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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地区学生母亲和教师口腔健康
知识及行为调查报告

江 　汉 　台保军 　杜民权 　郭 　颖 　黄 　薇

摘要 　目的 :评价学生母亲和教师的口腔健康知识和行为 ,为制定和评价学校口腔健康教育计划提供基线资料。

方法 :对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 15 所小学一年级 1356 名学生母亲和 215 名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和分析。结果 :教师的

口腔知识水平高于学生母亲。母亲主要通过电视 (6214 %) 和书本 (5115 %) 获得口腔健康知识 ,而教师可以通过各

种途径 ,包括从牙医 (7513 %)获得口腔健康知识。绝大多数母亲 (9410 %) 没有每天帮助儿童刷牙。仅有 1819 %的

母亲过去一年内去医院检查或治疗过牙齿。结论 :提示应加强学生母亲和教师的口腔健康教育 ,以促进学校口腔

健康教育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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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 The purpose of this survey was to assess dental knowledge and behaviors of the teachers and mothers of school

children. Methods : All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1365 mothers of first grade students and 215 schoolteachers in Yichang , Hubei by

using questionnaires and , analyzed using SPSS software. Results : The level of dental knowledge was higher among schoolteachers

than among mothers ; the mothers were mostly informed through television/ book (62. 4 %/ 51. 5 %) , while teachers received infor2
mation from various sources , including the dentists (75. 3 %) . Most of the children (94. 0 %) didn′t have practical support from

their parents in daily tooth cleaning. Only 18. 9 % of them visited the dentist at least once per year.Conclusion : This finding sug2
gested that we should emphasize oral healthy education among mothers and schoolteachers , in order to promote school- based oral

health education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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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十几年中 ,发达国家儿童的患龋率呈下降

趋势。其原因可能是多种因素的协同作用 ,其中最

主要是口腔卫生的改善、合理消费糖制品、氟化牙

膏的广泛使用和以学校为基础的口腔预防保健项

目的实施 1 。而发展中国家 ,尤其在那些没有开展

口腔预防保健的国家 ,儿童患龋率却持续上升 2 。

学校口腔卫生工作是开拓未来口腔健康的主要途

径 ,是提高全民族口腔健康水平的基础。笔者在湖

北省宜昌市开展一项为期 3 年的学校口腔健康教

育的项目。本调查旨在进行口腔健康教育前 ,评价

该项目中学生母亲和学校教师的口腔健康知识和

行为 ,为制定和评价学校口腔健康教育计划提供基

线资料。

1 　材料和方法

调查对象为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 15 所小学一年级

1356名学生 (6～7 岁) 的母亲和其中 6 所小学的 215 名教

师。

以 WHO 社区口腔保健计划与研究合作中心设计提供

的标准问卷为基础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设计问卷调查表。

采取发放问卷 ,让被调查者本人填写 ,当场收回的方式。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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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内容包括 :龋病和牙周病的知识、口腔卫生知识的来源、

母亲的口腔健康行为和帮助儿童刷牙的行为。

问卷数据输入计算机 ,用 SPSS/ PC + 软件作统计分析。

采用 Guttman 模式 3 评价口腔知识的掌握程度 ,正确的答案

记分为 1 ,错误的答案记分 0。记分范围分别为 : ①龋病的

病因 (0～4 分) ; ②龋病的预防 (0～5 分) ; ③牙周病的病因

(0～4 分) ; ④牙周病的预防 (0～4 分) 。用频数分布来描述

和分析这些数据。采用χ2 检验统计评价不同的比例。

2 　结 　　果

6814 %的母亲认为细菌 + 糖是龋齿的主要原

因 ,但是许多母亲不同意使用氟化物可以预防龋病

(5516 %)和饮料 (可乐、雪碧等) 可以致龋 (3117 %)

的观点。5912 %的母亲支持牙菌斑和 (或) 细菌是

牙周病的病因 ,2518 %的母亲认为是由过冷、过热

的食物所引起 ,而且 4210 %的母亲错误地认为少吃

糖可以预防牙周病。

教师的关于龋病的病因、牙周病的病因和预防

措施等口腔健康知识水平明显高于学生母亲 ( P <

0105) 。见表 1。但仅 2218 %的教师知道使用氟化

物能预防龋病。母亲主要通过电视 (6214 %) 和书

本 (5115 %)获得口腔健康知识 ,而教师可以通过各

种途径 ,包括从口腔医生 (7513 %) 获得口腔健康知

识。见表 2。
表 1 　学生母亲和教师掌握口腔健康知识情况( %)

Tab 1 　The mothers and schoolteachers distributed( pct)

according to dental knowledge( %)

口腔健康知识 水平评价 记分 母亲 教师

龋病的病因 低 0-1 55. 5 21. 4

高 2-4 44. 5 78. 6 3

龋病的预防措施 低 0-2 35. 3 60. 5

中 3 31. 1 24. 7

高 4-5 33. 6 14. 9

牙周病的病因 低 0-1 49. 0 31. 2

高 2-4 51. 0 68. 8 3

牙周病的预防措施 低 0-1 44. 0 23. 7

中 2 35. 2 41. 9

高 3-4 20. 9 34. 4 3

3 P < 0. 05

9410 %的母亲没有每天帮助儿童刷牙。仅

1710 %的母亲每天检查儿童刷牙后的效果。大多

数母亲 (9310 %) 都曾经指导儿童如何刷牙 ,2210 %

的母亲能做到每天指导儿童刷牙。7010 %的母亲

每天刷牙两次。仅有 1819 %的母亲过去 1 年内去

医院检查或治疗过牙齿 ,同时 4210 %的母亲从来没

有去医院检查过牙齿。
表 2 　学生母亲和教师获得口腔健康知识的途径( %)

Tab 2 　The mothers and schoolteachers distributed( pct)

according to sources of dental health information

( %)

获得途径 母亲 教师

牙医 49. 6 75. 3

内科医生 4. 8 7. 9

学校教师 16. 6 44. 7

书本 51. 5 85. 6

电视 62. 4 84. 7

广播 18. 1 64. 2

报纸 44. 2 76. 5

杂志 47. 6 74. 0

亲戚和 (或)朋友 9. 8 40. 5

父亲和 (或)母亲 12. 8 48. 2

3 　讨 　　论

口腔健康教育是以教育的手段促使人们主动

采取利于口腔健康的行为 ,以达到建立自身的口腔

健康行为 ,维护口腔健康的目的 4 。本调查结果表

明母亲和学生都需要进行口腔健康教育。由于父

母亲和家庭是儿童获得口腔健康知识的最主要途

径之一 ,所以最合理的提高儿童口腔保健意识的方

法应该是使家长掌握准确的口腔健康知识 ,如细菌

和糖在龋齿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致龋的食品等 ,然

后再传授给儿童。虽然本调查中大多数母亲已意

识到刷牙在龋病预防中的作用 ,母亲和儿童每天至

少刷牙 2 次的比例分别为 7014 %和 5916 % ,但他们

往往缺乏关于合理使用糖制品和氟化物在防龋过

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等准确知识 ,以至于影响母

亲自身的口腔健康行为和对儿童的口腔健康教育。

笔者认为 ,口腔健康教育必须加强牙周疾病的病因

和预防的宣教 ,因为牙龈出血常常被母亲错误地解

释为由于进食坚硬的或过冷、过热食物所引起。

本调查中绝大多数母亲 (9410 %) 没有每天帮

助儿童刷牙 ,仅 1616 %和 2214 %的母亲对儿童刷牙

后进行检查以及告诉儿童如何刷牙。由于生长发
(下转第 2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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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误诊的预防

主诉颈转移鼻咽癌患者多有伴随症状。因此 ,对颈侧

部肿块 ,尤其是颈上部肿块的患者 ,均应常规询问有无耳鼻

咽喉症状和颅神经受累症状并进行鼻咽部检查。临床上发

现 ,小的粘膜下肿瘤常不能被内窥镜查出 ,对此作者主张如

条件许可 ,应尽快进行 CT或 MRI 检查。本组 22 例患者进

行了 CT和 (或) MRI 检查 ,准确率为 86136 %。提示此两种

检查对鼻咽癌有较高的灵敏度和准确性 5 ～8 ,常能提供确

诊的依据 ,而且这两种检查能显示肿瘤侵犯的范围、深度

等 ,可辅助制订治疗计划。此外 ,加强对基层医院医生的培

训 ,对减少误诊也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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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原因 ,儿童自身的自觉性和手的技能发育不够完

善 ,因此往往不能够坚持每天刷牙 2 次或进行有效

刷牙 ,所以在家里对于 10 岁以下的儿童 ,应该提倡

母亲每天指导其口腔卫生行为 ,一方面指导儿童正

确的刷牙方法 ,另一方面检查儿童刷牙后的效果或

亲自帮助儿童刷牙。本调查中几乎一半的母亲和

儿童从来没有去医院检查过牙齿 ,说明对母亲进行

口腔健康教育的迫切性。

学校对儿童的口腔健康行为有潜在的、非常重

要的影响作用。在学校并不需要太多的时间对学

生进行口腔健康教育 ,一旦学生养成了良好的口腔

卫生行为 ,将会终生受益 5 。学校的口腔健康教育

计划可以通过学校老师或保健老师完成。学校的

优势在于可以使所有的学生接受口腔健康教育 ,并

且能持续地指导和教育 ,而且所需费用低廉。可能

的不利之处是学校教师没有足够的、准确的口腔健

康知识 6 。

本调查表明学校教师关于龋病的病因、牙周病

的病因和预防措施等口腔健康知识水平明显高于

学生母亲 ,这可能和口腔健康知识的不同来源有

关。母亲主要通过电视和书本获得口腔健康知识 ,

而学校教师可以通过各种途径 ,包括从口腔医生处

获得口腔健康知识。表明口腔医生在口腔健康教

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因为这是最准确、最全

面的口腔健康知识。

口腔健康教育的目的之一是将口腔健康知识

转化为积极的预防措施。相互交流可能比大规模

的口腔健康教育更有效 6 。所以为了提高儿童、母

亲和教师的口腔健康知识水平、态度和行为 ,通过

开家长会使母亲接受口腔健康教育以及在学校一

对一与儿童进行交流可能是值得推荐的方法。下

一步笔者将继续研究在学校开展口腔健康教育计

划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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