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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龄前儿童因其处于乳牙交替恒牙萌出的特殊时期，好发口腔疾病，科学

及时的对儿童口腔保健进行指导，使其建立正确的行为方式及采取有效的防治措

施对其身心健康影响巨大。龋病是危害我国居民口腔健康的常见疾病。通过选取

的某区有关调查分析数据，分析其 2016到 2018年期间 42所托幼单位的 3228
位儿童的龋齿患病情况，通过采用综合护理措施干预手段，有效地将该地区的儿

童龋齿患病比例从 44.7%降低到了 27%，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P＜0. 05)。学龄

前期的儿童是患龋齿的高峰阶段，因此地方需要增强对学龄前幼儿口腔科学健康

习惯的指导，尽早开展科学的综合护理干预措施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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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龋齿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儿童类细菌性疾病。小儿口腔内环境保护自理能力差，

乳牙钙质化程度较低，当进食频率高，极为可能发生龋齿。幼儿患龋齿的比例随

孩子年龄的增长而提高，3岁之后发病概率逐渐增加，不存在性别差异，龋齿不

开展早期治疗措施，能够使牙齿中产生龋洞，进一步病变就会引发牙龈炎，牙根

尖周炎，乃至诱发颌骨髓炎症等。而且十分大的概率造成幼儿期后孩子恒牙排列

不齐的终身影响，进一步威胁到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成长。有效地采取科学综

合性预防措施以及护理干预手段[1-5]对幼儿的身心发展皆可以起到有益作用，本

文为进一步了解综合护理干预措施在整个儿童龋齿预防过程中的效果，探索更加

适宜的干预手段，选择分析四川省某区 2016到 2018年期间幼儿患病情况开展分

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四川省某区 2016年至 2018年期间统计查阅的 42 所托幼机构 3228名
三到六岁幼儿体检资料进行综合统计分析情况如表 1。

表 1. 资料汇总三至六岁幼儿性别与地区分布统计

项目 分类 人数 总计人数

性别
女生 2015

3228
男生 1213

地区
农村 1580

3228
城区 1648

1.2 方法

于 2016年度开始乡镇卫生院与区内各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统一依据国家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要求，对区内托幼单位三到六岁的儿童开展全面健康体检，与此

同时采用视诊法检查幼儿口腔情况，按照国家龋齿病的相关标准统一诊断依据，

凡有牙本质表面与窝沟处出现明显的色、形、质龋性的改变则诊断为龋齿。不分

度和计数，仅仅记录乳牙。如牙齿成块的损坏与脱落情况、存在补修龋齿等均计

入统计区间。同时卫生健康服务单位于体检期间向托幼单位及儿童发放科学防龋

的宣传单，宣传孩子做好口腔卫生的方法，指导幼儿正确刷牙。宣传鼓励孩子学

会饭后漱口，养成口腔卫生习惯，并开展 1年 1度的氟化泡沫涂抹等系列综合干

预措施。



1.3 统计学方法

分析过程使用 SPSS13.0 统计学应用对汇总情况进行分析，计数以百分率（%）

表示，采用χ2方法检查，以置信区间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42家托幼单位 2016年时儿童龋齿患病比例仍处在高位的 44.70%，2017 年

患病率在综合预防措施干预下明显地降低至 33.49%，2018年地区龋齿患病率继

续降低到了 26.98%。可以看到，该地区采取综合干预措施后，其地方儿童的龋

齿患病比例逐年减少。三年间地区儿童患病比例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城区与农村地区的儿童患病率仍旧存在程度差距，农村龋齿率高于

城区，并且统计的第三年城区、农村的患病比例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χ2=4.22，P<0.05），详见表 2。
表 2. 三年期间托幼单位儿童口腔龋齿统计表（n， %）

年份 受检人数 总龋齿人数 患病率

2016 3228 1443 44.70

2017 3228 1081 33.49

2018 3228 871 26.98
3 讨论

幼儿龋齿的诱因主要是乳牙形态易致进食食物滞留，然而儿童乳牙的牙釉质

和牙本质尚薄，其矿化程度差很难抵抗酸性侵蚀。同时幼儿的饮食结构又多以软

食且含糖高的食物为主，这些加重幼儿口腔内产酸量，幼儿口腔较低弱自洁能力

难以及时清理。所以如果幼儿期的孩子自我口腔卫生意识差而且家长科学预防知

识理解不到位，极为易患龋齿。龋齿还会诱发系列炎症和影响齿排列不仅仅会对

幼儿的健康产生危害，影响发育，甚至产生心理障碍等情况。是故，对于幼儿早

期做好龋齿预防的综合护理干预具有重要意义，且明显地减少幼儿患龋齿病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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