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大纲

招生学院 招生专业代码 招生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第一中医

临床学院
105200 口腔医学 352 口腔综合

一、考试

形 式 与

试 卷 结

构

（一）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30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

《口腔解剖生理学》30 分

《口腔组织病理学》45 分

《口腔内科学》75 分

《口腔颌面外科学》75 分

《口腔修复学》 75 分

（四）试卷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 约 25%
单项选择题 约 25%
论述题 约 50%

二、考试

内容

一、口腔解剖生理学

（一）绪论

1．口腔解剖生理学的内容

2．口腔解剖生理学的学习方法

（二）牙体解剖学

1．恒牙外形特点

2．恒牙内层解剖特点

3．乳牙外形特点

4．乳牙内层解剖特点

5．牙体形态的生理意义

（三）牙咬合与颌位

1．牙列形态特点

2．咬合形态特点

3．颌位的概念

4．三个基本颌位的定义、形成机制及临床意义

（四）下颌运动

1．开闭口运动

2．侧向咬合运动

3．前伸与后退运动

4．下颌边缘运动

（五）咀嚼功能

1．咀嚼过程分期与咀嚼周期



2．咀嚼运动与牙合运循环

3．咀嚼中的咬合关系

4．咀嚼中的肌功能活动

5．牙合力与咀嚼效率

（六）骨学

1．上颌骨、下颌骨，位置、形态结构特点及临床意义

2．蝶骨、腭骨、颞骨，结构特点及意义

（七）肌学

1．表情肌、咀嚼肌，起止、功能、神经支配

2．颈部肌肉分层、筋膜间隙

（八）关节

颞下颌关节组成、运动、韧带及其意义

（九）脉管学

1．颈外动脉、锁骨下动脉，走行、分支及特点

2．面静脉、下颌后静脉、翼静脉丛、颈内静脉的位置、收集、交通

3．胸导管颈段走行特点及收集

4．颈内、颈外动脉的交通及其左右的吻合

5．颅内、外静脉交通

6．头颈淋巴结群位置、收集

（十）唾液腺

腮腺、下颌下腺、舌下腺位置特点

（十一）神经

1．三叉神经、面神经的纤维成份及其来源、分布

2．舌咽、迷走、副、舌下神经的纤维成份及其来源、分布

3．颈丛组成、分支、分布

4．头颈部植物神经来源、分布

（十二）头部局解

1．唇、舌、颊的组成及其动脉、静脉、特点

2．面部蜂窝组织间隙及其通连

3．腮腺咀嚼肌区、面侧深区、解剖特点。

（十三）颈部局解

1．下颌下三角、颈动脉三角、颈根部应用解剖

2．颈段气管、颈后三角局部解剖

3．颅顶及颅底内面解剖特点

二、口腔组织病理学

（一）口腔颌面部发育

1．神经嵴、鳃弓和咽囊

2．面部的发育

3．腭的发育



4．舌的发育

5．颌骨的发育

（二）牙的发育

1．牙胚的发生和分化

2．牙体组织的形成

（三）牙体组织

1．釉质

2．牙本质

3．牙髓

4．牙骨质

（四）牙周组织

1．牙龈

2．牙周膜

3．牙槽骨

（五）口腔黏膜

1．口腔黏膜的基本组织结构

2．口腔黏膜的分类及结构特点

（六）涎腺

1．涎腺的一般组织结构

2．涎腺的分布及其组织学特点

（七）牙结构异常

（八）龋病

1．龋病的发病机制和病因学说

2．龋病的组织病理学

（九）牙髓病

1．牙髓炎

2．牙髓变性和坏死

3．牙体吸收

（十）根尖周炎

1．急性根尖周炎

2．慢性根尖周炎

（十一）牙周组织病

1．牙龈病

2．牙周炎

3．发生在牙周组织的其他病理改变

（十二）口腔黏膜病

1．口腔黏膜病基本病理变化

2．常见的口腔黏膜病病理变化

（十三）颌骨疾病



1．常见的颌骨非肿瘤性疾病

2．常见的颌骨非牙源性肿瘤

（十四）涎腺非肿瘤性疾病与涎腺肿瘤

1．涎腺非肿瘤性疾病

2．涎腺肿瘤

（十五）口腔颌面部囊肿

1．牙源性囊肿

2．非牙源性囊肿

3．口腔、面颈部软组织囊肿

（十六）牙源性肿瘤

1．良性牙源性肿瘤

2．恶性牙源性肿瘤

三、口腔内科学

口腔内科学包括牙体牙髓病学、牙周病学、口腔黏膜病学

牙体牙髓病学

（一）龋病

1．病因及其发病机制

（1）牙菌斑的结构及组成

（2）影响龋病发生和发展的有关因素

2．龋病的临床特征和诊断

3．龋病治疗

（1）窝洞制备的基本原则

（2）深龋的治疗

（3）并发症及其处理

（二）牙体硬组织非龋性疾病

1．牙结构异常

2．牙形态异常

3．牙慢性损伤

4．牙本质过敏症

（三）牙髓和根尖周病

1．牙髓、根尖周组织生理特点

2．牙髓、根尖周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3．牙髓、根尖周病的分类

4．牙髓、根尖周病临床表现和诊断

5．牙髓、根尖周病的治疗

（1）活髓的保存治疗

（2）感染牙髓的治疗方法

6．根管治疗术



（1）髓腔应用解剖

（2）根管治疗术的主要步骤及其原则

（3）并发症及处理

牙周病学

（一）牙周组织的应用解剖和生理基础

1．牙周组织的应用解剖和生理

2．牙周组织的结构和代谢特征

（二）牙周病的病因学及发病机制

1．牙菌斑的概念及致病机制

2．牙周病的局部促进因素，全身易感因素

（三）牙周病的分类、临床表现及诊断

（四）牙周炎伴发病变的临床特点、诊断及治疗原则

（五）牙周病与全身健康关系

（六）牙周病的预后判断和治疗计划的拟定

（七）牙周基础治疗内容和方法

（八）牙周病药物治疗原则

（九）牙周病的手术治疗

1．牙周手术治疗的基本原则

2．常见牙周手术适应证、禁忌证和手术方法

（十）牙周病的预防和疗效维护内容

口腔黏膜病学

（一）口腔黏膜结构及临床病损特点

（二）常见口腔黏膜病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

1．感染性疾病

2．变态反应性疾病

3．溃疡类疾病

4．大疱类疾病

5．斑纹类疾病

6．肉芽肿性疾病

7．唇舌疾病

（三）性传播病、艾滋病及全身系统疾病的口腔表征

四、口腔颌面外科学

1．口腔颌面外科临床检查

2．口腔颌面外科麻醉，镇痛及重症监护

3．牙及牙槽外科，种植外科

4．口腔颌面部感染

5．口腔颌面部损伤



6．口腔颌面部肿瘤

7．唾液腺疾病

8．颞下颌关节疾病

9．口腔颌面部神经疾患

10．先天性唇、面裂和腭裂

11．牙颌面畸形

12．口腔颌面部后天畸形和缺损

五、口腔修复学

（一）绪论

1．修复前的临床检查与诊断

2．修复治疗计划

3．修复前的准备与处理

（二）印模与模型技术

1．印模技术

2．模型技术

（三）嵌体

1．嵌体种类

2．嵌体适应证

3．嵌体预备的各项基本要求

（四）桩冠、桩核冠

1．适应证

2．桩核修复的牙体预备方法及要求

（五）全冠

1．全冠的种类、适应证、禁忌证

2．各类全冠的临床特点

3．全冠修复的固位原理及抗力要求

（六）牙列缺损的固定义齿修复

1．固定义齿的修复方式与类型

2．固定义齿修复的生理基础

3．固定义齿的修复设计与基牙选择

4．固定义齿修复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处理方法

（七）牙列缺损的可摘局部义齿修复

1．可摘局部义齿的适应证、优缺点

2．可摘局部义齿的类型及支持方式

3．牙列缺损修复类型及选择

4．可摘局部义齿的组成及作用

5．牙列缺损及可摘局部义齿的分类

6．可摘局部义齿的设计

7．可摘局部义齿的戴入与戴入后出现问题的处理



（八）覆盖义齿

1．覆盖义齿的生理学基础、优缺点、适应证、禁忌证

2．覆盖基牙的处理及其利用方式

（九）附着体及套简冠义齿修复

1．附着体及套筒冠义齿的适应证、禁忌证

2．附着体及套筒冠义齿的组成及分类

3．附着体及套筒冠义齿的修复特点

（十）全口义齿

1．牙列缺失后的口腔内软硬组织变化特点

2．全口义齿的固位和稳定

3．印模与模型要求

4．颌位关系记录

5．全口义齿戴入

6．戴牙后常见问题及处理

（十一）种植义齿

1．种植义齿的组成和结构

2．种植义齿的种类

3．种植义齿的修复治疗原则

4．种植修复并发症及其防治

（十二）粘接修复技术

1．粘接形成的机制

2．粘接贴面修复技术

（十三）其它特殊修复

1．颌面缺损修复的特点

2．牙合与咬合病的修复治疗原则

3．颞下颌关节紊乱病的常见修复治疗方法

4．牙周疾病的修复治疗适应证、治疗原则

5．牙科 CAD/CDM系统的工作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