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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  口腔检查

一、职业素质

考试分值 3 分 考试分站 第一站 第一站考试时间 20 分钟

考情分析 第一站主要分为 3 个板块，共 24 分，时间 20 分钟。包括职业素质、无菌操作和口腔检查（一般检

查、特殊检查），其中无菌操作和一般检查是必考的。

操作内容 职业素质

器械准备 注意事项

— —

操作步骤 注意事项

1. 着装、仪表和仪态：衣帽整洁，仪表端庄，仪态

稳重。

2. 交叉感染防治：

　① 戴手套前调好椅位和灯光。

　② 戴手套前后保持拱手位。

3. 爱伤意识：

　① 术前、检查前要医嘱。

　② 动作轻柔。

1. 着装：穿白大褂，带帽子、口罩，长头发不要出帽子。装饰

品放在家里。

2. 有礼貌，注意仪表端庄、仪态稳重。

3. 椅位：调节上颌时与地面呈 45°，调节下颌时与地面平行，高

度与肘部平齐。

　灯光：从下往上调节，避免晃到患者的眼睛。

4. 动作要轻柔（不疼不喊是标准）。

考官提问

—

考试
常见问题汇总

1. 戴手套前忘记调椅位和灯光。

2. 戴手套前后忘记保持拱手位。

3. 检查之前忘记说医嘱。

4. 动作不够轻柔。

示正图片

调整灯光移位物品准备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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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正图片

治疗盘 准备工具

着装仪表仪态 拱手位

示错图片

医师肘部未与患者口腔平齐
职业素质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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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洗手

考试分值 1.6 分 考试分站 第一站 第一站考试时间 20 分钟

考情分析 熟练掌握六部洗手法。

操作内容 洗手

器械准备 注意事项

— —

操作步骤 注意事项

1. 首先取下双手所戴所有饰物，修剪指甲，清理甲垢。

2. 在流动水下，充分淋湿双手。

3. 均匀涂抹肥皂至整个手掌。

4. 六步洗手法步骤：

① 掌心相对，五指并拢，相互揉搓。

② 手心对手背，手指交叉，沿指缝相互揉搓，交换进行。

③ 掌心相对，双手交叉沿指缝相互揉搓。

④ 弯曲手指，使关节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揉搓，交换进行。

⑤ 右手握住左手大拇指旋转揉搓，交换进行。

⑥ 将五个手指尖并拢放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揉搓，交换进行。

5.在流动水下彻底冲洗干净双手，用洁净纸巾或消毒毛巾擦干。

6. 保持拱手位。

1. 修剪指甲（提前修剪，这句话必须说）。

2. 洗手时有的考区不需要真洗，直接说即可，如真

洗要注意水龙头有感应式、脚踏式和肘部式，不

能用手碰。

3. 洗手时，不能洗太快、每次洗 10 次左右。

4. 冲洗时用流动水冲洗、指尖向上，手不能甩水，

擦干。

5. 保持拱手位。

考官提问

—

考试
常见问题汇总

1. 忘记说修剪指甲，清理甲垢。

2. 忘记涂肥皂。

3. 洗手顺序错误。

4. 冲洗时，指尖未向上。

5. 未擦干，未保持拱手位。

示正图片

第二步　手心对手背，手指交叉，沿指缝相互揉搓，
交换进行

第一步　掌心相对，五指并拢，相互揉搓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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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正图片

第三步　掌心相对，双手交叉沿指缝相互揉搓 第四步　弯曲手指，使关节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揉搓，
交换进行

第五步  右手握住左手大拇指旋转揉搓，交换进行 第六步  将五个手指尖并拢放在另一手掌心旋转
揉搓，交换进行

洗手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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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戴手套

考试分值 0.4 分 考试分站 第一站 第一站考试时间 20 分钟

考情分析 3 种手套，先叠手套。

操作内容 戴手套

器械准备 注意事项

手套

1. 手术手套：在未洗手之前把外包装打开放好。

2. 袋装手套：在未洗手之前打开放在器械盒里。

3. 简易手套：洗手后，自己先反叠一下。

操作步骤 注意事项

1. 将双手洗净、干燥。

2. 将左右两只手套相对，用示指和大拇指夹持两只手

套的内边，然后先将左手五指分开伸入左手手套的

五指套中。

3. 再用左手持右手手套外面并打开手套边，让右手也

同左手一样分开五指分别插入手套的手指套中。

4. 用戴好手套的双手持手套外面调整手指在指套中的

位置。

5. 将手套边缘套过双侧袖口，注意不要碰到衣袖或其

他未消毒物品。

1. 手不能碰手套的外侧面，手套的内侧面和外侧面不能相碰。

2. 不能随便乱摸其他东西（口罩、眼镜、椅位）。

3. 戴完手套后保持拱手位。

考官提问

—

考试常见问题汇总

1. 手套大小号未选对。

2. 用力过大，手套被撕裂。

3. 翻折时，大拇指碰到手套的内侧面。

4. 乱摸其他东西（口罩、眼镜、椅位）。

5. 手套用力过大，或者型号选错，导致撕裂。

6. 未保持拱手位。

示正图片

手术手套三种手套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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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正图片

手术手套打开 将手套套好

将右手插入手套内 已带好手套的右手指插入左手手套的翻折处

将手套翻折部翻回盖住衣服袖口 整理另一只手套

带好手套后保持拱手位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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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错图片

戴上手套的手不能碰手套的内侧面

戴手套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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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口腔黏膜消毒

考试分值 2 分 考试分站 第一站 第一站考试时间 20 分钟

考情分析

口腔检查在进行每一项操作时都要有医嘱，动作轻柔，避免引起患者不必要的痛苦，检查后要告知结

果，并给予必要的防治指导。

一般检查、特殊检查内容比较多，我们把它分为 4 步，方便大家记忆，不容易记混。

1. 第一步：医嘱“我要给您进行检查，如有不舒服举手示意我”。

2. 第二步：找工具。

3. 第三步：操作过程。

4. 第四步：报告结果。

操作内容 口腔黏膜消毒

器械准备 注意事项

消毒剂：0.5% 碘伏；1% 碘酊，需要用 75% 酒精脱碘；0.1% 氯

己定。

1. 有的地区考官指定，不要拿错。

2. 不指定的有什么拿什么，一般拿 0.5% 碘伏。

3. 看瓶子上的浓度，不要拿错。

操作步骤 注意事项

1. 医嘱：“我要给您进行黏膜消毒，有什么不舒服举手示意我”。

2. 找工具：碘伏、无菌棉球 3 个（2 个干棉球，1 个蘸消毒剂）。

3. 操作：嘱患者张口，术者左手持口镜牵开唇颊部，暴露手术

区域，先用干棉球擦干术区，再用无菌棉签蘸取适量消毒剂，

从手术中心区开始，由内向外涂擦，消毒的范围应该超过手

术区域，不可遗留空白，再用干棉球擦去消毒剂。

4. 报告：黏膜消毒操作完成。

1. 棉球要制作 2 个小棉球，不要过大、过松。

2. 棉球上蘸消毒剂时，不要流淌。

3. 消毒剂的擦拭方式。

4. 操作时，牵拉口角的手不要离开口腔。

考官提问

1. 问：感染伤口怎么消毒？

答：从清洁部位开始向患处涂擦。

2. 问：黏膜消毒剂有哪些？

答：① 1% 碘酊，用 75% 的酒精脱碘；② 0.5% 碘伏；③ 0.1% 氯己定。

考试
常见问题汇总

1. 忘记做小棉球。

2. 消毒剂选择错误。

3. 忘记擦干术区。

4. 消毒顺序错误。

5. 消毒剂蘸过多导致流出消毒区。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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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黏膜消毒—器械准备 口腔黏膜消毒—操作过程

示正图片

黏膜擦干工具

黏膜消毒

一次性器械盒 棉签 碘伏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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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视诊

考试分值 1.6 分 考试分站 第一站 第一站考试时间 20 分钟

考情分析 主要考到口镜的使用。有些考场不说考视诊，但是我们在检查时也要看一下口内的情况，因为后面要

填写口腔检查表。

操作内容 视诊

器械准备 注意事项

口镜 牵拉口角时，注意力度。

操作步骤 注意事项

1. 医嘱：“我现在进行视诊，有什么不舒服，举手示意我”。

2. 找工具：口镜。

3. 操作：

① 全身健康状况：正常。

② 颌面部状况：看面部是否对称，有无肿胀畸形。

　 看完直接报结果：面部对称，无肿胀畸形。

③ 口腔软组织：牙龈是否充血，黏膜色泽是否正常。

 直接回答：牙龈黏膜正常，无充血。

④ 牙和牙列：观察牙列是否完整，是否有龋，观察智齿的情况。

直接报结果，有什么问题直接说，例如：左下 6 龋坏，或残

根、残冠。另外结果要记在心里很重要，最后填检查表。

1. 检查口内时，按照象限顺序，右上—左上—左

下—右下象限依次检查，以免遗漏。

2. 口镜的作用：

① 反光并集中光线于被检查部位。

② 反映不能直视的检查部位。

③ 口镜牵拉软组织。

考官提问

问：口镜怎么使用？

答：① 反光并集中光线于被检查部位。

　　② 反映不能直视的检查部位。

　　③ 口镜牵拉软组织。

考试常见问题汇总 1. 面部忘记检查。

2. 口镜未正确使用。

示正图片

口镜反光视诊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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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正图片

牙齿、牙龈和黏膜

视诊

示错图片

视诊不可以歪头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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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探诊

考试分值 1.5 分 考试分站 第一站 第一站考试时间 20 分钟

考情分析 注意动作轻柔， 面、邻面及颊舌面都要探查到。支点尤为重要。

操作内容 探诊

器械准备 注意事项

探针 器械盒里普通尖探针

操作步骤 注意事项

1. 医嘱：“我要给您进行牙体探诊，如有不适，举左手

示意”。

2. 找工具：普通探针。

3. 操作：口镜牵拉口角，用大弯端检查 面和颊、舌面，

用三弯端检查邻面。

4. 报告：患者该牙无异常（探诊无异常）。

探诊检查完成。

1. 如果没有指定牙位，按照象限每个牙都检查，用一端检

查完，再用另一端检查。避免频繁换器械。

2. 执笔式握持探针，一定要有支点。

3. 探邻面需要探查 4 个位点。

4. 面有龋洞的牙齿，不检查，切忌探龋洞，会引起患者

敏感。

考官提问

问：大弯头检查什么，三弯头检查什么 ?
答：大弯端检查 面及颊舌沟，三弯端检查邻面。

考试
常见问题汇总

1. 没有医嘱。

2. 未做执笔式握持。

3. 没有支点。

4. 探邻面时漏查。

示正图片

探查邻面探查 面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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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正图片

探查颊面

探诊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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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叩诊

考试分值 1.5 分 考试分站 第一站 第一站考试时间 20 分钟

考情分析 平头实芯金属器械。

操作内容 叩诊

器械准备 注意事项

金属平头实芯器械
1. 洗手之前找到，如忘记检查时可让护士帮忙拿过来。

2. 不能用镊子（因为不是平头实心）。

操作步骤 注意事项

1. 医嘱：“我要给你进行╋的叩诊，如有不适，举左手

示意”。

2. 找工具：金属平头实芯器械。

3. 操作：持毛笔式，叩 2 个方向——垂直叩、水平叩两者

都要有支点。

先测对照牙（邻牙），轻拉口角，对患者说，“我先检查

一下您的邻牙，如果有什么不舒服，请举手示意我”。

垂直叩：“（轻力）有什么不舒服吗？（中力）有什么不

舒服吗？（重力）有什么不舒服吗”？没有问题，说明

根尖没有问题。

水平叩、（轻力）有什么不舒服吗？（中力）有什么不

舒服吗？（重力）有什么不舒服吗？没有问题，说明牙

周膜没有问题。

再以相同方法测试患牙。

4. 判读结果→患牙同对照牙。

同对照牙（-）。
轻叩重痛（+++）。
重叩疼（+）。
中叩疼（++）。
感觉不适（±）。

5. 报告：该牙同对照牙。

　　　叩诊检查完毕。

1. 器械选择（金属平头实芯器械）。

2. 要健、患侧对比。

3. 叩诊力量不要过大。

4. 判读结果说对。

考官提问

1. 问：垂直叩、水平叩检查什么？

答：垂直叩检查根尖，水平叩检查牙周膜。

2. 问：判读结果：轻叩重痛用什么表示？

答：（+++）。

考试
常见问题汇总

1. 未健、患侧对比。

2. 未做支点。

3. 握持方式：未持毛笔式。

4. 未分轻、中、重 3 次检查。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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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正图片

平头实芯金属器械

执毛笔式 垂直叩

叩诊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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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扪诊

考试分值 1.5 分 考试分站 第一站 第一站考试时间 20 分钟

考情分析 主要考察波动感实验。

操作内容 扪诊

器械准备 注意事项

有指腹手套可以准备一下 —

操作步骤 注意事项

1. 医嘱：“我要对你做╋的根尖区扪诊，如有不适，举左

手示意”。

2. 操作：口镜牵开口角，用食指从患牙前一颗牙的根尖

按压，再移行到患牙根尖区按压，感受有无肿胀。

如有肿胀，用食指 + 中指做波动感实验。

3. 报告：╋该牙扪诊根尖区无异常，未触及肿胀。

1. 从前一颗牙移行到患牙。

2. 做波动感实验。

特殊扪诊：双指双合诊、双手双合诊、三指平触诊。

考官提问

问：特殊扪诊有哪些？

答：双指双合诊、双手双合诊、三指平触诊。

考试
常见问题汇总

1. 手法错误（移行）。

2. 忘记做波动感实验。

示正图片

第一前磨牙的根尖扪诊第二前磨牙的根尖按压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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扪诊

示正图片

双指触诊

双指双合诊—唇部检查                                    颊部检查

三指平触 双手双合诊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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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牙齿松动度检查

考试分值 1.5 分 考试分站 第一站 第一站考试时间 20 分钟

考情分析 一般考试检查前牙和磨牙的松动度检查。

操作内容 牙齿松动度检查

器械准备 注意事项

普通镊子 —

操作步骤 注意事项

1. 医嘱：“我要对您进行牙齿松动度检查，如有不适，

举左手示意。”

2. 找工具：普通镊子。

3. 操作：

① 前牙：用镊子夹住切缘，先颊、舌向晃，后近远

　 中向，最后垂直向晃动。

② 后牙：将镊子并住，抵住中央窝，颊舌→近远

　 中→垂直向晃动。

4. 结果判读：

　松动方向：Ⅰ度松动—仅颊（唇）舌（腭）。

　Ⅱ度松动—颊（唇）舌（腭）+ 近远中。

　Ⅲ度松动—颊（唇）舌（腭）+近远中+垂

　直向。

　松动幅度：Ⅰ度松动—松度幅度在 1mm 以内。

　Ⅱ度松动—幅度 1 ～ 2mm。

　Ⅲ度松动—幅度 >2mm。

5. 报告：╋该牙无松动。

1. 镊子：改良握笔式，有支点。

2. 支点放在邻牙上（用无名指做支点）。

3. 边操作边说。

考官提问

问：松动方向或者松动幅度概念是什么？

答：Ⅰ度松动—仅颊（唇）舌（腭），松度幅度在 1mm 以内。

　　Ⅱ度松动—颊（唇）舌（腭）+ 近远中，幅度 1 ～ 2mm。

　　Ⅲ度松动—颊（唇）舌（腭）+ 近远中 + 垂直向，幅度 >2mm。

考试
常见问题汇总

1. 未健、患侧对比。

2. 无支点或支点放在黏膜上。

3. 检查方法不对。

4. 无爱伤意识。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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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正图片

后牙前牙

示错图片

无支点 镊子放置位置不对

牙齿松动度检查—操作检查 牙齿松动度检查—模型演示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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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淋巴结检查

考试分值 1.5 分 考试分站 第一站 第一站考试时间 20 分钟

考情分析 淋巴结检查大纲上已经删除，但是有些地区还是会考，所以我们要注意。

操作内容 淋巴结检查

器械准备 注意事项

— —

操作步骤 注意事项

1. 医嘱：“我要对您做淋巴结检查，如有不适，举左手示意。”

2. 操作：请患者取坐位，放松，面朝术者，先检查对侧，让患

者头偏向被检查侧，检查者一手按压头部，一手滑动触诊。

顺序：枕后、耳后、耳前、腮腺、颊、颌下、颏下、沿胸

锁乳突肌到锁骨上窝。

一边检查完，查另一边（同上）。

3. 报告：患者淋巴结未见异常。

1. 健患侧对比，先检查健侧。

2. 检查顺序。

考官提问

—

考试
常见问题汇总

1. 未健患侧对比。

2. 按压顺序错误。

3. 按压部位不对。

示正图片

耳后枕后

耳前 腮腺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第一站  口腔检查

021

淋巴结检查

锁骨上窝

示正图片

颊部 颌下

颏下 胸锁乳突肌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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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口腔检查记录表

考试分值 4 分 考试分站 第一站 第一站考试时间 20 分钟

考情分析

包括 4 部分：

1. 视诊、探针全口的检查结果。

2. 考官指定部位检查结果。

3. 口腔其他情况的视诊结果。

4. 社区牙周指数检查（此部分抽到填，未抽到则不填）。

操作内容 口腔检查记录表

器械准备 注意事项

检查表

检查者：自己的名字。

被检查者：患者的名字。

检查日期：考试当天。

操作步骤 注意事项

1. 填写名字、日期。

2. 根据视诊探诊填写检查结果

32 个表格，全部填对应的牙体情况符号，不要遗漏。

特殊的第三磨牙：如果正常填 0（无异常）；如果缺失，填 4（牙

体缺失）；如果阻生，填 6（牙发育异常）。

3. 考官指定部位

牙位不要填写错误，对应处画○。

4. 填其他情况的视诊

未见异常打对号。异常，填异常表现，如：

① 牙列异常，可填：牙列拥挤、牙列不齐或正畸等。

② 阻生齿异常，可填：近远中阻生或者高低位阻生等。

③ 修复体异常，可填：桥体、种植体、单冠等（有异常情况

写，无直接打对号）。

5. 社区牙周指数检查

抽到填，未抽到不填。详见牙周社区指数。

1. 检查过程中要牢记牙位和问题，一般不允许

反复看患者，如特殊情况比较多，可申请在看

1 次。

2. 各地区不尽相同，可咨询考过的医师。

3. 明显的问题，必须在表格中体现。

考官提问

—

考试
常见问题汇总

忘记指定牙位。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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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牙髓活力测试

考试分值 4 分 考试分站 第一站 第一站考试时间 20 分钟

考情分析
牙髓活力测试（一般指定牙位），冷测为小冰棒，热测为牙胶棒。考试以热测为多（热诊＞ 60℃，

冷诊＜ 10℃）。

操作内容 牙髓活力检查

器械准备 注意事项

热测：一次性器械盒、牙胶棒、酒精灯、打火机、凡士林、

棉球。

冷测：一次性器械盒、小冰棒、棉球。

1. 凡士林盖先打开。

2. 酒精灯点燃。

操作步骤 注意事项

以热测为主

1. 医嘱：“我要给您进行╋的牙髓活力测试，如有不适，举

左手示意。”

2. 找工具：牙胶棒、酒精灯、打火机、凡士林、棉球。

3. 操作：先测对照牙（同 同名牙，同 同名牙缺失，查对

侧对 同名牙）并告知患者先检查正常牙，如有不适，

请举手示意。牵开口角，先隔湿→再擦干牙面→涂凡士

林→烧牙胶棒 2s（放在颊中 1/3），并问患者有无不适，

等待数秒，用器械去除残胶，并用棉球擦干牙面。

以同样的步骤测患牙。

4. 判读结果：

正常：与对照牙比较反应相同。

敏感：较对照牙反应迅速且程度强烈。

迟钝：较对照牙反应缓慢且程度弱。

无反应：患牙无热感。

1. 健、患侧对比（同 同名牙，同 同名牙缺失，查对

侧对 同名牙）。

2.隔湿（上颌1棉球，下颌前牙2棉球，下颌磨牙3棉球）。

3. 热牙胶棒（放在颊中 1/3）。

4.热牙胶棒烤软但不冒烟（时间 2s），以防烫伤软组织。

5. 判读结果不能用（+）（-）号代替，不能说疼与不疼，

只能用正常、敏感、迟钝、无反应表示。

考官提问

1. 问：下颌后牙隔湿放几个棉球？

答：下颌后牙放 3 个棉球，颊、舌侧各 1 个，上颌腮腺导管口的位置 1 个。

2. 问：敏感的判读结果？

答：敏感为较对照牙反应迅速且程度强烈。

考试
常见问题汇总

1. 未做医嘱。

2. 热诊未涂凡士林。

3. 测试时未隔湿。

4. 测试部位有病损或者充填体。

5. 冷侧用三用枪的气或水。

6. 热牙胶烫伤口腔软组织。

7. 未选对照牙、对照牙选择错误或者测试顺序颠倒。

8. 牙髓活力测试结果用（+）（-），或者疼痛、不疼等表示。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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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正图片

牙胶棒放置位置牙髓活力测试物品

示错图片

热牙胶棒烤软

牙髓活力测试—器械介绍 牙髓活力测试—操作过程 牙髓活力测试—模型演示

打火机 酒精灯 镊子罐 棉球

凡士林 牙胶棒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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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牙周探诊

考试分值 4 分 考试分站 第一站 第一站考试时间 20 分钟

考情分析 主要考察探诊的顺序及探查目的。

操作内容 牙周探诊

器械准备 注意事项

牙周探针
1. 与普通探针和 CPI 探针区分。

2. 牙周探针有刻度但没有小球，尖端钝。

操作步骤 注意事项

1. 医嘱：“我要对您做╋牙周探诊检查，如有不适，举左

手示意。”

2. 找工具：牙周探针（有刻度、尖端为钝头）。

3. 操作：左手拿口镜拉开口角，右手持牙周探针，用改

良握笔式，手要有支点，以 20gf 左右的力，进入时方

向与牙体长轴平行，探入牙周袋内，提插式移动，紧

贴牙面，尖端略指向龈谷区。

探查 6 个位点（远中颊、颊正中、近中颊、远中舌、

舌正中、近中舌）。

4. 报告：正常　患者无附着丧失。

未探及深牙周袋。

未探及牙结石。

无牙龈出血。

牙周探诊的目的：① 有无牙龈出血；

② 有无龈下结石；

③ 有无牙周袋；

④ 有无附着丧失；

⑤ 有无根分叉病变。

1. 医嘱（与患者沟通）。

2. 有刻度，尖端为钝头。

3. 改良握笔式，有支点。

4. 力量不要太大（铅笔尖扎指甲不疼）。

5. 6 个位点（远中颊、颊正中、近中颊，远中舌、舌正中、

近中舌），一定按顺序。

6. 血、石、袋都要报告。

7. 根分叉病变可以不检查。如有病变，检查时用普通探针

检查，不能用牙周探针。

探诊深度：测量龈缘至袋底或龈沟底的距离。

附着丧失：指袋底或龈沟底至釉牙骨质界的距离。

考官提问

问：探查位点有哪些？

答：远中颊、颊正中、近中颊，远中舌、舌正中、近中舌。

考试常见问题汇总

1. 器械选择不对。

2. 握持方式不对。

3. 无支点。

4. 探查动作：探针的方向与牙体长轴不平行。

5. 力量太大。

6. 探查顺序错误。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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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错图片

改良握笔式 执毛笔式

示正图片

改良握笔式
3种探针对比

左：牙周探针；中：CPI 探针；右：尖探针

 与牙体长轴平行，紧贴牙面

牙周探诊—器械介绍 牙周探诊—操作过程 牙周探诊—模型演示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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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咬合关系检查

考试分值 4 分 考试分站 第一站 第一站考试时间 20 分钟

考情分析 包括 3 个部分：磨牙的咬合关系、前牙的咬合关系、中线关系。

操作内容 咬合关系检查

器械准备 注意事项

牙周探针或 CPI 探针 测覆盖时用

操作步骤 注意事项

1. 医嘱：“我要对您进行咬合关系检查，如有不适，举左手

示意。”

2. 找工具：牙周探针（有刻度、测覆盖）。

3. 操作：拉开口角，检查咬合关系（咬牙，咽唾沫）。

① 磨牙咬合关系

a. 正中 ：上 6 的颊尖咬在下 6 的颊沟内。

b. 近中 ：上 6 的颊尖咬在下 6 的颊沟远中（下颌往

　近中跑）。

c. 远中 ：上 6 的颊尖咬在下 6 的颊沟近中（下颌往

　远中跑）。

报告：患者左右两侧磨牙为中性合。

② 前牙咬合关系

a. 覆 ：上前牙覆盖下前牙唇面切 1/3 以内为正常覆

 （垂直关系）。

 ·Ⅰ°深覆 ：上前牙覆盖下前牙唇面中 1/3 以内。

 ·Ⅱ°深覆 ：上前牙覆盖下前牙唇面颈 1/3。
 ·Ⅲ°深覆 ：上前牙覆盖下前牙唇面颈 1/3 以上

　 （咬到腭黏膜上）。

 · 开 ：正中 时上下前牙切端垂直无覆 关系。

b. 覆盖：上前牙切端至下前牙唇面的水平距离在 3mm
以内为正常覆盖（水平关系）。

 ·Ⅰ°深覆盖：水平距离在 3 ～ 5mm 之间。

 ·Ⅱ°深覆盖：水平距离在 5 ～ 7mm 之间。

 ·Ⅲ°深覆盖：水平距离＞ 7mm。

 ·对刃：上下颌前牙切端相对者。

 ·反 ：下前牙盖过上前牙切端者。

 报告：前牙覆 覆盖正常。

c. 中线关系

　正常上下颌中线与面部中线一致（偏左偏右都要报）。

　报告：上下牙列与面部中线一致。

1. 医嘱。

2. 找工具—牙周探针（有刻度）。

3. 检查磨牙咬合关系（练习咬后牙咽唾液）。

4. 整个的步骤记住 3 块：

前牙：覆 （垂直关系）—口镜。

　　　覆盖（水平关系）—牙周探针或 CPI 探针。

磨牙：中性 、近中 、远中 检查时，上颌骨不动，

　　　下颌向前是近中错 ，下颌骨向后是远中错 。

中线：上下牙列中线是否一致，中线与面部中线是否

　　　 一致（以患者自身为左右，偏左偏右都报）。

考官提问

—

考试
常见问题汇总

1. 检查时，未练习咬后牙咽唾液。

2. 磨牙检查时，未左右检查。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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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正图片

用口镜检查覆 的垂直关系用探针检查覆盖的水平距离

直观法检查覆

咬合关系检查—器械介绍 咬合关系检查—操作过程 咬合关系检查—模型演示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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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颞下颌关节检查

考试分值 4 分 考试分站 第一站 第一站考试时间 20 分钟

考情分析

共检查 4 个部分：

1. 视诊：面部是否对称。

2. 关节动度是否一致。

3. 开口度、开口型。

4. 咀嚼肌检查。

操作内容 颞下颌关节检查

器械准备 注意事项

— —

操作步骤 注意事项

1. 患者取坐位。

2. 医嘱：“我要对您做颞下颌关节检查，如有不适，举左

手示意。”

3. 操作

① 观察面部是否对称。

报告：面部对称、无肿胀畸形。

② 关节动度检查：方法（嘱患者缓慢地张闭嘴）：

a. 小拇指进入外耳道，检查髁突撞击外耳道前壁

　的冲击是否一致；

b. 直接按压耳屏前（示指 + 中指）检查

关节动度是否一致，是否有弹响，是否有压痛。

报告：关节动度一致，无弹响，无压痛。

③ 开口度、开口型

a. 开口度：嘱患者缓慢张闭嘴，用患者的 3 个手指

　放进嘴里，能放进去，正常。

b. 开口型：嘱患者缓慢张闭嘴，观察：正常直向下，

　非正常是呈闪电状。

报告：开口度正常、开口型直向下。

④ 咀嚼肌检查（双侧按压）

　 咬肌：下颌角外侧。

　 颞肌：下颌升支前缘向上。

　 翼内肌：下颌磨牙舌侧后下方。

　 翼外肌：上颌结节后上方。

报告：咀嚼肌无异常。

1. 取坐位。

2. 观察面部是否对称。

3. 关节动度检查：两个用一个方法就行。

4. 开口度、开口型

开口型正常直向下，非正常呈闪电状。

张口受限四度：

轻度：仅可放置 2 指 2 ～ 2.5mm。

中度：仅可放置 1 指 1 ～ 2mm。

重度：1 指放不进 约小于 1mm。

牙关紧闭。

5. 咀嚼肌检查：两侧对比按压。位置不要摸错。

6. 报告：边检查，边报告。

考官提问

—

考试
常见问题汇总

1. 容易漏项。

2. 未健、患侧按压。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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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正图片

耳屏前按压 外耳道检查

颞肌检查开口度检查

翼外肌检查 翼内肌检查

颞下颌关节检查—操作过程 颞下颌关节检查—模型演示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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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下颌下腺检查

考试分值 4 分 考试分站 第一站 第一站考试时间 20 分钟

考情分析 包括 3 项：视诊、触诊、淋巴结检查。

操作内容 下颌下腺检查

器械准备 注意事项

如果有指腹手套可以准备 —

操作步骤 注意事项

1. 患者取坐位，检查者立于患者右前方或右后方。

2. 医嘱：“我要对您做下颌下腺检查，如有不适，举左

手示意。”

3. 操作

① 视诊

　 a. 看颌下区有无肿胀，畸形。

　 报告：颌下区无肿胀、畸形。

　 b. 嘱患者张口、抬舌，分别按压健患侧颌下区，

　　 看唾液分泌情况。

报告：有清凉液体分泌，分泌量正常，导管口未见

　　　红肿。

② 触诊双手双合诊

张口、抬舌，一手托住颌下区，一手食指置于舌

下区，由后向前触诊，操作时应戴手套。

　 检查内容：

　 a. 腺体大小、形态、质地。

　 b. 有无肿块，有→大小、质地、形态。

　 c. 导管有无结石，有无条索样改变。

报告：腺体未触及肿物，导管未触及结石及条索样

　　　改变。

③ 淋巴结检查：滑动触诊（健患侧对比）。

　 描述淋巴结大小、质地、活动度、压痛和有无粘连。

　 报告：颌下区未触及淋巴结。

下颌下腺检查完成。

1. 患者取坐位（头偏向检查侧，两侧都要检查对比）。

2. 方法：双手双合诊。

3. 口内—由后向前触诊—不要太使劲，会恶心。

考官提问

问：检查下颌下腺的方法是什么？

答：双手双合诊。

考试
常见问题汇总

1. 未戴手套。

2. 未健、患侧对比。

3. 患者体位和头部的位置错误。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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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正图片

视诊—按压右侧颌下区视诊—按压左侧颌下区

触诊：双手双合诊

下颌下腺检查—操作过程 下颌下腺检查—模型演示

私聊金英杰老师，获取更多备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