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牙体牙髓科专科医师培训细则 

牙体牙髓病学是口腔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牙体牙髓科是隶属口腔医学的

二级学科，是以维护、促进人们牙齿健康以及防治牙齿疾病为主要内容的学科。

牙体牙髓科诊治的范围包括龋齿、牙体硬组织非龋疾病、牙髓炎和根尖周炎的诊

断，以及牙体疾病治疗技术和牙髓疾病治疗技术的应用。 
牙体牙髓科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时间为 2 年。受训医师必须完成口腔内科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之后方可接受本阶段培训（前期参加口腔科/口腔全科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者，可根据实际临床综合能力适当延长专科医师培训时间）。 

一、培训目标 
通过牙体牙髓科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继续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强调

为患者服务的艺术（如何接待患者、进行健康教育等），加深对牙体牙髓病学系

统理论课的理解，并运用之前所学到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巩固对口腔科常见

疾病的检查、诊断、治疗设计和病历书写的临床技能，熟练掌握基本的口腔治疗

技术，能正确实施预防交叉感染的措施。本阶段培训结束时能熟练诊治牙体牙髓

科常见疾病和处置部分该科疑难疾病。 
牙体牙髓科专科医师培训以全面熟练掌握并综合运用牙体牙髓科专业知识

与技能为目标，同时要了解并掌握新近出现的新技术、新疗法。 
1．熟练掌握牙体牙髓病病史的采集，正确的检查方法及规范化的病历书写。 
2．掌握本专业常见病、多发病及急症的诊治原则及方法。 
3．掌握本专业常见病的各项诊疗常规和治疗操作常规，并能进行规范化操作。 
4．锻炼解决本专业急、重、疑难病例的能力。 

二、轮转科室和时间安排 
在牙体牙髓科门诊工作 24 个月，每日最低门诊量为 10 人次。 

三、培训内容和要求 
（一）理论知识 
 1.掌握：龋病的发病机制、治疗原则、预防策略。牙髓生物学的基础理论，牙

本质过敏的机理，牙髓损伤的修复机理，根尖周病的免疫机制。 
 2.熟悉：牙齿硬组织的生物矿化机制，牙科粘接修复技术的进展，牙髓及根尖

组织损伤修复的分子生物学基础。 
 3.了解：牙科材料的生物学评价标准，牙髓治疗的评价方法和标准，牙体修复

的评价方法和标准。 
（二）学习病种 
1.掌握：第一阶段要求掌握和了解的病种；牙痛的鉴别诊断；复杂根尖周病。 
2.熟悉：牙齿发育缺陷的详细分类，牙外伤的分类。 
（三）临床技能 
1.掌握：各类牙体组织病损的修复技术，各类非龋疾病的诊断，各类牙髓病的诊

断、鉴别诊断及治疗技术，各类根尖周病的诊断、鉴别诊断及治疗技术，复杂根

管治疗技术，牙齿美容修复技术，简单的根尖手术，各种牙体修复材料、牙髓和



根管治疗用药、根管治疗器械。 
2.了解：咬合病诊断与治疗，牙体缺损的间接修复技术。 

病种临床技能训练要求： 

治疗或操作项目名称 年完成例数≥ 

各类牙体缺损(龋和非龋)的诊治 200 

复查复合树脂直接粘接修复一年  

以上病例中  

 Ⅰ类洞 20 

Ⅱ类洞 20 

V 类洞 20 

Ⅲ类洞 10 

Ⅳ类洞 10 

牙髓病的诊治 150 

根尖周病的诊治 150 

活髓保存 10 

前牙根管治疗/再治疗 40 

后牙根管治疗/再治疗 60 

复查非感染根管治疗 6 个月以上疗效 20 

复查感染根管治疗 2 年以上疗效 20 

根尖手术 5 

全口系统病例 20 

合计 755 

 

（四）科研教学 

1．培训期间应结合临床实践开展临床科研、撰写并以第一作者身份在核心期刊

发表论文或文献综述一篇以上。 

2．协助主治医师指导低年资住院医师工作，指导实习医师工作，参与疑难病例

讨论、医疗事故/纠纷病例讨论、团队式教学等医疗、教学活动的组织及病历资

料准备。 

3．报告牙体牙髓科病例 5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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