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A2型选择题 （每⼀道考题下⾯有A、B、C、D、E五个备选答
案，请从中选择⼀个最佳答案。）

1. ⼩⼉有⽛齿18颗，会⽤汤匙吃饭，能说2～3个字拼成的短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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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共20颗，半岁时开始萌出，待2岁半左右出齐。题⼲中患⼉共18颗⽛，故说明⼩⼉即将完成整
个乳⽛出⽛过程，年龄应早于并且接近2岁半，因此答案选C。

2. ⾆动脉在颈部哪⾥分⽀？（  ）。

A. 甲状软⾻上缘
B. 甲状软⾻下缘
C. 平⾆⾻⼤⾓
D. 平⾆⾻⼤⾓上缘
E. 平⾆⾻⼤⾓下缘
【答案】 C

【解析】 
⾆动脉在甲状腺上动脉稍上⽅，于⾆⾻⼤⾓处，⾆动脉起⾃颈外动脉前壁。⾏向上前内⽅，于⾆⾻
上⽅、⾆下神经内侧，经⾆⾻⾆肌后缘的深⾯进⼊⾆内，分⽀营养⾆肌、⾆和⼜底黏膜、腭扁桃
体、下颌⽛龈和⾆下腺等。⾆动脉在末⾄⾆⾻⾆肌深⾯之前的⼀段，表⾯有⾆下神经同⾏，此段⾆
动脉位置浅表，需结扎⾆动脉时可在此进⾏

3. 坏死性腺⼩叶鳞状上⽪化⽣，病理表现不包括（  ）。

A. 溃疡周围上⽪呈假上⽪瘤样增⽣
B. 腺上⽪异常增⽣
C. 溃疡形成



D. 腺⼩叶鳞状团细胞形成
E. 腺⼩叶坏死，腺泡溶解消失，黏液外溢
【答案】 B

【解析】 
坏死性腺⼩叶鳞状上⽪化⽣的病理表现为：①溃疡周围上⽪呈假上⽪瘤样增⽣；②腺⼩叶坏死，腺
泡溶解消失，黏液外溢形成黏液池；③腺导管有明显的鳞状化⽣，形成⼤⼩不等的上⽪岛或上⽪条
索。腺体内有弥散的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和浆细胞浸润。

4. 黏液性细胞的组织学特点是（  ）。

A. 胞质内含嗜酸性颗粒
B. 胞质内含⾓质颗粒
C. 胞质内含嗜碱性颗粒
D. 胞质透明呈⽹状结构
E. 细胞内含酶原颗粒
【答案】 C

 【解析】

黏液性细胞：核扁圆形，居细胞基底部；除在核周的少量胞质嗜碱性外，⼤部分胞质⼏乎不着⾊，
成泡沫或空泡状。电镜下基底部胞质中有⼀定的粗⾯内质⽹，核上区有发达的⾼尔基复合体和极丰
富的粗⼤黏原颗粒。如杯状细胞就是⼀种散在分布的黏液性细胞。

5. ⼥，20岁。左⾯颊、颞部及眼睑巨⼤葡萄状⾎管瘤，听诊有吹风样
杂⾳，该患者的最佳治疗⽅案为（  ）。

A. 经导管栓塞加⼿术治疗
B. 左侧颈外动脉结扎
C. ⼿术治疗
D. 3%鱼肝油酸钠注射
E. 激光治疗
【答案】 A

【解析】 
葡萄状⾎管瘤即动静脉畸形，以往主要采⽤⼿术治疗，随着介⼊放射学的发展，经导管栓塞技术成
为主要治疗⼿段。因此答案选A。

6. 关于上颌窦癌的描述，错误的是（  ）。

A. 肿瘤发⽣⾃上颌窦上壁时，可出现眼球突出和复视
B. 肿瘤发⽣⾃上颌窦外壁时，可表现为⾯部及⿐唇沟肿胀
C. 肿瘤发⽣⾃上颌窦后壁时，可侵及蝶窦及翼板



D. 肿瘤发⽣⾃上颌窦下壁时，可侵⼊翼腭窝引起张⼜困难
E. 肿瘤发⽣⾃上颌窦内壁时，可出现⿐塞、出⾎
【答案】 D

【解析】 
肿瘤发⽣⾃上颌窦下壁时，先引起⽛齿松动、疼痛、龈颊沟肿胀，如将⽛痛误诊为⽛周炎等⽽将⽛
拔除时，则创⼜不能愈合，形成溃疡，肿瘤突出于⽛槽部。肿瘤发⽣⾃上颌窦后壁时，可侵⼊翼腭
窝⽽引起张⼜困难。

7. 关于⼜腔局⿇药物，描述不正确的是（  ）。

A. 阿替卡因属于酯类局⿇药
B. 普鲁卡因和丁卡因属于酯类局⿇药
C. 布⽐卡因属于酰胺类局⿇药
D. ⼜腔局⿇药可分为酯类和酰胺类
E. 利多卡因属于酰胺类局⿇药
【答案】 A

【解析】 
常⽤的局⿇药物按结构分为酯类和酰胺类。①酯类局⿇药有普鲁卡因和丁卡因。②酰胺类有利多卡
因、盐酸布⽐卡因、阿替卡因、甲哌卡因和丙胺卡因。

8. ⽪下注射破伤风抗病毒（TAT）被动免疫的有效期是（  ）。

A. 14天
B. 5天
C. 7天
D. 终⽣
E. 10天
【答案】 E

【解析】 
临床常⽤被动免疫：尽早⽪下注射破伤风抗毒素（TAT），尽早注射可起预防作⽤，但其作⽤短
暂，有效期为10天左右，因此对深部创伤，潜在厌氧菌感染可能的病⼈可在⼀周后追加⼀次量。

9. 属于⾼渗性缺⽔，错误的是（  ）。

A. ⾎钠浓度在150mmol/L以上
B. 治疗可补充0.45%氯化钠溶液
C. 缺⽔多于缺钠
D. 常有烦躁不安
E. 常见病因有肠外瘘
【答案】 E



【解析】 
⾼渗性缺⽔又称原发性缺⽔。缺⽔多于缺钠，⾎清钠⾼于正常范围，⾎钠浓度⼤于150mmol/L，细胞
外液呈⾼渗状态。病因包括：①摄⼊⽔不⾜，如⾷管癌吞咽困难，病危病⼈给⽔不⾜等；②⽔分丧
失过多，如⾼热⼤汗、烧伤暴露疗法、糖尿病昏迷等。临床表现根据缺⽔量的多少表现不同，可表
现为⼜渴、乏⼒、尿少、尿⽐重⾼、唇⼲⾆燥、⽪肤弹性差、眼窝下陷，烦躁、躁狂、幻觉甚⾄昏
迷。治疗：①尽早去除病因；②补充⽔分，可以经静脉滴注5%葡萄糖溶液或0.45%氯化钠溶液；③
因⾎液浓缩，体内总钠量仍有减少，补⽔的同时适当地补充钠盐；④尿量达40ml/h后应补充钾盐。

10. ⾼⾎压合并⾎脂异常患者的⾎压控制⽬标值应低于（  ）。

A. 140/90mmHg
B. 140/80mmHg
C. 150/90mmHg
D. 130/80mmHg
E. 130/90mmHg
【答案】 D

 【解析】

根据2019年《⾼⾎压患者⾎压⾎脂综合管理专家共识》中提到的⾎压⽬标：⼀般⾼⾎压的控制⽬标
为＜140/90mmHg，因为⾼⾎压合并⾎脂异常的⼼⾎管疾病的发⽣风险增加，在可⾏且安全的情况
下，建议⾎压⽔平＜130/80mmHg。

11. 对深Ⅱ度烧伤的描述正确的是（  ）。

A. ⼀般不留瘢痕
B. 创⾯红润、潮湿
C. 如⽆感染，1～2周
D. 深度为表⽪的⽣发层
E. 痛觉较迟钝
【答案】 E

【解析】 
损伤到真⽪层但仍有真⽪层残留的烧伤创⾯为深Ⅱ度烧伤。深Ⅱ度烧伤属于重度烧伤，愈合很慢并留
下相当⼤的瘢痕。烧伤区的⽪肤皱缩、变形，影响功能，表现为痛觉较迟钝。如⽆感染，愈合时间
⼀般为3～4周。ABCD四项均为浅Ⅱ度烧伤的特点。

12. 根据病情长短，感染可分为急性、亚急性和慢性感染，其中，急性
感染的病程期限是（  ）。

A. 6周内
B. 2周内
C. 4周内



D. 3周内
E. 1周内
【答案】 D

【解析】 
按病程区分外科感染可分为急性、亚急性与慢性感染三种。病变以急性炎症为主，病程在3周以内的
外科感染为急性感染，⼤多数⾮特异性感染属于此类。病程超过2个⽉或更久的感染为慢性感染，部
分急性感染迁延⽇久可转为慢性感染。病程介于急性感染与慢性感染之间的称为亚急性感染。

13. ⼜腔癌危险度为6.0的每天吸烟量是（  ）。

A. 10～19⽀
B. 40～49⽀
C. 1～9⽀
D. 20～29⽀
E. 30～39⽀
【答案】 A

【解析】 
⼜腔癌的危险度与吸烟量呈正相关，假设不吸烟危险度是1，每天吸10～19⽀，危险度上升为6.0，
20⽀以上为7.7，40⽀以上危险度⾼达12.4。⼜腔癌的危险度还与吸烟时间的长短呈正相关。

14. 氯⼰定抗菌斑主要作⽤于细菌的（  ）。

A. 细胞核
B. 细胞浆
C. 细胞膜
D. 细胞质
E. 细胞壁
【答案】 E

【解析】 
氯⼰定能与细菌细胞壁的银离⼦作⽤，增加细胞壁的通透性，从⽽使氯⼰定容易进⼊细胞内，使胞
质沉淀⽽杀灭细菌。

15. 低钾⾎症最早的临床表现是（  ）。

A. 厌⾷
B. 肌⽆⼒
C. 腹胀
D. ⼼动过缓
E. 反常性酸性尿
【答案】 B



【解析】 
低钾⾎症最早的临床表现是头痛、头晕、⽆⼒。钾离⼦是⼈体内必需的⼀种微量元素，钾离⼦含量
正常可以维持⼈体⼼脏泵⾎，维持⼈体肌⾁的正常收缩运动。⼀旦出现低钾⾎症，就会导致肌⾁收
缩⽆⼒，引发疲乏⽆⼒的症状。

16. 下列细菌属于红⾊复合体的是（  ）。

A. 直肠弯曲菌
B. 中间普式菌
C. 具核梭杆菌
D. 齿垢密螺旋体
E. ⾎链球菌
【答案】 D

【解析】 
⽛龈红⾊复合体包括卟啉单胞菌、福赛坦⽒菌和齿垢密螺旋体。

17. 以⼜腔黏膜继发性溃疡为特征表现的疾病是（  ）。

A. 慢性唇炎
B. 维⽣素A缺乏
C. ⼜⾓炎
D. 单纯疱疹
E. 地图⾆
【答案】 D

【解析】 
单纯疱疹在⽔疱期时⽔疱壁薄、透明，不久破溃，形成浅表溃疡。

18. 与咬肌前缘相对应的解剖结构是（  ）。

A. 远中颊⾓区
B. 翼下颌韧带
C. 颊系带
D. 下颌⾻外斜嵴
E. 磨⽛后垫
【答案】 A

【解析】 
远中颊⾓区位于颊棚区的后⽅，磨⽛后垫的颊侧，与咬肌前缘相对应的部位。义齿基托在此处不能
过多伸展，以免影响咬肌的运动，造成义齿松动。

19. 种植覆盖全⼜义齿的固位⽅式不包括（  ）。



A. 冠外附着体
B. 球帽
C. 磁性附着体
D. 杆卡
E. 套筒冠
【答案】 A

【解析】 
种植覆盖全⼜义齿的特点：通过⽆⽛颌患者⽛槽嵴内植⼊种植体，种植体上部放置切削杆、套筒
冠、杆卡结构、磁性附着体或独⽴的球帽式固位装置等为修复体提供固位、稳定和⽀持。

20. 下列⽛槽嵴低平者，可作为全⼜义齿主承托区的是（  ）。

A. 前庭沟
B. ⽛槽嵴⾆侧斜⾯
C. 颊棚区
D. 下颌⾆⾻嵴
E. ⽛槽嵴颊侧斜⾯
【答案】 C

【解析】 
当下颌⽛槽嵴重度吸收时，⽛槽嵴顶呈刃状或索条状，此时，下颌⽛槽嵴顶就不能作为主承托区，
⽽是需要在义齿基托相应部位加以缓冲，避免压痛。同时，下颌后部⽛槽嵴颊侧的颊棚区趋于⽔
平，由于其表⾯⾻质致密，能承受较⼤的垂直向压⼒，可作为下颌义齿的主承托区。

21. 种植体周围龈沟的深度应⼩于（  ）。

A. 5mm
B. 3mm
C. 4mm
D. 2mm
E. 1mm
【答案】 B

【解析】 
种植义齿修复原则包括恢复良好的功能、恢复良好的美学效果、具有良好的固位、⽀持和稳定、有
益于⼜腔软、硬组织健康、坚固耐⽤。其中种植体周围的⼜腔软、硬组织要求包括：①龈袖⼜应紧
密包绕穿龈部分，种植体周围龈沟深度应⼩于3mm。②种植体周围的⾻组织在种植体植⼊1年以后的
年均吸收率应⼩于0.1～0.2mm。③⼜内的余留⽛应该健康或经过彻底的⽛体、⽛髓、⽛周治疗。



22. ⼥，70岁，⽆⽛颌。全⼜义齿修复过程中，确定颌位关系后采⽤外
⽿道触诊法检查时，感觉左侧髁突撞击明显，⽽右侧⽆感觉，如果该
患者的颌位关系未重新确定，在试排⽛时会出现（  ）。

A. 垂直距离过低
B. 前⽛覆盖过⼤
C. 右侧后⽛覆盖⼤于左侧后⽛
D. 前⽛开𬌗
E. 下颌义齿中线偏斜
【答案】 E

【解析】 
患者进⾏外⽿道触诊法检查时双侧髁突动度不对称，提⽰两侧运动⽅式不对称，可怀疑排⽛时出现
中线偏斜。

23. 患⼉，男，2岁，因先天性腭裂⾏腭成形术，术后2天，家长诉患⼉
睡眠打鼾，轻度呼吸困难。主要原因是（  ）。

A. 术后局部组织肿胀所致
B. 术后腭软组织被延长所致
C. 术后软腭内⾎肿所致
D. 术后腭咽径缩⼩所致
E. 术后软腭运动增强所致
【答案】 A

【解析】 
A项，术后局部组织肿胀是⼿术后最常出现的术后反应。B项，腭成形术是恢复正常组织形态，并不
会引起打鼾。C项，⾎肿会引发呼吸困难，但其发⽣概率低于术后局部组织肿胀。DE两项，⼿术治
疗后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多种术后反应，但患者出现症状的时间是术后2天，⽽不是术后较久
时间后出现打鼾，且为呼吸困难症状为轻度，因此DE两项与题意不符。

24. ⽛槽⾻修整术的⼿术时间应选择在拔⽛后（  ）。

A. 1周
B. 2周
C. 3周
D. 6个⽉
E. 1～3个⽉
【答案】 E

【解析】 
拔⽛后⽛槽⾻改建活跃，需等改建稳定后再⾏⽛槽⾻修整术。⼀般⽛槽⾻在拔⽛后3⽉内完成改建。



25. 某氟病区的病⼈，其症状可见⽛微黄，并有部分⼈⽛缺损，⾻关节
疼痛感，四肢僵直，进⽽⾏动困难。化验：尿氟、发氟均增⾼，该地
氟中毒流⾏类型最有可能是（  ）。

A. ⾷源性
B. 饮⽔型
C. 饮茶型
D. 煤烟型
E. 空⽓型
【答案】 B

【解析】 
⼈体氟⼤部分来源于摄⼊的⾷品和⽔。①饮⽔：⼈体氟的主要来源是饮⽔，约占⼈体氟来源的
65%。⽔中氟很容易被吸收。机体从饮⽔中摄⼊氟量的多少直接受到饮⽔氟浓度和饮⽔量的调控。
②⾷物：⼈体每天摄⼊的氟约有25%来⾃于⾷品。所有⾷品，包括植物或动物⾷品中都含有⼀定量
的氟，但差异很⼤。同⼀地区的不同种类的⾷品，不同地区的同类⾷品的氟含量都存在着⼀定的差
异，故从⾷品中摄取的氟量不是恒定的。因此，最可能的是饮⽔型。

26. 氟中毒的机理主要在于（  ）。

A. 氟磷灰⽯被取代
B. 破坏了钙磷代谢
C. 碱性磷酸酶活性被抑制
D. 钙质在⾻内过多沉积
E. ⾻钙被取代
【答案】 B

【解析】 
氟中毒的发病机制主要表现为对钙、磷代谢的影响，⾎中的氟与钙结合成氟化钙，多数沉积于⾻组
织，少量沉积于肌腱、韧带等软组织，致使⾎钙降低。刺激甲状旁腺分泌激素增多，抑制肾⼩管对
磷的重吸收，使磷排出增多，导致磷代谢紊乱。

27. 施⾆系带矫正术的合适年龄是（  ）。

A. 6个⽉
B. 1岁
C. 1.5岁
D. 2岁后
E. 5岁后
【答案】 C



【解析】 
⾆系带过短常表现为⾆不能⾃由前伸，伸⾆时⾆尖呈W型，婴⼉因哺乳吸吮系带与下切⽛间摩擦，
可形成褥疮性溃疡，成⼈则影响⾆腭⾳及卷⾆⾳。⼿术矫正最好是在1～2岁婴幼⼉学说话之前进
⾏。因此答案选C。

28. ⼥，45岁，幽门梗阻⾏持续胃肠减压半⽉余，每⽇补10%葡萄糖
2500ml，5%葡萄糖盐⽔1000ml，10%氯化钾30ml。2天前开始出现全
腹膨胀，⽆压痛及反跳痛，肠鸣⾳消失，每⽇尿量1500ml左右，最可
能的原因是（  ）。

A. 低钾⾎症
B. 低钠⾎症
C. ⾼钾⾎症
D. ⾼钠⾎症
E. 低钙⾎症
【答案】 A

【解析】 
该患者持续胃肠减压已有半⽉余，钾摄⼊途径丧失。2天前出现腹胀、肠鸣⾳消失等肠⿇痹表现，提
⽰存在低钾⾎症。

29. 继承恒⽛迟迟不萌出，乳⽛保留在恒⽛列内，X线⽚上未见恒⽛
胚，应诊断为（  ）

A. 恒⽛迟萌
B. ⽛齿固连
C. 乳⽛滞留
D. 异位萌出
E. 恒⽛阻⽣
【答案】 C

【解析】 
乳⽛滞留是指继承恒⽛已经萌出，未能按时脱落的乳⽛，或者恒⽛未萌出，保留在恒⽛列中的乳
⽛。

30. 裂隙的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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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裂隙是指⽛体组织钙化不良⽽形成的凹陷，答案选E。注：A项，龋病的好发部位为𬌗点隙裂和裂
沟；C项，⽛冠上不规则的凹陷部位称窝；D项，三条或三条以上发育沟相交处的凹陷称点隙。

31. 咀嚼效率是指（  ）。

A. 在⼀定时间内咀嚼磨细⾷物的数量
B. 咀嚼磨细⼀定量⾷物所需的时间
C. 在⼀定时间内的⾷物咀嚼磨细的程度
D. 在⼀定时间内对定量⾷物咀嚼磨细的程度
E. 咀嚼磨细⾷物的能⼒
【答案】 D

【解析】 
机体在⼀定时间内，对定量⾷物咀嚼磨细的程度，称为咀嚼效率。咀嚼效率是咀嚼作⽤的实际效
果，也是衡量咀嚼能⼒⼤⼩的⼀个重要⽣理指标。

32. 髓腔增龄性变化的描述，错误的是（  ）。

A. 髓腔体积髓年龄增⼤⽽不断缩⼩
B. 青少年恒⽛的髓腔⽐⽼年者⼤
C. 外伤、龋病的刺激使髓腔缩⼩加快
D. 乳⽛的髓腔⽐恒⽛相对⼤
E. 随着磨耗，髓室顶、髓⾓和髓室底均不断降低
【答案】 E

【解析】 
E项应为随着磨耗，髓室顶、髓⾓不断降低，髓室底不断升⾼。

33. 为避免先天性双侧唇腭裂患⼉前颌突过度⽣长，出⽣后应尽早⾏
（  ）。

A. 咽成形术
B. 正畸治疗
C. 唇裂整复术
D. ⽛槽突裂植⾻术
E. 腭裂整复术
【答案】 B



【解析】 
通过正畸治疗进⾏早期预防性⼲预，可以有效预防性阻断唇腭裂患⼉的颌⾻发育异常。

34. 单侧下颌⾓⾻折的最佳固定⽅法是（  ）。

A. 单颌结扎
B. 颅颌绷带固定
C. 坚固内固定
D. 钢丝内固定
E. 颌间结扎
【答案】 C

【解析】 
坚固内固定是近20年来发展起来的颌⾻⾻折内固定新技术。坚固内固定没有颌间牵引固定带来的⼜
腔卫⽣不良、继发龋病、进⾷及语⾔障碍、影响社交活动等诸多弊病。实践证明，坚固内固定技术
⽐以往的固定⽅法效果要好，且使⽤⽅便；⼤⼤减少了术后颌间固定的时间，甚⾄可根本不⽤颌间
固定。因⽽，⽬前在多数情况下已成为颌⾻⾻折的⾸选⽅法。

35. 男，50岁。左上颌后⽛肿瘤1周，开⼜困难3天。检查： 残冠，叩
诊（＋＋）。颊侧前庭沟稍肿，有深压痛，开⼜受限（⼀横指）。最
可能的诊断是（  ）。

A. 颊间隙感染
B. 颞下间隙感染
C. 眶下间隙感染
D. 颞间隙感染
E. 翼下颌间隙感染
【答案】 A

【解析】 
CD两项，不会引起患者开⼜受限症状，因此CD两项错误。ABE三项，虽均可引起开⼜受限，但结

合患者现表现为 的局部感染，从位置判断A项可能性⼤。

36. 关于正中联合部双发⾻折，描述不正确的是（  ）。

A. 如为粉碎性⾻折或有⾻质缺损，下颌⽛⼸变窄
B. ⾻折线两侧肌群牵引⼒量相等，常⽆明显移位
C. 正中⾻折段可因降颌肌群的作⽤⽽向下后⽅移位
D. 两侧⾻折段受下颌⾆⾻肌的牵引可向中线移位
E. 如为粉碎性⾻折或有⾻质缺损，可使⾆后坠甚⾄窒息
【答案】 B



【解析】 
正中联合部如果为两侧双发⾻折，正中⾻折段可因降颌肌群的作⽤⽽向下后⽅退缩；如果为粉碎性
⾻折或有⾻质缺损，两侧⾻折段受下颌⾆⾻肌的牵拉可向中线移位，使下颌⽛⼸变窄。后两种⾻折
都可使⾆后坠，可引起呼吸困难，甚⾄窒息的危险。

37. 急性浆液性根尖周炎的病理变化是（  ）。

A. 少量中性粒细胞浸润
B. 根尖部⽛槽⾻增⽣
C. 病变内间增⽣的鳞状上⽪条索
D. 病变中⼤量⾁芽组织形成
E. 根尖部⽛⾻质吸收
【答案】 A

【解析】 
急性浆液性根尖周炎病理表现为早期可见根尖周区组织⾎管扩张充⾎，浆液渗出，组织⽔肿，少量
中性粒细胞浸润。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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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解增加
D. ⽣物学活性降低
E. 共价键被破坏
【答案】 D

【解析】 
蛋⽩质变性后，其理化性质发⽣改变，如结晶性消失、黏度增加、呈⾊性增加和易被蛋⽩⽔解酶⽔
解等。空间结构破坏必然导致⽣物学功能的丧失，如：酶失去催化活性；激素不能调节代谢反应；
抗体不能与抗原结合等。但变性的蛋⽩质分⼦量不发⽣变化。球状蛋⽩质变性后的明显改变是溶解
度降低，原本在等电点时能溶于⽔的蛋⽩质经过变性就不再溶于原来的⽔溶液。

39. 以下属于医务⼈员个⼈保护物品的是（  ）。

A. ⼿套
B. ⼜罩
C. 防护镜
D. 保护性⼯作服
E. 以上均是
【答案】 E



【解析】 
医务⼈员个⼈保护物品包括：防护服、⼜罩、防护眼镜或⾯罩、隔离⾐、⼿套、鞋套等。

40. 患者，⼥，36岁，开⼜困难伴疼痛⼀个⽉，检查：⾃然开⼜
30mm，被动开⼜30mm，开⼜偏向患侧，诊断为（  ）。

A. 关节盘附着松弛
B. 关节盘后区损伤
C. 不可复性盘前移位
D. 翼外肌功能亢进
E. 可复性盘前移位
【答案】 C

【解析】 
患者开⼜受限，且⾃然开⼜度与被动开⼜度⼀致，表明患者不存在关节内可复性病变，因此ABDE四
项错误。C项，不可复性盘前移位属于不可复性疾病，符合患者临床症状，因此答案选C。

41. ⼜腔颌⾯外科⼿术全⾝⿇醉的特点是（  ）。

A. ⿇醉恢复期较长
B. ⿇醉深度较浅
C. ⿇醉与⼿术互相⼲扰
D. 容易维持⽓道畅通
E. ⼿术失⾎较少
【答案】 C

【解析】 
⼜腔颌⾯外科⼿术全⾝⿇醉的特点有：①⿇醉与⼿术互相⼲扰；②保持⽓道通畅⽐较困难；③⼩⼉
与⽼年患者⽐例⾼；④⼿术失⾎较多；⑤⿇醉的深度和⿇醉恢复期的要求：⼜腔颌⾯⿇醉要求适度
⿇醉，其指征是患者安静不动，呼吸、脉搏、⾎压稳定在正常范围，即其深度相当于⼄醚吸⼊⿇醉
的三期⼀级。

42. ⽛周炎的早期X线表现是（  ）。

A. ⽛槽⾻硬化
B. ⽛槽嵴顶⾻硬板消失
C. ⽛根外吸收
D. ⽛槽⾻楔状吸收
E. ⽛周膜影像对称性增宽
【答案】 B



【解析】 
⽛周炎X线表现：主要表现为⽛槽⾻吸收，⽛槽嵴顶⾻硬板模糊、消失，⽛槽嵴⾼度降低。也可表现
为⽛周膜间隙增宽或缩窄、⽛根吸收或⽛⾻质增⽣等。但早期变化集中在⽛槽嵴顶硬⾻板的吸收消
失。

43. 眶下神经阻滞⿇醉⼜外注射法进针的⽅向是（  ）。

A. 下后外
B. 上后内
C. 上后外
D. 上外
E. 下后内
【答案】 C

【解析】 
⼜外注射法注射时⽤左⼿⽰指扪到眶下缘，右⼿持注射器，注射针⾃同侧⿐翼旁约1cm处刺⼊⽪肤，
使注射针与⽪肤成45°⾓，向上、后、外进针约1.5cm，可直接刺⼊眶下孔，有时针尖抵触⾻⾯不能
进⼊眶下孔，可注⼊少量⿇药，使局部⽆痛，然后移动针尖探寻眶下孔，直到其进⼊眶下孔内，随
即注射⿇药1ml。注意注射针进⼊眶下管不可过深，以免伤及眼球。

44. 沃⾟瘤的临床特点不包括（  ）。

A. 好发于中⽼年⼈
B. 好发于腮腺后下极
C. Tc核素显像呈现为冷结节
D. 发病可能与吸烟有关
E. 好发于男性患者
【答案】 C

【解析】 
沃⾟瘤具有下列临床特点：①多见于男性，男⼥⽐例约为6:1；②好发于年龄在40～70岁的中⽼年；
③患者常有吸烟史，其发病可能与吸烟有关；④可有消长史，这是因为沃⾟瘤由肿瘤性上⽪和⼤量
淋巴样间质所组成，淋巴样间质很容易发⽣炎症反应；⑤绝⼤多数肿瘤位于腮腺后下极，可能系该
部位分布的淋巴结较多所致；⑥扪诊肿瘤呈圆形或卵圆形，表⾯光滑，质地较软，有时有弹性感；
⑦肿瘤常呈多发性，约有12%的患者为双侧腮腺肿瘤，也可以在⼀侧腮腺出现多个肿瘤。有些患者
术后又出现肿瘤，不是复发⽽是多发；⑧术中可见肿瘤呈紫褐⾊，剖⾯可见囊腔形成，内含⼲酪样
或黏稠液体，易被误诊为结核或囊肿；⑨ Tc核素显像呈“热”结节，具有特征性。

45. ⼜腔颌⾯部恶性肿瘤⼿术的“⽆瘤”原则不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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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肿瘤应整体切除，不宜分块挖出
B. 肿瘤表⾯有溃疡者，可采⽤电灼或化学药物处理
C. 如肿瘤未被切破，缝合时可不⽤更换⼿套
D. 尽量避免挤压瘤体
E. 切除⼿术需在正常组织内进⾏
【答案】 C

【解析】 
⼜腔颌⾯部恶性肿瘤⼿术的⽆瘤操作：①切除在正常组织内进⾏；②避免切破肿瘤，污染术区；③
避免挤压瘤体，减少扩散机会；④应⾏整体切除不宜分块挖出；⑤对中流外露部分应以纱布覆盖，
缝包；⑥表⾯有溃疡者，可采⽤电灼或化学药物处理，避免⼿术过程中污染种植。⑦⽤⼤量低渗盐
⽔和化疗药物做冲洗湿敷；⑧创⼜缝合时须更换⼿套及器械；⑨可采⽤电⼑，可在术中或术后应⽤
静脉或区域性动脉（颈动脉）注射化学药物。⑩对可疑肿瘤残存组织或未能切除的肿瘤，可辅以电
灼、冷冻、激光、局部注射抗癌药物或放疗等治疗。

46. 癌变可能性最⼤的⼜腔黏膜疾病是（  ）。

A. 创伤性溃疡
B. 黏膜下纤维性变
C. ⽩斑
D. 盘状红斑狼疮
E. 扁平苔藓
【答案】 C

【解析】 
⽩斑属于癌前病变，或潜在恶性病变，有最⼤可能性癌变。

47. 关于⽛体缺损的描述，错误的是（  ）。

A. 影响咀嚼、发⾳和美观
B. 造成⽛形态、颜⾊和数⽬异常
C. 影响⽛邻接和咬合
D. 影响⽛髓、⽛周组织健康
E. ⽛体硬组织外形和结构的缺损
【答案】 B

【解析】 
⽛体缺损不是⽛列缺损，不会造成⽛齿数⽬异常。

48. 以下关于修复体粘接⼒的描述，正确的是（  ）。



A. 修复体组织⾯抛光提⾼粘接⼒
B. 粘接⾯积越⼤粘接⼒越强
C. ⽔门汀过稠提⾼粘接⼒
D. ⽔门汀过稀提⾼粘接⼒
E. ⽔门汀厚度越厚粘接⼒越强
【答案】 B

【解析】 
修复体的粘接⼒可以通过增加组织⾯的粗糙程度、粘结⾯积来提⾼。⽔门汀的稀稠度要适中、不可
太厚，否则降低粘结强度。

49. 下列固定修复印模材料中，精度最差的是（  ）。

A. 聚醚橡胶
B. 加成型硅橡胶
C. 藻酸盐
D. 缩聚型硅橡胶
E. 琼脂
【答案】 C

【解析】 
藻酸盐类：印模表⾯清晰度和尺⼨稳定性较差，精度较差，质量不佳。⼀般只能⽤于对颌模型和研
究模型印模的制取。

50. 固定桥受⼒时，桥体弯曲的变形量与桥体（  ）。

A. 宽度的⽴⽅成正⽐
B. 宽度的⽴⽅成反⽐
C. 长度的⽴⽅成正⽐
D. 长度的⽴⽅成反⽐
E. 厚度的⽴⽅成正⽐
【答案】 C

【解析】 
在相同条件下，桥体的弯曲形变量与桥体的厚度的⽴⽅成反⽐，与桥体的长度的⽴⽅呈正⽐。

51. 具有应⼒中断作⽤的卡环是（  ）。

A. I型卡环
B. 倒钩卡环
C. 圈型卡环



D. 反回⼒卡
E. 对半卡环
【答案】 D

【解析】 
回⼒卡环：常⽤于后⽛游离端缺失的末端基⽛（前磨⽛）。卡环臂尖端位于基⽛的唇（颊）⾯倒凹
区，绕过基⽛的远中邻⾯与𬌗⽀托相连接，再转向⾆⾯的⾮倒凹区，在基⽛近中⾆侧通过连接体与
腭（⾆）杆相连；卡环臂尖端位于基⽛⾆⾯倒凹区时，与远中颌⽀托相连，转向近中颊侧通过连接
体与基托相连者称反回⼒卡环。两者均为铸造卡环，由于远中𬌗⽀托不与基托相连接，𬌗⼒则通过
⼈⼯⽛和基托传到黏膜和颌⾻上，减轻基⽛的负荷，起应⼒中断的作⽤。

52. ⽤于可摘局部义齿设计的模型观测器，主要组成部分包括
（  ）。

A. 观测台、垂直测量臂、分析测量⼯具
B. 观测台、垂直测量臂、分析测量⼯具
C. 观测台、观测架、分析测量⼯具
D. 观测台、分析杆、成型蜡⼑
E. 观测台、观测台架、垂直测量臂
【答案】 C

【解析】 
记忆题：模型观测器主要由观测架、观测台和分析测量⼯具三个部分组成。

53. 判断第⼀磨⽛是否为早期⽛周炎的最常⽤辅助检查是（  ）。

A. 曲⾯体层⾯
B. X线⽚数字减影技术
C. 插诊断丝拍摄根尖⽚
D. 分⾓线投照的根尖⽚
E. 𬌗翼⽚
【答案】 E

【解析】 
𬌗翼⽚可达到平⾏投照的效果，能真实反映⽛槽⾻吸收程度和类型，适⽤于早期发现⽛槽嵴顶的吸
收及早期⽛周炎与龈炎的鉴别诊断。

54. 发⽣⾸过消除的给药途径是（  ）。

A. ⾆下给药
B. 吸⼊给药
C. 静脉给药



D. ⽪下给药
E. ⼜服给药
【答案】 E

【解析】 
⾸过消除亦称为⾸过代谢，指某些药物⾸次通过肠壁或经门静脉进⼊肝时，部分可被代谢灭活⽽使
全⾝循环的药量减少，又称为⾸过效应。因此由定义可知答案选E。

55. 下列治疗军团菌病的⾸选药物是（  ）。

A. 红霉素
B. 四环素
C. 头孢唑林
D. 青霉素G
E. 氯霉素
【答案】 A

【解析】 
军团菌为⾰兰阴性菌，红霉素对⾰兰阳性菌有强⼤的抗菌作⽤。对⾰兰阴性菌如脑膜炎球菌、淋球
菌、流感杆菌、百⽇咳杆菌、布⽒杆菌、军团菌有较好的抗菌作⽤。对军团菌病⾸选红霉素。

56. 国际记录法表⽰左上第⼆磨⽛的是（  ）。

A. 17
B. 27
C. 47
D. 15
E. 14
【答案】 B

【解析】 
国际⽛位记录法即每颗⽛⽤两位阿拉伯数字表⽰，第⼀位表⽰⽛齿所在的象限：病⼈的右上、左
上、左下、右下在恒⽛为1、2、3、4，在乳⽛为5、6、7、8；第⼆位表⽰⽛齿的位置：从中切⽛到
第三磨⽛为1～8。故第⼆磨⽛为7，因此左上第⼆磨⽛表⽰为27。

57. 患⼉，男，2岁。患有唇裂。⾏修补⼿术时，需加⽤眶下神经阻滞
⿇醉。⿇醉的进针点应为（  ）。

A. 眶下缘中点下1.5cm，⿐翼⾄⽿屏连线的中点
B. 眶下缘中点下0.5cm，⿐翼⾄⽿屏连线的中点
C. 眶下缘中点下1.5cm，⿐翼⾄睑外侧连线的中点



D. 眶下缘中点下0.5cm，⿐翼⾄睑外侧连线的中点
E. 眶下缘中点下1.0cm，⿐翼⾄睑外侧连线的中点
【答案】 D

【解析】 
眶下孔位于眶下缘中点下约0.5cm，其体表投影为⾃⿐翼⾄睑外侧联合连线的中点。眶下孔是眶下神
经阻滞⿇醉的部位。

58. 男，11岁，主诉：右下后⽛⾃发性，阵痛⼀个⽉。检查右下5𬌗⾯
中央⽛本质颈状缺损，探诊（－），叩诊（＋＋＋），⽛松动度Ⅱ°，
移⾏沟变浅，⽛周膜增宽处理为（  ）。

A. 根管治疗
B. ⽛髓切断术
C. 根尖诱导成形术
D. 拔除患⽛
E. ⾏松⽛固定
【答案】 C

【解析】 
右下5诊断为急性根尖周炎，病因是畸形中央尖折断。患者年龄11岁，⽛根尚未发育完全，因此需⾏
根尖诱导成形术促进⽛根发育。

59. 义齿修复前对⼜腔软组织的处理不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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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齿修复前对⼜腔软组织处理包括：①治疗⼜腔黏膜疾患如⼜腔黏膜有溃疡、⽩⾊损害等黏膜病，
必须先做治疗，以免造成对黏膜的刺激，致使疾患加剧。②⾆系带的修整，如唇⾆系带附着点接近
⽛槽嵴顶，系带过短，影响义齿的固位和功能，则应进⾏外科修整。③瘢痕组织的修整。⼜腔内如
有瘢痕组织，当对义齿的固位稳定有影响时，可考虑予以修整。④对松动软组织的修整。有时由于
戴⽤不良修复体过久，以致⾻质⼤量吸收，⽛槽嵴表⾯被⼀种松软可移动的软组织所覆盖。对于对
⽀持义齿没有帮助的松软组织，可以在修复前给予切除。D项，咀嚼肌功能的训练主要是在进⾏青少
年早期咬合诱导时进⾏的，因为咀嚼肌⼒的不平衡和不良习惯导致错𬌗畸形，在义齿修复前⽆需进
⾏咀嚼肌功能训练。



60. 纤维囊壁内出现腺体的是（  ）。

A. 含⽛囊肿
B. ⽛源性⾓化囊肿
C. 鳃裂囊肿
D. 根尖周囊肿
E. 甲状⾆管囊肿
【答案】 E

【解析】 
囊肿常位于颈部中线或近中线处，直径⼀般为2～3cm，表⾯光滑，边界清楚，触之有波动感，能随
吞咽上下活动。囊内容物为清亮黏液样物质，如继发感染则为脓性或黏液脓性内容物。囊壁可内衬
假复层纤⽑柱状上⽪或复层鳞状上⽪，常见两者的过渡形态，邻近⼜腔处的囊肿衬⾥多为复层鳞状
上⽪，⽽位置靠下⽅者多为纤⽑柱状上⽪衬⾥。纤维性囊壁内偶见甲状腺或黏液腺组织。

61. 转移发⽣较迟且少见的⼜腔癌是（  ）。

A. 唇癌
B. ⾆癌
C. ⼜底癌
D. 颊癌
E. ⽛龈癌
【答案】 A

【解析】 
唇癌主要为鳞癌，腺癌很少见。多发⽣于下唇，常发⽣于下唇中外1/3间的唇红缘部黏膜。上唇癌的
转移较下唇早，并较多见。唇癌的转移⼀般较其他⼜腔癌为少见，且转移时间较迟。

62. 对附着龈宽度描述正确的是（  ）。

A. 龈缘⾄膜龈联合的距离
B. 龈沟底⾄膜龈联合的距离
C. 龈缘⾄龈沟底的距离
D. 龈沟底⾄釉⽛⾻质界的距离
E. 保障⽛周健康的附着龈宽度⾄少3mm
【答案】 B

【解析】 
附着龈宽度是指从游离龈沟底⾄膜龈联合的⾓化⽛龈的宽度。

63. 容易产⽣⽆基釉的冠修复体边缘设计形式是（  ）。



A. 刃状
B. 斜⾯
C. 凹槽
D. 带斜坡肩台
E. 直⾓肩台
【答案】 C

【解析】 
凹槽边缘的设计优点是边缘清晰、厚度合适、容易控制掌握，但容易形成⽆基釉边缘。适⽤于铸造
⾦属修复体。

64. 颌⾻⾻折最重要的治疗原则是（  ）。

A. 张闭⼜运动不受限
B. 消除感觉异常症状
C. 恢复正常咬合关系
D. 局部⾻骼⽆异常动度
E. 恢复正常⾯部外形
【答案】 C

【解析】 
⾻折治疗原则：尽早进⾏⾻折段的精确复位，⾻折的解剖复位、功能稳定性固定，外科和早期功能
性运动。解剖复位有两个⽅⾯的含义：①恢复颌⾻的解剖形态；②恢复伤前的咬合关系。

65. ⼉童4～5岁时龋病好发于（  ）。

A. 乳磨⽛的𬌗⾯
B. 乳磨⽛的邻⾯
C. 上颌乳前⽛的邻⾯
D. 上颌乳前⽛的唇⾯
E. 乳磨⽛的颊⾯
【答案】 B

【解析】 
各年龄段的乳⽛龋病发⽣部位：1～2岁，主要发⽣在上颌乳前⽛的唇⾯和邻⾯；3～4岁多发在乳磨
⽛𬌗⾯的窝沟；4～5岁好发于乳磨⽛的邻⾯。

66. 急性化脓性腮腺炎最常见的病原菌是（  ）。

A. 肺炎双球菌
B. ⼤肠埃希菌
C. ⾦黄⾊葡萄球菌



D. 链球菌
E. 变形杆菌
【答案】 C

【解析】 
急性化脓性腮腺炎的病原菌主要是⾦黄⾊葡萄球菌，链球菌及肺炎双球菌较少见。

67. 具有中等证据的⽛周可疑致病菌的是（  ）。

A. ⽛龈卟啉单细胞
B. 齿垢密螺旋体
C. 伴放线聚集杆菌
D. 福赛坦⽒菌
E. ⾎链球菌
【答案】 B

【解析】 
中等证据的致病菌包括直肠弯曲杆菌、缠结优杆菌、具核梭杆菌、中间普⽒菌、变⿊普⽒菌、微⼩
微单胞菌、中间链球菌、齿垢密螺旋体。

68. 在妊娠期龈炎患者的龈下菌斑中，优势菌的是（  ）。

A. 具核梭杆菌
B. 齿垢密螺旋体
C. ⽛龈卟啉单细胞
D. 福赛坦⽒菌
E. 中间普⽒菌
【答案】 E

【解析】 
妊娠期龈炎患者龈下菌斑中细菌的组成发⽣了变化，中间普⽒菌明显增多⽽成为龈下优势菌，该菌
的数量、⽐例及妊娠期龈炎的临床症状随妊娠⽉份及⾎中黄体酮⽔平的升⾼⽽变化；分娩后，中间
普⽒菌的数量降⾄妊娠前⽔平，临床症状也随之减轻或消失。

69. 下颌第⼀磨⽛冠修复体正确的邻接关系是（  ）。

A. 接触区呈正⽅形
B. 近中接触区在颊1/3与中1/3交界处
C. 近中接触区在⾆1/3与中1/3交界处
D. 接触区𬌗龈径⼤于颊⾆径
E. 远中接触区多在龈1/3处
【答案】 B



【解析】 
下颌第⼀磨⽛邻⾯形态约呈四边形，⽛冠向⾆侧倾斜，颊尖较⾆尖低。近远中接触区均靠近𬌗1/3偏
颊侧即在颊1/3与中1/3交界处。远中⾯⼩于近中⾯。接触区颊⾆径⼤于𬌗龈径。

70. 龈下边缘全冠修复体适⽤于（  ）。

A. 邻接区达龈缘以上者
B. 临床冠过长的磨⽛
C. ⽛周病夹板固位体
D. 龋坏、楔状缺损龈下者
E. ⽛根部敏感者
【答案】 D

【解析】 
修复体边缘位置时应尽可能设计龈上边缘：容易制备，不损伤软组织，容易制备印模。龈下边缘常
常是⽛周病的致病因素，应尽量少设计。设计龈下边缘的情况有：①龋坏、楔状缺损达到龈下；②
邻接区到达龈嵴处；③修复体需要增加固位⼒；④要求不显露修复体⾦属边缘；⑤⽛根部过敏不能
⽤其他保守⽅法消除。

71. 有关⼜腔致龋菌，描述正确的是（  ）。

A. 乳杆菌是⽛本质龋的初级致病菌
B. 轻链球菌是⽛菌斑中最常分离到的细菌
C. 变异链球菌代谢的终末产物是葡萄糖
D. 丝状菌是最早定植在⽛⾯上的细菌
E. 放线菌合成的多糖有⾼度致龋性
【答案】 B

【解析】 
A项，乳杆菌对⼈类的致龋作⽤较弱，且更多涉及⽛本质龋，⽬前认为，乳杆菌可能不是龋病发⽣的
初始致病菌，但参与龋病的发展。乳杆菌数量增加不是导致龋病开始的原因，⽽是龋病进展的结
果。B项，轻链球菌是⽛菌斑中最常分离到的细菌。⽬前尚⽆报道证实轻链球菌与龋病的正相关关
系。C项，变异链球菌致龋过程中所涉及的最重要物质是蔗糖并产⽣细胞外多糖如葡聚糖和果聚糖，
使其在⼜腔中能选择性附着于平滑⽛⾯。D项，⾎链球菌是最早在⽛⾯定植的细菌之⼀。这些细菌对
⽛菌斑形成和细菌在硬组织上聚集有重要作⽤。尚⽆充分证据表明⾎链球菌是⼈类龋病的致龋细
菌。E项，放线菌能发酵葡萄糖产酸，主要产⽣乳酸，少量⼄酸和琥珀酸等。⼀些放线菌还能合成胞
外果聚糖、杂聚糖和胞内多糖，其主要成分为⼰糖胺和⼰糖。这些多糖仅具低度致龋性。

72. 根管预备器械中旋转易折断的是（  ）。



A. 拔髓针
B. H锉
C. C＋锉
D. K型扩⼤针
E. K锉
【答案】 B

【解析】 
H锉使⽤⽅法：上下提拉切削，尽可能不旋转。使⽤注意事项：因为刃⽐较锋利，不要连续向⼀个⽅
向提拉，容易切削过度，旋转时尽可能轻柔，遇阻⼒回旋，不要暴⼒提拉，否则易折断，尽可能不
⽤于弯曲度较⼤的根管。

73. ⾆下腺囊肿⼿术治疗的关键是（  ）。

A. 吸净囊液
B. 同时切除⾆下腺和囊壁
C. 术后局部加压包扎
D. 完整切除⾆下腺
E. 囊肿摘除囊壁
【答案】 D

【解析】 
根治⾆下腺囊肿的⽅法是切除⾆下腺，残留部分囊壁不致造成复发。对于⼜外型⾆下腺囊肿，可全
部切除⾆下腺后，将囊腔内的囊液吸净，在下颌下区加压包扎，⽽不必在下颌下区做切⼜摘除囊
肿。

74. 颜⾯部疖痈的病原菌主要是（  ）。

A. 溶⾎性链球菌
B. ⾦黄⾊葡萄球菌
C. 肺炎双球菌
D. 变形杆菌
E. ⼤肠杆菌
【答案】 B

【解析】 
疖和痈主要都是由于⾦黄⾊葡萄球菌感染引起的。感染的结构也相同，都是在⽑囊及周围组织。

75. 普鲁卡因不适⽤于（  ）。

A. 阻滞⿇醉
B. 冷冻⿇醉
C. 表⾯⿇醉



D. 雾化吸⼊
E. 浸润⿇醉
【答案】 C

【解析】 
表⾯⿇醉药主要是⽤局部⿇醉药物，但不是所有的局部⿇醉药物都能做表⾯⿇醉，⽐如普鲁卡因、
布⽐卡因还有罗哌卡因，就不太适合做表⾯⿇醉。能够做表⾯⿇醉的局部⿇醉药物⼀般浸润性⽐较
强，才能做表⾯⿇醉，⽐如利多卡因、丁卡因。

76. 主要通过接触传播的疾病是（  ）。

A. 疱疹
B. 结核
C. ⿇疹
D. ⽔痘
E. 风疹
【答案】 A

【解析】 
A项，疱疹可通过⽪肤、黏膜直接接触，或通过性交、胎盘及产道等途径感染。BCE三项，通过呼吸
道传播。D项，⽔痘的传播途径有：①呼吸道飞沫传播；②直接接触传播；③接触被污染的物品传
播。其主要传播途径为呼吸道飞沫传播。

77. 与吸烟饮酒关系最为密切的⼜腔黏膜疾病是（  ）。

A. ⼜腔扁平苔藓
B. 黏膜类天疱疮
C. 黏膜下纤维性变
D. ⼜腔⽩斑病
E. ⽩⾊海绵状斑痣
【答案】 D

【解析】 
A项，扁平苔藓的病因不明，⼀般认为发病可能与⼼理因素、内分泌因素、病毒感染、⾃⾝免疫和遗
传有关。B项，黏膜类天疱疮属于⾃⾝免疫性疾病。C项，黏膜下纤维性变病因不清，与咀嚼槟榔、
进⾷刺激性⾷物、营养缺乏、免疫、遗传等有关。D项，⼜腔⽩斑病发病的确切原因尚不完全清楚，
但与吸烟、饮酒、嚼槟榔、⽩念珠菌感染和环境中的有毒物质及致癌剂有关。E项，⽩⾊海绵状斑痣
为常染⾊体显性遗传病。

78. 铸造技术全冠⽤⾦合⾦的特点不包括（  ）。



A. 硬度与天然⽛接近
B. 延展性差
C. 耐腐蚀性强
D. 有利于修复体边缘的密合
E. ⽣物相容性较好
【答案】 B

【解析】 
与镍铬合⾦烤瓷相⽐，⾦合⾦烤瓷的主要优点是硬度与天然⽛接近，耐腐蚀性更强，延展性好，⽣
物相容性好，更有利于修复体边缘的密合。

79. 弹性模量与⽛本质接近的桩是（  ）。

A. 预成钛合⾦
B. ⾦合⾦铸造桩
C. 氧化锆桩
D. 镍铬合⾦铸造桩
E. 纤维桩
【答案】 E

【解析】 
纤维桩，优点是弹性模量⼩于⾦属桩，与天然⽛接近，可减少应⼒集中，避免⽛根折裂；由于树脂
核为⽛⾊，适⽤于全瓷冠修复，避免⾦属核透⾊；纤维桩硬度低，便于需要时磨除后重新治疗和修
复。

80. 固定义齿的特点不包括（  ）。

A. 咀嚼效率⾼
B. 修复软组织缺损
C. 稳固耐⽤
D. 𬌗⼒甶⽛周组织承担
E. 舒适美观
【答案】 B

【解析】 
固定义齿能恢复咀嚼器官的解剖形态和⽣理功能，但不能恢复软组织的缺损。

81. ⼀次局部⿇醉应⽤利多卡因的最⼤剂量是（  ）。

A. 3.3mg/lkg
B. 2.2mg/kg
C. 4.4mg/kg



D. 8.8mg/kg
E. 7.7mg/kg
【答案】 C

【解析】 
⽤作局⿇时，利多卡因最⼤量4.4mg/kg，⼀次最⼤⽤量为300～400mg。

82. ⽛槽⾻吸收处的Howship陷窝内的细胞是（  ）。

A. 破⾻细胞
B. 成⽛⾻质细胞
C. 成纤维细胞
D. 间质细胞
E. 未分化间质细胞
【答案】 A

【解析】 
破⾻细胞是⾻吸收的主要功能细胞，在⾻发育、⽣长、修复、重建中具有重要的作⽤。破⾻细胞起
源于⾎系单核-巨噬细胞系统，是⼀种特殊的终末分化细胞，它可由其单核前体细胞通过多种⽅式融
合形成巨⼤的多核细胞，位于⽛槽⾻处的Howship陷窝内。

83. 上颌结节注射法说法错误的是（  ）。

A. 注射针进⼊3.5cm
B. 注射⽅向向上后内
C. ⽤于上颌磨⽛拔除
D. 注⼊2ml
E. ⿇醉上颌后神经
【答案】 A

【解析】 
上⽛槽后神经阻滞⿇醉又称上颌结节注射法。本法适⽤于上颌磨⽛的拔除以及相应的颊侧⽛龈、黏
膜和上颌结节部的⼿术。⼜内注射法：⼀般以上颌第⼆磨⽛远中颊侧根部前庭沟作为进针点，对于
上颌第⼆磨⽛尚未萌出的⼉童，则以第⼀磨⽛的远中颊侧根部的前庭沟作为进针点，在上颌磨⽛已
缺失的患者，则以颧⽛槽嵴部的前庭沟为进针点。注射针与上颌⽛的长轴成40°⾓，向上后内⽅刺
⼊，进针时针尖沿着上颌结节弧形表⾯滑动，深约15～16mm，回抽⽆⾎，即可注⼊⿇醉药液1.5～
2ml。

84. ⽛龈炎患者基础治疗后采取的菌斑控制措施中错误的是（  ）。

A. 使⽤电动⽛刷刷⽛
B. 使⽤⽛间隙刷
C. ⽤软⽑⽛刷刷⽛



D. ⽤冲⽛器清除软垢
E. 使⽤⽛线
【答案】 B

【解析】 
⽛间隙刷适⽤于⽛龈退缩处邻间区、暴露的根分叉区以及排列不整齐的⽛邻⾯。特别对去除颈部和
根⾯上附着的菌斑⽐⽛线和⽛签更有效，使⽤起来⽐⽛线⽅便。⽛龈炎患者不存在⽛龈退缩，不适
⽤于该⽅法。

85. 排在我国⼜腔癌之⾸的是（  ）。

A. ⽛槽黏膜癌
B. 颊黏膜癌
C. 唇癌
D. ⽛龈癌
E. ⾆癌
【答案】 E

【解析】 
在我国以⾆癌、颊黏膜癌、⽛龈癌、腭癌最为常见。尤其是⾆癌，近年有直线上升的趋势，占⼜腔
癌的41.8%。其次是颊癌，占⼜腔癌的30.2%。⽛龈癌近年有下降趋势，占⼜腔癌的22.5%。

86. 复发性阿弗他溃疡常⽤的临床分型是（  ）。

A. 糜烂型、⾮糜烂型
B. 轻型、重型、疱疹样型
C. 均质型、⾮均质型
D. 速发型、迟发型
E. 假膜型、红斑型、萎缩型
【答案】 B

【解析】 
复发性阿弗他溃疡⼀般表现为反复发作的圆形或椭圆形溃疡，具有“黄、红、凹、痛”的临床特征
（即病损⾯覆盖黄⾊假膜，周边有充⾎红晕带，中央凹陷，灼痛明显）和长短不⼀的“发作期（前驱
期-溃疡期）-愈合期-间歇期”周期规律，并且有不治⽽愈的⾃限性。按Lehner分类，临床主要表现为
三种类型：轻型阿弗他溃疡、重型阿弗他溃疡及疱疹样阿弗他溃疡。

87. ⽤于弯制磨⽛卡环的钢丝直径是（  ）。

A. 0.9～1.0mm
B. 1.3～1.5mm
C. 0.6～0.8mm



D. 0.3～0.5mm
E. 1.1～1.2mm
【答案】 A

【解析】 
在⽀架制作中，卡环的弯制主要使⽤各种型号的不锈钢丝，直径0.9mm，适⽤于弯制前磨⽛和磨⽛
的卡环；直径1.0mm，适⽤于弯制磨⽛的卡环。

⼆、A3/A4型选择题 （以下提供若⼲个案例，每个案例下设若⼲道试
题。请根据案例提供的信息，在每⼀道试题下⾯的A、B、C、D、E五
个备选答案中选择⼀个最佳答案。）

1. （共⽤题⼲）
男，22岁，4天前劳累后出现右下后⽛区胀痛
。进⾷、吞咽时加重，1天前出现局部⾃发性跳痛，开⼜受限、低热，
头痛。检查：右下颌⾓区颊部稍肿胀，⽆压痛，开⼜度两指。右下颌
第三磨⽛近中阻⽣，⽛龈红肿充⾎，挤压可见远中盲袋内少量脓液溢
出，右下颌第⼀磨⽛颊侧前庭沟丰满，充⾎，压痛明显，叩痛
（－），⽆松动，咽侧壁稍充⾎，⽆压痛。

1. 处理不当，可引起的间隙感染不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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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由右下颌第三磨⽛近中阻⽣，⽛龈红肿充⾎，挤压可见远中盲袋内少量脓液溢出，可知患者为智齿
冠周炎，炎症可沿下颌⽀外侧或内侧向后扩散，可分别引起咬肌间隙、翼下颌间隙感染。此外，可
导致颊间隙、下颌下间隙、⼜底间隙、咽旁间隙感染。

2. 若下颌区存在⼴泛凹陷性⽔肿，怀疑局部脓肿形成，最有效的检查
⽅法为（  ）。

A. 测量体温
B. 触诊
C. X线检查



D. 粗针穿刺
E. 实验室检查
【答案】 D

【解析】 
通过穿刺检查，明确肿胀部位的内容物，辅助诊断是否有脓肿形成。

2. （共⽤题⼲）
男，25岁，左下后⽛戴冠后出现咬合疼痛，持续数⽇。检查左下6烤瓷
全冠修复，边缘密合，近远中边缘嵴平齐于邻⽛边缘嵴，左下6邻⾯可
见⼤量纤维状⾷物，接触点松，未见咬合⾼点，叩痛（±），不松动，
⽛龈红肿、X线⽚⽰左下6根充恰填，根尖⽆病变。

1. 患者咬合痛的原因是（  ）。

A. 咬合⾼
B. 初戴不适
C. 残髓炎
D. 根尖周炎
E. ⽛龈乳头炎
【答案】 E

【解析】 
由题⼲信息知左下6邻⾯可见⼤量纤维状⾷物，接触点松可⾼度怀疑是因为⾷物嵌塞导致龈乳头发
炎，继⽽出现咬合疼痛。

2. 处理⽅法是（  ）。

A. 调磨左下67
B. 拔除左下7
C. 树脂加接触
D. 调磨对𬌗⽛尖
E. 拆除全冠重做
【答案】 E

【解析】 
去除邻接的⾷物嵌塞只能缓解本次炎症问题，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全冠邻接不良的问题，
只能拆除全冠重新制作。

3. （共⽤题⼲）
男，8岁，左下后⽛表⾯发⿊就诊。⼀年前右下后⽛因浅龋在⼜腔诊所
接受过充填治疗。检查：左下6𬌗⾯深窝沟，可以卡住探针，窝沟内有



⿊⾊沉着，质地硬，⽆软化，右下6𬌗⾯银汞充填物完好，⽛龈正常，
叩诊（－），⽆松动，右上6𬌗⾯深窝沟，可以插⼊探针，釉质脱矿呈
⽩垩⾊。

1. 左下6最适合的治疗措施是（  ）。

A. 银汞充填
B. 树脂充填
C. 观察随访
D. 窝沟封闭
E. ⾮创伤性修复
【答案】 D

【解析】 
左下6虽然𬌗⾯能卡住探针但窝沟⽆软化，质地硬，⽆充填需要。仅需要进⾏窝沟封闭即可。

2. 右下6接受龋齿充填治疗属于龋病的（  ）。

 

A. 病因预防
B. ⼀级预防
C. 临床预防
D. 三级预防
E. ⼆级预防
【答案】 E

【解析】

龋病⼀级预防是指⼜腔健康教育、控制及消除危险因素。⼆级预防是指早诊断、及时充填。三级预
防是指防⽌龋病的并发症、恢复功能。

三、B1型题 （以下提供若⼲组考题，每组考题共⽤在考题前列出的
A、B、C、D、E五个备选答案，请从中选择⼀个与问题关系最密切的
答案。某⼀个备选答案可能被选择⼀次，多次或不被选择。）

1. （共⽤备选答案）
A.刃状或⽻状肩台
B.宽0.5～1mm 45°斜⾯
C.1.0mm宽，成直⾓或135°凹⾯的肩台
D.45°～60°，0.3mm宽的⼩斜⾯
E.0.5～0.8mm宽，呈浅凹形或圆⾓的肩台

1. ⾦属嵌体的洞缘应预备成（  ）。



【答案】 B

【解析】 
⾦属嵌体要求洞缘做45°洞缘斜⾯，⼀⽅⾯是为了去除⽆⽀持的⽛釉质边缘防⽌发⽣折裂，另⼀⽅⾯
是避免⾦属收缩导致边缘不密合。

2. 铸造⾦属全冠颈部边缘应为（  ）。

【答案】 E

【解析】 
铸造⾦属全冠⽛体预备边缘形式最常见的是带浅凹形肩台，这种肩台优点是边缘清晰，厚度合适，
容易控制掌握但可能形成⽆基釉边缘。

2. （共⽤备选答案）
A.胶粘剂
B.润湿剂
C.防腐剂
D.摩擦剂
E.洁净剂

1. ⽉桂醇硫酸钠在⽛膏中是（  ）。

【答案】 E

【解析】 
洁净剂又称发泡剂或表⾯活化剂，约占1%～2%。它可以降低表⾯张⼒，穿通与松解表⾯沉积物与⾊
素，乳化软垢，现在多⽤合成洁净剂，如⽉桂醇硫酸钠、N-⼗⼆烷基氨酸钠、椰⼦单酸⽢油酯磺酸
钠。

2. ⼆氧化硅在⽛膏中是（  ）。

【答案】 D

【解析】 
摩擦剂可帮助清洁与磨光⽛⾯，使⽛⾯清洁、光滑、发亮，去除⾊素沉着、菌斑。理想的摩擦剂清
洁能⼒强，对⽛⾯⽆损伤，提供⾼度磨光，能防⽌⾊素再沉着。摩擦剂占⽛膏含量的20%～60%。常
⽤的摩擦剂有碳酸钙、焦磷酸钙、磷酸氢钙、氢氧化铝、⼆氧化硅、硅酸盐等。

3. （共⽤备选答案）
A.Dentobuff Strip试验
B.Cariostat试验



C.Dentocult LB试验
D.Dentocult SM试验
E.刃天青纸⽚法

1. ⽤于检测⽛表⾯菌斑内产酸菌产酸能⼒的龋活性试验是（  ）。

【答案】 B

【解析】 
Cariostat试验⽬的是检测⽛表⾯菌斑内产酸菌产酸能⼒。结果为蓝紫⾊（－），绿⾊（＋），黄绿⾊
（＋＋），黄⾊（＋＋＋）。其中（＋＋）为危险龋活性，（＋＋＋）为明显龋活性。

2. 了解唾液缓冲能⼒的龋活性试验是（  ）。

【答案】 A

【解析】 
Dentobuff Strip检测唾液的缓冲能⼒。试纸从黄⾊变成蓝⾊，表⽰pH＞6，说明唾液有缓冲能⼒，颜
⾊不变则说明缓冲能⼒差。

4. （共⽤备选答案）
A.颌⾻内⾍蚀样⾻质破坏
B.颌⾻多发囊腔影
C.颌⾻内多房低密度影，局部呈蜂窝状改变
D.根尖周围性低密度影
E.⽇光放射状⾻增⽣

1. 成⾻⾁瘤的X线表现是（  ）。

【答案】 E

【解析】 
⾻⾁瘤⾻质破坏呈斑⽚状、筛孔状或融合成⼤⽚状。成⾻型⾻⾁瘤的肿瘤⾻较多、密度较⾼，可遮
盖⾻质破坏，可见⽪质旁⾻膜反应即⾻⽪质外⾯局限性或⼴泛性的层状、带状、放射状、花边状、
⽑刷状或三⾓形⾼密度影。

2. 原发性颌⾻内磷状细胞癌的X线表现是（  ）。

【答案】 A

【解析】 
原发性颌⾻内磷状细胞癌的X线早期表现为病损局限于根尖⾻松质内，呈不规则⾍蚀样⾻质破坏，以
后才破坏并浸润⾻密质。



3. ⽛源性⾓化囊性瘤的X线表现是（  ）。

【答案】 B

【解析】 
⽛源性⾓化囊性瘤X线表现为单房或多房性透射区，边缘呈扇形切迹。

5. （共⽤备选答案）
A.前⽛和后⽛均没有接触
B.⾮⼯作侧多个后⽛接触
C.⼯作侧多个后⽛接触
D.⼯作侧和⾮⼯作侧均没有接触
E.⼯作侧和⾮⼯作侧均有接触

1. 双侧平衡𬌗的咬合接触是指（  ）。

【答案】 E

【解析】 
双侧平衡𬌗：根据𬌗位的不同，可分为正中平衡𬌗、前伸平衡𬌗与侧⽅平衡𬌗。正中平衡𬌗是指下
颌在正中𬌗位时，上下颌后⽛间存在着最⼴泛的均匀的点、线、⾯接触，前⽛间轻轻接触或不接
触。前伸平衡𬌗是指下颌由正中𬌗位依切导向前、下运动⾄前⽛切缘相对时，后⽛保持接触关系。
侧⽅平衡𬌗是指下颌做侧⽅咀嚼运动时，上、下颌⽛列两侧均有接触关系，即⼯作侧与⾮⼯作侧均
有接触。

2. 组⽛功能𬌗的咬合接触是指（  ）。

【答案】 C

【解析】 
组⽛功能𬌗：是以成组的⽛齿⾏使功能。特点是正中关系𬌗与正中𬌗协调；下颌前伸咬合时，上、
下前⽛组切缘接触后⽛不接触；做侧⽅咬合时，⼯作侧上、下后⽛均匀接触，⾮⼯作侧上、下后⽛
不接触。这种接触形式可以分散𬌗⼒，减轻个别⽛的负担，使⽛及⽛周免受创伤

6. （共⽤备选答案）
A.福代斯斑
B.⽛源性囊肿
C.上⽪剩余
D.侧⽀根管
E.⽛颈部⽛本质敏感症

1. 上⽪根鞘在⽛本质形成后仍不断裂会引起（  ）。



【答案】 E

【解析】 
上⽪根鞘在⽛本质形成后仍不断裂并附着在⽛根部⽛本质表⾯，则⽛囊的间充质细胞不能与根部⽛
本质接触，也就不能分化出成⽛⾻质细胞，这样在⽛根表⾯形成⽛⾻质缺乏，易引起⽛本质敏感。

2. 上⽪根鞘残留在⽛周膜中称为（  ）。

【答案】 C

【解析】 
上⽪剩余：在⽛周膜中，邻近⽛根表⾯的纤维间隙中可见到⼩的上⽪条索或上⽪团，与⽛根表⾯平
⾏排列，即上⽪剩余，也称Malassez上⽪剩余。这是⽛根发育期间上⽪根鞘残留下来的上⽪细胞。

3. 上⽪根鞘连续性破坏形成（  ）。

【答案】 D

【解析】 
在⽛根发育过程中，如上⽪根鞘的连续性受到破坏，或在根分叉处上⽪隔的⾆侧突起融合不全，则
不能在该处诱导出成⽛本质细胞，引起该处⽛本质的缺损，⽛髓和⽛周膜直接相通，即侧⽀根管。

7. （共⽤备选答案）
A.回⼒卡环
B.RPA卡环
C.尖⽛卡环
D.长臂卡环
E.圈形卡环

1. 有切⽀托的卡环是（  ）。

【答案】 C

【解析】 
尖⽛卡环：⽤于尖⽛，尤其是⾆隆突不明显的下颌尖⽛。卡环由近中切⽀托顺⾆⾯近中边缘嵴向
下，经⾆隆突、⾆⾯远中边缘嵴向上⾄远中切⾓，向下向前进⼊唇⾯近中倒凹。⼩连接体在远中邻
⾯与卡环臂相连。

2. 适⽤于⼆型观测线的卡环是（  ）。

【答案】 A



【解析】 
⼆型观测线适⽤Ⅱ型导线卡环，即铸造分臂卡环，锻造为上返卡环。分臂卡环的近缺⽛区臂端及上返
卡环的游离臂端在倒凹区，其另⼀端在⾮倒凹区，起对抗平衡作⽤。此类卡环有⼀定的固位作⽤，
但因⽆卡环体，故稳定作⽤较差。此描述与回⼒卡环定义相符。

8. （共⽤备选答案）
A.⼜腔扁平苔藓
B.黏膜类天疱疮
C.⼜腔⽩斑病
D.寻常型天疱疮
E.盘状红斑狼疮

1. 固有层由密集的淋巴细胞带状浸润的疾病是（  ）。

【答案】 A

【解析】 
扁平苔藓的病理表现中基底膜常常界限不清，液化明显者可出现上⽪下疱。黏膜固有层见密集的淋
巴细胞浸润带，浸润范围⼀般不达到黏膜下层，并与其下组织分界相对较清。

2. 免疫荧光⽹状沉积出现在上⽪层内的疾病是（  ）。

 

【答案】 D

【解析】

天疱疮采⽤荧光抗体法进⾏直接免疫荧光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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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IgG或IgA以及IgM免疫球蛋⽩在棘细胞间的沉积。天疱疮临床上可分为
四型：寻常型、增殖型、落叶型和红斑型天疱疮。

9. （共⽤备选答案）
A.80%
B.20%～60%
C.10%～60%
D.17%
E.95%

1. 慢性⽛周炎约占⽛周炎患者的⽐例是（  ）。

【答案】 E



【解析】 
慢性⽛周炎是最常见的⼀类⽛周炎，约占⽛周炎患者的95%。顾名思义，慢性⽛周炎的起病和发展
是⼀个⾮常缓慢的过程。

2. 侧⽀根管以根尖1/3处最多，占总⽛数的⽐例是（  ）。

【答案】 D

【解析】 
侧⽀根管以根尖1/3处最多，占总⽛数的17%。故在深⽛周袋到达近根尖1/3处时，⽛髓受影响的机会
就⼤⼤增加。

3. 根分叉区有副根管的⽐例是（  ）。

【答案】 B

【解析】 
在多根⽛的根分叉区也有约20%～60%的⽛有侧⽀（或称副根管），有时同⼀个⽛齿可有多个侧⽀根
管。

10. （共⽤备选答案）
A.𬌗⽀托
B.连接体
C.间接固位体
D.基托
E.直接固位体

1. 有防⽌义齿翘动、摆动、旋转、下沉作⽤的可摘局部义齿组成部分
是（  ）。

【答案】 C

【解析】 
间接固位体是⽤以辅助直接固位体固位的部件，主要是起增强义齿的稳定，防⽌义齿发⽣翘起、摆
动、旋转及下沉的作⽤，常⽤于游离端义齿。间接固位体的具体作⽤：①主要是防⽌游离端义齿向
𬌗脱位（翘起），减少因义齿转动⽽造成对基⽛的损伤。②对抗侧向⼒，防⽌义齿旋转和摆动。③
分担𬌗⼒，减轻基⽛及基托下组织承受𬌗⼒。

2. 可摘局部义齿起主要固位作⽤的部分是（  ）。

【答案】 E



【解析】 
直接固位体是防⽌义齿𬌗向脱位，起主要固位作⽤的固位部件。

3. 可摘局部义齿主要起⽀持作⽤，传导𬌗⼒⾄基⽛的是（  ）。

【答案】 A

【解析】 
⽀托放置于天然⽛上，⽤于⽀持义齿、防⽌义齿龈向移位及传递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