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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5岁儿童患龋齿病率为64%，成年人达88%，而老年人几乎为100%！现对这样的现实，能否有一

种疫苗让人们不再患龋齿呢？有！ 

 

9月18日，我国著名口腔医学专家、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名誉院长樊明文教授在新闻发布会上称，

经过他与课题组成员20余年的研究，“防龋DNA疫苗”已取得重大进展。该疫苗将做成喷雾剂，主要用

于1-3岁的小孩，喷入鼻腔内，小孩可直接对龋齿产生免疫，从而可望一生告别“蛀牙”。“目前，课

题组已联合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院等单位，完成‘裸疫苗’和‘载体’的组装，下一步将完成‘佐

剂’的组装。载体和佐剂将有助于疫苗能量稳定释放，最后将做成喷雾剂，通过鼻腔黏膜作用于口腔发

挥作用。”樊明文18日宣布这一消息时，立即引起众多媒体的关注。 

 

据了解，1983年，樊明文从加拿大回国。当时，“免疫防龋”的研究在国内尚属空白，而他克服重

重困难从被动免疫及蛋白质疫苗、亚单位疫苗、多肽疫苗等主动免疫，到构建靶向定位融合DNA防龋疫

苗，同时确立了鼻黏膜免疫途径，而后又将小动物实验过渡到灵长目动物实验，并一步步取得成功。 

 

目前，樊教授带领的课题组，已完成防龋DNA疫苗的构建、组装、动物实验等一系列工作，疫苗临

床试验前的工作基本完成。“如果在我有生之年无法完成全部的心愿，那么我希望看到龋齿疫苗能上市

推广，所有的孩子不再有蛀牙。”谈及自己20多年的研究心血时，樊明文充满信心。 

 

樊明文说，儿童期是人一生中龋病的易感期，只要抓好这一阶段，龋病完全可得到控制。变形链球

菌是造成龋齿的主要病因，在儿童1至3岁变形链球菌吸收定植前使用，可以发挥疫苗的防龋作用。不

过，考虑到儿童使用疫苗的安全性等多种因素，疫苗的面市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 

 

龋齿也称龋病，俗称蛀牙或虫牙，其特点是牙齿硬组织在色、形、质等方面均发生变化。世界卫生

组织提出，龋齿是继癌症、心血管疾病后，第三位危害人类健康的非传染性疾病。资料显示，我国5岁

儿童龋齿率在64%，35-44岁的成年人更高，达到88%，而65-74岁的老年人则高达98.4%。龋齿的防治已

成为备受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 

 

龋病可直接危及心脏 

 

很多人认为，“蛀牙”只是小毛病，不过影响人们的咀嚼。实际上，它与人体的许多器官有关，最

为直接的是影响人的心脏。专家研究发现，许多死亡率高的疾病，如心脏病、肾病、关节炎等，都可能

由龋病引起，预防龋齿已成为世界医学专家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对于这一世界性难题，国外较早开展对策。如美国政府推行自来水中加氟等措施，现已取得非常好

的效果。然而，自来水中，0.8ppm（百万分之一单位）的氟含量是防龋的最佳安全值，但我国地理条件

复杂，比如贵州等地区，含氟量就高达10ppm，因此不能统一推行这一措施。 

 

目前，在市面上，“防蛀”市场上主要有4类产品：一种是含氟制剂，如含氟牙膏，其防龋原理为

促进牙齿钙化，减少酸性腐蚀，有一定效果；二是含抗菌药物的漱口液，但因其广谱灭菌、耐药性等副

作用，应用受到限制；三是由植物提取物制成的防龋成分，如含中药提取物的牙膏、漱口液、口胶片

等，有一定防治龋齿作用，但其为药物，不宜长期使用；四是目前市场上被广泛使用的木糖醇，木糖醇

作为代糖取代蔗糖，不被细菌利用产酸，减少酸性物质的产生，但它并不能抑制清除致龋细菌，无法从

根本上解决防龋护齿的实质性问题。 

 

樊明文教授指出，含氟牙膏是目前公认的最有效的防龋方式，但也一直存在争议。如儿童刷牙容易

误服牙膏残液，过量地摄入氟，会严重影响儿童骨骼的生长发育，引起急性氟中毒。 

 

樊明文小组“防龋DNA疫苗”研制获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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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防龋”开启中国模式 

 

由武大医学院开展的“免疫防龋”，则为防龋打开了一条全新的“通道”，这一研究已走在世界前

列。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武大医学院就肩负国家重托，开展了“免疫防龋”攻关并为之倾注了大量心

血。随着科研难题的逐渐破解，武汉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构建防龋的DNA疫苗，成功地减少了变形链

球菌在悉生动物中引起的各级龋齿，今年初，这一研究成果，已经公布在世界著名的Journal of 

Dental Research杂志上。 

 

据樊教授介绍，变形链球菌是引发龋齿和牙周炎等疾病的罪魁祸首，科研人员正是针对变形链球菌

研发出了“抗龋齿免疫球蛋白抗体”，这种蛋白抗体可与变形链球菌表面抗原进行特异性的结合，直接

抑制细菌，使其丧失对牙齿的黏附和腐蚀能力，从而达到针对性的防龋齿的效果。 

 

防龋疫苗的问世将为世界医学的进步带来重大影响。目前，防龋齿疫苗即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可

取代含氟制剂安全地预防龋齿。将来，如果防龋疫苗一旦上市，全国推广防龋疫苗必将成为最佳选择。 

 

动物实验可降低70% 

 

“我们在动物身上实验结果表示，接种DNA防龋疫苗后，患龋齿率至少下降了60%，如果用在人身

上，至少应该可以让患龋率下降30%。”樊教授十分谦虚地说。 

 

对于DNA防龋疫苗的直接作用，记者昨晚联系到樊明文教授的助手张宇红博士。她告诉记者，2007

年10月，课组已申请到国家的“支撑计划”，目前武大口腔医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院、武汉生

物研究所、中科院病毒研究所等四个单位已开始联合生产出这一疫苗，目前疫苗已在小鼠、大鼠、兔、

猴等大批动物上做完了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效果十分显著，患龋率下降70%左右。“但目前我国对于

食品药品的安全性管理十分严格，目前疫苗还没有做人的实验，我们必须拿到国家相关的批文才可以进

行，但相信，这一疫苗在人体上身的效果不会很差！”张宇红博士说。 

 

将来就像打乙肝疫苗 

 

据介绍，目前，DNA防龋疫苗已从实验室试验转入规范的工厂进行试验，包括测试疫苗的毒性等。

对于这项即将破壳而出的科研成果，樊明文教授十分看重，因为他为此注入大量的心血，“就像对待自

己的孩子”。18日，他用愉快的口吻说：“用于人体的龋齿疫苗一旦上市，口腔医学就向前迈进了一大

步！” 

 

樊教授称，目前武大口腔医学院专家正在研制的疫苗，适合1-3岁的儿童，使用途径是向鼻腔内的

粘膜直接喷雾，易被孩子和家长接受，这个疫苗成本不高，可以被普通家庭接受。如果试验效果很好，

不排除这个疫苗可以像儿童注射乙肝的疫苗一样，成为我国政府的一项公益行为，龋齿疫苗的效果可持

续数年。 

 

事实上，儿童期是人一生中龋病的易感期，只要抓好这一阶段，龋病完全可得到控制；当然，专家

也指出，龋齿疫苗的效果不可能达到100%，造成龋齿的因素很多，防龋工作还需多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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