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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牙学院的牙周病学教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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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美国牙学院的学生来说, 牙周病学是一门独立的、非

常重要的临床课程。学生几乎从一进入牙学院开始, 就以不

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去学习和掌握牙周病学的基础理

论和基本操作。在美国牙学院的教学中,“牙周第一”的思想

是贯穿始终的指导思想。无论在课堂教学或是在临床实习

工作中, 教师们经常强调要充分考虑患者的牙周健康情况。

在做义齿修复或正畸治疗时, 都要向牙周专科医师咨询, 根

据患者的牙周情况, 与牙周医师一同商量, 确定患者的修复

和正畸治疗方案。在全国统考和各州的执照考试中, 有关牙

周部分的内容也占有很大比例。这也促使美国牙学院的学

生们努力学习和掌握这门重要的课程。在此, 笔者就所了解

的情况, 向国内同行介绍一些美国牙学院中牙周病学教学

的有关情况。

1　重视学生临床能力的培训

牙周病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临床学科, 有关牙周病

学理论知识的学习, 都是为临床实践服务的。所以, 在美国

牙学院牙周病学的教学过程中, 非常重视对学生临床工作

能力的培训。

1. 1　进入牙学院就开始牙周临床前培训

美国所有的牙科学生都是先从大学毕业以后 (一般经

过 4 年)才进入牙学院学习, 大部分的生物学和医学基础课

程都已学过并掌握, 进入牙学院后就不用再学了。牙学院一

年级学生除需要学习一些牙医学的基础课程外, 还用不少

的时间学习有关牙周病学的基础知识和在实验室进行牙周

基本操作技能的训练。学生进入牙学院的第一年, 就开始了

牙周临床前培训。通常, 临床 前培训都是从实验室开始。首

先是让学生们在仿人头假牙模型上练习使用各种洁牙器

械, 掌握各种洁牙器具的用途、正确的使用方法、洁治技巧

以及器械的保养和琢磨方法。然后, 同学之间相互做“患

者”, 互相练习洁牙, 体会各种洁治器具的用法及支点的选

择、洁治方法、治疗程序和注意事项, 以及临床上医生和患

者的各种体位。无论是在实验室仿头模上的操作或是同学

间的相互练习, 都有专门的教师指导, 并对各位学生的操作

进行评分, 写下评语, 因此学生练习都非常认真。

1. 2　尽早进入临床培训

牙学院二年级学生除继续进行同学之间的相互练习

外, 开始逐步接触一些患者。这一阶段接触的主要是一些需

要定期进行保健性龈上洁治, 操作比较容易, 且牙周健康的

患者。由于学生治疗收费很低, 患者也乐于接受。在这一阶

段的牙周临床培训中, 学生需要练习收集病史 (包括全身病

史和牙科治疗史)、药物史, 进行全面的口腔检查和各种牙

周临床指标的检查, 如菌斑指数、龈炎指数、牙周袋深度、附

着龈宽度、龈缘高度等。掌握上述各项指标, 并能用于判断

患者的牙周状况。根据口腔检查和牙周检查的结果, 提出全

面的治疗方案、包括牙周治疗、其它牙病的治疗和义齿修复

等整套的治疗方案、治疗程序, 如先行牙周及充填治疗, 再

行义齿修复等, 以及所需的费用预算, 并与患者商榷。如患

者同意治疗方案, 需签字确认, 然后医生才开始实施治疗。

1. 3　逐步深化临床培训

三年级学生已有大半的时间安排在临床学习, 课程学

习多安排在早上临床工作开始之前、中午午饭时间和下午

临床工作结束之后。余下的时间, 学生们均在临床诊治患

者。与前两年相比, 牙周的临床培训也逐步深化, 一般选择

龈炎、轻度牙周炎的患者给三年级的学生诊治。学生们为这

类患者进行检查, 制订治疗计划, 并进行龈上洁治和浅袋的

龈下刮治。另外, 三年级的学生也做一些牙科助理 (den tal

assistan t) 的工作, 协助牙周专科医师或牙周研究生收集病

史、记录牙周检查情况; 在有牙周手术时, 协助专科医师准

备手术椅位、手术器械等, 在手术过程中协助专科医师暴露

术野、术中止血及术中摄影收集资料等。每一次的临床实习

或见习, 都有教师严格把关。学生每一操作步骤都要被记

录、评分。评分的内容还包括感染控制措施的实施, 如戴手

套、防护眼镜, 使用薄膜覆盖可能污染的区域, 以及椅位、工

作台的消毒等。对患者的服务态度以及患者对学生治疗的

满意程度, 也是评分的重要内容之一。

四年级开始, 学生们全面进人临床实习, 牙周病的临床

教学也逐步深人, 学生们开始着手治疗一些中度牙周炎的

患者和接触一些较疑难的病例。指导老师根据学生的实际

操作能力和理论水平, 选择少量优秀学生, 指导他们做一些

牙周的基本手术, 如切龈术、翻瓣术、牙冠增长术等。并不是

每一位牙科学生在牙学院的学习期间都有机会在患者身上

做牙周手术。对于本科学生的牙周教学, 主要是让学生掌握

牙周病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以及临床的基本操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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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重要的是教会他们识别各种牙周病情, 必要时可将患者

介绍给牙周专科医师诊治。

2　课堂教学为临床实践服务

2. 1　课程安排充分考虑临床需要

牙周病学在美国是一门独立的临床学科。牙周病学的

课堂教学内容非常丰富, 课程学时安排也较充分。美国的一

些牙学院牙周病学的课程安排可能持续两个学期或更长,

总学时数在 40～ 60 学时, 甚至更多。有的牙学院从一年级

开始就安排一些牙周病学的基础内容, 如细菌病因、流行病

学等, 二、三年级逐步讲授一些牙周病学的临床内容, 如检

查、诊断和治疗等。如前所述, 为了充分利用时间, 授课多安

排在与临床工作不相冲突的时间段里, 所以经常可以看到

学生们一边啃着汉堡包、喝着咖啡, 一边听课作笔记。

2. 2　课堂教学内容紧密结合临床

牙周病学课堂教学的内容很丰富, 重点是对牙周疾病

的认识和治疗部分, 约占总学时的 70% 以上。主要包括: 牙

周疾病的检查、诊断和制订治疗计划, 牙周病的治疗学 (包

括基础治疗、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 以及牙周疾病预后的判

断。课堂教学的内容也包括一些较基础的知识, 如牙周组织

的解剖生理学, 牙周病相关的微生物学以及牙周病的流行

病学和牙周病的危险性评价等。这部分内容与我国目前的

牙周病学课堂教学内容相接近。除此之外, 美国牙学院的牙

周病课堂教学还包括一些对患者进行口腔保健教育和促进

患者主动参与和配合治疗的内容。如怎样与患者进行交谈,

了解患者的需要, 发现一些能促动患者积极配合治疗的因

素; 怎样有针对性地为每位患者制订一个计划, 以教育他们

主动地预防牙周疾病, 教会学生引导患者主动加强和改进

口腔卫生措施, 建立并保持新的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等。总

之, 牙周病学的课堂教学, 无论是课程的安排, 还是讲授的

内容都始终以患者为中心, 以临床为重点, 为临床实践服

务。

(1999204209 收稿)

亚洲口腔修复学会第一届学术会议纪要

　　时间: 1999 年 4 月 30 日～ 5 月 2 日。地点: 韩国汉城。主

办单位: 亚洲口腔修复学会 (A sian A cadem y of P rosthodon2
t ics,AA P)。主席: Yong2Soo K im。会议交流论文: 150 篇。

来自亚洲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 余位代表在大会上交

流、讨论了他们的论文。主要内容和特点如下: ①种植义齿:

本次会议以“亚洲地区种植学对常规修复的影响”为主题。13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围绕该主题作了中心发言, 介绍了各自

国家或地区的种植修复的发展状况, 或对某些临床先进技术

的开展, 或对种植修复患者的满意状况的调查作了报告。在

种植义齿的研究方面, 代表们在上部结构的生物力学, 种植

义齿美观和种植义齿的特殊临床应用等方面介绍了他们的

最新研究结果。②磁性附着: 本次会议的另一个热点是磁性

附着。“亚洲磁性附着研制小组”的成员介绍了各自应用日本

新近推出的磁附着体的临床应用结果及经验, 并且研制者详

细对该磁附着系统的研究作了详细、全面的介绍, 引起与会

代表的关注。③新材料及修复体: 本次会议收到的有关新材

料的论文较多, 多集中在全瓷材料、印模材料、纤维加强型树

脂等的研究上。其中, 氧化锆全瓷材料的开发研究成为与会

者关注的热点之一。有关全瓷修复体的论文涉及全瓷桩核、

全瓷制作方法等临床基础研究。④新技术与方法: 除了制作

全瓷修复体的研究论文外, 其他制作修复体的新技术也有不

少交流, 如贴面技术、激光焊接、精密附着体技术、套筒冠技

术等。新方法包括特殊病例的义齿制作, 义齿标记, 利用面部

标志测量建立无牙颌的垂直关系, 以及一些新的研究方法

等。⑤修复与　学: 代表们对修复与　学关系的研究作了交

流, 包括老年缺失牙后的　力及　接触面积及骨型变化,

TM D 患者的　平面斜度, 髁状突反应, 下颌应力变化等。

本次大会邀请了英国伦敦大学牙学院教授、第一届国际

口腔修复临床医师院士主席H. W. P reiskel 博士和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口腔修复学教研室主任 R. F. W righ t 博士作邀请

发言。H. W. P reiskel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下个世纪的口腔修

复学”和“附着体固位的游离端缺失修复体和覆盖义齿”,

W righ t 博士的发言题目是“复杂固定义齿修复患者的处

理”。这些讲演反映了国际研究及临床技术动态, 受到了与会

代表的欢迎。

参加本次大会的中国内地代表有马轩祥教授、赵铱民教

授 (第四军医大学)、巢永烈教授、梁星教授 (华西医科大学)、

冯海兰教授 (北京医科大学)、张保卫副教授、俞伟副教授、张

修银副教授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他们在本次大会上的交流

论文, 受到与会代表的关注。

在本次大会上,AA P 还决定下次会议将于 2001 年在新

加坡召开。

(梁　星　巢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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