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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是指上下切牙切缘间距在： A、 1以内（不到一横指） B

、 1～2（约一横指） C、 2～3（约二横指） D、 3～4（约三

横指） E、 4以上（三横指以上） 2、 口腔颌面外科学常采用

的闭式引流是： A、 片状引流 B、 纱条引流 C、 管状引流 D

、 负压引流 E、 都不是 3、 下列哪种情况不是放置引流的适

应证： A、 可能发生感染的污染创口 B、 较浅小的无菌创口

C、 留有死腔的创口 D、 止血不全的创口 E、 脓肿切开的创

口 4、 临床创口分类中包括： A、 无菌创口、污染创口、感

染创口 B、 污染创口、感染创口、化脓创口 C、 感染创口、

无菌创口、化脓创口 D、 化脓创口、无菌创口、污染创口 E

、 无菌创口、可疑创口、污染创口 5、 不作初期缝合的创口

是： A、 无菌创口 B、 污染创口 C、 感染创口 D、 切开拔牙

创口 E、 有组织缺损的无菌创口 6、 临床上一般不用作浸润

麻醉的药物是： A、 普鲁卡因 B、 利多卡因 C、 布比卡因 D

、 地卡因 E、 美匹卡因 7、 下唇麻木是哪种阻滞麻醉注射成

功的主要标志： A、 上牙槽后神经阻滞麻醉 B、 腭前神经阻

滞麻醉 C、 鼻腭神经阻滞麻醉 D、 下牙槽神经阻滞麻醉 E、 

颊神经阻滞麻醉 8、 拔除下颌双尖牙采用： A、 局部浸润麻

醉 下牙槽神经阻滞麻醉 B、 下牙槽神经 舌神经阻滞麻醉 C、 

颊神经 舌神经阻滞麻醉 D、 下牙槽神经 颊神经阻滞麻醉 E、 

颊神经及舌神经阻滞麻醉 局部浸润麻醉 9、 拔牙的禁忌证不

包括： A、 不稳定心绞痛 B、 充血性心力衰竭 C、 一年前发



生过心肌梗死 D、 未控制的高血压或心律不齐 E、 恶性肿瘤

范围内的病牙 10、 对于甲状腺功能亢进病员拔牙，下列哪项

叙述是正确的： A、 基础代谢率控制在 20以上 B、 脉搏不超

过200次/分 C、 手术前后采取抗感染措施 D、 局麻药中可加

少量肾上腺素 E、 血糖控制在200mg%以内 11、 可采用扭转

力量拔除的牙齿有： A、 上颌前牙 B、 下颌切牙 C、 上颌双

尖牙 D、 上颌磨牙 E、 下颌磨牙 12、 临床上主要采用的牙种

植体为： A、 粘膜下种植体 B、 牙内骨内种植体 C、 骨膜下

种植体 D、 骨内种植体 E、 以上都不是 13、 口腔颌面部感染

的主要途径是： A、 牙源性感染 B、 腺源性感染 C、 损伤性

感染 D、 血源性感染 E、 医源性感染 14、 面部的“危险三角

区”是指： A、 口至两侧外眦的三角区 B、 鼻尖至两侧内眦

的三角区 C、 鼻翼至两侧口角的三角区 D、 鼻根至两侧口角

的三角区 E、 鼻根至两侧鼻翼的三角区 15、 牙齿在萌出过程

中，牙冠周围软组织发生的炎症称为： A、 冠周炎 B、 牙周

炎 C、 牙龈炎 D、 牙髓炎 E、 根周炎 16、 通常不会引起张口

受限的间隙感染是： A、 咬肌间隙感染 B、 翼下颌间隙感染

C、 颞下间隙感染 D、 眶下间隙感染 E、 下颌骨急性化脓性

骨髓炎 17、 冠周炎最好发的牙齿是： 18、 咬肌间隙感染最

常见的病灶牙是： 19、 眶下间隙感染最常见的病灶牙是： 20

、 下列哪项不是增生型边缘性颌骨骨髓炎的病理组织学表现

： A、 骨密质增生 B、 骨松质溶解破坏 C、 骨膜反应活跃 D

、 少量新骨形成 E、 以上都不是 21、 婴幼儿化脓性颌骨骨髓

炎都发生于： A、 上颌骨 B、 下颌骨 C、 颞骨D、 颧骨E、 

鼻骨 22、 下列哪项不是放射性颌骨骨髓炎的临床特点： A、 

病程发展缓慢，可在放疗后十余年才出现症状 B、 发病初期



剧痛 C、 死骨分离速度缓慢，但死骨与正常骨界线清楚 D、 

骨面暴露部位长期溢脓，久治难愈 E、 可形成口腔和面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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