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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９９３７《口腔词汇》分为５部分：

———第１部分：基本和临床术语；

———第２部分：口腔材料；

———第３部分：口腔器械；

———第４部分：口腔设备；

———第５部分：与测试有关的术语。

本部分为ＧＢ／Ｔ９９３７的第３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ＳＯ１９４２３：１９８９《口腔词汇　第３部分：器械术语》及ＩＳＯ１９４２３：１９８９／修改单１：

１９９２、ＩＳＯ１９４２３：１９８９／修改单２：１９９２。

本部分依据ＩＳＯ１９４２３：１９８９和修改单重新起草如下：

ａ）　词汇３．２８０～３．２８９为修改单１的内容。

ｂ）　词汇２．２９２～３．３００为修改单２的内容。

ｃ）　本部分与第１部分重复的术语，以第１部分为准。

ｄ）　原国际标准中以斜体字印刷的，在本标准中改为以黑体字印刷。

本部分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口腔材料和器械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北大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林红、刘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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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词汇　第３部分：口腔器械

１　范围

ＧＢ／Ｔ９９３７规定了口腔术语。

本部分是有关口腔器械名词术语。口腔基本和临床、口腔材料、口腔设备术语以及与这些产品有关

的测试的术语，包含在ＧＢ／Ｔ９９３７的其他４部分中。

本部分目的是为标准的制定和执行提供一些公认的口腔术语的定义，以便对文件的理解，同时通过

与牙科国际联盟、世界卫生组织及国家或国际间相关组织的紧密合作，促进相互间的交流。

２　以黑体字印刷的术语的使用

在定义、示例或注中以黑体字印刷的术语，是进入词汇的另一个路径，也出现在ＧＢ／Ｔ９９３７的其他

部分中。在每一条路径中第一次出现时，术语才以黑体字印刷。

术语中其他语法形式，如名词的复数和动词的分词，也以与基本形式一样的方式表示。

３．００１

牙科学；牙医学；口腔医学　犱犲狀狋犻狊狋狉狔
１）

有关牙齿、口腔和颌骨疾病、畸形及损伤等的预防、诊断和治疗以及缺失牙齿及相关组织的修复和

置换等的科学及技能。

３．００２

牙科医生；口腔医生　犱犲狀狋犻狊狋
２）

完成高中或同等学历教育后，在国家承认（或授权）的大学或牙科学校中完成所规定的牙科课程，

并从国家有关部门正式获得了牙科行医证书，能够独立地对牙科疾病进行预防、诊断和治疗的人。

３．００３

牙科诊室　犱犲狀狋犪犾狅犳犳犻犮犲；犱犲狀狋犪犾狊狌狉犵犲狉狔

牙科医生接待和治疗病人的场所。

３．００４

牙科医生工作区　狑狅狉犽犻狀犵狊狆犪犮犲狅犳狋犺犲犱犲狀狋犻狊狋

牙科医生周围和用于安置及治疗病人的地方。

３．００５

牙科技工室　犱犲狀狋犪犾犾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

不需病人在场，按照牙科医生的设计进行技术操作的工作间。

３．００６

牙科技工　犱犲狀狋犪犾狋犲犮犺狀犻犮犻犪狀
３）

按照牙科医生的设计，从事牙科技工室工作的牙科辅助人员。

１）　在不同国家，根据其使用，ｄｅｎｔｉｓｔｒｙ一词可有不同的定义。ｄｅｎｔａｌ一词也如此，在我国也译为口腔。

２）　此定义依据 ＷＨＯ，ＣＩＯＭＳ对医师（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的定义而来，该定义在１９７２年４月日内瓦被世界卫生大会采纳。

在不同国家，根据其使用，ｄｅｎｔｉｓｔ和ｄｅｎｔａｌｓｃｈｏｏｌ可有不同的定义。

３）　在不同国家，ｄｅｎ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ｃｉａｎ一词和它的技术限定可有不同的定义。

３．００７

正畸学　狅狉狋犺狅犱狅狀狋犻犮狊

研究颅面部生长发育、牙齿错
!

畸形及其他牙、面畸形的治疗或预防的牙医学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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