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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口腔材料、 修复技术和制作工艺及其他相关学科的不断

发展， 近 20 年来， 口腔修复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 但是

一些基层医疗单位的口腔修复医师及刚刚涉入口腔修复专业的初

学者和年轻医师， 虽对以往传统的修复技术及现在新的修复技术

有所了解， 但在实际工作中， 由于设计的修复治疗方案及操作不

规范， 使得修复效果不理想， 给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一定的损

害。 为此， 我们总结了近年来的工作经验， 结合目前临床常用的

口腔修复治疗方法和国内外口腔修复的最新进展， 编写了 《口腔

修复诊疗手册》 一书， 希望对广大初入口腔修复专业的临床医师

及基层口腔专业工作者的实际工作有所帮助。

本书共 3 篇， 15 章， 全面系统地讲述了牙体缺损、 牙列缺

损及缺失的修复设计方案、 诊疗原则、 临床操作要点以及口腔颌

面其他疾病的修复治疗方法。 为了使操作更规范化， 也为了更好

地帮助读者理解和掌握口腔修复专业知识， 使得修复治疗方案有

利于口腔软硬组织的健康， 本书对与口腔修复有关的基础知识也

做了简要讲述。 在本书中， 我们重点介绍诊疗常规、 临床操作要

点及注意事项， 并以清晰准确的插图将有些内容直观呈现给读

者， 使之看后能比较规范地设计方案， 进行临床操作； 给技工以

清晰准确的模型， 以便做出更合适的修复体。 全书贯穿“三基

（基础理论、 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 和“三严 （严肃的态度、 严

密的方法、 严格的要求）” 精神， 同时为了突出口腔修复技术的

先进性， 增加了近年来新开展的铸造、 烤瓷、 全瓷、 种植义齿、

精密附着体及 CAD/CAM技术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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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编写强调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尽量减少与修复无关的理

论性内容， 以指导读者按所讲内容即能掌握修复诊疗原则和临床

操作技术。 总之， 我们力求本书内容先进、 实用、 通俗易懂， 具

有可操作性。

该书适用于广大基层口腔科医师、 年轻医师、 初学者及实习

医师等阅读使用， 是一本指导临床操作的实用参考书。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 书中难免存在疏漏或不足之处， 敬请广

大读者批评指导。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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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基 础 知 识

第一章 口腔解剖生理

口腔是消化道的起端， 具有咀嚼和语言功能， 口腔的周界

为： 前方是唇， 侧方是颊， 上方是腭， 下方是舌和口底， 后方

是舌腭弓并与咽部相连。 其所涉及的组织主要有牙齿、 牙周组

织、 颌骨及腭骨、 颞下颌关节、 唇、 颊、 舌、 腭、 口底各部黏

膜及有关肌肉和腺体。

口腔修复工作者了解

这些组织的解剖形态

和生理功能是十分必

要的。

以牙列为界 ， 口

腔可分为

2

部分 ： 牙

列与唇颊之间的空隙

为口腔前庭 ； 牙列以

内为固有口腔 。 口腔

的后方为咽 。 当上下

颌牙列咬紧时口腔前

庭与固有口 腔 分 开 ，

仅有牙间隙和磨牙后

间隙相连 （图

1-1

）。

图

1-1

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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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修复诊疗手册

第一节 牙体解剖形态

人的一生有

2

副牙齿： 第一副称为乳牙， 第二副称为恒牙。

因恒牙与修复关系密切， 这里主要介绍一下恒牙的情况。

恒牙共有

32

颗， 即上下颌左右各

8

颗。 根据形态和功能之

不同， 可将其分为

4

组： 即切牙

8

颗、 尖牙

4

颗、 双尖牙

8

颗、

磨牙

12

颗。

为了便于记载， 通常用下列符号表示牙位， 即 “

+

” 划分上

下左右， 以数字表示各类牙齿。

纵线

第 第 第 第 第 尖 侧 中 中 侧 尖 第 第 第 第 第

三 二 一 二 一 切 切 切 切 一 二 一 二 三

右 磨 磨 磨 双 双 双 双 磨 磨 磨 左

尖 尖 尖 尖

牙 牙 牙 牙 牙 牙 牙 牙 牙 牙 牙 牙 牙 牙 牙 牙

8 7 6 5 4 3 2 1 1 2 3 4 5 6 7 8

横线

8 7 6 5 4 3 2 1 1 2 3 4 5 6 7 8

说明： 如左上第一磨牙， 以

6

表示； 右下第一双尖牙， 以

4

表示。 其余类推。

在咀嚼时， 切牙与尖牙的功能特点为切断与撕裂食物， 双尖

牙与磨牙的功能特点为捣碎和研磨食物。 牙齿的这样分工， 是适

应人类杂食的需要。 牙齿除咀嚼功能之外， 还有参与发音和维持

面容的功能。

由于切牙和尖牙位于口腔的前部， 故统称前牙。 双尖牙和磨

牙位于口腔的后部， 统称后牙。

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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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牙体的组成

牙体由牙冠、 牙根、 牙颈

3

部分组成。

1.

牙冠是由牙釉质覆盖的

牙体部分， 在正常情况下， 大

部分暴露于口腔。

2.

牙根是埋在牙槽骨内的

部分， 表面覆盖着牙骨质。

3.

牙颈为冠根的连接处，

呈线形， 在临床上称为颈缘或

颈线 （图

1-2

）。

牙体由

3

种硬组织和

1

种软组织构成 （图

1-3

）。 牙冠表面

为牙釉质， 牙根的表面为牙骨质， 在二者的深面还有一层牙本

质， 牙本质是构成牙体的主质。 在牙本质深面的腔隙叫髓腔，

它的形态与牙外形相似。 在髓腔中有软组织， 称为牙髓。

图

1-2

牙体外形

第一篇 基础知识

图

1-3

牙体的解剖

二、 牙体解剖的应用名词及牙冠表面标志

1.

牙体长轴： 通过牙体中心的假想线， 称为牙体长轴。

2.

唇面： 牙冠与唇黏膜接触的部分， 称为唇面。

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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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修复诊疗手册

3.

颊面： 牙冠与颊黏膜接触的部分， 称为颊面。

4.

舌面： 牙冠的内侧均与舌相邻， 故称为舌面。 上颌牙的舌

面也可称为腭面。

5.

近中面与远中面： 又称邻接面， 除牙弓上最后一颗牙齿

外， 每个牙都与前后两牙相邻。 每颗牙有

2

个邻接面 （或称邻

面）， 其中距中线近的面称为近中面， 远离中线的面称为远中面。

6.

牙合面： 上下颌牙齿发生牙合接触关系的一面称为牙合面。 由于

上下前牙接触面呈刃状， 故称切面或切缘。

7.

牙尖： 尖牙和后牙牙合面隆起部分称为牙尖。

8.

外形高点及外形高点线： 以牙体长轴为中心各轴面最突

出的部分称为外形高点 。 所有外形高点的连线称为外形高点

线。

9.

舌面隆突： 前牙舌面近颈缘处的球状突起， 称为舌面隆

突。

10.

嵴： 在牙冠表面上的长圆形突起为嵴。 根据嵴的形状和

位置可分为边缘嵴、 三角嵴、 斜嵴、 横嵴、 颈嵴、 切嵴等。

11.

沟： 牙冠表面上呈细长线形凹下部分称为沟， 例如发育沟。

12.

窝： 牙冠表面上不规则略呈球形的凹下部分称为窝， 如

前牙的舌面窝、 后牙的中央窝。

三、 恒牙的牙体形态

人类恒牙共有

28～32

颗。 左右对称的同名牙， 解剖形态基本

相同， 故恒牙只有

16

种不同的解剖形态。 现按切牙、 尖牙、 双

尖牙和磨牙

4

种类型分述如下。

(

一） 切牙

1.

牙冠： 切牙的牙冠呈楔形， 有刀刃状的边缘。 唇面： 光滑

平坦， 呈梯形， 切缘部比颈部宽， 在上切牙中， 近中切角锐， 远

中切角钝， 借此区分左右， 二切角之差别在于侧切牙更为明显。

下切牙唇面狭长， 两切角均成锐角。 舌面： 边缘嵴明显， 颈部有

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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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隆突， 舌隆突下切牙较平。 邻面： 呈三角形。

2.

牙根： 单根， 形直 （图

1－4

）。

图

1-4

右侧上颌中切牙各面观

3.

切牙的鉴别： 见表

1-1

。

表

1-1

切牙的鉴别

4.

与修复的关系： 切牙位于牙弓的前段， 易受伤折断， 影响

美观、 发音， 缺损后应及时修复。 切牙牙冠唇面外形常与面型一

致， 因此， 修复时应注意其形态及色泽的调配。

（二） 尖牙

尖牙 （图

1－5

） 为前牙中最粗壮的牙， 其在牙槽中非常稳

固， 常常是存留最久的牙齿。

上颌中切牙 上颌侧切牙 下颌中切牙 下颌侧切牙

体积 最大 较上颌中切牙小 最小 较下颌中切牙大

唇面 大而平坦 较小 细长 细长

舌面窝 大 深 浅 浅

切缘

近中直角

远中钝角

近中锐角

远中钝角

两切角对称 远中切角略钝

根 圆锥形 卵圆形 扁圆形 扁圆形

第一篇 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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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右侧上颌尖牙各面观

1.

牙冠： 唇面呈五边形， 中央有轴嵴， 近中斜面窄， 远中斜

面宽。 切缘有一个牙尖偏近中， 近中切嵴短， 远中切嵴长， 由此

可区分左右。 上颌尖牙牙冠大于下颌， 下颌尖牙牙冠较扁长。 舌

面： 上尖牙有舌轴嵴， 舌面窝较深， 下尖牙舌面较平坦。 邻面：

呈三角形， 远中面较近中面短而圆突。

2.

牙根： 单根， 长而直。

3.

尖牙的鉴别： 见表

1-2

。

表

1-2

尖牙的鉴别

4.

与修复的关系： 尖牙位于口角部位， 牙根长大、 粗壮，

支撑口角 ， 特别是上颌尖牙如果缺失或错位， 对美观影响很

大 。 由于尖牙牙根长大 ， 在口腔内存留时间长 ， 修复正畸时

多选作基牙。

上颌尖牙 下颌尖牙

体积 大 较小

唇面 较宽， 唇嵴明显 较窄， 唇嵴较平

舌面 舌嵴明显， 舌窝深 舌嵴不明显， 舌窝浅

牙尖 唇面观偏近中， 邻面观偏唇侧 唇面观略偏近中， 邻面观偏舌侧

根 粗大， 圆而长， 根尖偏远中 扁直， 细长

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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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双尖牙

双尖牙 （图

1-6

、 图

1-7

） 又称前磨牙， 位于尖牙之后磨牙

之前。

图

1-6

右侧上颌第一双尖牙各面观

图

1-7

右侧下颌第二双尖牙牙合面观的

3

种形态

1.

牙冠： 呈立方体形， 牙合面有

2

个或

3

个牙尖。 上颌双尖牙

体体积较大， 且牙冠的颊舌径大于近远中径， 故显得窄而厚； 下

颌双尖牙的牙冠颊舌径小于近远中径， 故显得方而圆。 颊舌面类

似尖牙， 但较短小。 邻面约为四边形， 牙合缘有颊尖和舌尖的突

起， 两尖之间形成 “

V

” 形。 牙合面与颊舌尖之间有中央沟、 近中

沟和远中沟， 近远中沟与中央沟会合处， 形成近中窝与远中窝。

2.

牙根： 上颌第一双尖牙有双根者， 也有单根者， 其他双尖

牙均为单根。

3.

双尖牙的鉴别： 见表

1-3

、 表

1-4

。

第一篇 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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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上颌双尖牙的鉴别

表

1-4

下颌双尖牙的鉴别

4.

与修复的关系： 前牙缺失可摘局部义齿修复， 第一双尖牙

常选作基牙。 正畸科矫治拔牙， 第一双尖牙也常常是首选对象。

因为第一磨牙缺失机会较多， 故第二双尖牙常选作基牙。

（四） 磨牙

磨牙位于牙弓后端， 担负咀嚼的主要任务， 其形态特点是，

牙的体积大， 牙合面面积大， 有

4～5

个牙尖， 牙根分叉为

2～3

个。

1.

上颌磨牙 （图

1-8

）： 第一磨牙比第二磨牙大， 但形态相

似， 第三磨牙变异较多， 有时与第二双尖牙相似。

（

1

） 牙冠： 向颊侧倾斜， 呈斜方形， 颊舌径大于近远中径，

上颌第一双尖牙 上颌第二双尖牙

体积 大、 轮廓显突 较小、 轮廓显圆钝

牙尖 颊尖

＞

舌尖 颊尖

＝

舌尖

颊尖偏远中， 舌尖偏近中 颊舌尖均偏近中

近中面 有自牙合面跨过的近中沟，颈部有凹陷 无

牙根 扁圆， 近远中有长型凹陷，

扁圆 ， 凹陷浅或无 ， 单

根尖常分叉为颊舌二根 分叉者极少

下颌第一双尖牙 下颌第二双尖牙

体积 小 较大

颊舌面 颊面

＞

舌面且向舌面倾斜 颊舌面相等

牙合面 颊尖大而高，舌尖小而低 三尖形，

1

个颊尖

2

个舌尖，发育沟呈

Y

形

颊舌尖三角嵴相连成横嵴 两尖形，颊舌尖相等，发育沟呈

H

形或

U

形

讀

· ·



牙合面有

4

个牙尖， 即近远中颊尖、 近远中舌尖， 偶有第五牙尖，

位于近中舌尖的舌侧。 其中近中舌尖最大， 远中舌尖最小； 近中

舌尖与远中颊尖的三角嵴斜行相连成一斜嵴， 此为上颌第一磨牙

的特有标志， 以此鉴别左右； 牙合面窝被斜嵴分为较大的近中窝和

较小的远中窝。 自近中窝有向颊侧及向近中的颊沟和近中沟； 自

远中窝有向舌侧及向远中的舌沟和远中沟。

（

2

） 牙根： 有

3

根， 即颊

2

舌

1

。

（

3

） 上颌磨牙的鉴别： 见表

1-5

。

表

1-5

上颌磨牙的鉴别

2.

下颌磨牙 （图

1-9

）： 第一磨牙较第二磨牙形体为大， 形

体相似。 第三磨牙变异较大。

图

1-8

右上颌第一磨牙各面观

第一磨牙 第二磨牙 第三磨牙

体积 较大 较小 最小

牙合面 呈斜方形 呈斜方形 呈三角形

牙合面边长 舌边

＞

颊边 舌边

＝

颊边 舌边

＜

颊边

第五牙尖 可能有 无 无

牙根

3

根，

2

个颊根弧形

相对

3

根，

2

个颊根

平行

3

根， 相接近或

合并

第一篇 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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