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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是评价申请医师资格者是否具备从事医师工作所必需的专业知

识与技能的行业准入考试。考试分为两级四类，即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两级；每级分为

临床、中医、口腔、公共卫生四类。中医类包括中医、民族医和中西医结合。 
医师资格考试分为实践技能考试和医学综合笔试两部分，实践技能考试一般在每年的 7

月举行，医学综合笔试于 9月中旬举行，具体时间以卫生部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公告时间为
准。执业医师考试时间为 2天，分 4个单元；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时间为 1天，分 2个单元，
每单元均为两个半小时。笔试全部采用选择题形式，共有 A1、A2、A3、A4、B1五种题型。

助理医师适当减少或不采用 A3型题。医师资格考试总题量约为 600 题，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总题量为 300题。 

根据卫生部医考办 2010年 6月公布的数据，截止 2009年，全国共有 577万人次参加
执业医师资格考试，188 万人次通过，十年来的总体通过率为 32.58%。全国每年参加考试
总人数从 1999年的不足 20万人增加到目前的每年 80万人左右，参考人数增加了 3倍多，
但目前每年通过考试的人数基本保持在 20万人左右，通过率只有不足 30%。与考试最初的
几年相比，近年来的合格分数线有较大幅度提高，可见考试难度在逐年加大。  

2009年，卫生部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批准实施新修订的《医师资格考试大纲（2009年）》。
考试新大纲改变了过去以传统学科为基础的考试模式，采用了按系统、疾病为基础的考试模

式，对学科进行了整合，加强考察考生动手操作能力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大纲编排结构和顺序与传统学科划分不符，增加了复习的难度。 
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做好考前复习，我社近年来组织了权威专家，联合历届考生，对考试

的命题规律和考试特点进行了精心分析研究，严格按照考试大纲的要求，出版了这套国家执

业医师资格考试辅导用书，共 3大系列，分别为《历年考点精编》系列、《模拟试卷（解析）》
系列、《考前冲刺必做》系列，每个系列 8本书，覆盖了除民族医、公共卫生以外的 4大类 8
个考试专业。根据全国广大军地考生的需求，经国家和军队相关部门认可，作为国家执业医

师资格考试（含部队）的推荐辅导用书。 
“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含部队）推荐辅导用书”紧扣考试大纲，以历年考点为编写的

基本依据，内容的安排既考虑知识点的全面性，又特别针对历年考试通过率不高的现状，重

点加强复习的应试效果，使考生在有限时间内扎实掌握大纲要求及隐含的重要知识点，从整

体上提高考试的通过率。 
《历年考点精编》系列的突出特点，是在分析了数千道考试题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历年

考点编写，提示考试重点；以条目式的简洁叙述串讲考试命题点，重点、易考点一目了然。 
《模拟试卷（解析）》系列。每个考试专业有 4～5 套卷。这个系列的突出特点，是试题



 

 

质量非常高，题量适中，贴近真实考试的出题思路及出题方向，附有详尽解析，通过做题把

握考试复习的重点和方向。 
《考前冲刺必做》系列。每个考试专业有 3～4套卷。这个系列的突出特点，是在分析历

年考试的基础上，总结历年必考重点，抽选高频考点组题，通过冲刺练习，使考生熟悉考试，

得到考试必得分。 
本套考试用书对考试知识点的把握非常准确，试题与真实考试最接近，对考生通过考试

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由于编写及出版的时间紧、任务重，书中如有不足，请读者批评指正。 
 
 

人民军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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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试卷一答案与解析 

第一单元 

1．考点：蛋白质二级结构的化学键 
答案：D。 
2．考点：蛋白质受紫外线最长波长 
答案：D。 
3．考点：DNA 
答案：B。 
4．考点：维生素 
答案：B。 
5．考点：血压 
答案与解析：C。心室舒张，动脉血压

降至最低值时称舒张压。影响舒张压的主要

因素是外周阻力，包括血管内径、血液黏稠

度等。本题选 C。 
6．考点：糖代谢中底物水平磷酸化 
答案：D。 
7．考点：核酸、碱基配对 
答案与解析：B。DNA的组成碱基为 A、

G、C、T，RNA中不含 T而含 U。其配对原
则为：A=T（U），配对中含两个氢键；G≡C，
配对中含三个氢键。本题选 B。 

8．考点：酶 
答案:C。 
9．考点：糖代谢途径 
答案与解析：C。糖酵解过程中首先是

葡萄糖的磷酸化形成 6-磷酸葡萄糖进而继续
之后的反应过程。糖异生为糖酵解的逆向过

程，磷酸戊糖途径中首先生成 6-磷酸葡糖酸，
再氧化脱羧生成 5-磷酸核酮糖。6-磷酸葡萄
糖是三条代谢途径都要经过的交汇点。本题

选 C。 
10．考点：血糖的代谢 
答案与解析：A。正常人血糖的去路主

要有 5条：氧化分解供人体利用消耗；在肝

脏中合成肝糖原；在肌肉细胞变成肌糖原；

转变为非糖物质；转化为细胞的组成部分。

所以 B、C、D、E正确。糖皮质激素是由胆
固醇合成的，而不是由血糖转化的，故答案

为 A。 
11．考点：受体激动剂的特点 

答案:A。 
12．考点：抗心绞痛药物 
答案与解析：D。在细胞生成 NO 的过

程中，需要消耗—SH，持续应用硝酸酯类药
物，造成细部内—SH耗竭。再次应用硝酸甘
油，因—SH无法补充而造成耐受性。故本题
选 D。 

13．考点：抗消化性溃疡药 
答案与解析：E。雷尼替丁阻断壁细胞

上的 H2 受体，抑制基础胃酸和夜间胃酸分

泌，对促胃液素及M受体激动药引起的胃酸
分泌也有抑制作用。由以上可知，本题选 E。 

14．考点：拟副交感神经药 
答案与解析：E。闭角型青光眼患者前

房角狭窄，房水回流受阻，眼内压升高。低

浓度的毛果芸香碱可使患者的瞳孔缩小，前

角房间隙扩大，眼内压降低，从而缓解青光

眼症状。由以上可知，本题选 E。 
15．考点：镇静药 
答案:A。 
16．考点：吗啡的临床应用 
答案与解析：C。吗啡可扩张外周血管，

降低外周阻力；同时它的中枢镇静作用减轻

了患者的焦虑感，因此适用于心源性哮喘。

但它也能抑制中枢对 CO2的敏感性，产生呼

吸抑制作用，所以不适用于支气管源性哮喘。

由以上可知，本题选 C。 
17．考点：利尿药 
答案与解析：E。呋塞米是 Na+-K+-2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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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向转运体抑制药，主要作用于髓襻升支粗

段，既可影响尿液稀释过程，也能影响尿液

浓缩过程，利尿作用强大。口服 30min内起
效，排出大量等渗尿。但是易产生耳毒性，

引起眩晕、耳鸣、听力下降。由以上可知，

本题选 E。 
18．考点：地西泮抗焦虑的作用部位 
答案：A。 
19．考点：肝素的药理作用机制 
答案：C。 
20．考点： 牙齿的演化规律 
答案:A。 
21．考点：颌骨的解剖形态 
答案与解析：D。选项 A切牙孔位于上

颌骨腭突下面于上颌中切牙之腭侧腭正中缝

与两侧尖牙的连线交点上，向上后通入切牙

管，有鼻腭神经及血管通过；选项 B腭大孔
由上颌骨牙槽突与腭骨水平部共同围成；选

项C破裂孔是由颞骨岩部的尖和蝶骨体之间
形成不规则的孔；选项 E眶上孔位于额骨；
选项D眶下孔是位于上颌体眶下缘中点下方
约 0.5cm的椭圆形孔，孔内有眶下神经及血
管经过，本题选 D。 

22．考点：腮腺咬肌区的界限 
答案与解析：D。腮腺咬肌区的前界是

咬肌前缘，后界是胸锁乳突肌前缘，上为颧

弓和外耳道，下为下颌骨下缘，内侧界为咽

旁间隙，外侧以皮肤为界。腮腺咬肌区由浅

入深是皮肤、皮下组织、腮腺咬肌筋膜、腮

腺及一些重要的神经、血管。本题选 D。 
23．考点：磨牙后垫的解剖 
答案与解析：B。磨牙后垫是覆盖于磨

牙后三角表面的软组织，下颌第三磨牙冠周

炎时，磨牙后垫常显红肿。故不可以选择

ACE。而选项 B翼下颌韧带位于翼下颌皱襞
的深面。本题选 B。 

24．考点：牙位记录法 
答案：C。 
25．考点：牙萌出的特点 

答案与解析：D。牙萌出的特点是牙萌
出有较明确的时间和顺序，左右对称同期萌

出（选项 A 正确），下颌牙比上颌同名牙萌
出早（选项 B正确），女性萌出早于男性（选
项 C 正确），最早萌出的乳牙是下颌乳中切
牙（选项 D 是错误的），最早萌出的恒牙是
下颌中切牙（选项 E是正确的）。本题选 D。 

26．考点：区别咀嚼肌力、 力、最大

力 
答案与解析：B。选项 A 咀嚼肌所能发

挥的最大力是咀嚼肌力，也称咀嚼力。选项

B咀嚼运动时，牙所承受的实际压力是 力。

选项 C咀嚼运动时，咀嚼肌实际发生之力是
实际咀嚼肌力量称为咀嚼压力。选项 D牙周
膜的最大耐受力是指最大 力。本题选 B。 

27．考点：下颌骨解剖 
答案:A。 
28．考点：心理评估 
答案与解析：C。常用的心理评估方法

有：调查法、观察法、会谈法、作品分析法、

心理测验法。前瞻法不是心理评估的常用方

法。故本题选 C。 
29．考点：心境 
答案与解析：D。心境是指比较平静而

持久的情绪状态。其特点为：缓和而又微弱；

持续时间较长；具有弥散性。短时间猛烈暴

发的情绪为激情，出乎意料的紧张情况下的

情绪为应激。本题选 D。 
30．考点：白斑的基本病理变化 
答案与解析：D。白斑的病理变化是上

皮增生，有过度正角化和过度不全角化。镜

下可见其棘层增厚，其颗粒层也增厚，但没

有非典型细胞。其上皮钉突可伸长且变粗，

但仍整齐，基底膜清晰，未液化变性，故本

题选 D。 
31．考点：釉牙骨质界的相接方式 
答案与解析：A。牙釉质和牙骨质在牙

颈部相接有三种不同情况：约有 60%是牙骨
质少许覆盖在牙釉质表面，约 30%是牙釉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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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牙骨质端端相接，10%左右是两不相接，
该处牙本质暴露，而为牙龈所覆盖。在后一

种情况下，一旦牙龈萎缩，暴露的牙本质易

发生过敏。本题选 A。 
32．考点：牙髓组织 
答案:B。 
33．考点：口腔黏膜的分类 
答案与解析：B。口腔黏膜根据所在部

位和功能可以分为三类：咀嚼黏膜，被覆黏

膜和特殊黏膜。其中咀嚼黏膜包括牙龈和硬

腭黏膜；被覆黏膜包括唇、颊黏膜、口底和

舌腹黏膜；特殊黏膜即舌背黏膜。选项 A、
C、D、E均是被覆黏膜。本题选 B。 

34．考点：面部发育 
答案:A。 
35．考点：口腔黏膜的分类 
答案与解析：D。口腔黏膜根据所在部

位和功能可以分为三类：咀嚼黏膜，被覆黏

膜和特殊黏膜。其中咀嚼黏膜包括牙龈和硬

腭黏膜；被覆黏膜包括唇、颊黏膜、口底和

舌腹黏膜；特殊黏膜即舌背黏膜。选项 A、
B、C、E均是被覆黏膜。所以正确答案是 D。 

36．考点：舍格伦综合征的病理表现 
答案与解析：D。舍格伦综合征又称干

燥综合征，主要破坏外分泌腺的慢性炎症性

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它的病变是从小叶

中央开始，故D选项说法不正确；其早期淋
巴细胞浸润于腺泡之间，将腺泡分开，进而

使腺泡破坏，消失，为密集的淋巴细胞所取

代，且形成滤泡，选项A正确；病变严重时，
小叶内腺泡全部消失，而为淋巴细胞、组织

细胞所取代，但小叶轮廓仍保留，选项B正
确。小叶内导管增生扩张，形成肌上皮岛，

故C、E说法正确。本题选D。 
37．考点：扁平苔藓的病理变化 
答案与解析：E。扁平苔藓的主要病理

变化是，黏膜的白色条纹处，上皮为不全角

化，黏膜发红部位，上皮无角化，故不选 A。
棘层增生较多。上皮钉突不规则延长，基底

层液化，变性，故不选 B。可有空泡性变，
故选 E。基底膜界限不清，黏膜固有层有淋
巴细胞浸润带，故不选 C。棘层、基底层或
黏膜固有层可见圆形或椭圆形的胶样小体，

故不选 D。 
38．考点：牙本质的概念 
答案与解析：E。前期牙本质，是指成

牙本质细胞和矿化牙本质之间的一层尚未矿

化的牙本质，故不选 A。球间牙本质，是指
牙本质钙化不良时，钙质小球之间遗留的一

些未被钙化的间质，故不选 B。透明牙本质，
是指牙本质在受到磨损和较缓慢发展的龋刺

激后，可引起牙本质小管内的成牙本质细胞

突起发生变性，其管周的胶原纤维也可发生

变性。由于其小管和周围间质的折光率没有

明显差异，故在磨片上呈透明状而得名，故

不选 C。原发性牙本质，是指牙发育过程中
形成的牙本质，故不选 D。继发性牙本质，
是指牙根发育完成后形成的牙本质，故选 E。 

39．考点：牙骨质和骨组织的结构异同 
答案与解析：D。牙骨质和骨组织都呈

层板状排列，故不选 A。成熟牙骨质中的细
胞位于牙骨质基质陷窝内，而骨细胞位于骨

陷窝内，故不选 B。牙骨质和骨组织都能新
生，故不选 C。牙骨质分为无细胞牙骨质和
细胞牙骨质，细胞牙骨质有细胞，骨组织也

有骨细胞，成骨细胞等，故不选 E。牙骨质
没有血管，而骨组织有血管，故本题选 D。 

40．考点：牙龈的组织学特征 
答案与解析：C。牙龈是口腔黏膜的一

部分，由上皮和固有层组成，其中上皮又分

为三种功能部分：牙龈上皮，龈沟上皮和结

合上皮。牙龈组织无黏膜下层，故选 C。龈
沟上皮和结合上皮无角化，牙龈上皮有角化，

故不选 A。牙龈含少量血管，并非血管丰富，
故不选 B。牙龈有颗粒层，故不选 D。固有
层由致密的结缔组织构成，故不选 E。本题
选 C。 

41．考点：牙本质龋的病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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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42．考点：涎腺的各个组织结构的功能 
答案与解析：D。涎腺分泌单位包括腺

泡与导管系统，导管系统由闰管、分泌管和

排泄管组成。腺泡是涎腺的分泌部，功能是

产生腺泡分泌物，故不选 A、B。闰管和排
泄管都没有分泌管的此项功能，它们可以发

挥干细胞的作用，故也不能选 C、E。当腺
泡分泌物流经分泌管时，上皮细胞能主动吸

收钠，排出钾，并转运水，改变唾液的量和

渗透压，故本题选 D。 
43．考点：侧支根管形成的组织学原因 
答案与解析：A。上皮根鞘是颈环处的

内釉上皮和外釉上皮的桶状增生，对牙根的

发育包括根部牙本质和牙骨质的发育都非常

重要。桶状结构的内侧将形成根部牙本质；

桶状结构的外侧将形成牙骨质。上皮根鞘的

局部不完整或破裂是侧支根管形成的原因。

故本题选 A。 
44．考点：医学伦理学原则 
答案与解析：D。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

则：①有利原则；②尊重原则；③公正原则；

④不伤害原则。选项 A、B、C、E属于医学
伦理学原则，不选。选项 D克己不属于医学
伦理学原则。本题选 D。 

45．考点：病人的自主权 
答案与解析：E。尊重病人的自主权，

更重要的是要尊重病人合理的自主权。当患

者的自主选择与他人、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

需要从中合理调配、解决矛盾冲突，不能一

味履行对患者的义务，选项 E错。其他选项
皆正确。故本题选 E。 

46．考点：医德情感 
答案与解析：C。医德情感是指医务人

员在医疗活动中对自己和他人行为之间关系

的内心体验和自然流露。医德情感的内容包

括同情感、责任感和事业感。同情心是医务

人员发自内心的情感。一个正直的医务人员，

面对受疾病折磨、盼望救治的病人，会产生

同情病人并愿为其解除病痛的情感，这是一

个医务人员最起码的道德情感。本题选 C。 
47．考点：医患关系性质 
答案与解析：C。医患关系的性质是指：

①医患关系是契约关系；②医患关系是信托

关系。本题选 C。 
48．考点：前磨牙髓腔形态与各面硬组

织厚度 
答案与解析：A。下颌磨牙舌向倾斜，

颊尖远大于舌尖，颈部有缩窄，舌侧硬组织

较薄。如果钻针方向把握不好钻针直立或者

颊倾，容易在舌侧方向上穿通舌侧硬组织而

侧穿。所以颊侧侧穿的概率较小，所以不选

D，由于近远中方向附近有邻牙阻挡，易根
据邻牙长轴方向，掌握钻针方向，不容易侧

穿，所以不选B、C。所以本题选A。 
49．考点：根尖周病的诊断 
答案:E。 
50．考点：牙髓失活术 
答案:C。 
51．考点：氢氧化钙的作用 
答案:B。 
52．考点：牙髓活力检查方法 
答案:E。 
53．考点：慢性牙髓炎临床分型 

答案:A。 
54．考点：深龋的临床表现 
答案与解析：D。牙齿深龋除了会有色

形质的改变外，还会因为龋损发展到牙本质

层后，有冷热刺激时和食物嵌塞时的敏感症

状，但是这些刺激是一过性的，刺激消失，

症状随之消失。所以A龋损已至牙本质深层
正确，不选。B大多数有冷热刺激痛正确，
不选。C，对酸甜刺激也敏感会有刺激痛症
状正确，不选。E嵌入食物后疼痛正确，不
选。本题选D。 

55．考点：浅中深龋的分类 
答案与解析：B。浅龋发生在牙釉质和

根面牙骨质，可以发生在牙的各个牙面，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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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临床症状，所以不选C、D。急慢性龋是
由龋的进展快慢时间决定和进展的部位无

关，所以选A错误。继发龋是在修复体边缘
或者底部发生的龋和进展到牙骨质无关，所

以E错误。所以此题选B。 
56．考点：浅龋的鉴别 
答案与解析：E。浅龋和轻度釉质发育

不全鉴别。①好发牙位：浅龋、上前牙邻面、

磨牙窝沟、义齿基牙、排列不齐牙齿等；轻

度釉质发育不全，对称异常，中切牙，侧切

牙，尖牙，第一磨牙最常受累计。所以A可
区分，不选。②好发部位：前者为牙的窝沟

点隙和相邻牙邻面；后者为整个釉质表面；

所以B可区分，不选。③患区质地：前者松
软，后者比正常釉质稍软，所以C可区分，
不选。④患区光滑度：前者表面粗糙光泽消

失，后者少量浅沟，小凹点或细裂纹，所以

D可区分。浅龋和轻度釉质发育不全牙体形
态没什么变化，所以E错误，本题选E。 

57．考点：根管充填的时机 
答案：E。 
58．考点：牙龈炎的治疗 
答案:B。 
59．考点：根管治疗 
答案:B。 
60．考点：急性牙槽脓肿排脓途径及预

后 
答案与解析：C。急性牙槽脓肿排脓有

三个途径：①经根尖经根管由冠方龋洞排脓；

②穿破骨膜经黏膜、皮肤排脓；③经牙周袋

排脓。三个途径中以经冠方龋洞排脓对根尖

周组织破坏最小。A破坏唇侧根尖周组织，B
破坏舌腭侧根尖周组织，D破坏根尖周围根
尖组织，E破坏牙周袋一侧的根尖周组织。
所以A、B、D、E对根尖周组织破坏大于C，
所以此题选C。 

61．考点：慢性根尖周炎X线表现 
答案与解析：B。根尖周囊肿的X线表现

为根尖有圆形或椭圆形密度减低区，直径＞

1mm，周围有骨硬板包绕，呈一圈阻射的骨
白线，所以B正确。周围骨质有骨白线，不
疏松，所以A、C错误。D透射区形态规则所
以错误，E边界不模糊所以错误。本题选B。 

62．考点：急性多发性龋脓肿的治疗 
答案与解析：D。局部治疗开髓减压去

除感染。由于龋脓肿多发表明有全身易感因

素，所以要针对全身进行因素治疗，中西医

结合疗法好处是既可抗菌止痛又可以用中药

调理身体达到内外兼治。所以选Ｄ。 
63．考点：氯己定含漱液浓度 
答案：B。 
64．考点：盖髓术的适应证 
答案与解析：D。间接盖髓术适用于深

龋近髓和深龋引起的可复性牙髓炎。而直接

盖髓适用于根尖孔未形成的机械性，外伤或

龋源性因素点状露髓的年轻恒牙，根尖完全

形成的意外露髓，穿髓直径＜0.5mm。所以
A、B、D为适应证。深龋未净露髓由于感染
控制不好，将会引起牙髓炎，所以不适于用

盖髓术，本题选D。 
65．考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 
答案与解析：B。第九条：……血站

对献血者每次采集血液量一般为 200ml，
最多不得超过 400ml，两次采集间隔期不
少于 6个月。严格禁止血站违反前款规定
对献血者超量、频繁采集血液。本题应选

B。 
66．考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 
答案与解析：C。第三条本法规定的传

染病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甲类传染病是

指：鼠疫、霍乱。故本题选 C。 
67．考点：《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答案与解析：A。第二十六条 医疗机

构必须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诊疗科目、

诊疗时间和收费标准悬挂于明显处所。B、C、
D、E 项都是应该悬挂的文件，而 A 不是。
故本题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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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考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 
答案与解析：B。第二十八条在国家确

认的自然疫源地计划兴建水利、交通、旅游、

能源等大型建设项目的，应当事先由省级以

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施工环境进行卫生调

查。故本题应选 B。 
69．考点：青少年牙周炎好发牙位 
答案与解析：E。青少年牙周炎即现在

的侵袭性牙周炎，好发于第一恒磨牙和上下

切牙，第一恒磨牙形成垂直型骨吸收和弧形

吸收，切牙多为水平型骨吸收，所以切牙牙

槽嵴吸收更严重，更容易松动，而且磨牙牙

根多相比较前牙在同等吸收情况下更稳定，

本题选E。 
70．考点：成人牙周炎的临床症状 
答案与解析：D。成人牙周炎的临床症

状有牙周袋形成，探诊出血，牙槽骨水平和

竖直吸收，晚期有牙齿松动和牙移位。所以

B、C的症状在早期即可出现，不选A。牙龈
炎症是牙周炎的早期表现，所以不选E，牙
菌斑是牙周炎的始动因素，是早期症状所以

不选，所以本题选D。 
71．考点：菌斑指数和软垢指数相关概

念 
答案与解析：D。软垢指数不止看龈缘

处，还要观察牙面来判断，所以A错。需要
考虑菌斑或者软垢覆盖牙面大小，所以B错
误。检查前不需要漱口，所以C错误。软垢
为肉眼观察不需要探针，所以E错误。为防
止唾液影响观察都需要吹干牙面，所以D正
确。本题选Ｄ。 

72．考点：牙周病 
答案:C。 
73．考点:牙周病的治疗 
答案:D。 
74．考点：龈缘炎的诊断 
答案与解析：C。慢性龈缘炎临床表现

可有牙龈色形质的改变，可有探诊牙龈出血，

有的伴有明显牙龈的肿胀，疾病局限于龈缘

和龈乳头，但无附着丧失和牙槽骨的吸收，

所以更不会出现牙松动，所以Ａ、Ｂ、Ｄ、

Ｅ都为龈缘炎的诊断特征。而真性牙周袋只

有在发生牙槽骨吸收和附着丧失的患牙才出

现，是牙周炎的临床表现，所以Ｃ错误。本

题选C。 
75．考点：咬合创伤 
答案:C。 
76．考点：牙周袋 

答案:A。 
77．考点：牙周炎全身促进因素 
答案与解析：D。牙周炎的全身促进因

素包括：遗传，吞噬细胞数目减少或功能缺

陷，性激素，吸烟，精神压力及有关的系统

病：糖尿病、艾滋病、骨质疏松症等。骨肿

瘤是骨质的增生和牙周炎牙进展槽骨的吸收

无关，D错误。本题选D。 
78．考点：复发性单纯疱疹 
答案:D。 
79．考点：地图舌的临床表现 
答案与解析：D。地图舌临床表现为舌

乳头萎缩微凹，黏膜充血发红，病变位置变

化游走，一般无自觉症状，但继发感染食用

刺激性食物，酒精饮料，接触某些口腔材料

易引起烧灼样疼痛或钝痛，所以A、C、E错。
未见口干症状所以B错。本题选D。 

80．考点：创伤性溃疡和复发性溃疡的
鉴别诊断 
答案与解析：D。创伤性溃疡疼痛比复

发性溃疡剧烈，创伤性溃疡有机械刺激因素，

一般去除刺激源后不会复发。而复发性溃疡

有复发史，创伤性溃疡没有自限性，而复发

性溃疡有。复发性溃疡好发与口腔后部，而

创伤性溃疡好发于唇颊舌、颊脂垫尖等处。

全身情况二者都较好，没有区别，本题选Ｄ。 
81．考点：白斑的转归 
答案与解析：B。口腔黏膜白斑分为斑

块状、颗粒状、皱纹纸状、疣状和溃疡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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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皱纹纸状白斑边界清楚，周围黏膜正常，

较少有自觉症状而不易癌变。疣状型白斑损

害呈乳白色，厚而高起，表面呈刺状或绒毛

状突起，粗糙，质稍硬，多发生于牙槽嵴、

唇、上腭、口底等部位。由于常受到机械摩

擦而容易癌变，A不选。白斑基底有浸润表
明白斑已经呈现侵袭性，C不选。左侧舌腹
部白斑可怀疑为毛状白斑，与HIV感染有关，
有恶变倾向，所以D正确。无明确病因的白
斑可能与遗传因素有关，可怀疑有恶性变可

能，本题选B。 
82．考点，乳牙龋病的好发牙位 
答案与解析：C。乳牙龋病的好发牙位

是，上颌乳切牙，下颌乳磨牙最好发，其次

是上颌乳磨牙，上颌乳尖牙，下颌乳尖牙和

乳切牙最少见。所以B、D、E错误。而上颌
乳前牙较易清洁，所以发生龋病的概率略小

于下颌乳磨牙，所以A不选。本题选C。 
83．考点：疾病流行强度的描述 
答案与解析：A。暴发是指在一个局部

地区或集体单位中，短时间内，出现大量具

有相同症状与体征病人的现象。流行是指某

地区某病的发病率显著超过历年的散发发病

率水平。季节性增高是指几名每年在一定季

节内呈现发病率增高的现象。周期性流行是

指疾病频率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有规律的

起伏波动的现象。故本题选 A。 
84．考点：人人享有口腔卫生保健的基

本目标 
答案与解析：D。人人享有口腔卫生保

健即在我国，实现人人享有口腔卫生保健的

基本目标为使初级口腔卫生保健达到全社会

的每个成员，所以排除 A、B、C、E。本题
选 D。 

85．考点：龋病的一级预防 
答案与解析：D。龋病的一级预防包括：

①促进口腔健康，普及口腔健康教育，指定

营养摄取计划，定期口腔检查。故 E是正确
的。②实行特殊防护措施，如合理使用氟化

物防龋，进行窝沟封闭，应用防龋涂料等。

所以 A、B、C均是正确的。本题选 D。 
86．考点：龋病的定义 
答案与解析：C。龋病是一种由口腔中

多种因素复合作用所导致的牙齿硬组织

进行性病损，表现为无机质的脱矿和有机

质的分解。故本题选 C。 
87．考点：牙髓牙周联合病变 
答案：B。 
88．考点：龋病的好发牙位 
答案与解析：D。在恒牙列中，下颌第

一磨牙患龋的频率最高，其次是下颌第二磨

牙，以后依次是上颌第一磨牙、上颌第二磨

牙、前磨牙。相对比较尖牙患龋率较低。故

本题选 D。 
89．考点：乳牙易患龋特点 
答案与解析：A。乳牙易患龋的因素有：

①乳牙解剖形态易导致食物滞留；②乳牙组

织结构特点：矿化低，抗酸弱；③儿童食物

黏性强，含糖量高，易发酵产酸；④口腔自

洁和清洁作用差。乳牙的矿化低，与釉质层

的厚薄无必然联系，故 B选项错。儿童偏食
不是易患龋的因素，主要是儿童的饮食结构

含糖成分较多，故 C选项错。乳牙髓腔大，
根尖孔粗大，血管神经较恒牙多，D项错。
乳牙窝沟浅，易清洁，E错。本题选 A。 

90．考点：牙位记录 
答案：C。 
91．考点：银汞合金充填适应证 
答案与解析：D。银汞合金充填的适应

证是：①Ⅰ、Ⅱ类洞；②后牙Ⅴ类洞，特别

是可摘局部义齿的基牙修复；③大面积龋损

时配合附加钉的修复；④冠修复前的牙体充

填。Ⅳ类洞为前牙邻面并损伤切角。银汞合

金不宜用于前牙充填。故本题选 D。 
92．考点：楔状缺损的牙位 
答案与解析：C。楔状缺损是牙齿唇、

颊侧颈部硬组织发生缓慢消耗所致的缺损。

好发于上下颌单尖牙和前磨牙，尤其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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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磨牙。故本题选 C。 
93．考点：牙髓活力温度刺激 
答案:B。 
94．考点：釉质发育不全症 
答案:E。 
95．考点：牙菌斑的形成 
答案：B。 
96．考点：牙菌斑是牙周病的始动因子 
答案与解析：D。菌斑微生物作为牙周

病始动因子的证据：①实验性龈炎观察牙龈

炎症随菌斑量的增加而加重；②流行病调查

发现牙周病的严重程度和菌斑的堆积量成正

比；③机械去除菌斑和抗菌效果明确；④实

验性动物研究证明，无菌情况下不会产生牙

龈炎。因此，本题选 D。 
97．考点：扁平苔藓的临床表现 
答案与解析：B。扁平苔藓口腔黏膜病

损表现为小丘疹连成的线状白色、灰白色花

纹；黏膜可发生红斑、充血、糜烂、溃疡和

水疱等，以白色条纹和白色斑块为主。颊部

多见，大多左右对称；患者多无自觉症状。

根据病损形态可分为：①网状型；②环状型；

③条纹型；④斑块型；⑤丘疹型；⑥水疱型；

⑦糜烂型；⑧萎缩型。故本题选 B。 
98．考点：牙周病临床表现 
答案:C。 

99．考点：不同类型的牙龈瘤的主要病
理变化 
答案与解析：C。纤维性龈瘤富含肉芽

组织和胶原纤维束，故不选 A。血管性龈瘤
不如妊娠性龈瘤准确，故不选 B。肉芽肿性
和血管性龈瘤在组织学上难以区分，常合并

为一种类型，故不选 D。巨细胞性龈瘤主要
病理变化是出现多核破骨巨细胞，故不选 E。
妊娠性龈瘤，主要病理变化是血管内皮细胞

增生呈实性片块或条索，也可是小血管或大

的薄壁血管增多，间质常水肿，炎症细胞浸

润不等，故选 C。 
100．考点：雪口病 

答案:C。 
101．考点：红斑狼疮的鉴别诊断 
答案:E。 
102．考点：医德范畴 
答案与解析：D。医学伦理学的基本范

畴是：①权利与义务；②情感与良心；③审

慎与保密。医生把患者的私人问题泄露出去，

这明显是违法了保密原则。本题选 D。 
103．考点：逆行性牙髓炎的病因 
答案与解析：C。由于患者有冷热刺激

痛牙髓炎表现，而牙体检查未见龋损，可见

真性牙周袋，所以是牙周牙髓联合病变，有

牙周袋细菌进入根管引起牙髓感染。A不确
切所以不选。副根管和管间侧支在多根牙中

存在，而第二前磨牙较少有根分叉，所以B、
D的可能性较小。E项牙周袋侵入根尖区时才
可能发生，在牙槽骨吸收1/3的情况下可能性
较小。所以C最可能，本题选C。 

104．考点：牙周炎临床表现及X线表现 
答案与解析：D。慢性牙周炎可有牙周

袋形成，牙槽骨吸收的临床表现，这个患者

X线显示环绕牙根的白色阻射线消失，白色
阻射线是牙齿硬骨板，牙槽骨外板，白色阻

射线消失表示了牙槽骨外板被吸收破坏，本

题选D。 
105．考点：乳牙治疗方法的适应证 
答案与解析：B。患者，磨牙穿髓，显

示为牙髓炎症状，无叩痛显示病变未到根尖，

而且根尖孔呈漏斗状未闭，所以应使用保存

活髓的方法，所以A、C和D不宜选用。E适
用于意外露髓，露髓孔＜1mm患牙，对于深
龋露髓的乳牙因牙髓已受感染，不宜行直接

盖髓术。所以不选。本题选B。 
106．考点：行为治疗 
答案与解析：C。通过生物反馈治疗有

助于患者调整和控制自己的心率、血压、胃

肠蠕动、肌紧张程度、汗腺活动和脑电波等

几乎包括所有的身体功能的活动情况，从而

改善机体内部各个器官系统的功能状态，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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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对应激的不适宜反应，达到防治疾病的目

的。本题选 C。 
107．考点：乳牙挫入内陷的处理 
答案与解析：C。乳中切牙挫入后如果

不造成恒牙胚的损伤可以做简单处理并定期

复诊观察，挫入的乳中切牙不应该拉出复位，

以避免造成二次创伤、牙龈沟和牙周间隙感

染，所以不选A、D，而本患者X线片未见侵
犯恒牙胚所以不用立即拔除。所以不选B。
由于乳中切牙内陷可能造成牙髓坏死，所以

如果不处理的且不复诊观察的话，可能会发

生根尖周病变，侵犯恒牙胚造成萌出障碍，

所以E错误，本题选C。 
108．考点：疱疹性口炎的治疗 
答案与解析：B。疱疹性口炎局部治疗

涂布消炎防腐药，全身大量维生素B、C及营
养，涂抹抗病毒药物，体温升高给退热药，

A、C、D、E正确，但全身禁用皮质类固醇
药物，避免病毒扩散，所以B氟美松皮质类
固醇激素不能使用，故本题选B。 

109．考点：牙本质过敏症诊断 
答案与解析：E。机械刺激有酸软感，

机械刺激去除后疼痛消失，探诊可见左下第

一磨牙颊 面有敏感点，有左下第一磨牙

面磨损，暴露牙本质，可确定为牙本质敏感。

叩痛（－）不可能为牙隐裂，A不选，B磨损
可见但诊断以严重为首，所以不选B，磨牙
症应为全口磨耗，所以C错，酸蚀症有接触
史且应该为多个牙侵蚀，而此患者为单个牙，

所以不选D，故本题选E。 
110．考点：牙髓疾病诊断 
答案与解析：B。牙髓坏死的诊断指标

为无自觉症状，既往有自发痛史，外伤史，

可有牙冠变色，温度和牙髓电活力测试无反

应，叩诊轻度不适或无不适，X线见根尖周
膜增宽。所以根据症状，本题选B。 

111．考点：牙髓坏死的临床表现 
答案:D。 
112．考点：畸形中央尖的诊断 

答案:C。 
113．考点：氟牙症临床表现 
答案与解析：B。氟牙症在临床上表现

为牙釉质上着色的板块或缺损。釉质发育不

全表现为成组成对发生病损，不同程度的釉

质缺陷性改变，有婴幼儿期有关病史，所以

Ａ错。四环素牙牙齿呈黄色，全部牙齿以牙

本质为主的帽状染色，所以Ｃ错误。浅龋除

了颜色改变外探诊质软，所以Ｄ错误。遗传

性乳光牙本质牙齿伴有半透明或乳光色，容

易磨耗，所以Ｅ错。本题选Ｂ。 
114．考点：牙齿对面形的影响 
答案与解析：E。偏侧咀嚼会导致下颌

向失用侧旋转，而使面部不对称，所以Ａ影

响。牙列缺损会导致咀嚼功能异常，邻近牙

齿移位，相应面部组织如颊唇凹陷，所以Ｂ

影响。牙列缺失会使咬合垂直距离降低，口

唇内缩等，Ｃ影响面形。后牙缺失会导致咀

嚼效率降低，引起偏侧咀嚼，所以Ｄ影响。

单个牙体缺损不导致邻牙移位，面部软组织

塌陷和牙槽骨吸收，不影响面形，所以此题

选Ｅ。 
115．考点：牙龈炎诊断和鉴别诊断 
答案与解析：A。由牙龈乳头轻度充血

水肿，探诊深度2～3mm，没有附着丧失是
典型边缘性龈炎表现，牙尖乳头炎临床表现

为牙间乳头鲜红肿胀，探触和吸吮时易出血，

可有自发胀痛或探触痛。患急性龈乳头炎时，

有的可有明显的自发痛和中等程度的遇冷热

刺激痛，所以此病人不符合，所以B不选。
此患者已度过青春期的年龄，所以C、D不选。
此患者未见牙龈的龈乳头及龈缘坏死，牙龈

边缘呈蚕食状缺失，表覆以灰白色假膜等症

状，所以E不选。本题选A。 
116．考点：牙隐裂的检查方法 
答案与解析：C。牙隐裂指牙冠表面的

非生理性细小裂纹，常不易被肉眼所见。它

可深入到牙本质深层，表浅的隐裂一般无明

显症状。较深时，则有遇冷热刺激敏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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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咬不适感。用碘酊涂牙面，使它渗入隐

裂染色，可染色显示。如有条状染色，便可

确诊。本题选C。 
117．考点：《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

法》 
答案与解析：A。第九十条药品的生产

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在药品购销中暗

中给予、收受回扣或者其他利益的，药品的

生产企业、经营企业或者其代理人给予使用

其药品的医疗机构的负责人、药品采购人员、

医师等有关人员以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由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情节

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药品生产

企业、药品经营企业的营业执照，并通知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吊销

其《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行

政处罚是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做出的，本题

选 A。 
118．考点：执业医师的考试和注册 
答案与解析：B。《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

医师法》第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

注册：（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二）

因受刑事处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

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二年的；（三）受吊销医师

执业证书行政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

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二年的；（四）有国务院卫

生行政部门规定不宜从事医疗、预防、保健

业务的其他情形的。受理申请的卫生行政部

门对不符合条件不予注册的，应当自收到申

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

理由。申请人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

日起十五日内，依法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黄某属于第十五条第（二）项

的情况，故本题选 B。 
119～120．考点：酶 
答案与解析：A，D。ALT（丙氨酸转氨

酶）或称谷-丙转氨酶（GPT）、AST（门冬

氨酸转氨酶）或称谷-草转氨酶（GOT）是常
用的肝功能检查项目，他们分别催化丙氨酸、

天冬氨酸经过转氨基作用生成谷氨酸。构成

人体蛋白质的氨基酸都是 L型的。故第 119
题选 A，第 120题选 D。 

121～122．考点：牙体解剖 
答案与解析：C，A。一般情况下，牙尖

都是偏向近中。只有上颌第一前磨牙的颊尖

偏向远中。所以第 121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C。只有上颌乳尖牙的牙尖是偏向远中的，
因为上颌乳尖牙的近中牙尖嵴比远中牙尖嵴

要长，此为区别左右上颌乳尖牙和上颌恒尖

牙最主要的标志，所以第 122题选择 A。 
123～125．考点：下颌骨的运动度 
答案与解析：D，B，A。颞下颌关节是

颌面部具有转动和滑动运动的左右联动关

节。主要功能是参与咀嚼、语言、吞咽和表

情等。正常成年人的下颌自然开口度平均约

为 3.7cm，故 123题 D选项正确。下颌在保
持上下牙接触的同时向前运动，运动过程中

下颌所有的位置均称为前伸 位，主要包括

对刃 位和最大前伸 位。下颌最大前伸范

围是 1cm，所以 124题选 B，下颌功能性前
伸范围是 3mm，故 125题选 A。 

126～128．考点： 与 位 
答案：A，A，B。 
129～131．考点：牙体结构的功能作用 
答案与解析：E，D，A。绞釉是釉柱自

釉牙本质界至牙表面的行程并不完全呈直

线，近表面 1/3 较直而内 2/3 弯曲，在牙切
缘及牙尖处绞绕弯曲更为明显，可以增强釉

质对咬合力的抵抗。所以第 129题选择 E。
成牙本质细胞的突起穿过基底膜，伸向前成

釉细胞之间，在釉质形成时，其末端膨大的

突起即留在釉质内此即釉梭。所以第 130题
选择 D。釉面横纹是指釉质表面呈平行排列
并与牙长轴垂直的浅凹线纹，是牙呈节律性

发育的现象，也是釉质生长线到达牙表面的

部位。所以 131题选择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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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34． 考点：牙的发育 
答案：A，C，E。 
135～136．考点：常见口腔黏膜病的病

因 
答案与解析：B，D。膜性口炎由金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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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体

反抗力降低时细菌生长活跃或感染毒力增加

而发病。一般为混合感染。有时是其他口腔

黏膜病继发感染，所以第135题B正确。鹅口
疮又名雪口病、白色念珠菌病、鹅口、雪口、

鹅口疳、鹅口白疮，是由真菌传染，在黏膜

表面形成白色斑膜的疾病多见于婴幼儿。本

病是白色念珠菌感染所引起。所以第136题选
D。 

137～139．考点： 中枢系统及消化系统
用药 
答案：A，D，B。 
140～141．考点：维生素 
答案与解析：E，A。人体从食物中获得

的维生素 A有两大类：一类来源于动物食物
中的维生素 A，主要存在于动物肝脏、鱼肝
油、蛋、奶及其制品；另一类来源于植物食

物中的 β-胡萝卜素和各类胡萝卜素。故 140
题选 E。维生素 B1主要存在于动物内脏、瘦

肉类、豆类、酵母等。故 141题选 A。 
142～143．考点：医学伦理学文献 
答案与解析：A，D。《赫尔辛基宣言》

是一份包括以人作为受试对象的生物医学研

究的伦理原则和限制条件，也是关于人体实

验的第二个国际文件。142题选 A。《大医精
诚》论述了有关医德的两个问题。第一是精，

亦即要求医者要有精湛的医术，认为医道是

“至精至微之事”，习医之人必须“博极医源，
精勤不倦”。第二是诚，亦即要求医者要有高
尚的品德修养，以“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感
同身受的心，策发“大慈恻隐之心”。143 题
选 D。 

144．考点：轻型口疮的诊断 

答案:A。 
145．考点：腺周口疮的诊断 
答案:C。 
146．考点：牙龈炎诊断和鉴别诊断 
答案与解析：B。由牙龈色、形、质改

变和X线示无牙槽骨吸收，牙龈缘附近有明
显牙石和软垢堆积，所以可诊断为牙龈炎选

B。牙周炎应检查有牙周袋，且X线示牙槽骨
吸收，所以不选A。青春期龈炎应处于青春
期12～18岁，所以不选C。单纯性肥大性龈
炎和牙龈纤维增生应有牙龈肥大的症状，所

以不选D、E。本题选B。 
147．考点：牙龈炎病因 
答案与解析：D。牙龈炎的病因中菌斑

是始动因素，局部因素和全身因素可以推动

牙龈炎的进展。软垢和牙石是此患者牙龈炎

的主要局部因素，而吸烟，食物嵌塞，不良

修复体，不良刷牙习惯题目中没有涉及所以

不选，本题选D。 
148．考点：牙龈炎的治疗 
答案与解析：A。对牙龈炎主要的治疗

方式是进行洁治术去除菌斑始动因素和牙石

软垢等局部刺激因素，保持口腔清洁没有去

除病因所以不选B。牙龈炎不严重没有造成
全身的症状不使用消炎药，所以不选C、D。
牙龈没有肿大，所以不需要切除牙龈，所以

不选E。本题选A。 
149．考点：慢性牙髓炎诊断 
答案与解析：D。冷热刺激痛，有自发

疼痛不适达数月，深龋露髓，探诊疼痛，

可以诊断为慢性牙髓炎。楔状缺损在舌腭

侧牙颈部形成的缺损，多为机械损伤所致，

有牙龈退缩等伴随症状，多见于老年人，

与患者情况不符，所以A不选。深龋不应露
髓，所以B不选。酸蚀症有相应酸性环境接
触史，且为多牙受累，此患者不符，所以

不选C。慢性根尖周炎多牙髓坏死，冷热测
无反应，确诊需要Ｘ线片诊断，所以不选E。
本题选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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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考点：慢性牙髓炎治疗 
答案与解析：D。慢性牙髓炎需要做根

管治疗，以去除病因缓解压力，去除感染，

预防再感染。盖髓术适用于深龋接近髓腔或

者意外露髓，露髓孔＜1mm，且没有感染的
情况，不适于这个病人，所以不选A。活髓
切断适用于根尖孔未闭的年轻恒牙，所以不

选B。干髓术和塑化治疗预后较差，所以不
推荐使用，所以不选C、E。本题选D。 

第二单元 

1．考点：口腔颌面部检查 
答案：D。 
2．考点：手术切开与缝合 
答案：E。 
3．考点：拔牙后牙槽骨的吸收 
答案与解析：E。拔牙后牙槽骨会发生

吸收，这种吸收会在拔牙后 3个月趋于稳定。
牙齿缺失后行义齿修复前会发现牙槽突上有

一些有碍义齿就位及承受 力的畸形，如骨

尖、锐利骨嵴及倒凹等，需行手术修整，这

些手术被统称为牙槽突修整术。因此，等拔

牙后牙槽骨吸收平稳后再行牙槽突修整。综

上所述，A、B、C、D均不正确。本题选 E。 
4．考点：口腔颌面部硬组织组成咬合系

统 
答案与解析：C。口腔颌面部硬组织主

要有牙及牙槽突，上下颌骨，颧骨和鼻骨等。

当牙槽突骨折时，骨折片可移位而引起咬合

错乱。下颌骨有较强大的升颌肌群和降颌肌

群附着，骨折时由于附着在骨块上的肌群牵

引力方向不同，常使骨折块发生移位，导致

咬合错乱。而上颌骨的骨折块多随外力的方

向而发生移位，从而使咬合关系错乱。综上

所述，A、B、D、E不合题意。本题应选 C。 
5．考点：化脓性下颌骨中央性骨髓炎的

形成机制 
答案与解析：B。化脓性下颌骨中央性

骨髓炎的感染来源以龋病继发病、牙周膜炎、

根尖周炎为主（这些疾病主要在下颌骨体

部），先破坏骨髓，后破坏骨密质，再形成骨

膜下脓肿或蜂窝织炎。这与边缘型颌骨骨髓

炎是不同的。后者感染主要来源于下颌智齿

冠周炎，先形成骨膜下脓肿或蜂窝织炎，主

要破坏骨密质，很少破坏骨松质。综上，本

题应选 B。 
6．考点：颞下颌关节前脱位的发病机制 
答案与解析：A。在正常情况下，大开

口末，髁突和关节盘向前滑动，止于关节结

节之下方或稍前方。如果有咀嚼肌紊乱或关

节结构紊乱的患者，当大开口末，例如打哈

欠，唱歌，咬大块食物，呕吐等时，翼外肌

继续收缩把髁突过度向前拉过关节结节；同

时闭 肌群发生反射性挛缩，就使髁突脱位

于关节结节之前上方，据此可排除 B、C、D、
E，而不能自行复回原位。综上所述，本题
选 A。 

7．考点：口腔颌面部囊肿 
答案:D。 
8．考点：胚胎期原始口腔的形成时间 
答案与解析：B。唇裂多见于上唇，是

球状突和上颌突未联合或部分联合所致。当

两侧下颌突在中线处未联合则形成下唇裂。

在胚胎第 6周，面部的突起一面继续生长，
一面与相邻或对侧的突起联合。而胚胎第

7～8周，面部的各突起完成联合，颜面各部
分初具人的面形。因此，唇部的发育是在第

6～8周完成。可排除 A、C、D、E。综上所
述，本题应选 B。 

9．考点：牙体及牙周组织的硬度比较 
答案与解析：A。对 X线显影的组织，

硬度越大，吸收的 X线越多，则 X线透过得
越少。牙釉质是人体最硬的组织，其硬度高

于骨，因此其 X线透过度最弱，所以 A正确。
牙本质及牙骨质的硬度均低于牙釉质，但高

于牙髓，B、C 不选。牙槽骨的硬度也高于
牙髓，牙髓属于软组织，硬度较低，故 D也
不正确。综上，本题应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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