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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解剖学

口腔解剖学

2.咀嚼运动中的肌肉活动：

（1）切咬运动：第Ⅲ类杠杆费力杠杆；阻力臂长于动力臂，机械效

能低，切咬食物时，前牙切咬食物为重点，颞下颌关节为支点，提下

颌肌群以咬肌和颞肌为主要动力点，越向前，牙齿承受咀嚼力越小，

有利维护狭小单根前牙和牙周组织健康。

（2）侧方咀嚼运动：第Ⅱ类杠杆，省力杠杆，动力臂长于阻力臂，机

械效能增加。

当研磨食物的后阶段下颌接近牙尖交错位时，则同时可存在第Ⅱ类和

第Ⅲ类杠杆作用。

（四）咀嚼时牙的动度与磨耗

1.1N 的作用下，垂直方向的位移量是 0.02mm。

在健康状况下，500g 的水平力所致的牙齿动度为：

切牙 0.1~0.12mm；尖牙 0.05~0.09mm；前磨牙 0.08~0.1mm；磨牙

0.04~0.08mm。

2.磨耗与磨损：

磨耗是生理现象。磨损指牙齿表面与外物机械摩擦而产生的牙体组织

损耗。

磨耗的生理意义：

（1）有利于平衡牙合的建立：

（2）降低牙尖高度，减少侧向力：

（3）协调临床冠根比例。

第三节唾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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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唾液的分泌和调节

唾液腺是口腔三对大唾液腺（腮腺、下颌下腺、舌下腺）和众多的小

唾液腺（唇腺、颊腺、腭腺和舌腺）所分泌的混合液的总称。

（二）唾液为泡沫状、稍混浊，微呈乳光色的黏稠液体，比重为

1.004～1.009，pH在 6.0～7.9 之间，平均为 6.75。唾液中水分约占

99.4%，固体物质约占 0.6%（其中有机物约占 0.4%，无机物约占

0.2%）。

正常成人每天唾液的分泌量为 1 000-1 500 ml,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三对

大唾液腺。在无任何刺激的情况下，唾液的基础分泌为每分钟 0.5 ml。

（腮腺和下颌下腺占 90%，下颌下腺最大： 60-65%，腮腺占 22%～

30%，舌下腺 2%-4%）

（三）唾液的作用

消化作用（淀粉酶），溶媒作用（使食物的有味物质，先溶解于唾

液），润滑作用（唾液里的黏液素），清洁作用，稀释和缓冲作用

（碳酸氢盐），杀菌和抑菌作用（溶菌酶、硫氰酸盐），黏附和固位

作用，缩短凝血时间作用（血液与唾液之比为 1:2 时），排泄作用，

其他作用（调节钙的代谢、促进骨和牙齿硬组织的发育等作用）没有

吸收/提高发声作用！

第四节口腔感觉

（一）口腔颌面部痛觉（感受器为游离神经末梢）

牙龈缘处痛觉最为敏锐，与第二磨牙相对的颊黏膜区有触点而无痛点。

（二）口腔颌面部温度觉、触觉及压觉

1.温度觉包括冷觉和热觉

鲁菲尼(Ruffini)是热感受器，克劳斯（Krause）是冷感受器

2.触觉及压觉：引起黏膜触压觉的感受器主要有 4种：（两个M、牙

周膜和触觉本体感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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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Meissner 触觉小体：散布于舌尖和唇部；

②Meckel 环层小体：分布于口腔黏膜及唇部；

③牙周膜本体感受器：分布在牙周膜内；

④游离神经末梢：不仅能感受痛觉刺激，也参与接受触觉和本体感觉

等刺激。

（三）味觉

味觉是口腔的一种特殊感觉，能刺激唾液分泌和食欲，有助于咀嚼、

吞咽等功能的进行。

1.味觉感受器：主要是味蕾

2.基本味觉：酸、甜、苦、咸。

舌尖甜敏感，舌侧缘酸敏感，舌根苦敏感，腭部主要酸苦味，比舌敏

感

辣是一种痛觉，不是味觉 温度：食物在 20-30 度时，味觉的敏感性

最高

第三单元口腔颌面颈部解剖

第一节颌面部骨

（一）上颌骨(一体四突三支柱）

1.外形上颌骨形态不规则，可分为一体四突。

（1）上颌体：前后交界处以颧牙槽嵴为界。

前外面：有眶下孔，位于眶下缘中点下方约 0.5cm 处，眶下孔向后、

上、外方通入眶下管；尖牙窝（前磨牙根方）提口角肌起始于此处。

后面（颞下面）：有颧牙槽嵴（颧突、第一磨牙）（上牙槽后N进针

点）、牙槽孔（上牙槽后N注射点）和上颌结节（翼内肌浅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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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眶面）有眶下管(长 1.5cm)；

内面（鼻面）：有上颌窦裂孔（上 6腭根最近）、向前下方的沟与蝶

骨翼突和腭骨垂直部相接构成翼腭管（腭大孔开口）：蝶骨翼突、腭

骨垂直部、上颌骨体内面管。

（2）四突----a.额突：与额骨相连 b.颧突：与颧骨相连 c.腭突

（硬腭前 3/4） d.牙槽突（牙槽骨）

（3）腭大孔（腭前N阻滞麻醉）：上颌牙槽突与腭骨水平部构成。

上 8腭侧牙槽嵴顶至腭中线弓形面的中点，平面连线的中外 1/3。距硬

腭后缘前约 0.5cm。

2.牙槽骨解剖名词

（1）牙槽骨（2）牙槽窝（上 6窝最大、上 3窝最深）（3）牙槽嵴

（4）牙槽间隔（两个牙之间）（5）牙根间隔（多根牙之间）

3.上颌窦与牙根尖的关系

以上颌 6根尖距上颌窦底壁最近，上颌 7次之，5与 8再次之。

（6758）

4.上颌骨的支柱结构 均下起上颌骨牙槽突，上达颅底。

（1）尖牙支柱（鼻额支柱）：尖牙区-眶内缘-额骨；主要承受尖牙

区的咀嚼压力（额骨）。

（2）颧突支柱：6的牙槽突-颧牙槽嵴-颧弓-颅底；6的牙槽突-颧牙

槽嵴-颧骨额突-眶外缘-额骨；主要承受第一磨牙区的咀嚼压力（额

骨和颅底）。

（3）翼突支柱：蝶骨翼突+上颌骨牙槽突的后端；主要承受磨牙区的

咀嚼压力（颅底）。

（二）下颌骨

下颌骨是颌面部骨中唯一能活动的骨。

1.解剖标志：下颌骨分为水平部和垂直部。水平部称为下颌体，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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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称为下颌支。

（1）下颌体：

外侧面：正中联合；颏结节；外斜线（有降下唇肌及降口角肌附着），

在外斜线上方，下颌 4、5下方，有颏孔（颏N）(朝后上外）。

内侧面：一线二嵴三个窝

上颏棘（颏舌肌）和下颏棘（颏舌骨肌）；内斜线（下颌舌骨线）；

内斜线上方，颏棘两侧有舌下腺窝；内斜线下方，近下颌体下缘有下

颌下腺窝和二腹肌窝。

（2）下颌支：又称下颌升支，其上端有喙突（颞肌和咬肌）和髁突

（翼外肌下头）-生长中心，

两突之间有下颌切迹（乙状切迹）。

内侧面中央略偏后上方有下颌孔；孔的前方有下颌小舌（蝶下颌韧

带）；牙各平面上方 1cm

下颌神经沟（下牙槽神经、血管），下颌孔向前下方通入下颌管。下

颌隆突（一针三麻！由前向后为：颊、舌、下牙槽N）。

下颌角：内（翼肌粗隆 翼内肌），外（咬肌粗隆 咬肌）

2.薄弱部位（1）正中联合（2）颏孔区（3）下颌角（4）髁突颈部

（三）腭骨（L形，成对）

（1）水平部：构成硬腭后 1/4（2）垂直部：围成翼腭管。

（3）在水平部与垂直部连接处有锥突，锥突后的中部构成翼突窝底，

为翼内肌的其始处。

（四）蝶骨

1．蝶骨体 2．小翼 3．大翼（颞下嵴） 4．翼突

（五）颞骨（成对）

1．颞鳞 2．乳突部（茎突） 3．岩部 4．鼓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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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舌骨（U形）

1．舌骨体 2．舌骨大角（舌动脉） 3．舌骨小角：二腹肌的

中间腱附着于舌骨体和舌骨大角的交界处。

翼腭窝的交通：眼（眶下）+口（腭降）+鼻（碟腭）+牙槽孔（上牙

槽后）

前-眶下裂-眼眶 下-腭大孔-口腔 内-蝶腭孔-鼻腔

第三节口腔面颈部肌

（一）表情肌：属皮肌。

口周围肌群

1．口轮匝肌

（1）浅层（固有纤维）（2）中层（口周围肌上下层）（3）深层（颊

肌唇部）三层肌纤维功能：闭唇、参与咀嚼、发音

2.颊肌

功能：使颊贴近牙列参与咀嚼及吸吮。

3.口周围肌上组：①提上唇鼻翼肌②提上唇肌③颧小肌④颧大肌⑤笑

肌⑥提口角肌（尖牙肌）

4.口周围肌下群：三角肌（降口角肌）（2）下唇方肌（降下唇肌）

（3）颏肌三角肌和下唇方肌的主要作用是降口角与下唇。颏肌使下

唇靠近牙龈并前伸下唇。

（二）咀嚼肌：

咬肌、颞肌、翼内肌和翼外肌，受三叉神经下颌支支配。

1.咬肌

起于：浅：颧弓前 2/3，止于下颌角和下颌支外的下半部；中：颧弓后

1/3，止于下颌支的中部；深：颧弓深面，止于喙突。

功能：上提下颌骨并使下颌骨微向前伸，也参与下颌侧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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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颞肌 起自：颞窝和颞深筋膜的深面；止于：喙突和下颌支前缘至

下颌第三磨牙远中功能：上提下颌骨，也参与侧方、后退运动。

3.翼内肌（不包括颞骨）翼内深浅有锥突

深头：起自翼外板的内侧面和腭骨锥突；浅头：起自腭骨锥突和上颌

结节。

止点下颌角内侧面翼肌粗隆。

功能：上提下颌骨。亦参与下颌前伸和侧方运动。

4.翼外肌翼外上头有蝴蝶（关节）

上头：起于蝶骨大翼的颞下面和颞下嵴；下头：起于翼外板的外侧面。

止点关节翼肌窝。

功能：下颌骨向前并降下颌骨。

（三）颈部肌

1.颈浅肌及颈外侧肌

（1）颈阔肌（协助降下颌和向下牵引下唇于口角）

（2）胸锁乳突肌（两侧同时收缩，使头后仰，一侧收缩使头同侧倾斜

并向对侧斜转）

2.舌骨上、下肌群：主要作用是降下颌作用。

（1）舌骨上肌群（茎突舌骨肌无降下颌骨作用，只是开大口底）

1）二腹肌（前腹+后腹+中间腱）2）下颌舌骨肌（内斜线）3）颏舌

骨肌（下颏嵴）

4）茎突舌骨肌：拮抗颏舌骨肌，牵引舌骨向后，开大口底（唯一没有

降下颌的作用）

（2）舌骨下肌群：（共同作用是下拉舌骨）

1）肩胛舌骨肌 2）胸骨舌骨肌 3）胸骨甲状肌 4）甲状舌骨肌

升颌肌群（闭口）：咬肌、颞肌、翼内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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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颌肌群（开口）：翼外肌、二腹肌、下颌舌骨肌、颏舌骨肌、颈阔

肌。

第五节血管

（一）颈内、外动脉的主要分支与分布

面颈部的血液供应主要来源于颈总动脉和锁骨下动脉。颈总动脉在约

平甲状软骨上缘处分为颈内动脉和颈外动脉。

1.颈内动脉是脑、眶内结构和额鼻部血供的主要动脉，入颅前无分支。

2.颈外动脉髁突颈部分为上颌动脉与颞浅动脉两终支。主要分支有：

（1）甲状腺上动脉：在平舌骨大角稍下方

（2）舌动脉：于甲状腺上动脉起点的稍上方，平舌骨大角尖处分支：

舌下A和舌深 A

（3）面动脉（颌外动脉）：通常在舌骨大角的稍上方

1）下唇动脉 2）上唇动脉 3）内眦动脉 4) 颏下动脉 5）腭升动脉

（4）颞浅动脉：为颈外动脉的另一终末支，在下颌骨髁突颈平面发出。

分为：①额支②顶支

③面横动脉。主要分支分布腮腺、颞下颌关节及颅顶部软组织等。

（按压点：耳屏前）

（5）上颌动脉（颌内动脉）：为颈外动脉的终末支之一，在下颌骨髁

突颈部的后内方发出，经髁突颈部深面前行至颞下窝，通常在翼外肌

的浅面或深面，行向前上，经翼上颌裂进入翼腭窝。

第一段：下颌段 1）脑膜中动脉（棘孔）2）下牙槽动脉（下颌孔）

第二段：翼肌段供应咀嚼肌颊肌和颞下颌关节囊

第三段：翼腭管（眼+口+鼻+牙槽孔）

1）上牙槽后动脉（牙槽孔）2）眶下动脉（眼）3）腭降动脉（口）4）

碟腭动脉（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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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咽升动脉（7）枕动脉（8）耳后动脉

3.颈内外动脉的鉴别（重点）

（1）位置：颈外动脉初在颈内动脉的前内侧，继而转至其前外侧。颈

内动脉初在颈外动脉的后外侧，继而转至其后内侧。

（2）分支：颈内动脉在颈部无分支，颈外动脉在颈部发出一系列分支。

（3）搏动：暂时阻断颈外动脉，同时触摸颞浅动脉或面动脉，如无搏

动，即可证实所阻的是颈外动脉。

二：颌面部、颈部主要静脉的回流途径与范围

口腔颌面部的静脉分为浅静脉和深静脉，静脉血主要通过颈内、外静

脉向心脏回流。

1.口腔颌面部浅静脉

（1）面静脉（面前静脉）：起始于内眦静脉，伴行于面动脉的后方。

（2）颞浅静脉：起始于头皮内的静脉网，伴行于颞浅动脉的后方。

2.口腔颌面部深静脉(注意汇合)

（1）翼丛：又称翼静脉丛，位于颞下窝内，与颅内、外静脉有广泛的

交通。

（2）上颌静脉（颌内静脉）：位于颞下窝内，起始于翼丛后端。

（3）下颌后静脉（面后静脉）：由颞浅静脉和上颌静脉合成，走行一

段后又分为前后两支，前支与面静脉汇合成面总静脉，后支与耳后静

脉汇合成颈外静脉。

（4）面总静脉：由面静脉和下颌后静脉前支汇合而成，最终汇入颈内

静脉。

3.翼丛与颅内的交通翼丛通过以下三条通道与颅内海绵窦相交通：

（卵破眼）

（1）卵圆孔网：又称卵圆孔静脉丛。（2）破裂孔导血管。（3）眼静

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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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神经

三叉神经第二支上颌N--圆孔出颅-翼腭窝

第三支 下颌N--卵圆孔出颅-颞下窝

（一）三叉神经的分支及分布

三叉神经是脑神经中最大者，是口腔颌面部主要的感觉神经和咀嚼肌

的运动及本体感觉神经。有三条分支，分别称为眼神经、上颌神经和

下颌神经。

1.眼神经为感觉神经，经眶上裂出颅

2.上颌神经为感觉神经，经圆孔出颅，根据其行程可分为四段：

（1）颅中窝段：发出脑膜中神经，分布于硬脑膜。

（2）翼腭窝段：发出颧神经（眼）、翼腭神经（包括鼻腭神经和腭前、

腭中、腭后神经）和上牙槽后神经。“饿的颧上后面去”

（3）眶下管段：上颌神经进入眶下裂后改称眶下神经。发出上牙槽中

神经和上牙槽前神经。

（4）面段：于眶下孔处发出睑下支、鼻内侧支、鼻外侧支和上唇支。

3.下颌神经为混合性神经，是三叉神经中最大的分支。经卵圆孔出颅，

发出如下分支：

（1）脑膜支（棘孔神经）分布于硬脑膜

（2）翼内肌神经：（运动神经）分布于翼内肌

下颌神经前干（混合神经）

（3）颞深神经：分布于颞肌。（运动神经）

（4）咬肌神经：分布于咬肌。（运动神经）

（5）翼外肌神经：分布于翼外肌上下头。（运动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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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颊神经（颊长神经）：分布于下颌后牙颊侧牙龈及颊部黏膜皮肤。

（感觉神经）

下颌神经后干（混合神经）

（7）耳颞神经：主要分布于颞下颌关节、外耳道、腮腺、颞区皮肤等。

（感觉神经）

（8）舌神经：主要分布于下颌舌侧牙龈、舌前 2/3 及口底黏膜、舌下

腺等。（感觉神经）

（9）下牙槽神经：主要分布于下颌牙及牙龈、下颌舌骨肌、二腹肌前

腹等。（混合神经）

（二）面神经的分支与分布

面神经为混合性神经，含有三种纤维，即运动纤维、副交感纤维和味

觉纤维。面神经穿内耳道人面神经管，经茎乳孔出颅。向前穿过腮腺，

呈扇形分布于面部表情肌。以茎乳孔为界，可将面神经分为面神经管

段和颅外段。面N主干长 1.5~2cm.

1.面神经管段的分支

（1）岩大神经：主要含有副交感节前纤维，其节后纤维分布于泪腺、

鼻和腭黏膜的腺体。

（2）镫骨肌神经：支配镫骨肌。（听力）

（3）鼓索：分布于舌前 2/3 的味蕾、下颌下腺及舌下腺的分泌。

2.颅外段的分支面神经出茎乳孔后，距乳突尖上方 1cm，在距皮肤表

面 2~3 cm 向前外。并稍向下经外耳道软骨和二腹肌后腹之间，在腮腺

覆盖下，经茎突根部的浅面，进入腮腺，形成五组分支，由上至下依

次为：

（1）颞支：（额纹消失）

（2）颧支：（眼睑不能闭合）

（3）颊支：（鼻唇沟变浅或消失，食物积存、不能鼓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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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颌缘支：（口角下垂、流口水）下颌后静脉为寻找标志。

（5）颈支

第二节 颞下颌关节

（一）颞下颌关节：由五部分组成，即下颌骨髁突、颞骨关节面、关

节盘、关节囊和关节韧带。

1.下颌骨髁突呈椭圆形，内外径长，前后径短。前斜面小（为功能

面），后斜面大。髁突颈部较细，其前方有关节翼肌窝（翼外肌）。

2.颞骨关节面位于颞骨鳞部的关节面包括关节窝和关节结节。关节结

节：后斜面是功能面，是关节的负重区。

功能区：髁突前斜面和关节结节后斜面！

3.关节盘位于关节窝、关节结节和髁突之间，呈椭圆形。

a.颞前附着：起自关节盘前缘向上，止于关节结节的前斜面。下颌前

附着：起自关节盘前缘向下，止于髁突前斜面的前端。

b.前伸部：位于前带前方，由上、下两部分构成，即颞前附着和下颌

前附着。两个附着之间有翼外肌上头的肌腱与关节融合在一起称为关

节盘的前伸部。

c.中间带最薄 1mm(唯一一个没有神经血管的部位），前带 2mm，后带

最厚 3mm，双板区是最好发穿孔破裂的部位。

4.关节囊将颞下颌关节间隙分为两个互不相通的上、下腔，上腔大而

下腔小。关节腔内衬以滑膜。

5.关节韧带：

颞下颌韧带（防止侧方运动脱位）茎突下颌韧带（防止过度前伸）

蝶下颌韧带（大张口时悬吊下颌，防止张口过大，保护下颌孔的N和

血管）

（二）颞下颌关节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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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

（四）主要蜂窝组织间隙的境界及连通

1.眶下间隙位于眼眶前部的下方。

2.颊间隙位于颊肌与咬肌之间。

3.咬肌间隙位于咬肌与下颌支之间。

4.翼下颌间隙（翼颌间隙）位于下颌支与翼内肌之间。间隙内主要有

舌神经、下牙槽神经和下牙槽动、静脉通过（除了颊N）。翼下颌间

隙向上与颞下间隙及颞间隙通连，向前通颊间隙，向下与舌下、下颌

下间隙相通，向后与咽旁间隙相通，向外通咬肌间隙。（无眶下间

隙）。

5.颞下间隙位于翼下颌间隙上方。下以翼外肌下缘平面为界。

6.颞间隙

7.咽旁间隙（咽侧间隙）

8.翼腭间隙（翼腭窝）

（五）颈部局部解剖

1.颈部境界与分区

2.颈筋膜的层次结构颈部筋膜由浅入深可分为五层：

（1）颈浅筋膜：颈阔肌在此层内。

（2）颈深筋膜浅层：两肌两腺（胸锁乳突肌+斜方肌、腮腺+下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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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封套层

（3）颈深筋膜中层：舌骨下肌群（颈深筋膜浅中两层在中线结合形成

颈白线、血管少）

（4）颈脏器筋膜：脏层包被颈部脏器，如喉、气管、甲状腺、咽及食

管等。壁层包于全部脏器外围并形成颈鞘。

（5）椎前筋膜（颈深筋膜深层）：椎前肌斜角肌。覆盖于椎前肌和

斜角肌的前面，

（六）下颌下三角（下颌下区）的境界及解剖结构特点

1.下颌下三角的境界上界为下颌骨下缘，下界为二腹肌的前后腹。其

底由下颌舌骨肌、舌骨舌肌和咽上缩肌等构成。

2.下颌下三角的内容（熟记）

（1）下颌下腺：（2）下颌下淋巴结：（3）面静脉：（4）面动脉：

在舌骨舌肌的浅面，自上而下依次排列：

①舌神经。②下颌下腺导管。③舌下神经。

舌神经与下颌下腺导管关系密，从解剖关系上可作以下鉴别：

（1）联系：舌神经连于下颌下神经节，导管则直接发自下颌下腺。

（2）位置：在舌骨舌肌表面，舌神经位于导管的上方。

（3）形态：舌神经比下颌下腺导管粗而略扁，且坚韧。

（七）气管颈段的解剖及其临床应用临床行气管切开时注意点

（1）采取头正中后仰位，以免伤及颈总动脉，并使气管位置变浅。

（2）一般在第 3~5 气管软骨环的范围内切开。

（3）切开时注意深度，以免伤及气管后壁，甚至伤及食管。

（4）勿切第一气管软骨环，以免术后发生喉部狭窄。

（5）切开不应低于第 5气管软骨环，以免引起无名动脉等损伤。

甲状腺峡部：2~4 气管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