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腔临床医学综合》真题精
选及详解（2）

⼀、A1/A2型题 （）

1. 不能⽤充填⽅法治疗的⽛体缺损时（  ）。

A. 后⽛ ⾯洞
B. 前⽛切⾓缺损
C. ⾯磨损变低
D. 后⽛邻 洞
E. 楔状缺损
【答案】 C

【解析】 
⾯磨耗变低，剩余⽛体组织的固位形和抗⼒形较差，适于⼈造冠修复。

2. ⽛体缺损修复治疗的原则是，除外（  ）。

A. 保证修复体与预备⽛之间具有较好的摩擦⼒
B. 修复体应保证组织健康
C. 正确地恢复 ⾯形态与咬合关系
D. 尽可能保存与保护⽛体⽛髓组织
E. 修复体合乎抗⼒形与固位形的要求
【答案】 A

【解析】 
保证修复体与预备⽛之间具有较好的摩擦⼒，可以增加修复体的固位，是修复体的固位原理，不是
⽛体缺损修复治疗的原则。

3. 恢复轴⾯正常形态的主要意义在于，除外（  ）。

A. 美观
B. 发⾳
C. 维持龈组织的正常张⼒
D. 保证⾷物的正常溢出道
E. 利于修复体的⾃洁作⽤
【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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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恢复轴⾯正常形态主要是恢复⽛的⽣理功能。正常⽛冠轴⾯突度可以维持⽛颈部龈组织的张⼒，保
证⾷物正常排溢道及⾷物流对⽛龈的⽣理刺激作⽤。

4. ⽛体缺损修复后具有稳定⽽协调的 关系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

A. 正中颌时，颌⾯有⼴泛的接触
B. 正中 、前伸 和侧⽅ ⽆早接触
C. 前伸 时，上下前⽛呈组⽛接触，后⽛⽆接触
D. 侧⽅ 时，上下颌⽛呈组⽛接触，⾮⼯作侧不接触
E. 侧⽅ 时，上下颌⽛呈组⽛接触，⾮⼯作侧有接触
【答案】 E

【解析】 
侧⽅颌时，上下颌⽛呈组⽛接触，⾮⼯作侧有接触，使个别⽛受⼒过⼤，造成创伤，容易引起颞下
颌关节的功能紊乱。

5. 在⽛体预备过程中，预防性扩展的主要⽬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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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C

【解析】 
为了防龋，修复体应覆盖⽛体的点隙沟裂，并应将修复体的边缘扩展⾄⾃洁区。

6. 增强基⽛与修复体抗⼒形的措施不包含（  ）。

A. 为了保护⽛体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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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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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A

【解析】 
增强基⽛的抗⼒形必须注意和覆盖脆弱的⽛体组织，⾸先要去除⽆基釉柱和薄壁弱尖，⽛体预备时
要避免形成锐⾓和薄边缘。故答案为A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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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患者上颌前⽛因外伤折断就医。查：右上颌中切⽛横向折断，断⾯
位于⽛槽嵴根⾯上⽅，唇侧龈下2mm，根稳固，X线⽚显⽰根管治疗
完善。余之正常。在修复前还需做的适当处理是（  ）。

A. 洁治
B. 刮治
C. 龈切除
D. 照咬合⽚
E. ⽛槽⾻修整
【答案】 C

【解析】 
由于断⾯位于龈下2mm，为了修复边缘封闭严密，在修复前需要做龈切除。故答案为C项。

8. 患者，⼥，50岁，⼀周前因外伤折断前⽛，已经根管治疗，检查：1
冠折，断⾯在龈上，⽆叩痛，⽆松动，⽛⽚⽰根充完整，⽆根折，该
⽛进⾏桩冠修复的时间是根管治疗后（  ）。

A. 1天
B. 3天
C. 1周
D. 10天
E. 2周
【答案】 C

【解析】 
外伤性⽛折伴⽛周膜挤压伤或撕裂伤者，可能有尖周反应，根管治疗后应⾄少观察l周。

9. 患者，⼥，40岁。左上中切⽛有瘘管，经根管治疗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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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瘘管的患⽛，经有效的根管治疗，瘘管⼀般会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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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患者，⼥，40岁，右上颌第⼀磨⽛颌⾯纵向隐裂且累及⽛髓，临床
⽛冠较短，咬合紧，根管治疗已完成。该病例的最适修复体设计是
（  ）。

A. 锤造全冠
B. 铸造全冠
C. 邻 嵌体
D. 瓷全冠
E. 嵌体
【答案】 B

【解析】 
铸造全冠适⽤于后⽛临床⽛冠较短，咬合紧及后⽛隐裂的患⽛。

11. 患者，男，35岁。右下颌第⼀磨⽛全冠修复体永久粘固后2周，主
诉咬合痛，其可能原因是（  ）。

A. 继发龋
B. 创伤
C. ⽛龈炎
D. ⽛周炎
E. ⽛髓充⾎
【答案】 B

【解析】 
修复体粘固后短期内出现咬合痛，多是由创伤颌引起。

12. 患者，⼥，30岁，左上颌第⼀双尖⽛邻颌银汞充填物部分脱落，患
⽛根充完善，最佳修复设计⽅案是（  ）。

A. 塑料全冠
B. 树脂MOD嵌体
C. 贵⾦属全冠
D. 贵⾦属MOD嵌体
E. 桩核+PFM冠或全瓷冠
【答案】 E

【解析】 
⽛冠⼤部分⽛体组织缺损，且完善根充后，最好采⽤桩核+⾦属熔附烤瓷冠进⾏修复，以恢复美观和
功能。故答案为E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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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患者，男，65岁，右上后⽛充填物反复脱落，需进⾏全冠修复。查
6远中邻 ⼤⾯积银汞充填。⽆松动，⽆叩痛，⽛根暴露3mm，临床⽛
冠长。全冠龈边缘的最佳位置是（  ）。

A. 平齐龈缘
B. 龈缘以上
C. 达龈沟底
D. 龈沟内1mm
E. 龈沟内0.5mm
【答案】 B

【解析】 
⽼年患者⽛龈退缩者，⽛冠轴⾯突度过⼤常采⽤龈上边缘。

14. ⽛体黏结修复术洞形制备的特点是（  ）。

A. 前⽛切⾓缺损不必磨除正常釉质
B. 洞缘的釉质壁不必做短斜⾯
C. 可不做预防性扩展
D. 不承受 ⼒处，可形成盒状洞形
E. 垫底时可过多覆盖⽛本质
【答案】 C

【解析】 
由于黏结修复术要求洞缘的釉质部分做斜⾯以便酸蚀后扩⼤嵌合固位的⾯积，增加固位⼒，修复前
⽛切⾓缺损时，在进⾏酸蚀前要求磨除少量正常釉质；由于黏结修复，备洞时，不必形成盒状洞
形，也可以不做预防性扩展。复合树脂做黏结修复时，中龋就需要作垫底，要求同其他材料充填
时，不能过多地覆盖洞壁⽛本质，以免影响固位效果。因此正确答案是C项。

15. ⾦属烤瓷全冠⾆侧颈缘如以⾦属为冠边缘者，可预备成以下形状。
除了（  ）。

A. ⽻状
B. 凹槽形
C. 较宽的肩台
D. 直⾓斜⾯形
E. 与⾦属全冠边缘相同
【答案】 C

【解析】 
从修复治疗原则判断，全冠修复对患⽛预备时，应尽可能保存、保护⽛体及⽛髓组织健康，争取保
留⾜够的⽛体组织，减少患⽛破坏，获得修复体远期疗效。C项预备成较宽的肩台显然违反了上述原

金
英
杰
口
腔
医
学
研
究
院



则。从⾦属全冠边缘要求判断，刃状、⽻状、凹状或带斜⾯的肩台形边缘形式适合修复材料强度⼤
的⾦属修复体。由此推断C项符合该题。

16. PFM全冠肩台的宽度⼀般为（  ）。

A. 1.0mm
B. 1.5mm
C. 2.0mm
D. 0.5mm
E. 以上都不是
【答案】 A

【解析】 
烤瓷熔附⾦属冠，唇缘⽛体预备形式可成直⾓或135°凹⾯肩台，肩台宽度⼀般为1.0mm，预备不⾜，
会使颈部瓷层太薄，出现⾦属⾊或透明度降低，冠边缘的强度下降，预备过多，可能会引起⽛髓损
害，⽛颈部髓腔壁厚度⼀般为1.7～3.0mm。

17. 有关后⽛3/4冠的⽛体预备，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 邻沟可预备在邻⾯⾆侧1/3与中1/3交界处
B. ⽛尖正常时，冠的 边缘⼀定要覆盖颊、⾆尖
C. 可在⾆侧 缘嵴外形成⼩斜⾯或⼩肩台
D. 必要时可在邻⾯增加邻沟数⽬，或在颌⾯增加钉洞固位形
E. 沟预备是为防⽌修复体⾆向脱位
【答案】 D

【解析】 
A项，因为邻沟应预备在邻⾯颊1/3与中1/3的交界处，⽽不是⾆1/3与中1/3交界处。B项，因为⽛尖正
常时，冠的颌边缘可不覆盖颊⾆尖。C项，因为3/4冠是在颊侧 缘嵴处形成⼩斜⾯或⼩肩台。E项，
颌沟预备是为了防⽌ 向脱位⽽不是修复体⾆向脱位。

18. 前⽛3/4冠邻⾯预备时下⾯哪⼀点是错误的？（  ）

A. 近远中两个⾯
B. 与长轴平⾏
C. 唇侧边界⽌于接触区
D. 在唇⾆向与邻⾯外形⼀致
E. 两邻⾯向切端稍聚合2°～5°
【答案】 C

【解析】 
前⽛3/4冠邻⾯预备时，要求两邻⾯在切龈⽅向上（即⽛长轴⽅向）相互平⾏或在切端⽅向稍聚合2°
～5°，在唇⾆向与邻⾯外形⼀致，唇侧边界⽌于⾃洁区。故选C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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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与可摘局部义齿⽐，不是固定义齿特点的是（  ）。

A. ⼒由⽛周组织承担
B. 咀嚼效率⾼
C. 舒适
D. 稳固
E. 关系好
【答案】 E

20. 修复体粘固后患⽛长时间持续疼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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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发展为⽛髓炎
【答案】 A

【解析】 
当患⽛为活髓⽛进⾏修复，修复体在粘固时，由于消毒药物的刺激、戴冠过程中的机械刺激、冷刺
激及粘固剂中游离酸刺激，可能会引起被修复的⽛的暂时性疼痛，⼀般粘固后或数⼩时后疼痛可⾃
⾏消失。若粘固后⽛齿长时间持续疼痛，说明⽛髓受激惹严重，造成⽛髓炎的发⽣，由此应选A项。
B项的典型症状是⽛龈出⾎、⽛齿松动；C项，⽛齿多为叩疼明显；D项，⽛本质过敏在修复体粘固
后，疼痛⼀般可⾃⾏恢复；E项，继发龋引起的⽛髓炎疼痛，⼀般是在修复体使⽤⼀段时间之后出现
疼痛。

21. 从⼜内取出可摘局部义齿印模时，⼀般先（  ）。

A. 取后部，再沿前⽛长轴⽅向取下印模
B. 取前部，再沿前⽛长轴⽅向取下印模
C. 前后翘动，再沿前⽛长轴⽅向取下印模
D. 取缺失区，再沿前⽛长轴⽅向取下印模
E. 取⾮缺失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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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哪⼀种印模，制取过程
中，都要保持稳定不动，否则会造成印模变形。印模由⼜内取出时，⼀般要先取后部，因为后部上
颌是软腭，下颌是磨⽛后垫，均为松软组织，活动度⼤，这样很容易破坏印模的边缘封闭，使空⽓
进⼊印模中，因此容易取下印模且不会造成印模变形，故选A项。C项，取印模法易使印模变形；
A、D、E项均不易破坏印模的边缘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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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暂时冠的⽬的不是（  ）。

A. 避免⽛髓再度受刺激
B. 保持患⽛的⽛位
C. 避免 ⾯磨损
D. 保持近、远中间隙
E. 为戴冠提供便利
【答案】 C

【解析】 
暂时冠的⽬的是暂时保护性修复，暂时恢复患者的美观及保持预备后的间隙，即保持了患⽛的⽛
位，所以，便于以后全冠的戴⽤。⽽预备体的颌⾯经磨除后，已留出了修复间隙，即预备体与对颌
⽛⽆接触，不存在暂时冠避免颌⾯磨损问题。故该题选C项。

23. 不宜⽤作嵌体修复的材料是（  ）。

A. 复合树脂
B. ⾃凝塑料
C. 烤瓷
D. 铸造陶瓷
E. ⾦属
【答案】 B

【解析】 
嵌体是⼀种嵌⼊⽛体内部，⽤于恢复⽛体缺损的形态和功能的修复体或冠内固位体。制作嵌体的材
料应使⽤机械性能优良的⾦属材料和耐磨性能较好的瓷材料与复合树脂。⾃凝塑料耐磨性能差，不
宜⽤作嵌体修复的材料，故本题选B项。

24. 右上后⽛于5天前结束⾦属烤瓷冠治疗，患者持续地对冷热刺激敏
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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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C

【解析】 
持续地对冷、热刺激敏感，这个症状会因不适当的刺激造成，因此只有A、C项有此可能。⽽A项戴
冠时的机械刺激⼀般在戴冠后较快消失，不会5天后仍存在，故只有C项是最可能的原因。B、E项出
现的症状不同，⽽D项⼀般不⼤可能龋坏未去净就做全冠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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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患者，男，40岁，6死髓⽛，经根管治疗后以PFM全冠修复，经⽛
体制备取模后，在全冠初戴之前，尚需作何种处理？（  ）

A. 不需作任何处理
B. ⽤塑料全冠作暂时保护性修复
C. ⽤⾦属全冠作保护性修复
D. 制作活动义齿保持间隙
E. 制作间隙保持器
【答案】 B

【解析】 
死髓⽛，经根管治疗后以PFM全冠修复，经⽛体制备取模后，在全冠初戴之前，应该⽤塑料全冠做
暂时保护性修复，因为死髓⽛⽛体组织易发⽣折断，尤其是经过⽛体预备后，预备体体积明显减
⼩，⽛折的可能性更⼤，所以要⽤塑料全冠保护性修复。故选B项。

26. 患者，男，35岁，6远中⾆侧⼤⾯积龋坏缺损，已进⾏根管治疗
后，原银汞充填物经常脱落，现要求全冠修复，检查：6⽆叩痛⽆松
动，咬合距离正常，临床⽛冠较⾼，可⽤以下⼏种修复治疗⽅法，除
外（  ）。

A. ⾦属烤瓷全冠
B. 烤瓷全冠
C. 塑料全冠
D. ⾦属全冠
E. 嵌体
【答案】 C

【解析】 
患者⽛远中⾆侧⼤⾯积龋坏缺损，已进⾏根管治疗后，原银汞充填物经常脱落，所以需要做永久性
修复。塑料全冠耐磨性差，不能做磨⽛的永久性修复，只能做暂时性修复，故选C项。⽽E项中的嵌
体和A、B、D项⼀样，均是永久性修复的⽅法，都可⽤于该患者的修复治疗。

27. 患者，钱某，40岁，因上前⽛折断，进⾏完善的根管治疗后进⾏桩
冠修复，根管预备完毕，完成蜡型，⾄最后粘固前，患者的根管应处
于封闭、消毒状态，根管内通常放何种棉球，以⽛胶暂封（  ）。

A. 95%酒精
B. ⽣理盐⽔
C. ⼲棉球
D. 75%酒精
E. 以上都不是
【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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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基底桩蜡型完成后，应将根管壁仔细冲洗、消毒、除湿、吹⼲，封⼊75%酒精⼩棉球，以⽛胶暂
封。

28. ⾦属烤瓷冠就位后⾊泽、形态与各⽛协调，颈长达设计要求，颈部
探针可探⼊，邻接处⽛线勉强通过，正中颌时切端位于1烤瓷区，你认
为此冠（  ）。

A. 为合格修复体
B. 邻接过紧
C. 邻接过松
D. ⾦⼀瓷结合区设计不当
E. 颈部与⽛体间隙过⼤
【答案】 E

【解析】 
本题中已描述到“颈部探针可探⼊”表⽰该修复体颈部冠边缘与颈缘之间的间隙⼤于50um，这样的状
态通常认为是间隙过⼤。故选E项。

29. 后⽛修复体颊⾆⾯突度过⼤会引起（  ）。

A. ⽛髓炎
B. ⾷物滞留
C. 根尖炎
D. ⽛龈受创伤
E. ⽛槽脓肿
【答案】 B

【解析】 
正常恢复轴⾯的外形⾼点，可以在咀嚼过程中为⽛龈提供保护，⾷物对⽛龈产⽣适当的按摩作⽤，
有利于⽛龈的健康，轴⾯外形过突，则⾷物在咀嚼过程中不能为⽛龈提供按摩作⽤，⽛颈部容易聚
集⽛菌斑。

30. 龈下边缘不适⽤于（  ）。

A. ⾦冠瓷的唇侧边缘
B. ⽛冠短者
C. 缺损⾄龈下
D. ⽛体较⼩者
E. 龈沟浅者
【答案】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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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以下关于⾦瓷冠中合⾦与瓷粉要求的描述，哪项是错误的？
（  ）

A. 良好的⽣物相容性
B. 有良好的强度
C. 两者的化学成分应各含有⼀种以上的元素
D. 合⾦熔点⼤于瓷粉
E. 瓷粉的热膨胀系数略⼤于合⾦
【答案】 E

【解析】 
当烤瓷合⾦的热膨胀系数⼩于瓷时，瓷层内将形成不利的拉应⼒，容易发⽣瓷裂或剥脱。

32. 下列哪项措施不利于增加黏结⼒？（  ）

A. 黏结剂厚度减⼩
B. 黏结表⾯光滑
C. 黏结⾯尽量密合
D. 黏结⾯积越⼤越好
E. 黏结剂黏度合适
【答案】 B

【解析】 
黏结⾯应适当粗糙，可增强黏结⼒。两粘结⾯不但要密切吻合，⽽且表⾯应当有适当的粗糙度，以
加强嵌合扣锁作⽤。

33. 全冠粘固较长时间后出现过敏性疼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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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楔状缺损
D. 粘固剂溶解
E. 粘固剂刺激
【答案】 C

【解析】 楔状缺损发⽣在天然⽛冠的唇颊⾯颈部，呈楔形，⽽全冠修复的⽛，天然⽛冠缺损，以全
冠覆盖，全冠唇颊⾯颈部不会出现楔形缺损。因此答案选C。

34. 患者，男，62岁，6隐裂有⽛髓症状，⽛冠短，咬合紧，根管治疗
后，适宜的修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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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铸造全冠
B. 7/8冠
C. 烤瓷全冠
D. ⾼嵌体
E. 锤造全冠
【答案】 A

【解析】 
铸造全冠磨除⽛体组织较少，适合磨⽛的修复，由于患者上颌第⼀磨⽛有隐裂，⽛冠短，咬合紧，
已经进⾏了完善的根管治疗。故答案选A项。

35. 患者，⼥，46岁，右下颌第⼀磨⽛⾦属全冠修复⼀年余，昨⽇脱
落，于我院求诊，检查发现⾦属全冠 ⾯存在左右孔洞，冠内基⽛继发
龋，⽆松动，分析修复体脱落的原因最可能是（  ）。

A. ⾦属选择不当
B. 咀嚼过硬⾷物
C. 粘固剂使⽤不当
D. 基⽛预备间隙不⾜
E. 咬合关系不正常
【答案】 D

【解析】 
修复体穿孔多因⽛体预备不⾜所造成。
（共⽤题⼲）
⼀患者，6缺失3个⽉，5残冠，已作根管充填。

36. 如果7近中倾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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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A

【解析】 
对于严重倾斜移位的⽛，为了求得共同就位道，需磨除较多的⽛体组织，这样容易损伤⽛髓。故A项
对。

37. 如果87均近中倾斜并接触良好，采⽤固定桥修复时，7的固位体最
好设计成（  ）。

金
英
杰
口
腔
医
学
研
究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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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E

【解析】 
⾬均近中倾斜并接触良好，可设计保留远中邻⾯的改良3/4冠，以减少⽛体的预备，保持⾬良好接
触。

38. 如果6 向伸长，应采取的措施是（  ）。

A. 增加4做基⽛
B. 设计半固定桥
C. 减⼩桥体颊⾆径
D. 减⼩桥体厚度
E. 调磨6
【答案】 E

【解析】 
由于⽛列缺失所致对颌⽛伸长，要经过调磨，恢复正常曲线。

39. 患者，男，64岁，655678缺失，⾸次接受可摘局部义齿修复。戴⽛
后除咬唇外⽆不适，其原因是（  ）。

A. 上前⽛排向唇侧较多
B. 前⽛排列的覆盖过⼩
C. 前⽛排成深覆
D. 垂直距离低，致唇松弛
E. 患者下唇肌⾁松弛
【答案】 B

【解析】 
咬唇是由于上下前⽛的覆盖过⼩，使唇部软组织向内凹陷，造成咬唇，所以选答案B，其余⼏项均不
符合题意。

40. 患者，⼥，58岁，65缺失余留⽛形态及位置正常，欲作可摘局部义
齿修复，为了确定正确的正中咬合关系，临床上通常采⽤的⽅法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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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模型上利⽤余留⽛确定上下颌⽛齿的 关系
B. ⽤蜡 记录确定上下颌关系
C. ⽤ 堤记录上下颌关系
D. ⽤ 堤记录确定正中 关系，蜡颌记录确定⾮正中 关系
E. ⽤蜡 记录确定正中 关系，颌堤记录确定⾮正中 关系
【答案】 C

【解析】 
患者缺失由于缺⽛数⽬较多，所以，不能在模型上利⽤余留⽛确定上下颌⽛齿的颌关系，A项错。另
外患者⼜内右侧不能保持上下颌垂直关系，所以也不能采⽤蜡颌记录确定。⽽颌堤记录法适⽤于单
侧游离缺失，上下⽛列所缺⽛齿⽆对颌者。该患者缺失⽛属于此种类型，故选C项。在可摘义齿修复
中，不需要确定⾮正中颌关系，所以D、E项错。

41. 与可摘局部义齿稳定⽆关的是（  ）。

A. 翘动
B. 弹跳
C. 摆动
D. 旋转
E. 移位
【答案】 B

【解析】 
义齿的稳定是指义齿在⾏使功能时不翘动、不摆动、不旋转等。⼀个固位好的义齿，其稳定性也应
很好。⽽固位好是指义齿在⼜腔内就位后，不因⼜腔⽣理运动的外⼒作⽤⽽向颌向或就位道相反⽅
向脱位，即义齿发⽣移位。所以与稳定有关的因素应该是：翘动、摆动、旋转和移位。义齿弹跳多
见于卡环臂在导线上或基⽛的⾮倒凹区，或卡环尖端搭在邻⽛上成⽀点，义齿不能完全就位，所以
与义齿的稳定⽆关。故选B项。

42. 可摘局部义齿的连接体如位于基⽛的倒凹区会引起（  ）。

A. 摘戴困难
B. 容易折断
C. 咀嚼效率低
D. 连接不牢靠
E. 固位不良
【答案】 A

【解析】 
可摘局部义齿连接体⽆弹性，是连接义齿各组成部分的刚性结构，连接体位于基⽛倒凹区则会出现
义齿就位困难，如强⾏将义齿就位则出现摘取困难

43. 在可摘局部义齿中，减少义齿 ⼒的⽅法，不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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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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槽嵴 ⼒的⽅法包括：①选⽤塑料⽛；②减⼩⼈⼯⽛颊⾆径；③减少⼈⼯⽛数⽬；④减少⽛
尖斜度。因此A、B、C、E项均不符合题意的选项，⽽D项，减少⼈⼯⽛的咬合接触就失去了修复的
意义。因此不能选⽤此⽅法来减少颌⼒，即选择D项。

44. 下列部位是使⽤可摘局部义齿最容易造成疼痛的部位，除了
（  ）。

A. 尖⽛唇侧
B. ⽛槽嵴顶
C. 上颌隆突
D. 上颌结节颊侧
E. 内斜嵴处
【答案】 B

【解析】 
患者戴⽤可摘局部义齿后最易造成疼痛的部位是A、C、D、E项所述的部位，因为这些部位是⾻质突
起的部位，该部位黏膜较薄、弹性差，不易缓冲⽛合⼒，所以容易出现戴⽛后的疼痛。⽽B项中的⽛
槽嵴表⾯有⾼度⾓化的复层鳞状上⽪，其下有致密的黏膜下层，能承受咀嚼压⼒，该区是颌⼒主承
托区，戴义齿后正常情况下不该出现疼痛。故选B项。

45. 为消除可摘局部义齿不稳定，错误的⽅法是（  ）。

A. 增加对抗平衡固位体
B. 尽⼒设计黏膜⽀持式义齿，以避免产⽣⽀点
C. 在⽀点或⽀点线的对侧加平衡⼒
D. 消除颌⽀托，卡环在余留⽛上形成的⽀点
E. 消除基托下与组织形成的⽀点
【答案】 B

【解析】 
消除可摘局部义齿不稳定的疗法有：①增加对抗平衡固位体；②平衡法；③消除⽀点。A、C、D、E
项符合上述要求。B项中设计黏膜⽀持式义齿可造成义齿因⽆⽀持⽽均匀的下沉性不稳定，所以黏膜
⽀持式义齿不能避免产⽣⽀点，答案错。故选B项。

46. 卡环固位臂尖应位于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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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外形⾼点线上
B. 外形⾼点线 ⽅
C. 外形⾼点线龈⽅
D. 导线的 ⽅
E. 导线的龈⽅
【答案】 E

【解析】 
导线是将模型固定在观测台上，选好就位道后，⽤带有直边的铅芯沿⽛冠轴⾯最突点所画出的连
线。当基⽛⽛冠有不同程度的倾斜时，导线的位置也随之改变，这样所得的导线并不是基⽛的解剖
外形最⾼点的连线，⽽是随观测⽅向改变⽽改变的连线。导线的颌向部分为基⽛的⾮倒凹区，导线
以下龈向部分为基⽛的倒凹区。卡环固位臂尖应位于基⽛的倒凹区内，是卡环产⽣固位作⽤的部
分，可防⽌义齿的向脱位。故选E项。

47. 杆形卡环与圆环形卡环相⽐较主要不⾜之处是（  ）。

A. 固位作⽤差
B. 稳定作⽤差
C. ⽀持作⽤差
D. 弹性作⽤差
E. 对基⽛损伤⼤
【答案】 B

【解析】 
杆形卡环的形状和种类很多，其主要优点是：弹性好，与基⽛的接触⾯积⼩，故对基⽛的损伤⼩，
推形固位作⽤强等。其主要缺点是稳定作⽤不如圆形卡环，可能与杆形卡环与基⽛的接触⾯积⼩有
关。故选B项。

48. 从⼜内取出可摘局部义齿印模时，⼀般先（  ）。

A. 取后部，再沿前⽛长轴⽅向取下印模
B. 取前部，再沿前⽛长轴⽅向取下印模
C. 前后翘动，再沿前⽛长轴⽅向取下印模
D. 取缺失区，再沿前⽛长轴⽅向取下印模
E. 取⾮缺失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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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哪⼀种印模，制取过程
中，都要保持稳定不动，否则会造成印模变形。印模由⼜内取出时，⼀般要先取后部，因为后部上
颌是软腭，下颌是磨⽛后垫，均为松软组织，活动度⼤，这样很容易破坏印模的边缘封闭，使空⽓
进⼊印模中，因此容易取下印模且不会造成印模变形，故选A项。C项，取印模法易使印模变形；
A、D、E项均不易破坏印模的边缘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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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下列哪⼀点不是可摘局部义齿固位体必须具备的条件？（  ）

A. ⽆异物感
B. 对基⽛不产⽣矫治性移位
C. 不易积存⾷物
D. 避免⼜内使⽤不同种类的⾦属
E. 取戴时，对基⽛⽆侧⽅压⼒
【答案】 A

【解析】 
可摘局部义齿固位体必须具备的条件包括：①对基⽛不应产⽣矫治性移位，否则基⽛会松动。②不
易积存⾷物，否则余留⽛易产⽣⽛龈炎、继发龋等。③避免⼜内使⽤不同种类的⾦属，以免产⽣电
流作⽤。④取戴时，对基⽛⽆侧⽅压⼒，否则会损伤基⽛。该题B、C、D、E项分别符合上述条件。
⽽A项不是可摘局部义齿固位体必须具备的条件，固位体设计可减⼩其异物感，但不可能⽆异物感。
故选A项。

50. 下列缺失中，哪种宜于设计成混合⽀持式义齿（余留基⽛均健康，
第三磨⽛均存在）？（  ）

A. 4567
B. 76544567
C. 876516
D. 657
E. 6
【答案】 C

【解析】 
混合⽀持式义齿是基⽛上有颌⽀托和卡环，基托有⾜够的伸展，由天然⽛和黏膜共同承担 ⼒。混
合⽀持式义齿适⽤于各类⽛列缺损，尤其是游离端缺失者。该题中A、B、D、E项均为⾮游离端⽛列
缺损，只有C项中右上颌为游离端⽛列缺损。故选C项。

51. 选择可摘局部义齿基⽛的原则中，哪条是错误的？（  ）

A. 选择健康⽛做基⽛
B. 虽有⽛体疾病，但已经治疗
C. 虽有⽛周疾病，但已得到控制
D. 越近缺隙的⽛做基⽛固位，⽀持效果越好
E. 选⽤多个基⽛时，彼此越平⾏越好
【答案】 E

【解析】 
应选E项。因为可摘局部义齿选⽤多个基⽛时，彼此愈分散愈好，是在基⽛上的义齿固位体呈⾯⽀承
状态。选⽤多个基⽛时，彼此越平⾏，基⽛近远中向、颊⾆向倒凹区越⼩，义齿固位就越差。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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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调凹法使缺隙侧基⽛的倒凹适当地集中在个别⽛上，义齿必须斜向就位，防⽌脱位。

52. 关于⼈⼯⽛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 ⾮解剖式⼈⼯⽛咀嚼效能差，侧向 ⼒⼩
B. ⾮解剖式⼈⼯⽛咀嚼效能好，侧向 ⼒⼩
C. 解剖式⼈⼯⽛咀嚼效能差，侧向 ⼒⼤
D. 解剖式⼈⼯⽛咀嚼效能好，侧向 ⼒⼩
E. ⾮解剖式⼈⼯⽛咀嚼效能差，侧向 ⼒⼤
【答案】 A

【解析】 
⾮解剖式⼈⼯⽛其颌⾯⽆⽛尖及斜⾯，故又称⽆尖⽛，其颊⾆轴⾯形态与解剖式⽛类似，其 ⾯具
有溢出沟。正中 时，上下 ⾯不发⽣尖凹扣锁关系，咬合时，侧向⼒⼩，对⽛槽⾻的损害⼩。

53. 根据基⽛倾斜的⽅向和程度不同，导线可分三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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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导线在远缺隙侧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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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D

【解析】 
Ⅰ型导线：为基⽛向缺隙相反⽅向倾斜时，所画出的观测线，此线在基⽛的缺隙侧距离滁⾯远。Ⅱ型
导线：为基⽛向缺隙⽅向倾斜时所画出的观测线，此线在远缺隙侧距颌⾯远。Ⅲ型导线：基⽛的
近、远缺隙侧均有明显的倒凹，或基⽛向颊⾆侧倾斜时所形成的观测线。

54. 下列哪些患者不适合进⾏可摘局部义齿修复？（  ）

A. 恶性肿瘤患者
B. 癫痫患者
C. 颞下颌关节紊乱病患者
D. ⽛周病患者
E. 冠⼼病患者
【答案】 B

【解析】 
患者癫痫发作时，由于⾃控⼒完全丧失可能导致义齿误吞误咽的危险发⽣。

55. 铸造⾦属⾆⾯板最适合于下列各项，除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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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咬合紧
B. 冠的唇⾆径⼩
C. 根管呈喇叭⼜状
D. 深覆
E. 冠的唇⾆径⼤
【答案】 E

【解析】 
铸造⾦属⾆板的优点是：①⾦属材料强度⼤，耐磨耗，抗折强度⼤，所以该材料的修复体可制作得
较薄；②由于铸造⾦属⾆板较薄，所以⽛体预备中，可少量磨除铸造⾦属⾆板适合于咬合紧、深
覆， ⼒⼤时的修复，以及⽛体组织不能磨除过多的⽛齿，如⽛齿唇⾆径⼩和根管呈喇叭⼜状（青
少年恒⽛尚未发育完全，⽛髓腔宽⼤者），所以A、B、C、D项均不能选。E项冠的唇⾆径⼤，说明
修复时⽛体组织可相对磨除多⼀些，修复体⾆侧可选⽤⾦属材料或瓷等⾮⾦属材料。故选E项。
（共⽤题⼲）
患者，男，50岁，5年前⾏固定义齿修复，⽬前咬合疼痛，义齿松动。检查：5432固定桥。5及其上
全冠稳固。2松动Ⅰ度，其上的3/4冠松动，拆除义齿后发现5深龋。

56. 基⽛松动的原因是（  ）。

A. 固定桥强度不够
B. ⽆共同就位道
C. 桥体跨度过长
D. ⽀持⼒不⾜
E. ⽛周病
【答案】 D

【解析】 
⽛周膜⾯积⼤⼩对基⽛的⽀持⼒有很⼤的影响，⽛周膜⾯积越⼤、⽛周储备⼒越⼤，基⽛的⽀持⼒
越强，2⽛周膜⾯积是上颌⽛列中⽛周膜⾯积最⼩，⽀持⼒弱，颌⼒相对过⼤，基⽛⽛周组织的耐受
⼒降低，使基⽛松动。

57. 固位体松动的原因是（  ）。

A. 固定桥强度不够
B. ⽆共同就位道
C. 固位⼒不⼀致
D. ⽛体预备不当
E. 固位体不密合
【答案】 C

【解析】 
两端固位体的固位⼒相差悬殊，受到两端基⽛运动的相互影响是该病例固位体松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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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最佳治疗⽅案是（  ）。

A. 改为活动义齿修复
B. 改为固定活动联合修复
C. 增加前端基⽛数⽬，设计全冠固位体
D. 增加后端基⽛数⽬，设计全冠固位体
E. 增加两端基⽛数⽬，设计全冠固位体
【答案】 C

【解析】 
2松动Ⅰ度。⽛周⾯积⼩，增加1为基⽛，增加基⽛的⽀持⼒，保护弱桥基⽛的作⽤。答案选C项。

59. 患者，男，40岁,654缺失，3年前⾏76全冠固位体固定义齿修复，现
基⽛3松动。基⽛松动的原因是（  ）。

A. 颌⼒过⼤
B. 固位⼒不等
C. 颌⼒不平衡
D. 固位体选择不当
E. 固位体边缘不密合
【答案】 A

【解析】 
桥体跨度过⼤，设计的基⽛数量不⾜，可使基⽛松动。⼸后段的三个⽛连续缺失⼀般情况下不考虑
设计固定桥修复。

60. 患者，男，55岁。5缺失，近远中邻⽛均向缺隙倾斜，设计固定义
齿时应注意（  ）。

A. 基⽛的⽀持⼒
B. 义齿的固位⼒
C. 固定义齿类型
D. 共同就位道
E. ⼒的⼤⼩
【答案】 D

【解析】 
⼀般情况下，⽛排列位置正常，顺着各桥基⽛的长轴⽅向做⽛体预备，即可获得共同就位道。对有
轻度倾斜移位的⽛，可适当消除倒凹，或稍微改变就位道⽅向，即可获得共同就位道。对于严重倾
斜移位的⽛，为了求得共同就位道，必须磨除过多的⽛体组织，这样容易造成⽛髓损伤，⽽且严重
倾斜的⽛，颌⼒不易沿着⽛体长轴传导，⽛周组织易受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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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患者，⼥，60岁，戴义齿两天，义齿松动明显，影响功能。查：
765习游离可摘局部义齿，4上三臂卡环，43间通过隙卡位于4上，3⾆
⽀托。基托伸展稍长，基托厚度约3mm，⼜内余留⽛健康。造成义齿
翘动最主要的原因是（  ）。

A. 基托伸展稍长
B. 基托不贴合
C. 间接固位体距⽀点线过近
D. 颊侧基托未形成凹⾯，影响⾆运动
E. ⾆侧基托未形成凹⾯，影响⾆运动
【答案】 C

【解析】 
⽀点线到游离端基托远端的垂直距离最好等于⽀点线到间接固位体的垂直距离，间接固位体距⽀点
线的垂直距离于远，对抗转到的⼒愈强。本题是由于间接固位体距⽀点线过近，设置的部位不当，
引起的义齿翘动。

62. 患者，⼥，55岁。因76缺失，⾏7654固定义齿修复，⼀年后基⽛有
咬合痛、松动。其主要原因为（  ）。

A. 设计不合理
B. 固位⼒不够
C. 基⽛数⽬少
D. 末端侧下沉
E. 咬合早接触
【答案】 A

【解析】 
后⽛末端游离缺失的患者，⽤单端固定桥修复，桥体受⼒，产⽣的杠杆作⽤⼤，容易造成基⽛⽛周
组织损伤，76缺失如果的条件差或未萌出，均不宜设计固定桥修复。本题由于设计不合理，造成基
⽛⽛周组织损伤，使基⽛有咬合痛、松动。

63. 患者，⼥，30岁，右上义齿戴后7天，咀嚼时易脱落。查：6缺失，
可摘局部义齿，75三臂卡环，⾆侧铸造卡环臂，颊侧为弯制卡环臂，
基⽛⽛冠较短，颊、⾆侧基托较厚，固位倒凹尚可，义齿固位差。对
该患者的有效处理⽅法是，除外（  ）。

A. 调节固位卡环臂进⼊倒凹区的深度
B. 改变就位道，与基⽛产⽣制锁作⽤
C. 磨薄基托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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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减⼩⽛尖斜度
E. 增加卡环
【答案】 E

【解析】 
基⽛⼩或呈锥形⽆法放置三臂卡环时可增加基⽛或改变卡环类型，也可将过⼩⽛或锥形⽛做固定全
冠以改变⽛冠外形，有利固位体的放置，本题不存在上述原因，故不需要增加卡环，⽤排除法可知
正确答案。

64. 患者，⼥，47岁。34缺失，需固定修复。如果设计不当，固定义齿
易产⽣整体（  ）。

A. 近中移动
B. 远中移动
C. 向移动
D. 龈向移动
E. 唇颊向移动
【答案】 C

【解析】 
两端固位体的固位⼒相差悬殊，受到两端基⽛运动的相互影响，会使固定桥松动、脱位。故选择C
项。

65. 患者，男，60岁，戴义齿2天，感上唇向下活动时疼痛，义齿摘戴
困难。查：7654321112可摘局部义齿37单臂卡环，卡环与基⽛贴合，
上前⼸区基托伸展过长，摘戴义齿阻⼒较⼤。余之⽆异常。造成疼痛
及摘戴义齿困难的原因可能是，除了（  ）。

A. 卡环过紧
B. 基托紧贴⽛⾯
C. 基托进⼊倒凹区
D. 义齿基托⾯积较⼤
E. 患者未掌握摘戴义齿的⽅法
【答案】 D

【解析】 
上前⼸区基托伸展过长，影响唇、颊、⾆系带及周围肌的活动，唇向下活动时疼痛；卡环过紧，基
托紧贴⽛⾯，倒凹区基托缓冲不够。患者没有掌握义齿摘戴⽅向和⽅法，都可造成摘戴义齿困难。

66. 下⾯关于RPI卡环组的描述中错误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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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游离端邻缺隙基⽛受⼒⼩，且作⽤⼒⽅向接近⽛长轴
B. 与基⽛接触⾯⼩，美观且龋患率⼩
C. 近中 ⽀托⼩连接体可防⽌游离端义齿向远中移位
D. 游离端基托下组织受⼒增加
E. ⾆侧卡环臂对Ⅰ杆起到对抗作⽤
【答案】 E

【解析】 
邻⾯板是在与邻缺隙侧基⽛的远中预备导平⾯，在卡环组上制作与之相接处的垂直型导板。该板向
⾆侧伸展⾄远⾆轴⾯⾓，对颊侧卡环臂其对抗作⽤。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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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戴义齿时对基⽛有侧⽅加压作⽤
D. 不损伤⼜内的软硬组织
E. 固位体的颊，⾆臂有交互对抗作⽤
【答案】 C

【解析】 
固位体的要求是有⼀定固位⼒，保证义齿在正常的咀嚼功能状态时不致脱位；⾮功能状态时，对基
⽛不应产⽣静压⼒（移位⼒）；摘戴义齿时，对基⽛应⽆侧⽅压⼒，不损伤基⽛；符合美观要求，
尽量少显露⾦属，尤其前⽛区；与基⽛密合，外形圆钝光滑，不应刺激或损伤⼜内的软硬组织，不
易存积⾷物，以免菌斑堆积，造成⽛龋坏和⽛周病变；制作固位体的材料应具有良好的⽣物学性
能，对⼜腔组织⽆致敏、致癌作⽤并尽量避免在⼜内使⽤不同种类的⾦属，以免产⽣电流刺激，影
响健康。

68. 可摘局部义齿间接固位体的主要作⽤不包括（  ）。

A. 防⽌义齿颌向脱位
B. 对抗侧向⼒，防⽌义齿摆动
C. 平衡作⽤，防⽌义齿下沉
D. ⽀持作⽤，防⽌义齿下沉
E. 分散 ⼒，减轻负荷
【答案】 D

【解析】 
可摘局部义齿间接固位体的具体作⽤，主要是防⽌游离端义齿颌向脱位（翘起），减少因义齿转到
⽽造成对基⽛的损伤；对抗侧向⼒，防⽌义齿旋转和摆动；分散颌⼒，减轻基⽛及基托下组织承受
的颌⼒。

69. 关于 ⽀托的描述，错误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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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厚度为1.0～1.5mm
B. 前磨⽛颊⾆径的1/2
C. 磨⽛颊⾆径的1/3
D. 前磨⽛近远中径的1/2
E. 磨⽛近远中径的1/4
【答案】 D

【解析】 
长度为前磨⽛近远中径的1/3。

70. 对基托的要求不包括（  ）。

A. 塑料基托⼀般厚2mm
B. 铸造基托厚约0.5mm
C. 基托不应进⼊基⽛的倒凹区
D. 基托与硬区应紧密贴合
E. ⾦属⽹状物应放在基托应⼒集中处
【答案】 D

【解析】 
上颌结节颊侧、上颌硬区、下颌隆突、内斜嵴、⾻尖等部位的基托，其组织⾯应做适当的缓冲，以
免基托压迫组织产⽣疼痛。

71. 侧腭杆与相邻⽛龈的距离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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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患者，男，32岁。3个⽉前外伤致123缺失，要求固定义齿修复。
查：123缺失区⽛槽⾻及余留⽛正常。该患者的固定义齿属于
（  ）。

A. 双端固定桥
B. 半固定桥
C. 单端固定桥
D. 复合固定桥
E. 特殊固定桥
【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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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固定桥的类型有：①双端固定桥；②半固定桥；③单端固定桥；④复合固定桥。其中，复合固定桥
是由①～③中的2种或3种基本类型的固定桥组合⽽成，固定桥包括4个以上的⽛单位，为复合固定
桥。

73. 患者，男，43岁。两年前⾏固定义齿修复，主诉⽛齿酸痛。查：6
缺失，75固定桥基⽛，7全冠，5为3/4冠，已松动，继发龋，其原因是
（  ）。

A. 桥体过长
B. 咬合⼒过⼤
C. 基⽛松动
D. 两端固位⼒不均衡
E. 边缘不密合
【答案】 D

【解析】 
由于固定桥两端固位⼒不均衡，以致于固位⼒弱的⼀侧固位体松动，产⽣继发龋。

74. RPI卡环采⽤近中 ⽀托的主要⽬的是（  ）。

A. 防⽌基托下沉
B. 减少⽛槽嵴受⼒
C. 减少基⽛所受扭⼒
D. 增强义齿稳定
E. ⽌⾷物嵌塞
【答案】 C

【解析】 
近中颌⽀托可以消除或者减少基⽛受到的扭⼒。

75. 可摘义齿以下部分，不能实现卡环稳定作⽤的是（  ）。

A. 卡臂
B. 卡体
C. 咬合⽀托
D. ⼩连接体
E. ⼤连接体
【答案】 A

【解析】 
卡环臂为卡环的游离部，富有弹性，起阻⽌义齿⽛合向脱位的作⽤，没有稳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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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选择⼈⼯前⽛时不必考虑的因素是（  ）。

A. 剩余⽛的颜⾊、形状和⼤⼩
B. 患者过去是否戴过义齿
C. 患者的⾯型
D. 患者的肤⾊
E. 患者的年龄
【答案】 B

77. 与固定桥基⽛⽛周潜⼒有关的因素中不包括（  ）。

A. ⽛周膜
B. ⽛周纤维
C. 咀嚼肌
D. ⽛槽⾻
E. 结合上⽪
【答案】 C

78. 不会造成局部义齿摘戴困难的是（  ）。

A. 基托进⼊组织倒凹
B. 卡环臂过紧
C. 就位⽅向不对
D. 卡臂尖进⼊倒凹过深
E. 基托与黏膜组织不贴合
【答案】 E

【解析】 
基托进⼊组织倒凹，卡环臂过紧，就位⽅向不对，卡臂尖进⼊倒凹过深都会造成局部义齿摘戴困
难，⽽基托与黏膜组织不贴合不会使摘戴义齿发⽣困难。

79. 可摘局部义齿中没有传导 ⼒作⽤的部件（  ）。

A. ⼈⼯⽛
B. 基托
C. ⼤、⼩连接体
D. 卡环体
E. 卡臂尖
【答案】 E

【解析】 
卡环臂由⽐较坚硬的起始部分和富于弹性的卡环尖端部分组成，弹性极好的卡环尖端位于基⽛的倒
凹区，是卡环产⽣固位作⽤的部分，可防⽌义齿的颌向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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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上颌第⼀磨⽛的位置下⾯哪⼀项是错误的？（  ）

A. ⽛颈部略向远中倾斜
B. 颊尖始离开始 平⾯
C. 近中⾆尖排在 平⾯上
D. 远中⾆尖离开 平⾯
E. ⾆尖对准下颌⽛槽嵴顶线。
【答案】 A

【解析】 
上颌第⼀磨⽛排列时，⽛颈部略向腭侧和近中倾斜。

81. 固定义齿的固位形式不包括（  ）。

A. ⽛槽嵴的固位
B. ⽛根的固位
C. 冠内的固位
D. 冠外的固位
E. 种植基桩的固位
【答案】 A

【解析】 
固定义齿的固位形式⼀般分为三种类型，即冠外固位体、冠内固位体与根内固位体。种植基桩的固
位是固定义齿的特殊固位形式。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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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以上
D. ⽆咬合功能的基⽛
E. 缺⽛间隙处对颌⽛齿伸长
【答案】 C

【解析】 
固定义齿所承担的验⼒通过⽛周膜⽽为⽛槽⾻所⽀持，⽛槽⾻的健康与否，直接影响固定义齿的⽀
持作⽤，⽛槽突吸收超过根长的1/3，⽛松动在⼆度以上者，不应选作基⽛，除⾮增添基⽛，按⽛周
病夹板治疗的原则处理。

83. 固定义齿修复的缺点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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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洁性很差
B. ⼜腔异物感⼩
C. 承受咬合⼒⼤
D. 不能⾃⾏摘戴义齿
E. 需要切割⽛体组织
【答案】 E

【解析】 
需要切割⽛体组织是固定义齿修复与活动义齿相⽐较的缺点之⼀。

84. 与固定桥桥体承受 ⼒⼤⼩有关的是桥体的（  ）。

A. 颊⾆径
B. 轴⾯形态
C. 龈⾯形态
D. ⾃洁形态
E. 厚度
【答案】 A

【解析】 
桥体颌⾯的⼤⼩与基⽛承担的颌⼒⼤⼩有关，为了减⼩颌⼒，减轻基⽛的负担，可通过适当缩⼩桥
体颌⾯的颊⾆径宽度和扩⼤⾆侧外展隙来达到⽬的。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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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D

【解析】 
可摘局部义齿⼈⼯后⽛颊⾆径宽度⼩于天然⽛，以减⼩颌⼒减轻⽀持组织负担。减⼩⽛尖的斜度，
减少侧向颌⼒，有利于义齿的固位。

86. 后⽛全部缺失后主要会引起（  ）。

A. 前⽛向缺⽛间隙倾斜
B. 上前⽛间隙增宽
C. 唇部内陷影响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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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影响唇齿⾳的发单
E. 颞下颌关节功能紊乱
【答案】 E

【解析】 
双侧后⽛缺失未及时修复，会导致髁突后移，关节内压增⾼，出现关节区疼痛、肌⾁及颞下颌关节
功能紊乱。

87. 在确定固定修复体边缘位时，不必考虑的因素是（  ）。

A. 美观要求
B. 固位要求
C. 年龄
D. ⽛冠外形
E. 性别
【答案】 E

【解析】 
修复体龈边缘位置的设计关系到修复体的⽛周组织保健、固位和美观等。

88. 为减⼩基⽛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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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尽量扩⼤邻间隙
【答案】 A

【解析】 
为了减⼩颌⼒，减轻基⽛的负担，保持基⽛健康，要求桥体的 ⾯⾯积⼩于原缺⽛的颌⾯⾯积，可
通过适当缩⼩桥体颌⾯的颊⾆径宽度和扩⼤⾆侧外展隙来达到此⽬的。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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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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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与固定义齿桥体龈⾯⽩洁性有关的最重要因素是桥体龈⾯接触形态，鞍式的接触式桥体⾃洁作⽤
差。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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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端固位体的固位⼒相差悬殊，受到两端基⽛运动的相互影响可使固位体松动、脱落。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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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C

【解析】 
⽛周储备⼒又被称为⽛周潜⼒，是指在正常咀嚼运动中，咀嚼⾷物的颌⼒⼤约只为⽛周组织所能⽀
持的⼒量的⼀半，⽽在⽛周组织中尚储存有另⼀半的⽀持能⼒，即⽛周储备⼒。固定桥修复中正是
动⽤了基⽛的部分，甚⾄全部⽛周储备⼒，以承担桥体的额外负担来补偿缺失⽛的功能，故⽛周储
备⼒是固定桥修复的⽣理基础。

92. 患者，男，46岁。456缺失，余留⽛健康。可摘局部义齿的⽀点线
应设计成（  ）。

A. 斜线式
B. 直线式
C. 横线式
D. 纵线式
E. 平⾯式
【答案】 D

【解析】 
⽀点线位于⽛⼸的⼀侧⽽成前后⽅向者，即纵线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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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为使上前⽛的位置衬托出上唇的丰满度，可参考下列制作，除了
（  ）。

A. 上前⽛唇⾯⾄切⽛乳突中点⼀般8～10mm
B. 年轻⼈，上尖⽛顶连线通过切⽛乳突前缘
C. ⽼年⼈，上尖⽛顶连线与切⽛乳突后缘平齐
D. 上尖⽛唇⾯与腭皱的侧⾯相距10.5mm
E. 上前⽛切缘在唇下露出2mm
【答案】 B

【解析】 
年轻⼈，上尖⽛顶连线通过切⽛乳突中点⽽不是前缘。

94. 倾斜基⽛固定桥取得共同就位道的⽅法中错误的是（  ）。

A. 正极
B. 预备
C. 改变固位体设计
D. 拔除倾斜⽛
E. 双套冠
【答案】 D

95. 固定义齿连接体的横截⾯积不⼩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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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固定连接体应位于基⽛的近中或远中⾯的接触区，其⾯积不应⼩于4mm 。

96. 肯⽒⼀类⽛列缺失，如果⼜底⾄⾆侧龈缘的距离为5mm，⼤连接体
应该采⽤（  ）。

A. ⾆杆
B. ⾆板
C. 唇杆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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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杆+前⽛⾆隆突上连续卡环
E. 前⽛⾆隆突上连续卡环
【答案】 B

【解析】 
⾆板常⽤于⼜底浅，⾆侧软组织附着⾼（⼜底到龈缘的距离在7mm以下）。

97. 患者，男，70岁。戴下颌活动义齿半年，昨⽇咬物时折断。查：⽽
7654224567黏膜⽀托式可摘局部义齿，3处⾆侧基托纵折，两断端约
1.5mm厚，咬合接触良好。造成基托折断的原因是（  ）。

A. 基托过薄
B. 咬过硬⾷物
C. 习惯单侧咀嚼
D. 取戴义齿⽅法不正确
E. ⽛槽嵴吸收，现基托与组织不密合
【答案】 A

【解析】 
塑料基托的厚度约2mm，本题所述基托折断是由于基托过薄造成的。

98. 患者，男，45岁。2年前⾏固定义齿修复，⽬前⽛齿酸痛。查：65
缺失，7-4固定义齿，7全冠，4冠已松动，继发龋。其松动的原因是
（  ）。

A. 桥体过长
B. 基⽛松动
C. 冠边缘不密合
D. 咬合⼒过⼤
E. 固位⼒不均衡
【答案】 E

【解析】 
两端固位体的固位⼒相差悬殊，受到两端基⽛运动的相互影响，可使固定桥松动、脱落。

99. 患者，⼥，35岁。戴右下活动义齿1周，感义齿松动⽽复诊，经医
⽣调改卡环后固位好，使⽤1天后，感黏膜疼痛再次复诊。查：6活动
义齿，固位⼒⼤，颊侧基托覆盖处黏膜充⾎，有压痕，咬合时可见颊
⾆向摆动。造成软组织疼痛的原因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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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咬合不平衡
B. 颊侧卡环过紧
C. 基托组织⾯有⼩结节
D. 基托⾯积⼩，压⼒集中
E. 基托不贴合，使义齿不稳定
【答案】 B

【解析】 
6缺失可摘局部义齿修复，⽀点线为纵式⽀点线，活动义齿1周⽆疼痛，经医⽣调改卡环后，致颊侧
黏膜疼痛，有压痕。故答案选择B项。

100. 关于复合固定桥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包括4个或4个以上的⽛单位
B. 整个固定桥中含有两个以上的基⽛
C. 承受外⼒时，各基⽛受⼒反应⼀致
D. 获得共同位道⽐较困难
E. 复合固定桥常包括前⽛和后⽛
【答案】 C

【解析】 
复合固定桥在承受外⼒时，各基⽛受⼒反应不⼀致，C项错，其他4选项均对。

101. 不属于固定桥冠内固位体的是（  ）。

A. 两⾯嵌体
B. 三⾯嵌体
C. 多⾯嵌体
D. 针型固位⾼嵌体
E. 桩冠
【答案】 E

【解析】 
固定桥冠内固位体包括两⾯嵌体、三⾯嵌体、多⾯嵌体，针型固位⾼嵌体。桩冠属于根内固位体。

102. 属于特殊结构的固定桥是（  ）。

A. 单端固定桥
B. 双端固定桥
C. 半固定桥
D. 复合固定桥
E. 黏结固定桥
【答案】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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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特殊固定桥包括：种植固定桥、固定⼀可摘联合桥、黏结固定桥等。

103. 需采⽤复合固定桥的情况是（  ）。

A. 两侧侧切⽛缺失
B. 两中切⽛缺失
C. ⼀侧单个后⽛缺失
D. 第⼀前磨⽛和第⼀磨⽛缺失
E. 全部磨⽛游离缺失
【答案】 D

【解析】 ⽐较常见的复合固定桥的设计是⼀个双端固定桥连接⼀个单端固定桥，或者是连接⼀个半
固定桥，故修复体固定桥⼀般包含⾄少2个或3个⾄多个间隔基⽛，包含4个或4个以上的⽛单位。答
案选D项。

104. 需要考虑增加固定桥基⽛数⽬的情况是（  ）。

A. 基⽛为单根⽛
B. 基⽛轻度倾斜
C. 基⽛⽛周膜增宽
D. 基⽛⽛槽⾻吸收l/3以上
E. ⽆对 功能的基⽛
【答案】 D

【解析】 
⽛槽⾻吸收，要求最多不超过根长的1/3，必须选⽤做基⽛时，应该增加基⽛数。

105. 当双端固定桥两端固位⼒不相等时会引起（  ）。

A. ⼀端基⽛松动
B. ⼀端基⽛下沉
C. ⼀端固位体磨耗
D. ⼀端固位体松动
E. 整个固定桥变形
【答案】 D

【解析】 两端固位体的固位⼒相差悬殊，受到两端基⽛运动的相互影响，可使固定桥松动、脱落。

106. 与减少桥体 ⼒相关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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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颊⾆向径
B. 轴⾯形态
C. 龈⾯形态
D. ⾃洁形态
E. 桥体强度
【答案】 A

【解析】 
桥体⾯的⼤⼩与基⽛承担的颌⼒⼤⼩有关，为了减⼩颌⼒，减轻基⽛的负担，可通过适当缩⼩桥体
颌⾯的颊⾆径宽度和扩⼤⾆侧外展隙来达到⽬的。

107. 在同等条件下，若固定桥桥体的厚度减半，其挠曲变形量可增加
⾄原来的（  ）。

A. 2倍
B. 4倍
C. 6倍
D. 8倍
E. 10倍
【答案】 D

【解析】 
压⼒加⼤，超过桥体的应⼒极限，则使平衡破坏，受⼒点向下弯曲，两端上翘，梁的这种变形称挠
曲变形。

108. 固定桥倾斜⽛做基⽛，如患者年轻，⾸选的⽅法是（  ）。

A. 直接预备
B. 失活倾斜⽛，⼤量磨改
C. 做单侧固定桥
D. 做半固定桥
E. 正畸后再复
【答案】 E

109. 减轻固定桥桥体所受颌⼒的⽅法中错误的是（  ）。

A. 脱离颌接触
B. 扩⼤颌⾯⾆外展隙
C. 加深颌⾯颊⾆沟
D. 增加颌⾯副沟
E. 减少颌⾯颊⾆径
【答案】 A

金
英
杰
口
腔
医
学
研
究
院



110. 不能⽤作桥体龈端的材料是（  ）。

A. ⾃凝塑料
B. 热凝塑料
C. 复合树脂
D. 合⾦
E. 陶瓷
【答案】 A

111. 以下哪种情况不宜⾏⾦属烤瓷全冠修复？（  ）

A. ⽛体缺损较⼤⽽⽆法充填治疗者
B. 氟斑⽛
C. 前⽛错位、扭转
D. 青少年恒⽛
E. 变⾊⽛
【答案】 D

【解析】 
尚未发育完全的年轻恒⽛不宜做⾦属烤瓷全冠。

112. 上颌磨⽛桩冠修复时最可能利⽤的根管是（  ）。

A. 腭侧根
B. 近中⾆侧根管
C. 近中颊侧根管
D. 近中颊侧根管+远中颊侧根管
E. 远中颊侧根管
【答案】 A

【解析】 
在上颌磨⽛的根管中，腭侧根管最长、最粗，形态较规则，易于获得桩核冠修复，否则⾦属全冠可
能由于固位形不够⽽松动脱落或抗⼒形不够使⽛体进⼀步缺损。

113. 患者，⼥，30岁。固定义齿粘固后半⽉，近两天刷⽛时有少量出
⾎。⽆其他症状。查：5缺失，46为桥基⽛，冠边缘平齐龈缘，与⽛体
组织贴合良好。67之间⽛线可顺利通过，乳突处有少量⾷物滞留，龈
红肿。引起⽛龈出⾎的原因是（  ）。

A. 冠边缘刺激⽛龈
B. 接触点松
C. 冠外形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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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患者未认真刷⽛
E. 对 有楔⼊式⽛尖
【答案】 B

【解析】 
由于接触点松引起⾷物嵌塞、龈红肿、⽛龈出⾎。正常邻⾯接触应该是⽛线进⼊邻间隙应受到与正
常邻接关系相同的阻⼒。

114. ⼀患者4缺失，间隙正常，3银汞充填体，5已作⽛髓治疗，位置正
常，与下颌对颌的覆 ⽛覆盖关系正常，以下修复设计中最合理的是
（  ）。

A. 双端固定桥
B. 单端固定桥
C. 单端固定桥
D. 直接作可摘局部义齿
E. 全冠修复后制作可摘局部义齿修复
【答案】 A

【解析】 
双端固定桥的桥基⽛能承受较⼤的颌⼒，且两端基⽛所分担的⽛合⼒也⽐较均匀，此为临床所⼴泛
采⽤的⼀种固定桥。

115. 患者，⼥，50岁，⼀侧游离缺失，在减⼩义齿游离鞍基⽔平向移
动中，⽆效的设计是（  ）。

A. 应⽤双侧联合设计
B. 设计间接固位体
C. 选⽤⽛尖斜度⼤的⼈⼯⽛
D. 设计减⼩基⽛扭⼒的卡环
E. 扩⼤鞍基⾯积
【答案】 C

【解析】 
减⼩⼈⼯⽛⽛尖斜度可以减⼩侧向颌⼒，达到咬合平衡，减少⽔平⽅向移动。选C项。

116. 患者，男，54岁。6缺失，前后均有基⽛，按Kennedy分类属于
（  ）。

A. 第⼀类
B. 第⼆类
C. 第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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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第三类⼀亚类
E. 第四类
【答案】 C

【解析】 
义齿鞍基在⼀侧或两侧，且鞍基前后都有基⽛，缺隙的数⽬有亚类代表即另有⼀个缺隙为第⼀亚
类，另有两个缺隙为第⼆亚类。

117. 患者，⼥，50岁。戴义齿3天，咀嚼时感义齿松动度明显。查：
876515678缺失，为托式可摘局部义齿。44上分别为三臂卡环，颊⾆侧
基托位于黏膜转折，远中覆盖磨⽛后垫近中1/3。前伸颌及侧⽅ 未见
早接触。引起义齿翘动的原因是（  ）。

A. 基托伸展过长
B. ⾮正中 ⽆多点接触
C. ⽀托形成了转动轴
D. 卡环数⽬不够
E. 覆盖的基托游离端黏膜过厚
【答案】 C

【解析】 
在⽀点的平衡端放置间接固位体，如⽀托、隙卡，或者延长基托，可减少义齿的翘动。

118. 患者，男，56岁。戴上颌义齿，戴义齿时前⽛区⽛龈疼痛。查：
65421112367缺失。托式黏膜⽀持式可搞义齿。唇、颊基托边缘伸展⾄
黏膜转折，前⽛区⽛槽较突。引起疼痛的原因是（  ）。

A. ⼒⼤
B. 义齿下沉
C. 基托伸展过长
D. 基托进⼊倒凹内
E. 基托过厚
【答案】 D

【解析】 
前⽛区⽛槽较突，基托进⼊倒凹内，可引起戴义齿时前⽛区⽛龈疼痛，前⽛区⽛槽较突可以不放基
托。

119. 患者，⼥，60岁，戴上下⽛托l周，感嚼碎⾷物困难。查：
76542111234567缺失，托式可摘局部义齿，上义齿黏膜⽀持，⼈⼯⽛
较天然⼩，⾯外形正常，咬合状态下，咬合纸可从上下⽛之间抽出，
造成嚼碎⾷物困难的原因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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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过⼩
B. 垂直距离过低
C. 咬合低
D. ⼈⼯⽛ ⾯⽆⾷物
E. ⼈⼯⽛⽛尖斜度不够⾼
【答案】 C

【解析】 
嚼碎⾷物困难是由于咬合接触不良造成的。

120. 固定桥粘固后短时间内出现咬合时疼痛，⾸先要检查的是
（  ）。

A. 根尖状况
B. 咬合状况
C. ⽛龈状况
D. ⽛槽⾻状况
E. 缺⽛区⽛槽嵴粘膜
【答案】 B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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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C

【解析】 
固定桥承担的颌⼒⼏乎全部由基⽛及其下的⽛周⽀持组织承担，起⽀持⼒作⽤。

122. 需采⽤双端固定桥的是（  ）。

A. 212缺失
B. 8765缺失
C. 78缺失
D. 678缺失
E. 22缺失
【答案】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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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22缺失，可以设计两组或⼀组固定桥修复；A项可设计为为复合固定桥；B、D项⼀般情况下不考虑
设计固定桥修复；C项可做单端固定桥。

123. 后⽛临床⽛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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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B

【解析】 
基⽛的临床⽛冠必须有⾜够的⽛体组织，适当的形态和良好的⽛体结构，为固位体提供固位形，基
⽛⽛冠的形态和结构⼀固位体的固位形和抗⼒形有密切关系。后⽛临床⽛冠与固定义齿功能直接有
关的是固位⼒，固定桥的固位作⽤好，抗⼒也好。

124. 对于可摘局部义齿的间接固位体下列哪项叙述是错误的？
（  ）

A. 间接固位体距⽀点线的垂直距离最好能等于⽀点线到鞍基远端的垂直距离
B. 远中游离缺失的RPD间接固位体最好放在尖⽛的⾆隆突上
C. 横线式或斜线式的⽀点线必须放间接固位体
D. 间接固位体多⽤于修复双侧或单侧后⽛游离缺失或多数前⽛缺失
E. 间接固位体距⽀点线的距离越近，对抗转动的⼒越好
【答案】 E

【解析】 
间接固位体距⽀点线的距离越远，则对抗转动的⼒越强，⼀般从间接固位体到⽀撑线的垂直距离最
好能⼤于或等于从鞍基远端到⽀点线的垂直距离。

125. 当双端固定桥两端基⽛的⽀持⼒相差过⼤时会引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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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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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当双端固定桥两端基⽛的⽀持⼒相差过⼤时，⽀持⼒弱的⼀端，⽛周膜内应⼒增⼤，超过了基⽛⽛
周组织的耐受⼒时，使基⽛松动。

126. 对于⽛冠形态正常的基⽛，固位⼒最⼤的是（  ）。

A. 嵌体
B. 桩冠
C. 全冠
D. 部分冠
E. 核桩冠
【答案】 C

【解析】 
全冠覆盖了基⽛的各个⾯，其固位⼒最强，是临床上最常⽤的固定桥的固位体。

127. 与固定桥桥体所承受的颌⼒⼤⼩有关的是（  ）。

A. ⾃洁形态
B. 轴⾯形态
C. 龈⾯形态
D. 颊⾆向径
E. 桥体强度
【答案】 D

【解析】 
桥体⾯的⼤⼩与基⽛承担的颌⼒⼤⼩有关，为了减⼩颌⼒，减轻基⽛的负担，可通过适当缩⼩桥体
⾯的颊⾆径宽度和扩⼤⾆侧外展隙来达到⽬的。

128. 与固定桥桥体龈⾯⾃洁性直接有关的是（  ）。

A. 龈⾯接触形态
B. ⽛槽嵴宽窄度
C. 龈⾯横截⾯积
D. ⽛槽嵴吸收程度
E. 龈⾯采⽤的材料
【答案】 A

【解析】 
与固定义齿桥体龈⾯⾃洁性有关的最重要因素是桥体龈⾯接触形态，鞍式的接触式桥体⾃洁作⽤
差。

129. 前⽛区固定桥修复后会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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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颊向运动
B. 唇向运动
C. 近中向运动
D. 远中向运动
E. 垂直向运动
【答案】 B

【解析】 
前⽛双端固定桥的桥体不在⽀点线上时，则会发⽣两个基⽛的⽀点连线为轴的旋转，⽀点线以下的
根尖1/3部向⾆侧旋转，⽽⽀点线以上的跟中上2/3部向唇侧旋转。

130. 可摘局部义齿基托伸展的范围取决于（  ）。

A. 黏膜的厚度
B. 基托的种类
C. ⼒的⼤⼩
D. 缺⽛的时间
E. ⼈⼯⽛的种类
【答案】 C

【解析】 
可摘局部义齿基托伸展的范围，根据缺⽛部位、数⽬、基⽛健康状况、⽛槽嵴吸收程度和邻近软组
织缺损情况、颌⼒⼤⼩等决定。

131. 对邻⾯板的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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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B

【解析】 
邻⾯板与卡环臂有拮抗作⽤，其他选项是正确的。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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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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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桥体刚性不够
E. ⼒过于集中
【答案】 D

【解析】 
压⼒加⼤，超过出来的应⼒极限，则使平衡破坏，梁从受⼒点向下弯曲，两端上翘，梁的这种变形
称挠曲变形。

133. 下⾯哪项缺损适合采⽤平均倒凹法确定就位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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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凹⼤
【答案】 E

【解析】 
调节倒凹法适⽤于基⽛⽛冠短，且彼此平⾏者，使义齿的就位道是斜向就位道，可以防⽌吃黏性⾷
物时从 向脱位。

134. 三型卡环（适⽤于三型观测线）的特点是（  ）。

A. 固位、稳定作⽤好，⽀持作⽤差
B. 固位、稳定、⽀持作⽤均好
C. 固位、稳定、⽀持作⽤均差
D. 固位、⽀持作⽤好，稳定性差
E. 稳定、⽀持作⽤好，固位差
【答案】 D

【解析】 
⼀型观测线的特点：固位、稳定、⽀持作⽤均好；⼆型观测线的特点：固位和⽀持作⽤好，稳定作
⽤稍差；三型观测线的特点：固位和⽀持作⽤较好，稳定作⽤较差。

135. 对Kennedy第⼀、⼆类缺失修复体的设计要点是，除外（  ）。

A. 取压⼒印模
B. 增加间接固位体
C. 减轻主要基⽛上的颌⼒
D. 排列与天然⽛等⼤的⼈⼯⽛
E. 扩⼤鞍基，使 ⼒均匀分布在⽛槽嵴上
【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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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的颊⾆径应⽐天然⽛颊⾆径略减⼩，以减轻⽀持组织的负荷。

136. 可摘局部义齿基托不具备的功能是（  ）。

A. 承担和集中 ⼒
B. 保护黏膜及⽛槽⾻
C. 连接义齿各部成⼀整体
D. 加强义齿的固位和稳定
E. 修复缺损的软、硬组织
【答案】 A

【解析】 
基托的主要作⽤是供⼈⼯⽛排列附着，传导和分散颌⼒；将义齿的各个部分连接在⼀起，修复缺损
的软、硬组织，能够加强义齿的固位和稳定，也有间接固位作⽤。

137. RPA卡环组固位臂的坚硬部分仅应（  ）。

A. 与观测线平齐
B. 在观测线上缘
C. 在观测线上⽅0.1mm
D. 在观测线下⽅0.1mm
E. 在观测线下⽅0.2mm
【答案】 B

【解析】 
RPA卡环正确的设计为卡环臂的坚硬部分应准确地位于⽛颊⾯的观测线上缘，卡环臂的弹性部分进
⼊倒凹区。

138. 灌⽯膏模型前，在孤⽴⽛处插⼊⼩⽵签的⽬的是（  ）。

A. 便于灌模
B. ⽅便脱模
C. 加强⽯膏⽛强度
D. 避免孤⽴⽛产⽣⽓泡
E. 有利于上下颌模型准确对合
【答案】 C

【解析】 
灌模前在孤⽴⽛处插⼀个⽵签加强⽯膏⽛，以免在分离模型时将⽯膏⽛折断。

139. 可摘局部义齿间接固位体的主要作⽤不是防⽌义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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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翘起
B. 下沉
C. 摆动
D. 旋转
E. 脱位
【答案】 E

【解析】 
间接固位体可以辅助直接固位体起固位作⽤，是为防⽌义齿翘动、摆动、旋转、下沉⽽设计的⼀些
固位装置，主要是加强义齿的稳定性。

140. 铸造卡环进⼊倒凹的深度⼀般不宜超过（  ）。

A. 0.5mm
B. 0.6mm
C. 0.7mm
D. 0.8mm
E. 1.0mm
【答案】 A

【解析】 
⼀般铸造钴铬合⾦卡环臂端进⼊倒凹深度约为0.25mm，⾦合⾦约为0.5mm，弯制钢丝卡环约为
0.75mm。

141. 可摘局部义齿戴⼊⼜内后，调好的咬合标志是（  ）。

A. 患者⾃述⽆⾼点
B. ⼈⼯⽛上显⽰的蓝点多
C. ⼈⼯⽛ ⾯⽆蓝点出现
D. 天然⽛与⼈⼯⽛ ⾯均有较多的蓝点
E. 患者⾃述咬合⾼
【答案】 D

142. 以下情况会加⼤基⽛的负担，除了（  ）。

A. 缺⽛数⽬多，缺⽛间隙长
B. 基托下黏膜松软，移动度⼤
C. 卡环与基⽛⽛冠表⾯接触⾯积⼤，卡环刚性⼤
D. ⽛槽嵴丰满
E. 义齿⽋稳定，咬合不平衡
【答案】 D

金
英
杰
口
腔
医
学
研
究
院



【解析】 
⽛槽嵴丰满，缺⽛区软硬组织可以提供⾜够的⽀持，可以减少基⽛的负担。

143. 混合⽀持式义齿的设计要点中，错误的是（  ）。

A. 在主要基⽛上设计作⽤良好的卡环
B. 设计应⼒中断式卡环
C. 取功能性或压⼒印模
D. 增加间接固位
E. 排硬质⽛
【答案】 E

【解析】 
减少⽀持组织承受的颌⼒，减慢⽛槽嵴吸收的速度应排塑料⽛，其他4选项正确。

144. 患者，男，55岁，戴下颌⽀架式可摘局部义齿3天，感疼痛厉害。
查：丽可摘局部义齿，⾆杆连接，前部⽛槽嵴⾆侧为斜坡型，义齿各
部与组织贴合良好。⾆杆下缘处黏膜溃疡，⾆杆不影响⼜底软组织活
动。造成疼痛的原因是⾆杆（  ）。

A. 与黏膜贴合过紧
B. 边缘不光滑
C. 位置不当
D. ⽆弹性
E. 过厚
【答案】 A

【解析】 
斜坡形者⾆杆与黏膜轻轻接触，为防⽌义齿受⼒下沉后⾆杆压迫软组织，⾆杆应预留0.5mm的缓冲
间隙。

145. 某患者21上缺失，余⽛正常。其固定义齿设计应采⽤（  ）。

A. 半固定桥
B. 单端固定桥
C. 双端固定桥
D. 特殊固定桥
E. 复合固定桥
【答案】 E

【解析】 ⽐较常见的复合固定桥的设计是⼀个双端固定桥连接⼀个单端固定桥，或者是连接⼀个半
固定桥，故修复体固定桥⼀般包含⾄少2个或3个⾄多个间隔基⽛，包含4个或4个以上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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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患者，男，30岁，1缺失，2残根短321为固定义齿基⽛，此设计的
主要理由是（  ）。

A. 增加抗⼒型
B. 增加义齿⽀持
C. 增加前⽛美观
D. 增加义齿固位
E. 提⾼义齿切割能⼒
【答案】 B

【解析】 
⽛周膜⾯积越⼤，⽛周储备⼒越⼤，基⽛的⽀持⼒越强，2是上颌⽛齿中⽛周膜⾯积最⼩的⼀个，现
又是残根，如果只⽤2作固定桥的基⽛，会使桥体两侧基⽛形成悬殊的⽀持⼒，故设计321为桥基
⽛。

147. 患者，男，35岁，上前⽛外伤脱落1天，因⼯作需要，要求做即刻
修复。检查：上唇肿胀1缺失，伤⼜内⾎凝块充盈。未见其他异常。⽬
前应⾸选修复⽅式是（  ）。

A. ⽛再植
B. 种植义齿
C. 固定义齿
D. 覆盖义齿
E. 可摘局部义齿
【答案】 E

【解析】 
国际⼜腔修复界积极推⼴“⽆缺⽛期”的修复理念，主张在拔⽛前为患者制作预成义齿或即可义齿，
拔⽛后即刻戴⼊也提⾼患者的⽣活质量。本题所述患者虽然是外伤，但也可以这样处理，答案选B，
其他选项不适合⽬前的修复。

148. 患者，⼥，45岁，可摘局部义齿初戴1周，主诉恶⼼，特别在⾏使
功能时尤为厉害。查：76567远中游离可摘局部义齿，后腭杆位于颤动
线处。义齿各部与组织贴合良好。正中 、⾮正中 均⽆早接触。引起
恶⼼的原因是（  ）。

A. 后腭杆位置偏后
B. 初戴不适应
C. 腭杆不光滑
D. 基托过⼤
E. 两侧基托过厚
【答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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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后腭杆位于腭隆突之后，颤动线之前，两端微弯向第⼀、第⼆磨⽛之间，过后易引起恶⼼对敏感者
其位置可适当向前调整。

149. 患者，⼥，50岁，戴义齿半⽉，感翘动明显。查：765567游离端
可摘局部义齿，44分别为三臂卡环，颊、⾆侧基托伸展稍长，基托远
中覆盖磨⽛后垫前缘。指压时，义齿前后翘动。引起义齿翘动的主要
原因是（  ）。

A. 基托伸展长
B. 咬合不平衡
C. 卡环固位⼒差
D. 游离区的黏膜过厚
E. 义齿的⽀托形成了转动轴
【答案】 E

【解析】 
765567缺失，形成的⽀点线为横线式，在⾏使功能时易发⽣沿横线轴旋转现象。

150. 以下哪种固位体固位效果最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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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缺损⼤，剩余⽛体组织不能为嵌体提供固位和保证⾃⾝的抗⼒，则在⼜内⾏使功能时容易产⽣
嵌体的脱落或⽛体的折裂。

151. 下列哪种不是常⽤固位体的类型？（  ）

A. 冠内固位体
B. 冠外固位体
C. 根内固位体
D. 活动固位体
E. A+B+C
【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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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修复体固位形式主要可以分为包绕预备体表⾯的冠外固位体和进⼊⽛体内部的冠内固位体及根内固
位体。

152. 固定桥最重要的⽀持基础（  ）。

A. ⽛槽⾻的量
B. ⽛周膜
C. ⽛根
D. 结合上⽪
E. 黏⾻膜
【答案】 B

153. 可导致戴上颌义齿后恶⼼、唾液增多的是（  ）。

A. 义齿基托后缘⽋密合
B. 颊侧系带处基托缓冲不够
C. 磨光⾯形态不佳
D. 后⽛排列偏颊侧
E. 义齿基托后缘过短
【答案】 A

【解析】 
上颌义齿基托后缘⽋密合，功能运动时刺激黏膜可引起恶⼼及唾液增多，颊系带缓冲不⾜会导致固
位⼒差，⼀吃蘑菇安眠外形不好、过厚也可导致固位不佳、恶⼼，后⽛排列偏颊侧会导致固位差。

154. 固定义齿采⽤冠外固体位时，与义齿固位最直接相关的组织结构
是（  ）。

A. 基⽛临床⽛冠
B. 基⽛临床⽛根
C. 缺⽛间隙
D. 缺⽛区⽛槽嵴
E. 缺失⽛对颌⽛
【答案】 A

【解析】 
冠外固定体固位作⽤与基⽛的⽛冠形态有密切关系，当基⽛⽛冠有⾜够的⽛体组织、适当的形态和
良好的⽛体结构时，能够获得理想固位。

155. 设计半固定桥的主要原因是（  ）。

金
英
杰
口
腔
医
学
研
究
院



A. 应⼒缓冲
B. 以便获得共同的就位道
C. 美观
D. 制作⽅便
E. 价格便宜
【答案】 B

【解析】 
半固定桥的应⼒缓冲作⽤现已受到质疑。当桥体受⼒时，两端基⽛受⼒不如双端固定桥均匀，当基
⽛受⼒时，活动端连接的基⽛也有可能出现应⼒集中的现象。

156. 固定桥的基⽛⽛槽⾻吸收不能超过根长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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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固定桥的基⽛⽛槽⾻吸收不能超过根长的1/3；必须选⽤⽛槽⾻吸收较多的⽛作基⽛时，应该增加基
⽛数。

157. 固定修复最适合的年龄在（  ）。

A. 20～60岁
B. 20～55岁
C. 20～40岁
D. 30～60岁
E. 25～60岁
【答案】 A

【解析】 
固定修复⼀般来说，青年及壮年阶段是最佳年龄段，即20～60岁。

158. 下颌⽛列中⽛周膜⾯积最⼩的是（  ）。

A. 中切⽛
B. 侧切⽛
C. 第⼀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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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第⼆前磨⽛
E. 尖⽛
【答案】 A

159. 固定桥粘固后短时间内会出现咬合疼痛，最可能的原因是
（  ）。

A. 根尖病变
B. ⽛周炎
C. 对颌⽛伸长
D. 早接触
E. 固位体边缘刺激
【答案】 D

【解析】 
固定桥粘固后短时间内出现的咬合疼痛多为早接触点引起的创伤性⽛周膜炎引起。

160. 解剖式⼈⼯⽛的⽛尖斜度⼀般为（  ）。

A. 0°
B. 10°
C. 15°
D. 20°
E. 30°
【答案】 E

【解析】 
解剖式⽛颌⾯形态与正常⽛相似，⽛尖斜度约30°。半解剖式⽛，模拟⽼年⼈的颌⾯磨耗，⽛尖斜度
略低，约20°。⾮解剖式⽛⽐较典型的为：⽆尖⽛（0°⽛），⽆尖⽛⽆⾼出 ⾯的⽛尖，颌⾯仅有沟
窝、排溢沟等，上下后⽛颌⾯间是平⾯接触。

161. RPI卡环邻⾯板的作⽤是（  ）。

A. 防⽌基托下沉
B. 减少⽛槽嵴受⼒
C. 减少基⽛受⼒
D. 增强义齿固位
E. 增加⽛槽嵴负担
【答案】 D

【解析】 
邻⾯板与基⽛的导平⾯之间的摩擦可增强义齿的固位⼒，防⽌义齿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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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患者，男，45岁，右上第⼀磨⽛缺失，右上第⼆磨⽛向缺隙侧轻
度倾斜，右上第⼆前磨⽛远中⾯⽆倒凹，拟⾏活动义齿修复，为取得
就位道，最佳的办法是（  ）。

A. 拔除倾斜⽛
B. 正畸治疗
C. 少量调磨右上第⼆磨⽛近中倒凹
D. 设计RPI卡环
E. 组合式义齿修复
【答案】 C

【解析】 
对有轻度倾斜移位的⽛，可适当消除倒凹，或稍微改变就位道⽅向，便可获得共同就位道。

163. 关于义齿基托磨光⾯的制备原则，错误的是（  ）。

A. 均应制成斜凸形斜⾯
B. 上颌颊⾯应为向上外的斜⾯
C. 上颌⾆⾯应为向上内的斜⾯
D. 下颌颊⾯应为向下外的斜⾯
E. 下颌⾆⾯应为向下内的斜⾯
【答案】 A

【解析】 
磨光⾯是指义齿与唇、颊和⾆肌接触的部分，磨光⾯的倾斜度、义齿周围边缘的宽度和⼈⼯⽛的颊
⾆位置正常时，⾆和颊才有帮助义齿稳定和抵抗脱位⼒的作⽤。磨光⾯制成斜凸形斜⾯，则肌⾁所
加的不是有助于固位和稳定的⼒量，可使义齿脱位。故答案选A项。

164. 混合⽀持式义齿基⽛的受⼒与⽛槽嵴丰满程度的正确关系是
（  ）。

A. ⽛槽嵴丰满者可能相对减轻基⽛的受⼒
B. ⽛槽嵴丰满者可能相对增加基⽛的受⼒
C. ⽛槽嵴窄⼩会相对减轻基⽛的受⼒
D. ⽛槽嵴低平会相对减轻基⽛的受⼒
E. ⽛槽嵴的丰满程度与基⽛的受⼒⽆关
【答案】 A

165. 患者，⼥，21岁。 深龋，曾有过夜间疼痛，遇冷热痛，检查：
龋未穿髓，电测反应迟钝，叩诊（±），应诊断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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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可复性⽛髓炎
B. 慢性闭锁性⽛髓炎
C. 慢性增⽣性⽛髓炎
D. 慢性溃疡性⽛髓炎
E. ⽛髓坏死
【答案】 B

【解析】 
患⽛有深龋但未穿髓，有⾃发痛史，现遇冷热痛，电测反应迟钝，叩诊（±）。以上为闭锁性⽛髓炎
的诊断指标。

166. 急性化脓性⽛髓炎的特点应除外（  ）。

A. ⾃发性剧痛
B. 冷加剧疼痛
C. 热加剧痛
D. 放散性痛
E. 夜间发作
【答案】 B

【解析】 
急性化脓性⽛髓炎的临床表现为：急性化脓性⽛髓炎时，患⽛⾃发性剧烈的跳痛，可有夜间痛和放
散性痛，最明显的特点是热加剧痛，⽽冷能缓解疼痛。

167. 患者2周前因 龋洞在外院做银汞合⾦充填。术后遇冷敏感症状加
重，叩痛（+），近⽇有阵发性⾃发痛，昨晚因疼痛难以⼊眠。诊断最
可能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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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C

【解析】 
患者出现阵发性⾃发痛、夜间痛，是急性⽛髓炎的典型表现。

168. ⼀患者下磨⽛⼲髓治疗已4年。近3周咬物不适，有时喝热⽔时
痛，睡前⾃发钝痛。最应考虑的诊断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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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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B

【解析】 
残髓炎是指经过⽛髓治疗后的患⽛，残留在根管内的⽛髓发⽣炎症。残髓炎常见于⼲髓术后。有⾃
发疼痛等⽛髓炎症状，多为钝痛或定时痛，患⽛有⽛髓治疗病史。叩痛（+）或叩诊不适。较强的温
度测验有感觉或持缓性反应痛。

169. 患⼉，6岁。右下后⽛⾃发痛伴夜间痛1⽇，冷热刺激加重疼痛。
查 颌⾯深龋，探洞底感疼痛，未穿髓，叩痛（⼀），冷测敏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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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A

【解析】 
⽛髓感染多来⾃⽛本质深层龋，该处相对缺氧的环境有利于厌氧菌的⽣长繁殖。故答案为急性⽛髓
炎。

170. 龋损在什么阶段时就开始产⽣⽛髓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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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髓处
【答案】 C

171. 进⼊⽛髓的有害物质不包括（  ）。

A. 内毒素
B. 胶原酶
C. 淀粉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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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透明质酸酶
E. 硫酸软⾻素酶
【答案】 C

【解析】 
进⼊⽛髓或根尖周组织中的细菌可产⽣多种有害物质，它们可直接毒害组织细胞，引发炎症和免疫
反应间接导致组织损伤。这些致病物质主要包括荚膜、纤⽑、胞外⼩泡、内毒素、酶和代谢产物。
其中酶包括胶原酶、硫酸软⾻素酶和透明质酸酶，这些酶可以使组织基质崩解，有利于细菌扩散。

172. 患者，⼥，31岁。右下后⽛进⾷嵌塞痛2周，偶有喝冷⽔疼痛。⽆
⾃发痛。检查发现右下第⼀磨⽛颌⾯深龋洞，冷测反应正常，冷刺激
⼊洞出现⼀过性敏感，叩痛（⼀），去净腐质后洞底⽆穿髓孔该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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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A

【解析】 
患者出现喝冷⽔疼痛，⽆⾃发痛，检查时冷测反应正常，冷刺激⼊洞出现⼀过性敏感，是深龋的典
型表现，加之去净腐质未见穿髓点，可推断⽛髓状态正常。由于冷测反应正常，冷刺激只在⼊洞时
出现⼀过性敏感，故考虑未出现可复性⽛髓炎体征，没有⽛髓充⾎情况，可双层垫底后充填。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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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C

【解析】 
⽛周病时，深⽛周袋中的细菌可以通过根尖孔或侧⽀根管进⼊⽛髓，引发⽛髓感染，这种⽛周途径
导致的⽛髓感染称为逆⾏性感染，所引起的⽛髓炎称为逆⾏性⽛髓炎。在后⽛多发⽣于根分叉暴露
的⽛周病患⽛，由于根分叉区侧⽀根管较多，细菌通过侧⽀根管感染⽛髓。

174. 急性⽛髓炎的诊断步骤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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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先⿇醉⽌痛，后查患⽛和问诊
B. 先温度测验，后查患⽛和问诊
C. 先问诊，后做⿇醉⽌痛和检查
D. 先问诊，再查⽛，后温度测验
E. 先查患⽛，后问诊做温度测验
【答案】 D

【解析】 
经问诊收集病史是诊断过程的第⼀步，也是⽛髓病和根尖周病诊断的重要步骤。医⽣可通过病史了
解疾病的发⽣、发展、治疗经历以及患者的全⾝情况。因急性⽛髓炎患者常常不能⾃⼰定位患⽛，
需要温度测试等⽅法确定患⽛，因此不能⿇醉⽌痛后检查。

175. 临床确诊⽛髓坏死的最有效检查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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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C

176. 常⽤于根管机械预备的器械为（  ）。

A. 根管钻和冲洗器
B. 根管钻和根管锉
C. ⾦刚砂钻和根管锉
D. 拔髓针和光滑髓针
E. 扩孔钻和螺旋充填器
【答案】 B

【解析】 
根管钻和根管锉对通过根管进⾏机械切削作⽤达到预备根管的⽬的。

177. 评定根管预备器械性能的指标如下，除外（  ）。

A. 穿透⼒
B. 器械弹性
C. 侧壁切割⼒
D. 带碎屑能⼒
E. ⼯作端的长短
【答案】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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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根管切削器械通过侧壁切割去除根管内感染物质及感染的⽛本质，并应将碎屑带出根管，其穿透⼒
可以使器械进⼊狭⼩根管，器械的弹性及韧性是预备弯曲根管的必要保证。

178. 根管机械预备的⽬的如下，除外（  ）。

A. 清除主根管内感染
B. 清除根管壁的感染
C. 扩⼤根尖孔以利引流
D. 减少弯曲根管的弯曲度
E. 预备根管形态以利充填
【答案】 C

【解析】 
根管预备的⽬的是采⽤机械和化学的⽅法尽可能地清除根管系统内的感染物。根管的机械成形有两
⽅⾯的含义：①需要在根尖狭窄的⽛本质⽅向形成⼀个底托状结构，即根尖⽌点，同时保持根尖狭
窄原有的解剖位置和外形，⽬的是将所有⼲预性操作限制在根尖狭窄以内的根管空间，并有利于根
管充填时将根充材料在根管内压紧充实，限制超充，防⽌对根尖组织的损害，因此不能扩⼤根尖
孔；②形成根管⾃根尖向冠⽅的⼤锥度，以提供⾜够的空间，利于化学冲洗、根管根尖部位感染物
的排出，以及根管的严密充填。

179. 根管预备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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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管⼜到根尖狭窄部长度
E. 切缘到根尖狭窄部长度
【答案】 E

【解析】 
根管预备的⽌点，应该是到根尖狭窄部位，前⽛⽆明显根管⼜形态，根管⼜也不能作为长度的参照
点，故应选择E项。

180. 根管消毒药的性能要求是（  ）。

A. 渗透性能弱
B. 消毒作⽤短暂
C. 使管壁染⾊
D. 弱的杀菌作⽤
E. 对根尖周组织⽆刺激
【答案】 E

金
英
杰
口
腔
医
学
研
究
院



【解析】 
根管消毒⽬的是进⼀步减少主根管及⽛本质⼩管内细菌的数量，故消毒药物应又⼀定的渗透性和较
强的杀菌作⽤，不会造成⽛齿变⾊，作⽤时间应较长并对根尖周组织⽆刺激。

181. ⽬前临床根管充填常⽤的硬性类材料是（  ）。

A. 银尖
B. ⽛胶尖
C. 塑料尖
D. 镍钛尖
E. 钴铬合⾦丝
【答案】 B

【解析】 
硬性根管充填材料包括⽛胶尖、银尖、钴铬合⾦丝、塑料尖等，⽛胶尖是⽬前临床最常⽤的根管充
填材料。

182. 根管充填应达到的标准为（  ）。

A. 恰填
B. 超填
C. ⽋填
D. 糊剂超填
E. ⽛胶尖⽋填
【答案】 A

183. 制备窝洞中，接近⽛龈的部分是（  ）。

A. 切壁
B. 龈壁
C. 近中壁
D. 远中壁
E. 颊侧壁
【答案】 B

184. 临床上对⽛髓已经坏死⽽⽛根尚未发育完全的年轻恒⽛治疗⽅法
应选择（  ）。

A. ⼲髓治疗
B. 根管治疗
C. 根尖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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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尖诱导形成术
E. 塑化治疗
【答案】 D

【解析】 
根尚未发育完全的年轻恒⽛应考虑根尖诱导形成术使其⽛根继续发育，根尖孔形成。根尖尚未发育
完成的年轻恒⽛是塑化治疗的禁忌证。

185. 患者，⼥，34岁。因下前⽛急性根尖周炎⾏根管治疗，第⼀次的
处理必须做（  ）。

A. 开髓开放
B. 局部⿇醉
C. 开髓拔髓开放
D. 开髓封失活剂
E. ⿇醉下拔除
【答案】 C

【解析】 
急性根尖周炎的应急处理应使根管通畅，建⽴髓腔引流通路。

186. 患者，男，50岁。半年前右上后⽛龋病做了充填治疗后⼀直⾷物
嵌塞，近⼀周来出现持续性⾃发性钝痛并有⽛龈出⾎，最可能的原因
是（  ）。

A. 充填时未垫底
B. 备洞时产热过多
C. 深龋使⽤刺激性较强的消毒药物
D. 充填时接触点恢复不良
E. 备洞时意外穿髓
【答案】 D

【解析】 
出现⾷物嵌塞多数是由于接触点接触不良，以及有充填式⽛尖所形成。

187. 成⼈患⽛三氧化⼆砷封药时间为（  ）。

A. 30～40分钟
B. 24～48⼩时
C. 3天
D. 半个⽉
E. 1个⽉
【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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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因三氧化⼆砷没有⾃限性，故成⼈患⽛三氧化⼆砷封药时间为24～48⼩时。

188. 鉴别急性⽛髓炎和三叉神经痛的要点是（  ）。

A. 阵发性痛
B. 放射性痛
C. 扳机点的有⽆
D. 做过⽛髓治疗
E. 服⽌痛⽚⽆效
【答案】 C

【解析】 
三叉神经痛的特点为触及扳机点后出现电击样疼痛。

189. 临床最多见的⽛髓疾病是（  ）。

A. 急性⽛髓炎
B. 慢性⽛髓炎
C. ⽛髓充⾎
D. ⽛髓钙变
E. ⽛内吸收
【答案】 B

【解析】 
临床所见⽛髓炎多为龋源性露髓导致的⽛髓长期炎症反应，有急性症状的龋源性露髓多为慢性⽛髓
炎急性发作。

190. 急性化脓性⽛髓炎有特点的症状是（  ）。

A. ⾃发痛阵发性加重
B. 冷刺激可缓解疼痛
C. 热刺激可缓解疼痛
D. 痛向对侧⾯部放散
E. 刺激除去痛⽴即消失
【答案】 B

【解析】 
急性化脓性⽛髓炎，髓腔压⼒⼤，冷可缓解髓腔压⼒，故常表现为“热痛冷缓解”，患者常含冷⽔就
诊。

191. 适合⽤间接盖髓术的患⽛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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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冠折露髓
B. 中龋备洞后
C. 备洞意外穿髓
D. 活髓⽛全冠预备后
E. 深龋去腐未净露髓
【答案】 B

【解析】 
间接盖髓术是将盖髓剂覆盖在接近⽛髓的⽛本质表⾯，以保存⽛髓活⼒的⽅法，主要⽤于治疗⽆⽛
髓病变的深龋患⽛。⽛髓暴露的患⽛不能⾏间接盖髓术。

192. 玻璃离⼦充填时，洞形要求不符合的是（  ）。

A. 洞有⼀定的深度
B. 洞缘可保留⽆基釉
C. 洞缘做洞斜⾯
D. 在不承受⼒时，可不做出固位形
E. 洞底可呈圆弧形
【答案】 C

193. 影响间接盖髓术预后的因素如下，除了（  ）。

A. 适应证的选择
B. 盖髓剂的⽤量
C. ⽛髓的修复能⼒
D. 术中的⽛髓损伤
E. 全⾝的健康状况滩
【答案】 D

194. 年轻恒⽛活髓切除术的⽬的是（  ）。

A. 保存患⽛⾏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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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C

195. 恒⽛⽛根未发育完全的死髓⽛应采⽤的促使根尖继续形成的治疗
⽅法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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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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髓⽛不能应⽤活髓切断术，故应该⾏根尖诱导成形术。

196. 患者⼀天来右侧后⽛⾃发性痛，夜间加重。查见右上第⼆前磨⽛
近中深龋。确定患⽛诊断的检查⽅法是（  ）。

A. 叩诊
B. 探诊
C. 温度测试
D. 电话⼒测验
E. X线⽚检查
【答案】 C

【解析】 
急性⽛髓炎疼痛冷刺激加重，是简便的确定患⽛的⽅法。

197. 患者，⼥，35岁。左上后⽛遇冷⽔痛4天，平时⽆其他不适。查右
上第⼀前磨⽛咬合⾯龋深达⽛本质中层，叩诊（⼀），冷测引起尖锐
痛，刺激去除后痛持续数⼗秒。考虑最可能的诊断是（  ）。

A. 深龋
B. ⽛本质过敏症
C. 可复性⽛髓炎
D. 急性⽛髓炎
E. 慢性⽛髓炎
【答案】 E

【解析】 
深龋及可复性⽛髓炎冷刺激可引起疼痛，但刺激去除后疼痛不持续。⽛本质过敏多为⽆龋坏患⽛由
于磨损等原因引起的⽛本质暴露。急性⽛髓炎又典型的⾃发痛症状。患者激发痛的症状符合慢性⽛
髓炎。

198. 患者，男，65岁。左下侧切⽛根管治疗过程中，发现根管内有钙
化物阻挡，可选择的根管⽤药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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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氯亚明
B. 3%双氧⽔
C. 19%HCl
D. 15%EDTA
E. 2%次氯酸钠
【答案】 D

【解析】 
EDTA有脱钙作⽤，对预备钙化的或弯曲根管效果较好。

199. 患者，男，41岁。右上后⽛半年来咬物疼痛，1天前夜间⽛痛急
诊。查见 银汞充填体边缘有龋，叩痛（+），热测引起剧痛，放散⾄
右颞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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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出现明显⾃发痛，咬物痛等⽛髓症状，可排出A、B、C项。慢性闭锁性⽛髓炎⼀般⽆明显⾃发
痛，热测多引起迟缓性痛或表现为迟钝。病例中夜间⾃发痛及热测引起剧烈疼痛并伴随放散痛应诊
断为慢性⽛髓炎急性发作。

200. 患者，男，53岁。2⽇来右下⽛痛为阵发性。进冷热⾷均痛，夜间
痛不能⼊睡，痛时引起⽿后痛。两年来⽛痛反复发作，外院曾诊断为
“三叉神经痛”服药治疗⽆效⽽来求治。该患者主诉疾病最可能是
（  ）。

A. 急性⽛髓炎
B. 慢性⽛髓炎急性发作
C. 急性根尖炎
D. 急性中⽿炎
E. 三叉神经痛
【答案】 B

【解析】 
患者两年来⽛痛反复发作，排出急性⽛髓炎。急性根尖周⼀般症状为明显咬物疼痛且不放散，⽛髓
多⽆反应，不会出现冷热刺激痛。急性中⽿炎不会出现⽛的冷热刺激痛。三叉神经痛多有明显扳机
点，并⽆⽛的冷热刺激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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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髓腔预备的要求如下，除外的是（  ）。

A. 除净髓室顶
B. 尽量扩⼤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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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B

【解析】 
在髓腔预备时，如果过分扩⼤根管⼜会发⽣根管侧穿或髓室底穿。其余选项的操作是为了清除的暴
露根管⼜并为根管预备提供⽅便。

202. 对急性⽛痛患者在未明确患⽛前，切忌（  ）。

A. 先问全⾝情况
B. 先做局⿇⽌痛
C. 先⾏温度测验
D. 先做患⽛探诊
E. 先让服⽌痛药
【答案】 B

【解析】 
⽛痛患者确定患⽛多要⽤到温度测验或电测等依靠患者主观感觉的检查⼿段，故不应先做局⿇⽌
痛。

203. 引起⽛髓暴露的原因主要是（  ）。

A. 深龋
B. 外伤
C. ⽛隐裂
D. 意外露髓
E. 楔状缺损
【答案】 A

204. ⽛髓病的主要致病因素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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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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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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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A

【解析】 
正常⽛髓对20℃～50%接近⼜温的⽔不感到疼痛，10%～20%的冷⽔和50。C～60℃的热⽔很少引起
疼痛，故以低于10℃为冷刺激，⾼于60℃为热刺激。因此答案为A项。
【考点提⽰】⽛髓疾病的诊断。

206. ⽛髓活⼒测验的结果表⽰为（  ）。

A. 正常、敏感、迟钝、⽆反应
B. 0°、1°、2°、3°、4°
C. （⼀）、（±）、（+）、（++）
D. 0°、Ⅰ°、Ⅱ°、Ⅲ°、Ⅳ°
E. 10、20、30、60、80
【答案】 A

【解析】 
正常⽛髓对20℃～50℃接近⼜温的⽔不感到疼痛，10℃～20℃的冷⽔和50℃～60%的热⽔很少引起
疼痛，故以低于10℃为冷刺激，⾼于60℃为热刺激。测试的结果是与患者本⼈正常健康⽛齿对照的
结果，因⽽不能简单⽤（+）（-）表⽰。具体表⽰法如下：正常，敏感，迟缓疼痛，迟钝，⽆反
应。故答案为A项。
【考点提⽰】⽛髓疾病的诊断。

207. 可复性⽛髓炎临床表现的特点是（  ）。

A. 患⽛有深龋洞
B. 冷⽔⼈洞后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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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复性⽛髓炎应为⽛髓充⾎状态，故冷测⼀过性敏感。患⽛深龋洞不能判定⽛髓情况。冷⽔⼊洞后
痛，可出现在⽛髓状态正常的深龋病例中。阵发性⾃发痛及热测引发迟缓痛则出现在不可复性⽛髓
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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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复合树脂充填时，不宜使⽤氧化锌丁⾹油糊剂垫底的原因是
（  ）。

A. 可致树脂性质改变
B. 影响树脂聚合
C. 影响树脂与⽛粘结
D. 使树脂变⾊
E. 使树脂抗压强度变⼩
【答案】 B

209. 盖髓剂的作⽤为诱导（  ）。

A. 成纤维细胞形成修复性⽛本质
B. ⽛⾻质细胞形成修复性⽛⾻质
C. 未分化的问充质细胞形成⽛本质
D. 成⽛本质细胞形成继发性⽛本质
E. 成⽛本质细胞形成修复性⽛本质
【答案】 E

【解析】 
盖髓术⽤具有使⽛髓病变恢复效应的制剂（盖髓剂）覆盖在近髓的⽛本质上或已穿髓的⽛髓创⾯
上，以防⽌或消除感染和炎症，使其保持或恢复健康，⾏使活髓功能。盖髓剂有促进⽛髓组织的修
复再⽣能⼒，诱导成⽛本质细胞形成修复性⽛本质。

210. 活髓切断术，临床⽤氧化锌丁⾹油糊剂暂封窝洞，观察时间为
（  ）。

A. 3～5天
B. 1周
C. 2周
D. 3周
E. 1～2个⽉
【答案】 C

【解析】 
活髓切断术放置盖髓剂后观察两周，如⽆症状则可去除部分暂封剂永久充填。

211. 患者，⼥，32岁。左上后⽛进⾷痛3⽉，平时热饮痛。查 |6 龋深，
探硬，不敏感，叩痛（+），冷测迟钝。该患⽛诊断最可能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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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深龋
B. ⽛髓坏死
C. 急性⽛髓炎
D. 慢性⽛髓炎
E. 可复性⽛髓炎
【答案】 D

【解析】 
患者病史较长，热饮痛，符合慢性⽛髓炎症状。检查见龋深，冷测迟钝，并有叩痛（+），说明⽛髓
反应迟钝，处于慢性炎症，故诊断最可能为慢性⽛髓炎。

212. 患者，男，21岁。右下后⽛近来常嵌塞⾷物疼痛，遇冷热甜酸刺
激时敏感，但⽆⾃发痛。检查发现 深龋，探洞底敏感，⽆叩痛。治疗
前应当判明的主要问题是（  ）。

A. 龋洞的⼤⼩
B. 龋洞的位置
C. 龋坏组织的多少
D. 腐质颜⾊的深浅
E. ⽛本质⼀⽛髓复合体反应
【答案】 E

【解析】 
龋坏并未穿髓，但细菌及其毒素可通过⽛本质⼩管感染⽛髓，故应判断⽛本质⼀⽛髓复合体状态。

213. 患者夜间左侧⽛痛不能眠来急诊。⽛痛涉及左侧⽛和⾯颞部，查
见 |6 龋深。患者左侧⾯和颞部痛的性质属于（  ）。

A. 钝痛
B. 激发痛
C. ⾃发痛
D. 阵发性痛
E. 放散性痛
【答案】 E

【解析】 
急性⽛髓炎疼痛可放散到同侧颞部。

214. 患者1⽇来左侧后⽛持续跳痛来急诊。查见p龋深，冷测时疼痛缓
解。请问热测时患⽛的反应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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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同对照⽛
B. 引起剧痛
C. ⼀过性敏感
D. 引起迟缓痛
E. ⽆反应
【答案】 B

【解析】 
患者患⽛表现为急性化脓性⽛髓炎症状，故应出现“热痛冷缓解”症状。

215. ⽛髓失活剂使⽤不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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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B

【解析】 
失活剂使⽤不当会累及颌⾻形成颌⾻化学性坏⾻坏死。

216. 患者，⼥，l9岁，司深龋，曾有过夜间疼痛，遇冷热痛，检查：龋
未穿髓，电测反应迟钝，叩诊（±），应诊断为（  ）。

A. 可复性⽛髓炎
B. 慢性闭锁性⽛髓炎
C. 慢性增⽣性⽛髓炎
D. 慢性溃疡性⽛髓炎
E. ⽛髓坏死
【答案】 B

【解析】 
有过夜间疼痛，遇冷热痛，龋未穿髓，电测反应迟钝，为慢性闭锁性⽛髓炎的特征。

217. 可引起根尖周疾病的化学因素如下，除外（  ）。

A. ⽛髓封失活剂过长
B. 根管封苛性药物
C. 根管内强⼒冲洗
D. 根充糊剂超填
E. 窝洞消毒
【答案】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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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窝洞消毒时消毒剂没有通路到达根尖周，不会引起根尖周疾病

218. 急性根尖周脓肿时，医⽣建⽴最佳的引流通道是（  ）。

A. 根尖孔⼀根管⼀龋洞
B. 根尖部⼀⽛周袋
C. 根尖部⼀齿槽⾻⼀黏膜下
D. 根尖部⼀齿槽⾻⼀⽪肤下
E. 根尖部⼀⽛周问隙⼀龈袋
【答案】 A

【解析】 
急性根尖周脓肿应做通过根管的髓腔引流，所造成的组织损失最⼩，症状也最轻。

219. 急性根尖脓肿的临床症状，不恰当的是（  ）。

A. 呈⾃发性、持续性跳痛
B. 患⽛浮起感明显
C. 咬合时疼痛加重
D. 叩痛（++）
E. 深⽛周袋
【答案】 E

220. 必须⽤X线⽚检查诊断的疾病是（  ）。

A. 咬合⾯龋
B. 急性⽛髓炎
C. 慢性⽛髓炎
D. 急性根尖周炎
E. 慢性根尖周炎
【答案】 E

【解析】 
慢性根尖周炎没有特征性的明显症状，需通过X线检查显⽰出患⽛根尖区⾻质变化的影像。

221. 年轻恒⽛的X线⽛⽚显⽰，未发育完成的根尖开⼜区有界限清晰透
影，周围有完整⾻硬板围绕，临床⽆异常症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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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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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慢性⽛髓炎
E. ⽛乳头
【答案】 C

【解析】 
慢性根尖周囊肿X线可见有圆形透射区，边界很清晰，并有⼀圈由致密⾻组成的阻射X线的⽩线围
绕。

222. 年轻恒⽛根尖区有局限⾻致密，说明⽛髓组织（  ）。

A. 慢性炎症
B. 急性炎症
C. 坏死
D. 钙化变性
E. 内吸收
【答案】 A

【解析】 
⽛髓长期炎症刺激到根尖时，年轻患者机体抵抗⼒强，根尖部位的⽛槽⾻并不发⽣吸收性破坏，反
⽽表现为⾻质的增值，形成围绕根尖周围的⼀团致密⾻。这种情况实际上是⼀种防御性反应。

223. 根管机械预备应达到（  ）。

A. 根尖狭窄部
B. 根尖孔
C. 根尖1/3
D. 根中1/3
E. 根中下l/3
【答案】 A

【解析】 
在根管机械预备时应达到根尖狭窄部，但不应破坏根尖狭窄部，根尖⽌点有利于根尖封闭。

224. 患者，⼥，14岁。偶然发现右下后⽛颊侧⽛龈有⼩脓包前来就
诊。查右下第⼆前磨⽛畸形中央尖折断，Ⅰ度松动，颊侧⽛龈有窦道
⼜，X线⽚见根长为9mm，根尖呈燕尾状敞开，根尖周X线透射区
4mm×5mm，边界模糊不清。该主诉⽛的治疗应选⽤（  ）。

A. 拔除
B. ⼲髓治疗
C. 塑化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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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管治疗
E. 根尖诱导形成术
【答案】 E

【解析】 
患者，14岁，患⽛为根尖未发育完成的年轻恒⽛，根尖诱导成形术⽤于根尖未完全形成之前发⽣⽛
髓严重病变或尖周炎症的年轻恒⽛。

225. 根尖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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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E

【解析】 
炎症细胞⽩根尖附近在⽛槽⾻⾻髓腔迅速在⽛槽⾻内蔓延，脓液穿过⾻松质达⾻外板，在通过⾻⽪
质上的营养孔到达⾻膜下，形成⾻膜下脓肿。扪诊可有波动感。

226. 根尖周囊肿的诊断依据如下，除外（  ）。

A. ⽛髓电测⽆活⼒
B. ⽆叩诊和扪诊异常
C. 根管内浅黄透明液体
D. 囊液中见到胆固醇结晶
E. 根尖周X线透射区周边⽩线
【答案】 B

【解析】 
根尖周囊肿会出现叩诊疼痛及扪诊有乒乓球感。

227. 在⽛体预备时未做预防性扩展可能导致的主要不良后果是
（  ）。

A. 修复体固位⼒差
B. 修复体抗⼒形差
C. 咬合痛
D. 修复体就位难
E. 易发⽣继发龋
【答案】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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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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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D

【解析】 
急性尖周炎浆液期咬合的压⼒可以暂时缓解局部⾎管的充⾎状态，使根尖周膜因组织⽔肿所形成的
压⼒得到减轻，因此疼痛缓解。
【考点提⽰】急性根尖周炎的临床表现。

229. 急性⾻膜下脓肿患者典型的症状是（  ）。

A. 患⽛Ⅲ度松动、叩痛（+++）
B. 根尖部龈红肿、⽛龈红肿、扪痛
C. 区域淋巴结肿⼤压痛
D. 移⾏沟变平，深部波动感
E. 相应⾯部软组织反应性⽔肿
【答案】 D

【解析】 
急性⾻膜下脓肿患者典型的症状是⽛龈红肿移⾏沟变平，有明显的压痛，扪诊深部波动感，患⽛所
属区域的淋巴结可出现肿⼤和扪痛。

230. 慢性根尖囊肿具有的临床特点，除外（  ）。

A. 叩痛（+++）
B. 扪诊略不适
C. ⽆明显松动
D. 电活⼒测验⽆反应
E. X线透射区界限清楚
【答案】 A

231. 根尖周病治疗原则应是（  ）。

A. ⽆痛操作，控制感染
B. ⽆痛操作，封闭根管
C. ⽆菌操作，消灭⽆效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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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控制感染，杜绝再感染
E. 彻底清除根管内感染源
【答案】 E

【解析】 
根尖周病感染源多是来源于感染根管，故治疗根尖周病应彻底清除根管内感染源。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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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E

【解析】 
患⽛根管不通，如：根管钙化，根管内器械分离，完好塑化根管等，不适合做根管治疗。

233. 根管钻的特点是（  ）。

A. 螺刃较密
B. 穿进⼒强
C. 弹性较⼩
D. 带碎屑能⼒强
E. 侧壁切割⼒强
【答案】 B

【解析】 
根管钻螺纹较稀疏，侧壁切割能⼒弱，带碎屑能⼒也较弱，但穿进⼒强，⽤于根管疏通。

234. 上颌磨⽛桩冠修复时最常利⽤的根管是（  ）。

A. 近中⾆根管
B. 近中颊根管
C. 腭根管
D. 以上都是
E. 以上都不是
【答案】 C

【解析】 
上颌磨⽛腭根管为单根管，根管粗⼤，故在⽛桩冠修复时最常利⽤。的瘘管。瘘管开⼜⼤多位于患
⽛的唇、颊侧⽛龈表⾯，也有开⼜于患⽛⾆、腭侧⽛龈者，偶尔还可见有开⼜位于远离患⽛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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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因此必要时可⾃瘘管⼜插⼊诊断丝拍摄X线⽚以确定瘘管来源。慢性根尖周炎患⽛应⾏根管治疗
术。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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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髓感染
D. ⽛周病变
E. 菌⾎症
【答案】 C

【解析】 
根尖周病常是由于⽛髓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髓感染物扩散⾄根尖引起。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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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尖周囊肿
【答案】 A

【解析】 
根尖部的⽛周膜因受根管内病源刺激物的作⽤⽽发⽣慢性炎症性变化，其正常的组织结构被破坏，
代之以⾁芽组织。炎症⾁芽组织中含有⼤量的淋巴细胞和成纤维细胞，也可见少数多形核⽩细胞和
巨噬细胞。慢性炎症细胞可消灭⼊侵根尖周组织的细菌核毒素，成纤维细胞则可增殖形成纤维组
织，还可121坌T维被膜的⽅式包绕病变区域，限制炎症扩散到深部组织。这种反应可以看做机体对
抗病变的局部防御反应，它可以维持较长时间，并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这种以炎症性⾁芽组织形
成为主要病理变化的慢性根尖周炎即为根尖周⾁芽肿，它是慢性根尖周炎的主要病变类型。

237. 试测主⽛胶尖合适的重要指标是（  ）。

A. 与⽛根管的长度⼀致
B. 达到患⽛根管的下作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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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C

【解析】 
在取出时根尖部有回拉阻⼒，说明主⽛胶尖与根尖部紧密贴合，封闭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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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急性化脓性根尖周炎⾃然的脓液引流通道常是（  ）。

A. 根尖孔⼀根管⼀龋洞
B. 沿⽛周膜间隙⼀龈沟
C. 穿通⾻壁⼀突破⽪肤
D. 穿通⾻壁⼀突破黏膜
E. 突破上颌窦壁⼀上颌窦
【答案】 D

【解析】 
⽛槽⾻唇、颊侧的⾻壁较薄，⼀般情况下上颌前⽛、上颌后⽛颊根及下颌⽛多从⾻的唇、颊侧排
脓，在⼜腔前庭形成⾻膜下脓肿或黏膜下脓肿。若患⽛的根尖偏⾆（腭）侧，或为上颌后⽛的腭
根，脓液则可穿过⾆、腭侧⾻板在固有⼜腔中排脓。

239. 急性根尖周炎的应急治疗原则为（  ）。

A. 清除感染、消炎⽌痛
B. 彻底清创、严密封闭
C. 建⽴引流、消除炎症
D. 开髓引流、消炎⽌痛
E. 控制感染、增强抵抗⼒
【答案】 C

240. 患者，⼥，l4岁。l0个⽉前⽛碰伤未治，近3⽇⽛龈肿痛不能咬
物。查 ，⽛冠近中切⾓折断，⽛冠变⿊，叩痛（++），Ⅰ度松动，唇
侧⽛龈红肿。该患⽛应诊断为（  ）。

A. 外伤冠折
B. ⽛髓坏死
C. 慢性⽛髓炎
D. 急性根尖炎
E. 慢性根尖炎
【答案】 D

【解析】 
⽛冠变⿊说明⽛髓坏死，并有不能咬物症状，叩痛（++），Ⅰ°松动等急性症状，应诊断为急性根尖
周炎。
【考点提⽰】急性根尖周炎的临床表现与诊断。

241. 患者，男，27岁。右上后⽛近⼀周咬合痛，并有患⽛发⿇浮出感
觉，咬紧患⽛，疼痛可缓解，检查发现 近中邻颌⾯龋坏，叩（++），
冷热诊（⼀），探诊（⼀），可能的诊断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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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急性浆液性根尖周炎
B. 慢性根尖周炎
C. 慢性闭锁性⽛髓炎
D. 急性化脓性根尖周炎
E. 不可复性⽛髓炎
【答案】 A

【解析】 
本题考点为急性根尖周炎的临床表现，急性浆液性根尖周炎时，患⽛根尖周组织⽔肿充⾎，患⽛咬
合痛，有叩痛，有浮出感。咬紧⽛时扩张的⾎管受挤压将⾎液压到周围组织，疼痛可以缓解，这是
“急性浆液性根尖周炎”特有的临床表现。疾病发展到化脓性炎症时，这种表现消失，咬合痛加重，
因此该患⽛的诊断是“急性浆液性根尖周炎”。慢性根尖炎的重要诊断指标是X线⽚上的根尖周透影
区，该病历没有提供此证据。根尖周炎多由⽛髓疾病引起，该患⽛冷热诊已⽆反应。故已不可能考
虑⽛髓炎。

242. 患者，男，14岁。因 急性根尖周炎进⾏根管治疗，在根管预备
后，选择5%次氯酸钠、3%H 0 能交替冲洗根管，选择该组冲洗液的
原因如下，除了（  ）。

A. 能溶解根管壁⽛本质
B. 能产⽣新⽣氧
C. 有充分发泡作⽤能使根管内碎屑朝着⽛冠⽅向排出
D. 有很强的杀菌作⽤
E. 对坏死组织有溶解作⽤
【答案】 A

【解析】 
本题考点为根管治疗中根管冲洗剂的药理作⽤。5%次氯酸钠对坏死组织有溶解作⽤，3%H202能产
⽣新⽣氧，有充分发泡作⽤能使根管内碎屑朝着⽛冠⽅向排出。⼆者交替冲洗时有很强的杀菌作
⽤，尤其是对厌氧菌。但没有“能溶解根管壁⽛本质”的作⽤。

243. 能促进根尖周组织修复的填充材料是（  ）。

A. 氢氧化钙
B. 氯仿⽛胶
C. 氧化锌丁⾹油粘固粉
D. 桉油⽛胶
E. 碘仿糊剂
【答案】 A

【解析】 
本题考点为根管充填材料的性能。氢氧化钙具强碱性，有⼀定的抑菌作⽤，可激活碱性磷酸酶⽽促
进硬组织的形成，故能促进根尖周组织修复。⽽其他⼲扰答案提及的根管充填材料均⽆这种作⽤。

2 2

金
英
杰
口
腔
医
学
研
究
院



244. 患者，⼥，22岁。上前⽛1年半前外伤折断，未及时处理，现上唇
肿胀，检查发现 冠折3/4，叩痛（+++），根管⼜暴露，探诊（⼀），
⽛体变⾊，前庭沟变浅，并有波动，为缓解疼痛、消除急性炎症，对
该病例应及时进⾏以下应急处理，除了（  ）。

A. 根管开放引流
B. 消炎⽌痛
C. 拔⽛引流
D. 切开排脓
E. 根管冲洗上药
【答案】 C

【解析】 
根据题⼲考虑该患者为⽛疾病。依据病历提供的资料：患⽛2年前外伤冠折露髓未做治疗，现⽛髓坏
死，叩痛（+++），前庭沟变浅，有波动感，患⽛应诊断为急性根尖周炎的“急性⾻膜下脓肿”阶段。
应急处理为ABDE四项；“拔⽛引流”，是在急性中央性颌⾻⾻髓炎时，判定⾻髓腔内有化脓性病灶
时，即应及早拔除病灶⽛及相邻的松动⽛，使脓液从拔⽛窝内排出；故答案选C项。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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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C

【解析】 
根尖周炎患者⽛髓多为死髓。有⽆龋洞不能判断根尖周状况。⽛周疾病⼀般也不是根尖周炎的病
因。窦道位置有时并不对应于患⽛⽛根部位。慢性根尖周炎也可出现扣痛不明显情况。

246. 根管治疗过程发⽣的并发症中，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是
（  ）。

A. 器械折断
B. 急性根尖周炎
C. 急性根尖炎
D. 侧壁穿刺
E. 器械误吞、误吸
【答案】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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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上中切⽛近中唇⾯距离切⽛乳头的距离是（  ）。

A. 3～4mm
B. 5～6mm
C. 6～8mm
D. 8～10mm
E. 12mm
【答案】 D

248. 张⼜度的正确测量⽅法是（  ）。

A. 上下中切⽛切缘之间的距离
B. 上下磨⽛颌⾯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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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A

【解析】 
是指患者⼤张⼜时，上下中切⽛切缘之间的距离。

249. 正常⼈的开⼜度为（  ）。

A. 2.5～2.9cm
B. 3.O～3.5cm
C. 3.6～4.5cm
D. 4.6～5.0cm
E. 5.1～5.4cm
【答案】 C

【解析】 
记忆性题，正常开⼜度是指患者⼤张⼜时，上下中切⽛切缘之间的距离。正常⼈的开⼜度为3.7～
4.5cm，低于该值表明有张⼜受限。

250. 所谓的“临床⽛冠”是指（  ）。

A. 发挥咀嚼功能的⽛体部分
B. 被⽛龈覆盖的⽛体部分
C. 暴露于⼜腔的⽛体部分
D. 被⽛本质所覆盖的⽛体部分
E. 被⽛釉质所覆盖的⽛体部分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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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在⽛体外层由⽛釉质覆盖的部分称⽛冠，暴露于⼜腔的⽛体部分为“临床⽛冠”，以⽛颈为界的⽛冠
称为解剖⽛冠。

251. 理想的⼜腔条件应具备的条件，不包括（  ）。

A. ⾜够的⾻组织⽀持⽛，与尖锐的⾻突或⾻嵴
B. ⽆妨碍义齿就位的倒凹或悬突
C. 与影响⽛稳定、固位的瘢痕结构，增⽣的软组织和系带
D. 上下⽛槽嵴关系良好和⾜够的唇颊沟深度
E. 腭⼸宽⼤有益于固位的弧度
【答案】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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