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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长沙市开福区学龄前儿童乳牙患龋状况。方法：按照第三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

病学调查的要求，对长沙市开福区 ５所幼儿园的 ４５９名 ２～４岁儿童进行口腔检查，调查患龋率和龋均

等指标，结果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在 ４５９名受检者中，乳牙患龋率和龋均

分别为 ３９．６５％和 １．３２；随着年龄的增长，患龋率、龋均和龋面均逐渐增加，各年龄组之间均有统计学

差异（Ｐ＜０．０５）；以上颌乳中切牙和下颌第二乳磨牙患龋率较高。龋齿充填构成比为 ７．５７％，随着年

龄的增长，龋齿充填构成比逐渐增加。婴幼儿龋患病率为 １７．２１％，男性 １７．９０％，女性 １６．３４％，二者

比较无统计学差异。结论：长沙市开福区学龄前儿童乳牙患龋较早，充填率较低，应加强对学龄前儿童

龋病的早期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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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牙的龋坏可影响恒牙的正常发育，导致发
音咀嚼功能的障碍、儿童的营养不良和心理发育

异常。１９９４年，美国疾控中心（ＣＤＣＰ）会议上首
次 提 出 了 “婴 幼 儿 龋 （ｅａｒｌｙ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ｃａｒｉｅｓ，
ＥＣＣ）”的概念［１］，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 ＥＣＣ
的病因和流行情况进行了研究［２４］，并且各地对其

发病率的报道不尽相同，为了解长沙市婴幼儿龋

的患病状况，以利于我国婴幼儿龋的防治，本研

究对长沙市城区 ５所幼儿园 ２～４岁儿童进行了
口腔检查，现分析报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严格按照第三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

的要求，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长沙市

开福区 ５所幼儿园中 ２～４岁儿童 ４５９名。其中
２岁 ５９名，３岁 １６８名，４岁 ２３２名；平均年龄为
４６．８１月。女性 ２０２名，占４４．０％；男性 ２５７名，
占 ５６．０％。
１．２　诊断方法和标准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１９８７）龋齿的诊断
标准，使用儿童牙科临床检查表记录病变牙面，

患龋牙面数按实际患龋涉及的牙面分别记录，如

邻面龋累及邻面和咬合面，则该牙患龋牙面数记

录为 ２个牙面。婴幼儿龋的诊断以乳上前牙患

龋牙数大于等于 ２颗为标准［５］。由 １位儿童专业
牙医在自然光线下用口镜和探针检查。检查者

进行 ２次标准一致性检验，Ｋａｐｐａ值分别为０．８９，
０．９２，可靠度为优。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两个样本均数的比较使用成组设计资料的

ｔ检验，多个样本均数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ＡＮＯＶＡ）或秩和检验，两样本率的比较使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差异。

２　结　　果

２．１　患龋率和龋均
４５９例 ２～４岁儿童的患龋率为 ３９．６５％，龋

均为 １．３２，其 ９５％可信区间为（１．１１，１．５４）；其
中男性患龋率和龋均分别为 ４２．８０％和 １．３７，女
性患龋率和龋均分别３５．６４％和 １．２７，男性患龋
率（χ２＝２．４２２，Ｐ＞０．０５）和龋均（ｔ＝０．４６７，Ｐ＞
０．０５）均高于女性，但无统计学差异。随着年龄
的增长，患龋率和龋均显著上升，２岁组患龋率为
２０．３４％，龋均为 ０．６４；３岁组患龋率为 ３５．７１％，
龋均为 １．０１；４岁组患龋率为 ４７．４１％，龋均为
１．７２；各 年 龄 组 患 龋 率 比 较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Ｐ＜０．０１），各年龄组龋均比较亦有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１，表 １）。

表１　不同性别各年龄组的患龋情况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ｄｅｎｔａｌｃａｒｉｅｓｏｆ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ｓ

年龄（岁） 性别 受检人数 患龋人数 患龋牙数 患龋率（％） 受检者龋均 患龋者龋均

　２ 男

女

３４

２５

７

５

１９

１９

２０．５９

２０．００

０．５６

０．７６

２．７１

３．８０

小计 ５９ １２ ３８ ２０．３４ ０．６４ ３．１７

　３ 男

女

９１

７７

３５

２５

１００ 　

７０

３８．４６

３２．４７

１．１０

０．９１

２．８６

２．８０

小计 １６８ ６０ １７０ ３５．７１ １．０１ ２．８３

　４ 男

女

１３２

１００

６８

４２

２３３

１６７

５１．５２

４２．００

１．７７

１．６７

３．４３

３．９８

小计 ２３２ １１０ ４００ ４７．４１ １．７２ ３．６４

合计 ４５９ １８２ ６０８ ３９．６５ １．３２ ３．３４

２．２　龋齿牙位分布情况

结果见图 １。患龋顺序为：２９．２９％上颌中

切牙，２４．７８％下颌第二乳磨牙，１９．４１％下颌

第一乳磨牙，９．０１％上颌侧切牙，７．８０％上颌

第二乳磨牙，５．８９％上颌第一乳磨牙，２．０８％

上颌乳尖牙。下乳侧切牙、乳中切牙和下乳尖

合计为 １．７４％。患龋牙位呈明显的左右对称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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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龋患牙面分布情况
结果见表 ２。４５９例受检者中，龋失补牙面

数（ｄｍｆｓ）为 １．７，牙合面患龋最高，占 ４２．４９％，舌
腭面患龋最少，占 ５．１３％。各牙面患龋率由高

到低的顺序为：牙合面 ４２．４９％ ＞近中面２９．４％ ＞
远中面１５．０２％＞唇颊面 ７．９６％ ＞舌腭面５．１３％。
各牙面患龋率男女性别之间有一定差别，但无统

计学差异（Ｐ＞０．０５）；随着年龄的增长 ｄｍｆｓ逐渐
升高，２岁组与 ３岁组之间 ｄｍｆｓ无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２岁与 ４岁组之间，３岁与 ４岁组之间
ｄｍｆｓ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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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不同年龄组上、下颌各牙位患龋情况。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ｃａｒｉ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ｏｏｔｈ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ｓ．

２．４　不同年龄组龋、失、补的构成情况
结果 见 表 ３。龋、失、补 的 构 成 比 分 别 为

９２．１１％，０．３３％和 ７．５７％。随着年龄增长，龋、
失、补的构成情况发生一定变化，龋的构成有下降

趋势，从 ２岁 时 的 １００．００％ 降 低 到 ４岁 时 的
８９．７５％；而因龋失牙和因龋充填的构成则呈上升
趋势，因龋失牙的构成由 ２岁时的 ０．００％上升到
４岁时的 ０．５０％；因龋充填的构成由 ２岁时的
０．００％上升到 ４岁时的 ９．７５％。各年龄组的充填
率均低，其中 ２岁组为 ０．００％，３岁组为 ３．３３％，
４岁组为 ９．０９％，２～４岁组平均充填率为６．５９％。
２．５　婴幼儿龋的患病情况

结果见表 ４。共检出婴幼儿龋患儿 ７９人，患
龋率 １７．２１％，龋均为 ０．８２，９５％可信区间为
（０．６２，１．０２）。男 性 患 龋 率 和 龋 均 分 别 为
１７．９０％和 ０．８１，女性患龋率和龋均分别１６．３４％
和 ０．８４，经统计学处理男女性间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其中 ２岁组患龋率为 １０．０７％，龋
均为 ０．３７；３岁组患龋率为 １２．５０％，龋均为
０．５２；４岁组患龋率为 ２２．４１％，龋均为 １．１５。
各年龄组患龋率（χ２ ＝９．０７７，Ｐ＜０．０１）和龋均
（Ｈ ＝９．７０４，Ｐ ＜０．０１）均 有 统 计 学 差 异
（Ｐ＜０．０１）。
２．６　婴幼儿龋和乳磨牙龋的相关性

ＥＣＣ患儿有 ５６．９６％同时患乳磨牙龋，在乳
磨牙龋的患儿中有 ３２．８４％患 ＥＣＣ（Ｐ＜０．００１）。

表２　各年龄组各牙面患龋情况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ｃａｒｉ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ｏｏｔ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ｓ

年龄

（岁）

受检

人数

患龋

牙面数
龋面均

牙合面龋

龋面数 百分比

近中面龋

龋面数 百分比

远中面龋

龋面数 百分比

唇（颊）面龋

龋面数 百分比

舌（腭）面龋

龋面数 百分比

２ ５９ ４４ ０．７５ ２２ ５０．００ １０ ２２．７３ ３ ６．８２ ８ １８．１８ １ ２．２７

３ １６８ ２０８ １．２４ ９８ ４７．１２ ６２ ２９．８１ ３４ １６．３５ ７ ３．３７ ７ ３．３７

４ ２３２ ５２７ ２．２７ ２１１ ４０．０４ １５７ ２９．７９ ８０ １５．１８ ４７ ８．９２ ３２ ６．０７

合计 ４５９ ７７９ １．７０ ３３１ ４２．４９ ２２９ ２９．４０ １１７ １５．０２ ６２ ７．９６ ４０ ５．１３

表３　不同年龄组龋（ｄ），失（ｍ），补（ｆ）的构成情况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ｃａｙｅｄ（ｄ），ｍｉｓｓｉｎｇ（ｍ），ａｎｄｆｉｌｌｉｎｇ（ｆ）ｏｆ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ｃａｒｉ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ｓ

　年龄（岁） 受检人数
ｄ

牙数 均数 构成比（％）

ｍ

牙数 均数 构成比（％）

ｆ

牙数 均数 构成比（％）

２ ５９ ３８ ０．６４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 １６８ １６３ ０．９７ ９５．８８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７ ０．０４ ０．０４

４ ２３２ ３５９ １．５５ ８９．７５ 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３９ ０．１７ ０．１０

合计 ４５９ ５６０ １．２２ ９２．１１ 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６ ０．１０ 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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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年龄组的ＥＣＣ患病情况

Ｔａｂ．４　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ＥＣＣ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ｓ

年龄（岁） 受检人数 患ＥＣＣ人数 患龋牙数 患龋牙面数 患ＥＣＣ率（％） ＥＣＣ龋均 ＥＣＣ龋面均

２ ５９ ６ ２２ ２５ １０．１７ ０．３７ ０．４２

３ １６８ ２１ ８８ １１１ １２．５０ ０．５２ ０．６６

４ ２３２ ５２ ２６７ ３７３ ２２．４１ １．１５ １．６１

合计 ４５９ ７９ ３７７ ５０９ １７．２１ ０．８２ １．１１

３　讨　　论

近年来，国内对学龄前儿童乳牙龋病的流行

病学已有较多研究报道，但结果各地差异较大。

本次调查表明：长沙市开福区 ２～４岁儿童患龋
率为３９．６５％，与成都、乐山相近（３８．８６％），低
于上海（５９．９３％）［６］、北京（５２．７％）［７］。本研
究显示乳牙龋病的患病率和龋（面）均都随着年

龄增长而快速增高，各年龄组儿童龋患差异显

著，呈较早年龄即患龋的特点。４岁时龋患最为
严重，患龋率高达 ４７．４１％，龋均与龋面均则分
别为 １．７２和 ２．２７。

上颌乳中切牙患龋率最高其原因是上颌乳

中切牙萌出较早；下颌乳前牙虽然萌出较早，但

舌底舌下腺导管口分泌较多的唾液，使牙菌斑滞

留时间明显减少。无论上颌还是下颌，患龋均呈

左右对称现象，这是由于左右同名牙解剖组织结

构相似。

ＥＣＣ的患龋率为 １７．２１％，高于西方发达国
家（１％ ～２％）［８］，与上海报道的 ２～４岁组儿童
ＥＣＣ患 病 率 相 似 （１６．３４％ ）［９］。ＥＣＣ 患 儿 有
５６．９６％同时患乳磨牙龋，在乳磨牙龋的患儿中
有 ３２．８４％患 ＥＣＣ（Ｐ＜０．００１）。上颌乳前牙

ＥＣＣ提示日后将会发生乳磨牙龋，即 ＥＣＣ与乳磨
牙龋密切相关，这与邓辉等［７］研究结果一致。龋

蚀进展所必须的要素一旦具备其发展很难逆转。

随年龄的增长，ＥＣＣ患儿极有可能继续发生乳磨
牙龋坏。乳前牙早期龋是预测乳磨牙可能发生

龋坏有意义的指标。

本次调查中发现，龋齿数在儿童中呈不均匀

分布，人群中多数儿童无龋，龋齿数明显集中在

少数人群中，呈现两极化现象。这一方面说明儿

童的口腔保健已经有所提高，另一方面说明人群

中有一部分是龋病高危人群，龋患相当严重。这

种现象与张晓芳等［１０１１］报道的一致。说明对高

患龋儿童龋病的预防和控制工作还应加强。

２岁组患龋率为 ２０．３４％，龋均为 ０．６４，充
填率 为 ０．００％；２～４岁 组 总 的 患 龋 率 为
３９．６５％，龋均为 １．３２，而其充填率仅为 ６．５９％。
从龋、失、补的构成情况来看，随着年龄增长，龋

的构成逐渐降低，因龋充填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但整个人群的充填率很低，仅为 ６．５９％。提示
长沙市开福区学龄前儿童乳牙龋病存在患病较

早、龋病充填率低等特点，应加强对家长的口腔

健康教育，使其认识到乳牙龋病的危害，早期及

定期进行口腔检查。而在幼儿园开展龋病筛检，

定期对学龄前儿童局部应用氟化物是一项有效

的防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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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Ｊ］．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ｏ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２３

（３）：２５８２５９．

（本文编辑　陈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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