙尖交错位的关系

正中关系牙合（后退接触位）能自如地直向前滑动到牙尖交错位，

其滑动距离多在 0.5~1.0 mm 左右（如有偏斜不超过 0.5 mm）这一距离

称为长正中。

2. 下颌姿势位与牙尖交错位的关系

由下颌姿势位通过主动肌肉收缩上提下颌达到初始的牙合接触时，下

颌的位置为肌接触位（肌位）（MCP）。正常情况下，肌接触位与牙

尖交错位一致。

第四单元、口腔生理功能

第一节 下颌运动

一、下颌运动的形式、范围及意义

1.下颌运动的形式: （开、前、侧）

开闭口运动： 开口型呈“↓”直向下

前后运动、侧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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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颌运动的范围

--边缘运动：下颌在各个方向上的最大运动称为下颌边缘运动，最大动

前伸运动 8~10mm

--叩齿运动（习惯性开闭口运动）

--功能运动（功能性前伸范围 3mm）

3.下颌运动的制约因素→4 个

--左右侧颞下颌关节：双侧颞下颌关节解剖因素是难以改变的

-- 牙合：唯一可以改变-决定因素

--神经肌肉：最重要的因素

第二节、咀嚼功能

一、咀嚼运动的过程和类型

1.咀嚼运动的过程

--切割（前牙）-下颌前伸咬合实现、

--压碎和磨细（后牙）三个基本阶段：

--（前牙运循环）切割运动：前牙切割的水平运动范围 1-2mm 通过下颌的前

运动，经切牙对刃，滑回至牙尖交错位为前牙的一次切割运动

下颌向下前伸过程下→准备阶段

由对刃滑行回归至牙尖交错位→发挥功能的阶段

--后牙运循环（压碎和磨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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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咀嚼运动的类型：咀嚼移动可分为双侧咀嚼和单侧咀嚼，

咀嚼周期：咀嚼食物时，下颌运动有其一定的程序和重复性，

一般咀嚼速度 70-80 次

轨迹图形：似滴泪水形、8 字形

--时间变化 --快（开口）→慢（最大开口）→快（闭口）→慢→（咬合接 触），

--一个咀嚼周期所需时间平均为 0.875 s，咬合接触时间平均为 0.2 s，两者之间

比约 4：1

3.咀嚼效率

--机体在一定时间内，为定量食物嚼细的程度，称为咀嚼效率。

--测定咀嚼效率的方法

--称重法 最常用 4g 花生米-20s

--吸光度法（咀嚼的越细，悬浊度越高）简便、准确；比色法

4.影响咀嚼效率的因素

--牙齿的功能性接触面积（最主要）--（不包括性别）

二、咀嚼运动中的生物力与肌肉活动

1.咀嚼力＝咀嚼肌力

--咀嚼肌能发挥的最大力

--颞肌 8cm²>咬肌 7.5cm²>翼内肌 4cm²，共计 19.5cm²

2.牙合力＝咀嚼压力

--一般不发挥其全力而留有潜力，故牙齿实际所承受的咀嚼力量，称为

牙合力或咀嚼压力，日常咀嚼食物所需牙合力约为 3~30kg（最大牙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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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一半）

3.最大牙合力--牙周组织（牙周膜）所能耐受的最大力

--顺序：6 7 8 5 4 3 1 2（6 最大，2 最小）

力的平均值：22.4-68.3kg

4.牙周潜力=牙周储备力、是牙缺失后的义齿修复的基础

（二）切咬运动中的生物杠杆

--牙齿承受咀嚼力越小，有利于维护狭小单根前牙和牙周组织健康。

重点→前牙切咬食物

支点→颞下颌关节

力点→升颌肌 （同侧颞肌和咬肌）

--III 类杠杆：前牙切咬阻力臂长于动力臂（费肌肉省牙），机械效能低--费力

杠杆

II 类杠杆：后牙侧方咀嚼运动 动力臂长于阻力臂，机械效能增加

--省力杠杆

支点：对侧髁突

注：前牙-单根-受力小（维护单根牙）-效能低-阻力臂长-III 类杠杆

后牙-多根-受力大-效能高-动力臂长-II 类杠杆（对侧关节）

当研磨食物的后阶段→II类+III类杠杆

食物永远为重点，肌肉永远为力点

（三）咀嚼时牙的动度与磨耗

1.咀嚼时牙的动度：牛顿的作用下（较小的力）--0.02mm。

在健康状况下，500g 的水平力所致的牙齿动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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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牙：0.04~0.08mm；尖牙：0.05~0.09mm；

（四）磨损与磨耗

磨耗--自然消耗的生理现象

磨损--牙齿表面与外物机械摩擦而产生的牙体组织损耗

磨耗的生理意义：

--建衡的动力平衡，降低牙尖高度，减少侧向力

--协调临床冠根比，点接触、面接触，组牙功能

--为 8 提供空间，初期龋病

第四节 唾液功能

唾液

--性质成分：泡沫状，稍混浊，微呈乳光色的黏稠液体

--比重为 1.004~1.009，pH 平均为 6.75

水分占 99.4％，固体物质占 0.6％（有机物 0.4％，无机物 0.2%）

有机物主要为粘蛋白

--作用：没有吸收作用！没有提高发声的作用！

缓冲作用--碳酸氢盐-ph 值，杀菌--溶菌酶，抑菌--硫氰酸盐

中和作用--保持中性避免损伤口腔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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