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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共分三篇１９章.第一篇管理与基础,包括绪论、法规与管理、美容口腔伦理、人体与

美学、美容口腔理论、审美与心理、口腔颌面部结构与功能.第二篇美容牙科学,包括着色牙与

着色牙的治疗、牙体缺损与修复、牙周疾病治疗与口腔美容、牙列缺损与缺失修复、错 的矫

治、口腔卫生与保健、口腔颌面部常用X线检查技术.第三篇美容颌面外科学,包括唇裂与面

裂治疗、牙颌面畸形、口腔颌面部后天畸形和缺损、颌骨缺损的修复与重建、口腔颌面肿瘤的外

科治疗.本书内容科学,图文并茂,结构合理,指导性强,是一部实用的医疗美容培训教材,适

于口腔美容医师及其他美容专科临床医师学习参考.



根据广东省医疗美容临床实际及医疗美容医师(主诊或专科)培训和考试需要,广东省医

学会在«广东省医疗美容医师培训教材系列丛书»编委会的指导下,依托省内美容行业领域包

括整形、皮肤、口腔、中医相关专科分会、专业委员会及卫生管理等经验丰富的权威专家,由临

床医学评审部牵头,负责策划并组织实施,首先拟订«广东省医疗美容医师培训教材系列丛书»

编写规范和五本分册包括美容外科、美容皮肤、美容口腔、美容中医及美容技术的编写大纲初

稿,其中«美容技术分册»为各类别共用技术.经编委会审议后组织实施,历时约１年,完成了

«广东省医疗美容医师培训教材系列丛书»的编写、修稿、校稿等工作,意在规范我省医疗美容

行业以及从业人员的诊疗行为,提高医疗美容技术水平,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服务.
«广东省医疗美容医师培训教材系列丛书»参编人员达１７５名,参与单位２９个,总字数约

１５８万,图片３８７张.在编写中始终坚持“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五性”(思
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用性)和“三特定”(特定对象、特定要求和特定限制)原则,选
取目前已公认的内容和观点,以医疗美容临床实践及规范操作为重点,力求做到严谨精确,简
明扼要,重点突出,可作为医疗美容医师(包括主诊或专科医师)和其他从事医疗美容工作的

技、护人员临床参考及备考用书.

广东省医学会会长　姚志彬　教授

２０１５年９月３日



人类个体的识别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口颌面部的识别,因此说口颌面部是人类审美的核

心区域,也就不足为奇了.也正因为如此,口腔医学临床各科往往和美学密切相关,口腔美容

一直在美容医疗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美容口腔科并非一门新的学科,它主要涵盖了牙体牙

髓病学、牙周病学、口腔颌面外科学、口腔修复学、口腔正畸学和口腔预防医学中涉及美学的内

容,以及与此有关的心理与伦理学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小到补一颗牙,大到口腔颌面部整

形美容手术,绝大多数口腔医师的日常工作内容是离不开口腔美容的,美学概念也应该始终贯

穿于每个口腔医师的执业生涯.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容貌美的追求日渐突出,医
疗美容行业顺势而发展.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的需求,规范行业发展,提高医疗美容服务质

量,对医疗美容行业执业人员资格等方面提出了相关要求,因此,面向我省将来有培训需求的

美容医师编写一套优质规范的培训教材是有必要的.
«美容口腔分册»从我省医疗美容口腔的临床实际与实用出发,紧扣口腔医疗美容的特点,

以口腔医学知识为基础,以医学美学为导向,以维护、修复和塑造口腔颌面美,达到口腔功能和

颜面美容的统一,提高人的整体生命活力和生命质量为目的,归纳了国内外有关文献资料,包
括了近十余年来国内外口腔医疗美容新成就,编成美容口腔医师的专业培训教材.

本书内容充实,简明系统,观点新颖,理论与实践结合,充分体现了培训教材的科学性、权
威性和实用性,对于广大医疗美容医师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参考用书,特向读者们推荐.

广东省整形美容协会会长　张志光

中华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专委会主委　章锦才

２０１５年９月３日



我国一直沿用口腔医学(口腔科)的概念,并发展出具有我国鲜明特色的口腔颌面外科,在
专业领域很少使用“牙科”的提法,且从字面上看“牙科”的指代过于局限.虽然医疗美容主诊

医师的类别使用“美容牙科”,但编委会在编写我省医疗美容口腔主诊或专科医师培训教材时,

认为采用“美容口腔分册”更为合适.
«广东省医疗美容医师培训教材系列丛书»之«美容口腔分册»分为管理与基础、美容牙科

学、美容颌面外科学三篇共１９章,近５７万字,编写人员数十名.第一篇为管理与基础,包括:

绪论、法规与管理、美容口腔伦理、人体与美学、美容口腔理论、审美与心理、口腔颌面部结构与

功能;第二篇为美容牙科学,包括:着色牙与着色牙的治疗、牙体缺损与修复、牙周疾病治疗与

口腔美容、牙列缺损与缺失修复、错 的矫治、口腔卫生与保健、口腔颌面部常用X线检查技

术;第三篇为美容颌面外科学,包括:唇裂与面裂治疗、牙颌面畸形、口腔颌面部后天畸形和缺

损、颌骨缺损的修复与重建、口腔颌面肿瘤的外科治疗.
«广东省医疗美容医师培训教材系列丛书»由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广东省医学会会长、该系

列教材编委会主任姚志彬教授担任荣誉主编,本«分册»荣幸邀请了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副会长、

广东省整形美容协会会长张志光教授以及中华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专委会主委章锦才教授共

同担任学术顾问.参编者均为广东省在本专业领域内享有盛名并有较丰富经验的临床、医学

教育及卫生管理等权威专家,不少编者在国内甚至国际上享有盛誉,这不仅增加了其在学术上

的权威性,相信也对医疗美容口腔医师(主诊或专科)资格考试备考人员以及对美容口腔医学

感兴趣的口腔医学专业学生、研究生大有裨益.同时,也可为有志于从事口腔美容工作的同仁

提供有益的参考.

口腔美容学科发展日新月异,囿于编者的学识,本教材不足和疏漏在所难免,真诚希望广

大同仁批评指正.

李　虹　李国营

２０１５年９月３日



第一篇　管理与基础

第１章　绪论 (１)

　第一节　美容牙科学发展概况和趋势 (１)

　第二节　美容口腔医学和相关学科的关系 (２)

第２章　法规与管理 (４)

　第一节　政策法规与管理规定 (４)

　第二节　美容口腔诊疗质量管理 (９)

　第三节　行业现状与安全对策 (１２)

第３章　美容口腔伦理 (１５)

　第一节　美容口腔伦理概述 (１５)

　第二节　职业道德及技术应用伦理要求 (１８)

　第三节　医疗美容沟通与伦理 (２１)

　第四节　医疗美容医患关系与纠纷 (２４)

第４章　人体与美学 (２６)

　第一节　基本概念 (２６)

　第二节　美学思想 (２９)

第５章　美容口腔理论 (３３)

　第一节　色彩学 (３３)

　第二节　数学美学 (４１)

第６章　审美与心理 (４６)

　第一节　容貌审美心理学 (４６)

　第二节　美容社会心理学 (４９)

　第三节　美欲、求美动机和行为 (５０)

　第四节　心理分析与受术者的选择 (５２)

第７章　口腔颌面部结构与功能 (５７)

　第一节　牙体结构与功能 (５７)

１



　第二节　牙列结构与功能 (６２)

　第三节　颌面部结构与功能 (６４)

　第四节　口腔的局部解剖 (７２)

第二篇　美容牙科学

第８章　着色牙与着色牙的治疗 (７６)

　第一节　牙色异常的原因 (７６)

　第二节　牙面抛光术 (８１)

　第三节　牙面喷砂术 (８２)

　第四节　洁治术 (８３)

　第五节　牙漂白治疗 (８６)

　第六节　微磨蚀法 (８９)

第９章　牙体缺损与修复 (９０)

　第一节　牙体缺损治疗概述 (９０)

　第二节　嵌体修复 (９２)

　第三节　贴面修复 (９３)

　第四节　全冠修复 (９６)

　第五节　部分冠修复 (１０１)

　第六节　复合树脂粘接修复 (１０２)

　第七节　桩核冠修复 (１０５)

　第八节　临时冠修复 (１０７)

　第九节　牙体缺损修复中的美学因素 (１０７)

　第十节　牙饰技术 (１１０)

第１０章　牙周疾病治疗与口腔美容 (１１２)

　第一节　牙周疾病与口腔美容的关系 (１１２)

　第二节　牙周外科的目的与术式分类 (１１４)

　第三节　牙龈切除术 (１１５)

　第四节　翻瓣术 (１１６)

　第五节　牙冠延长术 (１１９)

　第六节　根尖复位瓣术 (１２０)

　第七节　侧向转位瓣术 (１２２)

　第八节　双乳头转位瓣术 (１２３)

　第九节　冠向复位瓣术 (１２４)

　第十节　游离龈瓣移植术 (１２５)

　第十一节　牙槽嵴增大术 (１２７)

　第十二节　牙龈成形术 (１２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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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节　种植牙周围的龈乳头成形术 (１３０)

　第十四节　牙周引导组织再生术 (１３２)

第１１章　牙列缺损与缺失修复 (１３５)

　第一节　固定义齿修复 (１３５)

　第二节　可摘局部义齿修复 (１４０)

　第三节　可摘式过渡义齿美容修复 (１４５)

　第四节　全口义齿美容修复 (１４９)

　第五节　颌面赝复体修复 (１５４)

　第六节　固定Ｇ可摘联合义齿修复 (１５７)

　第七节　种植义齿修复 (１６１)

第１２章　错 的矫治 (１６６)

　第一节　错 的分类 (１６６)

　第二节　各类错 的矫治设计 (１７１)

　第三节　错 畸形的早期矫治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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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管理与基础

第１章　绪　论

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先辈们的努力,我国牙科学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了“牙科”的内涵.因

此,在我国正式的学科名称中,没有“牙科学”这一名称,代之以“口腔医学”.但在具体临床及

社会实践中,乃至在与国外同行交流时,仍长期存在“牙科”“口腔科”“牙科学”“口腔医学”等均

被使用的情况.从专业的角度上看,牙科学有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的含义.在狭义上,牙科学研

究的对象是牙以及与牙相关的组织器官.而在广义上,牙科学等同于口腔医学,其研究的范围

包括口腔器官及颌面部.相似地,美容牙科学也有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的含义.在狭义上,美容

牙科学研究的是在维护、塑造牙以及与牙相关的组织器官健美的创造性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

一系列医学美学现象和医学审美规律.从这个意义出发,美容牙科学是美容口腔医学的一个

子概念.根据口腔医学的研究范围,美容口腔医学至少还应包括另一个子概念———美容口腔

颌面外科学.而在广义上,牙科学等同于口腔医学(美容牙科学也就等同于美容口腔医学),其
研究的是在维护、塑造口腔器官及颌面部健美的创造性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系列医学美学

现象和医学审美规律.基于此,广东省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培训教材选取广义概念,统称为美容

口腔科(包括美容牙科及美容颌面外科)分册.
【要求】　了解美容牙科学发展概况和趋势、美容牙科学和相关学科的关系.

第一节　美容牙科学发展概况和趋势

一、美容牙科学发展概况

人类对美的追求自古有之,审美观又会因时因地变迁.在古代,有以齿黑为美者,而故意

用颜料将牙齿染成黑色.即便在当代,有故意将前牙形态打磨成锥形的族群,以为某种象征;
还有以长颈为美的民族,自幼用颈圈叠加以不断延长颈部.在我国,亦曾有过以“金牙”为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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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有人甚至为了镶上一排“金牙”,而故意拔去健康的牙齿.在手术整形方面,古人在唇裂

修复、额部皮瓣造鼻等亦进行了尝试.但囿于当时的科技水平,美容牙科学发展缓慢.进入

２０世纪后,得益于麻醉技术、抗生素以及材料器械等的发展,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大量

伤残病例整复实践,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原先认为不可能的奇迹,美容牙科学呈现前所未有的跨

越式的发展.从口腔颌面部器官成形到再造,再到目前炙手可热的微整形;从牙列缺损缺失的

活动修复到固定修复,再到目前风起云涌的种植修复;从错 畸形的活动矫治到固定矫治,再
到目前风生水起的隐形矫治

二、近现代美容牙科学的发展趋势

近现代美容牙科学的大发展呈现以下几方面趋势:一是材料器械的发展成为美容牙科学

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以美容为目的的激光、射频、可见光设备的出现,可吸收注射材料的应

用,与计算机技术、三维打印技术交叉融合产生的隐形矫治器,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的牙科种

植体等,将美容牙科学技术水平推到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正是新材料器械的不断涌现,使美

容牙科诊疗技术呈现微创、无痛的发展趋势.二是从事美容牙科的医师所面对的对象,有相当

一部分已逐渐从传统意义的“患者”转向“正常人”,在很多机构其称呼也相应变成“客户”.的

确,存在就有其合理性,当求诊者主诉是“眼角皱纹”“鼻子不够高”“牙齿不够白”等,如果医学

的内涵没有与时俱进,是很难将其归为“患者”的.三是不同医学专业间的交叉学习日益深入.
美容牙科与美容外科、美容皮肤科、美容中医科的业务范围有交叉,客观决定了各专业共享部

分理论和技术,而不同专业医师的视角不同,更需要相互碰撞产生火花以推动各专业的发展.
四是学科分类的变化.美容牙科学(美容口腔医学)以美化口腔颌面部为目标,进而满足生物

个体对于社会群体的接纳程度的要求,提高生物个体的生命质量,增强生命活力美感,因而其

核心对象相应地转化为“现实中的健康的具有生命活力的人体美(口腔美)”.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医疗美容的追求程度将越来越高,同时伴随着对口腔

医学美学研究的深入,可以预见,分散在牙体牙髓病学、牙周病学、口腔颌面外科学、口腔修复

学、口腔正畸学等临床各科中的美容牙科学理论和技术将逐渐组合成一个目标一致、体系完整

的学科———美容牙科学(美容口腔医学).

第二节　美容口腔医学和相关学科的关系

一、美容口腔医学的特点

严格地说,到目前为止,美容牙科学还没有形成专门的学科,有关美容牙科学的很多理论

和技术分散在牙体牙髓病学、牙周病学、口腔颌面外科学、口腔修复学、口腔正畸学等临床各科

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能简单地将美容牙科学(美容口腔医学)视为牙科学(口腔医学)的
一部分.这是因为,和传统的牙科学(口腔医学)不同的是,美容牙科学(美容口腔医学)以口腔

医学审美为核心,这是其最显著的特点.围绕着这一核心,美容牙科学(美容口腔医学)以口腔

医学与美学相结合的理论为指导,以艺术为基础,运用口腔医学与美学相结合的技术手段来研

究口腔医学领域中的美学现象和审美实施及其规律,因而较之传统意义上的医学,美容牙科学

(美容口腔医学)具有更浓厚的人文医学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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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一)与人体疾病的关系

除了处理传统的牙体缺损、口腔颌面部畸形、牙列缺损缺失、错 畸形等疾病,随着人们对

美的追求意识的增强,美容牙科学还将应对很多非传统意义的人体疾病,如皱纹、脸型、唇型、
鼻型等.此外,美容牙科学是被界定在医疗活动范围内的,和其他的医疗活动一样,存在适应

证和禁忌证的问题,需要关注患者(或客户)的全身系统性疾病、心理精神疾病等.忽视患者

(或客户)的全身系统性疾病,一方面可能为其带来严重的身体伤害,另一方面,对一些全身系

统性疾病在口腔颌面部表现的病例,可能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导致治疗效果不

佳;而忽视患者(或客户)的心理精神疾病,可能为医师带来无尽的医疗纠纷.
(二)与材料学的关系

美容牙科学的发展和材料学的发展密不可分,许多新材料的出现,甚至改变临床的诊疗方

式.从银汞合金到牙色充填材料,从烤瓷冠到超薄贴面,从牙种植体的出现到当今的亲水种植

体,可以说,一部美容牙科学发展的历史,至少有一半是材料学发展的历史.可以预见,随着材

料学的发展,美容牙科将更加微创、无痛、高效,医师的操作亦将趋于简便.
(三)与生活美容的关系

生活美容又称“美容化妆”,就是运用手法技术、器械设备等各种非医学的手段和方法,并
借助化妆、美容、护肤等产品,为消费者提供对人体表面无创伤性、非入侵性的皮肤清洁养护美

化、化妆品的选择与应用、五官的修饰与化妆、脸型的配合、发式造型与梳理、形象设计和美体

等服务的经营性行为,来塑造和美化人体.其特点是无创伤性和侵入性.而包括美容牙科学

在内的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

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其特点是创伤性和侵入性.因此,美容

牙科学与生活美容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二者的目的均是美容,所以在美学原理上可相互借鉴.
同时,对于一些临界的情况,如纹身、纹唇等,从其创伤性和侵入性的操作特点看,应不属于生

活美容,但事实上很多生活美容经营者提供此项服务.
(四)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医学分科主要基于人体的器官系统.美容牙科学主要局限在口腔器官(牙、牙龈、牙槽骨、
唇、颊、腭、舌、咽等)、面部软组织、颌面诸骨(上颌骨、下颌骨、颧骨等)、颞下颌关节、唾液腺以

及颈部,这不可避免与整形外科、耳鼻咽喉科、眼科、皮肤科、中医科,甚至普通外科、神经外科

等发生关系.现代医学新出现的专科很多是原有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美容牙科学还处于快

速发展中,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是很正常的.但所有医学专科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即解决患者

(或客户)提出的、可以用医学手段处理的诉求.因此,只要在自己专科的业务范围内,均应对

患者(或客户)提出的、可以用医学手段处理的诉求予以积极研究和解决.至于诊治技术,专科

间应相互借鉴和学习,不应存在技术壁垒.
(作者:徐平平　章锦才　审稿:章锦才　李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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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章　法规与管理

原卫生部«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简称«办法»)是根据“为规范医疗美容服务,促进医疗

美容事业的健康发展,维护就医者的合法权益”,依据«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而制

定的.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

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美容医疗机构,是指以开展医疗美容

诊疗业务为主的医疗机构;主诊医师指符合规定条件并负责实施医疗美容项目的执业医师.
将医疗美容科设为一级诊疗科目,包括美容外科、美容牙科、美容皮肤科和美容中医科四个二

级科目.同时,配套颁布了«美容医疗机构、医疗美容科(室)基本标准(试行)»(简称«试行标

准»)和«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目录»(简称«目录»)等.将医疗美容机构分为美容医院、美容

门诊部、美容诊所、医疗美容科,并对各机构的床位、临床科室、设备、医护比例及资质等进行了

规定,同时还要求“凡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机构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要求】　掌握广东省医疗美容从业人员执业规则、资质要求、消毒管理、监管规定;熟悉美

容口腔项目范围;了解医疗美容机构设置的相关政策法规;申报颌面美容外科与口腔种植技术

人员同时了解相关规定.

第一节　政策法规与管理规定

为规范医疗美容从业人员行为,贯彻实施«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医疗美容主

诊医师从业资质及执业的管理办法(试行)»粵卫[２０１４]１５号文,简称«试行办法»,培养美容医

学发展所需的、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素质和人文精神的优秀人才、具有高诊疗水平和临床技能的

合格美容医师,达到提高医疗美容质量和保障安全,促进医疗美容业健康、有序发展的目的.

一、医疗美容主诊医师从业资质与管理规定

为规范我省医疗美容服务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

法»«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按照«试行办法»要求,拟定我省医疗美容医师

应遵从的政策法规.
(一)认定相关管理规定

１主诊医师执业要求　取得«广东省医疗美容主诊医师资格证书»(以下简称«资格证»)
的执业医师,为广东省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在广东省负责实施医疗美容项目的执业医师,含香

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或台湾地区医师(以下简称港澳台地区),应当先取得«资格证»,方可按照

核准的医疗美容主诊医师类别及医师执业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范围开展医疗美容诊疗活动.
未取得«资格证»的医师,应当在具有资质的医疗美容主诊医师指导下从事医疗美容工作,不得

独立实施医疗美容项目.

２主管部门与认定机构　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简称广东省卫生计生委或卫计

委)是广东省医疗美容主诊医师资格准入的主管部门,负责广东省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准入及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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