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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专业·2018.12.14·空暇记忆·口解 

第六节 淋巴(助理不考) 

１.环形组淋巴结群:口腔颌面部的大部分淋巴引流至颌下淋巴结和颏下淋巴结ꎬ 颏下 

淋巴结的淋巴又引流至颌下淋巴结和颈深上淋巴结ꎬ 口腔颌面部的淋巴最终引流至颈深上 

淋巴结 

２.纵形组淋巴结群:常沿血管、神经或器官附近呈纵形排列 

环形组淋巴结群的输出管多注入纵形组淋巴结群ꎬ 纵形组淋巴结群的颈深下淋巴结输 

出管组成颈淋巴干ꎬ 左、右颈淋巴干分别入胸导管或右淋巴导管 

以肩胛舌骨肌与颈内静脉交叉、颈总动脉分叉为界分为颈深上、中、下淋巴结 

部位引流方向 

部位 引流方向 

下唇正中、颏部、口底、下前牙、舌尖 （） 

下颌下、上唇、下唇外侧、颊、鼻、上前牙、颏下淋巴结、舌前 2/3、面淋巴结 下颌下淋巴结 

上唇、颊、鼻 面淋巴结 

 

第七节 口腔局部解剖 

一、口腔境界及表面标志 

１.口腔境界 

前：（）； 

      后：咽门 

      两侧：颊； 

      上：腭； 

      下：舌下区。 

      由上下牙列、牙龈和牙槽骨弓将口腔分为两部分，牙列的唇颊侧部分称为（），牙列的舌侧部分称为（）。 

 

２.口腔的表面解剖标志 

（1）口腔前庭沟（唇颊龈沟）：为唇、颊黏膜移行于牙槽黏膜的沟槽。 

（2）上、下唇系带：为前庭沟中线上扇形或线形的黏膜小皱襞。 

（3）颊系带：为口腔前庭沟上相当于上下尖牙或前磨牙区的扁形黏膜小皱襞。 

（4）（）：在平对上颌第二磨牙牙冠的颊黏膜上，有一乳头状突起，腮腺导管口开口于此。 

（5）磨牙后区：由磨牙后三角和磨牙后垫组成。磨牙后三角位于下颌骨最后磨牙远中，其尖向后；磨牙后垫为覆盖于磨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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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三角表面的软组织。 

（6）翼下颌皱襞：为延伸于上颌结节后内方与磨牙后垫后方之间的黏膜皱襞，其深面有翼下颌韧带。 

（7）颊垫尖：大张口时，平时上、下颌后牙面间颊黏膜上有一个（）隆起，称为颊垫。下牙槽神经麻醉进针点。 

二、唇的解剖结构特点及临床意义 

１.唇的境界   

上：为鼻底； 

      下：颏唇沟； 

      两侧：唇面沟； 

口裂将唇分为上唇和下唇。 

２.唇的表面标志 

（1）口角：即口裂的两端，其正常位置相当于（）和第一前磨牙之间。 

（2）唇红：为上下唇的游离缘，是皮肤和黏膜的移行区。 

（3）唇红缘：为唇红和皮肤的交界处。 

（4）唇弓：（）的全部唇红缘呈弓背状。 

（5）人中点（人中切迹）：为唇弓在中线稍低并微向前突处。 

（6）唇峰：两侧的唇弓最高点。 

（7）唇珠：上唇正中唇红呈珠状向前下方的突起。 

（8）人中：上唇正中由鼻小柱向下至唇红缘的纵行浅沟。 

（9）人中嵴；人中的两侧各有一条与其并行的皮肤嵴， 

               自鼻底延伸至唇峰。 

３.唇的结构由外向内分为五层:()(注意层次) 

(１)皮肤: (２)浅筋膜: (３)肌层: 

(４)黏膜下层:(５)黏膜: 

三、颊的解剖结构特点及临床意义 

１.颊的境界颊  

上：颧骨下缘； 

   下:下颌骨下缘; 

   前:唇面沟; 

   后:咬肌前缘。 

2.颊的结构由外向内分为()层（注意层次） 

（1）皮肤。 

（2）皮下组织：有颊脂垫，并有神经、血管穿行。 

（3）颊筋膜。 

（4）颊肌。 

（5）黏膜下层：含有黏液腺。 

（6）黏膜：有腮腺导管口。 

四、腭的解剖结构特点及临床意义 

１.硬腭的表面标志 

（1）腭中缝：为硬腭中线上纵行的黏膜隆起。 

（2）切牙乳头（腭乳头）：位于腭中缝前端的黏膜隆起，其深面为切牙孔，鼻腭神经、血管经此孔穿出。 

（3）腭皱襞：位于腭的前部，向两侧略呈辐射状的软组织嵴。 

（4）上颌硬区：在硬腭中央部，黏膜薄而缺乏弹性。 

（5）腭大孔：位于硬腭后缘前方约 0.5cm 处，约相当于腭中缝至第三磨牙腭侧龈缘直线连线的中、外 1/3 交界处（弓形连

线的中点）。 



                                                                    全国专业备考 

（6）蝶骨翼突钩：位于上颌第三磨牙后内方 1～1.5cm处黏膜下。 

２.软腭的表面标志：（）在软腭前端中线两侧的黏膜上ꎬ 左右各有一对称的小凹陷，为硬腭后缘的标志。 

３.硬腭软组织的特点(理解) 

（1）黏膜下层前部含有少量脂肪，无腺体；后部则有较多的腭腺。 

（2）硬腭的骨膜与黏膜下层附着紧密，而与骨面附着则不太紧密。 

（3）黏骨膜不易移动，能耐受摩擦和咀嚼压力。 

４.软腭内有五对腭肌:(作用是重点) 

（1）腭帆张肌：作用为紧张腭帆，开大咽鼓管。 

（2）腭帆提肌：使软腭上提，咽侧壁向内侧运动。 

（3）舌腭肌：作用为下降腭帆，紧缩咽门。 

（4）咽腭肌：上提咽喉，向前牵引咽腭弓，并使两侧咽腭弓接近。 

（5）悬雍垂肌（腭垂肌）：上提悬雍垂（腭垂）。 

   腭帆、腭舌弓、舌根共同围成咽门。 

 

 

名称 作用 

（） 发音时完成腭咽闭合 

腭帆张肌 拉紧软腭，使咽鼓管（） 

舌腭肌 下降软腭，提高舌根 

咽腭肌 下降软腭，上提咽部 

腭垂肌 牵拉腭垂向上 

 

五、舌的解剖结构特点、淋巴回流特点 

1.上面（舌背）舌背以界沟为界，分为舌前 2/3和舌后 1/3。 

   舌前 2/3 又称为舌体，舌后 1/3称为舌根。舌前 2/3分布有四种舌乳头： 

（1）丝状乳头：数量多，分布于舌体上面，司一般感觉。 

（2）菌状乳头：散在分布于（）之间，司味觉。 

（3）轮廓乳头：一般为 7～9 个，排列于界沟前方，司味觉。 

（4）叶状乳头：为 5～8 条并列皱襞，位于舌侧缘后部，司味觉。 

    （）黏膜无舌乳头，但有结节状淋巴组织，称舌扁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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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面（舌腹）； 

  a.舌系带：舌下黏膜平滑，与舌下区黏膜相延续，并在中线形成舌系带。    

  b.伞襞：舌系带两侧各有一条黏膜皱襞，称为伞襞。 

  c.舌下肉阜：舌系带两侧的口底黏膜上各有一小突起，称为舌下肉阜，为下颌下腺 

              导管及舌下腺大管的共同开口。 

  d.舌下襞：舌下肉阜两侧各有一条向后外斜行的舌下襞，为舌下腺小管的开口部位。 

3.肌层: 舌内肌、舌外肌。 

      舌内肌：舌上纵肌、舌下纵肌、舌横肌及舌垂直肌，收缩时改变舌的形态。 

      舌外肌：颏舌肌、舌骨舌肌、茎突舌肌及腭舌肌，收缩时改变舌的位置。 

４.舌的淋巴管引流(熟记) 

（1）舌尖淋巴管：大部分至颏下淋巴结，小部分至颈肩胛舌骨肌淋巴结。 

（2）舌体边缘或外侧淋巴管：部分至下颌下淋巴结，另一部分至颈深上淋巴结。 

（3）舌中央淋巴管：汇入颈深上淋巴结，亦有汇入下颌下淋巴结。 

（4）舌根淋巴管：汇入两侧颈深上淋巴结。 

 

六、舌下区的解剖结构特点及临床意义 

１.舌下区的境界位于舌和口底黏膜之下，下颌舌骨肌和舌骨舌肌之上， 前界及两侧界 

为下颌体的内侧面，后部止于舌根。 

２.舌下区的内容:(熟记内容物) 

(１)舌下腺及下颌下腺深部:(２)下颌下腺导管及舌神经: 

(３)舌下神经及其伴行静脉:(４)舌下动脉: 

 
第八节 颌面部局部解剖 

(一)颌面部表面标志及软组织结构特点 

１.表面解剖标志 

(１)鼻小柱:为两侧鼻前孔之间的隆嵴。 

(２)鼻底:即锥形外鼻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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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鼻面沟:为近鼻翼基部外侧的长形凹陷。 

(４)唇面沟:为上唇与颊部之间的斜行凹陷，鼻面沟与唇面沟合称为鼻唇沟。 

(５)颏下点:为颏部最低点。 

(６)眶下孔:位于眶下缘中点下约０.５ ㎝处。 

(７)腮腺导管的体表投影:为耳垂至鼻翼与口角之间中点连线的（）处。 

(８)面神经出茎乳孔的位置:成人位于乳突前缘中点或乳突尖端上方约（）处距皮肤约 

２~３ ㎝。 

２.颌面部软组织的特点(理解) 

（1）皮肤薄而柔软，皮下组织疏松，易于伸展移动。 

（2）富于皮脂腺、毛囊和汗腺。 

（3）血管密集，血运丰富。 

（4）有皮肤皱纹，走向有一定的规律。 

（5）皮下组织中有表情肌，手术或创伤处理时应注意表情肌的缝合， 以免影响表情肌功能。 

３.美容角(看自己ꎬ 理解ꎬ 记大概数) 

①鼻额角１２５－１３５％②鼻面角３６－４０％③鼻唇角９０－１００％ 

３ 鼻颏角１２０－１３２％ ⑤颏颈角８５％ 

４.皮纹:皱纹线分为重力性皱纹线和动力性皱纹线 

Ｌａｎｇｅｒ 线是指皮肤裂线的排列方向是与皮肤真皮内胶原纤维的排列方向的一致(手术 

线) 

二、腮腺咬肌区的解剖结构特点 

1.腮腺咬肌区的境界： 

  前：咬肌前缘； 

  后：胸锁乳突肌、乳突及二腹肌后腹的前缘； 

  上：颧弓及外耳道； 

  下：下颌骨下缘。 

２.腮腺咬肌区的层次与内容 

(１)皮肤 

(２)皮下组织:内含颈阔肌上部。 

(３)腮腺咬肌筋膜:形成腮腺鞘，特点为(理解)。 

１)浅层特别致密，深层薄弱。ꎻ  

２)鞘与腺体结合紧密，并发出许多间隔伸入腺体。ꎻ  

３)鞘的上部与外耳道紧密相连，并发出索状纤维束伸人外耳道前下壁软骨部的裂隙 

 (４)腮腺:临床上以面神经主干和分支平面为界，将腮腺分为浅、深两叶。 

（5）腮腺与神经血管关系密切，其中，穿经腮腺的主要神经血管由浅入深为面神经、下颌后静脉及颈外动脉等，根据腮腺内

血管神经的走向，可将其分为纵行和横行两组： 

纵行组：颞浅动静脉、耳颞神经、下颌后静脉及颈外动脉； 

横行组：面神经、上颌动静脉及面横动脉。 

腮腺浅叶上缘神经血管排列从后向前依次为: 

颞浅静脉、耳颞神经、颞浅动脉、面神经颞支及颧支ꎻ  

腮腺浅叶前缘神经血管排列从上向下依次为: 

面横动脉、面神经颧支、面神经上颊支、腮腺管、面神经下颊支及下颌缘支ꎻ  

腮腺浅叶下端神经血管排列从前向后依次为: 

面神经下颌缘支、面神经颈支、下颌后静脉 

腮腺深叶的神经血管为:颈内动、静脉ꎬ 第Ⅸ~Ⅻ对脑神经(“腮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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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咬肌:位于腮腺咬肌筋膜的深面 

三、面侧深区的解剖结构特点 

1.面侧深区的境界 

      前:上颌骨后面; 

      后:腮腺鞘; 

      内:翼外板; 

      外:下颌支。 

（该区亦即颞下间隙及翼颌间隙的范围） 

２.面侧深区的内容(熟记) 

(１)翼丛:位于颞肌与翼外肌之间及翼内、外肌之间 

(２)上颌动脉: 

(３)翼外肌:(钥匙) 

翼外肌浅面是翼丛和上颌动脉，深面下颌神经 

翼外肌上缘是颞深和咬肌神经，翼外肌两头之间是上颌动脉和颊神经， 

翼外肌下缘舌神经和下牙槽神经 

(４)下颌神经及其分支: 

五、主要蜂窝组织间隙的境界及连通(理解记忆)(助理不考) 

1.眶下间隙  位于眼眶前部的下方。 

   上:眶下缘; 

   下:上颌骨牙槽突; 

   内:鼻侧缘; 

   外:颧肌为界。 

 

2.颊间隙  位于颊肌与咬肌之间。 

  前:咬肌前缘; 

  后:下颌支前缘及颞肌前缘。 

3.咬肌间隙  位于咬肌与下颌支之间。 

  前:为磨牙后区黏膜; 

  后:腮腺。 

 

4.翼下颌间隙（翼颌间隙）位于下颌支与翼内肌之间。 

  前:颞肌及颊肌; 

  后:腮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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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翼外肌下缘; 

  下:下颌支内侧面。 

      间隙内主要有舌神经、下牙槽神经和下牙槽动、静脉通过。 

 

翼下颌间隙交通： 

  向上：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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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可经颅底血管神经通颅内。 

 

5.颞下间隙：位于翼下颌间隙上方。 

   前：上颌骨后面， 

   后：茎突及茎突诸肌， 

   内：蝶骨翼突外侧板， 

   外：下颌支上份及颧弓， 

   上：蝶骨大翼的颞下面和颞下嵴， 

   下：翼外肌下缘平面为界。 

6.颞间隙   

    位于颞区，借颧弓与颞下嵴的平面与颞下间隙分界， 

   可分为颞浅间隙和颞深间隙两部分。 

7.咽旁间隙 

     （咽侧间隙）位于翼内肌、腮腺深叶与咽侧壁之间。     

      上：达颅底； 

      下：至舌骨平面； 

      前：翼下颌韧带； 

      后：椎前筋膜外侧份。 

8.翼腭间隙（翼腭窝） 

    位于眶尖的下方、颞下窝的内侧。 

   前：上颌骨体部； 

   后：蝶骨翼突； 

   上：蝶骨大翼； 

   内：腭骨垂直板。 

间隙内主要有上颌神经、蝶腭神经节、上颌动脉及其分支。 

翼腭间隙的交通： 

   向前：经眶下裂通眼眶， 

   向内：经蝶腭孔通鼻腔， 

   向外：经翼上颌裂通颞下间隙， 

   向下：经翼腭管通口腔， 

   向后上：经圆孔通颅腔。 

 

             第九节 颈部局部解剖 

一、颈部分区与颈筋膜的层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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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颈部境界与分区 

颈部以斜方肌前缘为界，将颈部分为前部（狭义的颈部）后部（项部），前部又以胸锁乳突肌的前、后缘为界，每侧分

为三部：颈前三角、胸锁乳突肌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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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身浅筋膜的一部分，包绕颈部颈阔肌在此层内。 

（2）颈深筋膜浅层：形成完整的封套包绕颈部，除颈阔肌和浅层的脉管、神经外，几乎包被着颈部全部结构。 

（3）颈深筋膜中层：上连舌骨，两侧至肩胛舌骨肌外缘，向下附着于锁骨和胸骨柄的后缘，并包被舌骨下肌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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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被颈部脏器，如喉、气管、甲状腺、咽及食管等。 

（5）椎前筋膜（颈深筋膜深层）：覆盖于椎前肌和斜角肌的前面，上达颅底，下继胸内筋膜。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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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颌骨下缘；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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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舌神经 b.下颌下腺导管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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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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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气管颈段的解剖及其临床应用 

１.气管颈段的层次气管颈段前方由浅入深依次为: 

(１)皮肤 

(２)颈浅筋膜 

(３)颈深筋膜浅层 

(４)颈深筋膜中层及其包被的胸骨舌骨肌和胸骨甲状肌 

在中线的皮肤和颈浅筋膜的深面，有由颈深筋膜浅、中两层结合形成的颈白线。在气管颈段第 2～4 气管软骨环的前方有

甲状腺颊部横过。气管颈段的两侧，上部有甲状腺侧叶覆盖，下部与颈总动脉相邻。 

２.临床行气管切开时注意点(熟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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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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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颈动脉三角的解剖特点及其临床应用 

1.境界 

（1）前上界：二腹肌后腹。 

（2）前下界：肩胛舌骨肌上腹。 

（3）后界：胸锁乳突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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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顶：颈深筋膜浅层。 

（5）底：咽中，下缩肌，甲状舌骨肌及舌骨大角的一部分。  

２.层次:由浅入深分为三层 

(１)皮肤 

(２)颈浅筋膜 

(３)颈深筋膜浅层 

３. 内容和毗邻(熟记)(三动、两静、两神经、一肌肉) 

(１)颈总动脉: 

(２)颈内动脉和颈外动脉 

(３)颈内静脉:  

(４) 面总静脉: 

(５) 舌下神经: 

(６)喉上神经: 

(７)二腹肌后腹: 

本单元重点总结: 

1.上颌骨分为一体（）。 

2.下颌骨骨折好发部位。 

3.颞下颌关节的组成。 

4.表情肌的作用，咀嚼肌的起止点及作用。 

5.三叉神经、面神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