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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龋病的危险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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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儿童龋病的危险因素。方法：选取����年�月至����年�月在本院行口腔检查的���名儿童

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是否发生龋齿分为无龋齿组（�� ���）和龋齿组（�� ���）。收集儿童临床资料，分析儿童龋

病的危险因素。结果：两组性别、断奶月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年龄、睡前不刷牙、牙龈指

数、吃零食、唾液变形链球菌感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JLVWLF多因素分析结果提示，年龄�a�岁>β� �

�����，25� ������，��%�,（�����a�����），���������、睡前不刷牙>β� ������，25� ������，��%�,（�����a������），

���������、吃零食>β� ������，25� ������，��%�,（�����a�����），���������、牙龈指数>β� ������，25� ������，��%�,

（�����a�����），���������、唾液变形链球菌感染>β� ������，25� �������，��%�,（�����a������），���������是造成龋

齿发病的危险因素。结论：定期口腔检查和菌斑控制是预防儿童龋病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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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龋病是指细菌致牙体硬组织破坏而发生的一种慢性进行性炎症疾病>��。由于儿童时期患儿的过量饮食糖果等不良

生活习惯从而导致龋齿的发病率上升。导致儿童牙齿损坏的疾病主要为龋齿>��。由于牙齿损坏导致的食物咀嚼不佳以

及进食功能的降低，影响肠道对营养成分的消化和吸收，导致患儿营养不良及体质减弱。患有龋齿较多的儿童，具有

抵抗力低、体质弱等特点，其正常生活及生长发育受到严重影响。若不加以有效的治疗，大量的致病微生物会随血液

循环而黏附于血管内皮细胞，加重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血管内皮功能破损，随着时间的长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的并

发症将会出现。基于此，本文探究儿童龋病的危险因素分析，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年�月至����年�月在本院行口腔检查的���名名儿童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是否发生龋齿分为无龋齿组

和龋齿组，无龋齿组��例，男��例，女��例，年龄�a�岁，平均年龄（���������）岁。龋齿组��例，男��例，女��

例；年龄�a�岁，平均年龄（���������）岁。入选者均未见明显病灶；依从性较好，够配合完成口腔检查；儿童家属

知情同意。排除近半年内涂抹过氟化物、抗生素治疗者；合并其他口腔疾病者。

�����方法

进行问卷调查和口腔检查，对家长进行口腔健康指导，每半年复查，连续进行�年。负责口腔检查及问卷调查的�

名医师均为从事儿童口腔临床工作��年以上者，经过标准一致性检验，.DSSD值����a����。

问卷调查：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喂养习惯、口腔卫生习惯和口腔保健知识认知等情况。问卷由医护人员与家长

一对一完成。医护人员问卷调查经过统一培训。

口腔检查：采取膝对膝位，使用人工光源、��尖探针、平面口镜、干棉签、牙线棒、纱布等进行，先检查记录上

颌中切牙�����唇面可视菌斑，对应记为口腔卫生较差或良好，再按顺序检查萌出情况及牙面龋损情况（GW）等。每半

年复查时进行口腔检查及健康指导。

龋活性检测：使用龋态�DULRVWDW龋病易感性检测试剂盒）进行龋活性检测。检测由�名儿童口腔专科医师和�名护

士共同完成，检测方法：用无菌棉棒在受检儿童口腔中上颌磨牙颊侧近颈部和下前牙唇侧牙颈部轻轻擦拭�a�次，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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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牙面软垢和菌斑的混合样本，将棉棒放入�DULRVWDW培养基内，�K内放入��℃恒温箱内，培养��K后，根据颜色变化读

取检验结果。�DULRVWDW龋活性检测值为龋态值，龋态值从�a���分为�度，�a���为低龋活性，�a���为中龋活性，���a���

为高龋活性。

�����统计学方法

采用6366����对研究对象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数据采用（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表示，使用χ�

对数据进行校验；��������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结果

�����龋齿发病单因素分析

两组性别、断奶月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年龄、睡前不刷牙、吃零食、牙龈指数、唾液

变形链球菌感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表1��龋齿发病单因素分析[�(%)]

组别 龋齿组（�� ���） 无龋齿组（�� ���） χ� �

性别
男 ��（�����） ��（�����）

���� �����
女 ��（�����） ��（�����）

断奶月龄�月
��a�� ��（�����） ��（�����）

����� �����
���� ��（�����） ��（�����）

年龄�岁 �a� ��（�����） ��（�����） ����� �������

睡前是否刷牙
是 ��（�����） ��（�����）

������ �������
否 ��（�����） ��（�����）

是否吃零食
是 ��（�����） �（�����）

����� �������
否 ��（�����） ��（�����）

牙龈指数
�a� ��（�����） ��（�����）

����� �������
� ��（�����） ��（�����）

唾液变形链 ��（�����） ��（�����）

球菌感染
有 ��（�����） ��（�����）

������ �������
无 �（�����） ��（�����）

�����龋齿发病多因素/RJLVWLF回归分析

多因素/RJLVWLF回归分析显示，年龄�a�岁、睡前不刷牙、吃零食、牙龈指数�a�、唾液变形链球菌感染均是造成

龋齿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

表2��龋齿发病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组别 β 6�( :DLG � 25 ��%�,

年龄�a�岁 ���� ����� ����� ����� ����� �����a�����

睡前不刷牙 ����� ����� ������ � ����� �����a������

吃零食 ����� ����� ����� ����� ���� �����a�����

牙龈指数�a� ����� ����� ����� ����� ����� �����a�����

唾液变形链

球菌感染 ����� ����� ������ ����� ������ �����a������

3��讨论

分析发现，乳牙龋患病相关危险因素有：（�）母亲的受教育程度。随着母亲最高学历的增高，儿童龋齿的患病率

逐渐下降，与研究结果相同，由于文化水平的提高使母亲增加对龋病的认识进而产生长久维护儿童口腔健康的行为>��。

母亲的文化程度越高，获得口腔健康知识的途径和信息量就越多，在日常生活中对儿童口腔健康的指导就越多，重视

儿童的口腔卫生，刷牙的次数相对也较多，患龋就较少>��。（�）睡前或刷牙后喝奶、吃零食。睡前吃零食是乳牙龋患

病的危险因素，儿童入睡时口腔处于静止状态，唾液流速减慢，自洁能力下降，入睡前若未认真清理牙齿，则患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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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性增加>��。同时，长期的零食摄入，能为口腔恒定地提供口腔微生物底物，造成菌斑内S+值的降低，促使牙釉质

溶解，导致龋病的发生。（�）过去一年是否有牙痛或看过牙。定期而专业的健康检查是预防儿童乳牙龋患病的重要

措施，尤其是龋坏以后，没有专业医务人员的治疗则无法彻底去除龋坏，若进一步发展为牙髓炎、根尖周炎，则大大

增加治疗的难度和儿童的痛苦。因此，加大乳牙龋病的宣传力度，普及口腔医疗保健服务是预防儿童乳牙龋病的必需

手段。（�）监护人营养.�3得分>��。监护人有正确的口腔保健知识将会促进儿童对刷牙和牙齿保健的重视程度，父母

的口腔健康行为得分与儿童的龋指数呈现直接的负相关关系。儿童的口腔健康行为与家长的口腔健康行为显著相关，

监护人的口腔卫生行为与儿童的患龋率呈负相关关系，同时定期对幼儿园教师进行口腔健康知识培训，强化教师的口

腔知识也会降低患龋的危险性。（�）甜饮料摄入频率。此结果与国内多数文献报告一致，即龋病发病和进展不完全

取决于摄入含糖食品或饮料的数量，而在于摄入含糖食品或饮料的次数。长期的甜饮料摄入会使糖在口腔中存留较长

的时间，菌斑致龋菌连续代谢产酸，S+值下降，菌斑内的酸性产物长时间滞留，加快了牙面脱钙的速度，导致乳牙龋

病的发生。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定期口腔检查是儿童龋病预防的关键因素。在口腔健康教育的基础上，根据龋病风险评估进行定期的

口腔检查，同时帮助家长掌握有效去除菌斑的技能将是未来儿童龋病预防的重点。

参考文献：

>��玛依热�买合木提��儿童脓毒症心肌病的危险因素及预后分析>���新疆医科大学�������������

>��贡敏�梅予锋�南京市低龄儿童龋相关危险因素初步研究>-��实用口腔医学杂志�������������������

>��邱紫莹�李苑�深圳市宝安区散居儿童手足口病危险因素研究>-��实用预防医学�������������������

>��彭亮�张启海�海南省�a�岁儿童龋病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现代预防医学�����������������������

>��郁莹�张皓 �基于风险评估的�岁儿童龋病分级管理临床效果评价>-��中华口腔医学研究杂志�电子版��������

���������������

>��蒋海晓�秦爱丽�儿童龋病的危险因素分析>-��临床研究�����������������

>��王月月�白国辉�儿童早期龋病病因及预防方法的研究进展>-��遵义医科大学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