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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口腔执业医师（2009最新修订版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医学综合笔试应试指南）》严格按照《医师资格
考试大纲》（2009年版）内容、结构要求进行编写，内容科学，不超纲。
针对考生复习量大，复习时间紧的特点，编写注意重点突出，强调结构的合理性与逻辑性。
为了让考生进一步了解医师资格考试的各种题型和特点，掌握解题思路和技巧，还编写了模拟试题解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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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节 唾液腺　　一、唾液腺的组织结构　　唾液腺（salivarygland）由实质和问质两部分组成。
实质即由腺上皮细胞形成的腺泡与导管；间质即由纤维结缔组织形成的被膜与叶间或小叶间隔，其中
有血管、淋巴管和神经出入。
　　（一）腺泡　　腺泡连接于导管末端，由腺上皮细胞。
基底膜和肌上皮细胞组成。
由单层腺上皮细胞围成腺腔，其外侧为肌上皮细胞，最外层为薄的基底膜包绕。
根据腺泡的形态、结构和分泌物性质的不同，可分为浆液性、黏液性、混合性三种类型。
　　，　　L浆液性腺泡光镜下，细胞呈锥体形，基底部较宽，紧附于基底膜上．，顶端向着腔内。
胞核为圆形，位于基底部1／3处。
胞质色深，组织固定好时，顶端胞质内可见大量折光性很强的分泌颗粒，称酶原颗粒
（zymogengranule）。
　　2．黏液性腺泡黏液性腺泡呈管状，由黏液细胞组成。
光镜下，黏液细胞呈锥体形。
胞质内含丰富的黏原颗粒，在固定及染色过程中，黏原颗粒常被破坏，故胞质透明呈网状结构。
　　3．混合性腺泡由黏液细胞和浆液细胞组成。
前者组成腺泡之大部分，紧接闰管；后者呈新月状覆盖于腺泡的盲端表面，又名半月板（demilune）
。
　　（二）导管　　唾液腺的导管分为闰管、分泌管、排泄管三段。
　　1．闰管（intercalatedduct），是导管最细小的终末分支部分，连接腺泡与分泌管。
光镜下，管壁上皮细胞为矮立方形，胞质较少，染色较淡，胞核位于细胞中央。
闰管细胞有可能发挥干细胞作用，或分化为分泌细胞，或分化为肌上皮细胞。
　　2．分泌管与闰管相延续。
管径较粗，管壁由单层柱状上皮所组成。
核圆形，位于细胞中央或近基底部。
胞质丰富，呈强嗜酸性。
在基底部有垂直于基底面的纵纹，所以分泌管又称纹管。
上皮细胞能主动吸收钠、排出钾，并转运水，改变唾液的量和渗透压。
　　3．排泄管起予小叶内，与分泌管相延续。
出小叶后穿行于小叶间结缔组织中，称小叶间导管。
管壁细胞变为复层或假复层柱状上皮。
此上皮除含有类似分泌管（纹管）之柱状上皮外，还含有许多小的基底样细胞，即所谓储备细胞，亦
可发挥干细胞作用。
最后，各小叶间导管汇集成更大的总排泄管，开口于口腔，其上皮逐渐变为复层扁平上皮，并与口腔
黏膜上皮融合。
　　（三）肌上皮细胞、细胞间质　　肌上皮细胞位于腺泡和小导管的腺上皮与基底膜之间。
光镜下，细胞体小，形扁平，发出4～8个分支状突起，该突起呈放射状包绕着腺泡表面，形似篮子，
故又称篮细胞（basketcell）。
胞核大而扁，几乎占据整个细胞。
肌上皮细胞内有肌动蛋白，肌上皮细胞有收缩功能，协助腺泡或导管排出分泌物。
可能为上皮来源。
研究证实肌上皮细胞内含肌动蛋白（actin）和肌球蛋白（myosin）。
　　纤维结缔组织包绕腺体形成被膜，伸入腺体内，将腺体分隔成许多腺叶和腺小叶。
血管、神经和导管均伴随被膜、叶间或小叶间结缔组织出入腺体。
结缔组织中还含有浆细胞、成纤维细胞、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等。
来自B淋巴细胞的浆细胞能分泌多种免疫球蛋白，主要是IgA，它同抗蛋白溶解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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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proteolyticprotein）结合后分泌至口腔，有抗细菌、病毒和其他致病因子的作用。
　　二、唾液腺的分布及组织学特点　　（一）大唾液腺　　1．腮腺全部由浆液性腺泡组成，故属
纯浆液腺，但在新生儿的腮腺中可见少量黏液细胞。
腮腺闰管长，有分支；分泌管多，染色浅。
　　正常腮腺组织内，经常出现小的淋巴结。
其中，5％～10％淋巴结的髓质内出现导管以及腺泡样结构；有时淋巴结呈壳样包绕在腮腺腺叶外围。
颈上区淋巴结髓质内亦含有唾液腺组织。
以上是形成唾液腺良性淋巴上皮病变，腺淋巴瘤以及恶性淋巴瘤的组织学基础。
　　2．下颌下腺是混合性腺，以浆液性腺泡为主，并有少数黏液性腺泡和混合性腺泡。
闰管比腮腺短，难以辨认；分泌管则较腮腺者长。
在下颌下腺导管周围常伴有弥散的淋巴组织。
　　3．舌下腺由一对较大和若干个较小的腺体所组成。
舌下腺也是-种混合腺，以黏液性腺泡占主要部分，纯浆液细胞很稀少，闺管和分泌管发育不良，腺泡
可直接连于排泄管的远侧小管。
　　（二）小唾液腺　　、　　小唾液腺包括唇腺、颊腺、舌腺、腭腺、舌腭腺和磨牙后腺等，位于
口腔黏膜的黏膜下层。
其中唇腺、颊腺、磨牙后腺均属混合性腺体，但以黏液性腺泡为主。
唇腺是唾液分泌性IgA的主要来源，其浓度比腮腺高4倍。
此外，唇腺活检也被认为是诊断舍格伦综合征（Sj6grensyndrome）的一种简便方法。
　　舌腭腺、腭腺均属纯黏液腺。
舌前腺以黏液腺泡为主，仅有少数混合腺泡；舌根部和舌边缘区有舌后腺，是纯黏液腺；轮廓乳头环
沟下方的味腺是浆液腺。
　　唇、颊、磨牙后区、腭、舌等处，是小唾液腺主要的分布部位。
因此，这些部位也是黏液囊肿和唾液腺肿瘤的好发部位。
　　第五节口腔颌面部发育　　一、鳃弓和神经嵴　　神经嵴、鳃弓、咽囊　　1．神经嵴神经嵴细
胞来自外胚层，在神经管形成前发生广泛移动，转化为间充质，称为外胚间充质，它们在颅面和牙齿
发育的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并将形成牙本质、牙髓、牙骨质、牙周膜等组织器官。
外胚间充质的移动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过程，很容易受到有害的致畸因子之影响。
　　2．鳃弓口腔颌面部的发育与鳃弓和咽囊有密切的关系。
胚胎发育到第4周时，在胚体头部两侧出现6对柱状弓形隆起，称为鳃弓。
鳃弓之间有鳃沟。
6对鳃弓中，第1对最大，称为下颌弓；第2对称舌弓；第3对称舌咽弓；其余3对无特别的名称。
下颌弓参与面部和腭的发育，第1、第2、第3和第4对鳃弓则参与舌的发育。
第3、第4对鳃弓在发育过程中被第2鳃弓所掩盖，成为颈窦，其残余上皮可发生囊肿或鳃瘘。
如果囊肿与外部相通，即形成鳃瘘，其开口可位于颈部胸锁乳突肌前缘任何部位。
少见情况下，开口可位于扁桃体隐窝处或有颈部及扁桃体处双开口。
第1鳃沟和第1、2鳃弓发育异常时，可在耳屏前方形成皮肤的狭窄盲管或点状凹陷。
此种异常多为先天性，称先天性耳前窦道。
如果此盲管继续向深部延长，与鼓室相通，即为耳前瘘管。
　　相邻的鳃弓之间有浅沟，在体表侧者称鳃沟（branchialgroove）；与之相对应的鳃弓的内侧是原始
咽部，其表面衬覆的内胚层上皮向侧方增生呈囊样，形成与鳃沟相对应的浅沟，称咽囊
（pharyngealpouch）。
第1鳃沟在发育中加深形成外耳道、耳丘、耳廓，在沟的底部，表面的外胚层与邻近的中胚层和第1咽
囊的内胚层一起形成鼓膜。
与之对应的第11咽囊形成中耳鼓室和咽鼓管。
　　二、面部的发育　　发育过程及常见异常　　1．发育过程面部发育的早期阶段可以分为两步：
一是面部各突起的生长分化；二是各突起的联合（merge）和融合（f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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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部的发育始于胚胎第3周。
此时，在前脑的下端，出现额鼻突。
额鼻突的下方是第1鳃弓，即下颌突。
下颌突的发育特别迅速，由两侧向前，向中线生长，并在中缝处联合。
大约第24天时，在下颌突两端的上缘，又长出两个圆形隆起，此即上颌突。
这时上以额鼻突，下以下颌突、两侧以上颌突为界，围成一个凹陷，称为口（stomadeum），就是未
来的口腔。
口凹与前肠之间有口咽膜相隔。
第4周口咽膜破裂，口腔与前肠相通。
　　胚胎第4周末，额鼻突的末端被两个凹陷分成三个突起，中间的成为中鼻突，两侧的称为侧鼻突
。
上述两个凹陷为鼻的始基，称嗅窝。
至第5周，中鼻突生长迅速，其末端出现两个突起，称为球状突。
　　面部是由上述下颌突、上颌突、侧鼻突和中鼻突（包括球状突）联合而形成的。
随着胚胎发育，约在第6周，已形成的突起一方面继续生长，一方面又与相邻的或对侧的突起联合。
两个球状突中央部分联合，形成人中。
球状突与同侧的上颌突联合形成上唇。
侧鼻突与上颌突联合，形成鼻梁的侧面、鼻翼和部分面颊。
上颌突与下颌突由后向前联合，形成面颊部，同时使口凹缩小至正常口裂的大小。
口角即两侧两个突起联合的终点。
下颌突将形成下颌的软、硬组织；中鼻突形成鼻梁、鼻尖、鼻中隔，中鼻突末端的球状突除形成部分
上唇外，还形成前颌骨及上颌切牙；侧鼻突形成鼻侧面、鼻翼、部分面颊、上颌骨额突和泪骨；上颌
突形成大部分上颌软组织、上颌骨及其上颌尖牙和磨牙。
至第8周面部各突起联合完毕。
　　2．发育异常在胚胎第6周至第17周时，面部各突起如未能正常联合，则形成面部发育异常。
　　（1）唇裂：唇裂多见于上唇，由一侧或两侧的球状突与上颌突未联合或部分联合所致。
唇裂还常伴有上颌侧切牙与尖牙之间的颌裂与腭裂。
两侧球状突在中央部分未联合或部分联合，则形成上唇正中裂；两侧下颌突未联合则形成下唇唇裂，
此两种唇裂罕见。
　　（2）面裂：上下颌突未联合或部分联合，发生横面裂，裂隙可自l口角至耳屏前。
如为部分联合则形成大口畸形；如联合过多则形成小口畸形。
如上颌突与侧鼻突未联合则形成斜面裂。
裂隙由匕唇沿着鼻翼基部至眼睑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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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医学综合笔试应试指南：口腔执业医师(2009最新修订版)》为国家医学考试
中心唯一推荐用书，根据新大纲，全新修订。
　　考试信息，培训课程，在线考试。
　　资源下载，专家答疑，考生论坛。
　　百余位资深教师精心奉献，培训形式多样，重点鲜明，针对性强。
　　帮助考生梳理脉络，切中要害，强化记忆，沉着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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