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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地区老年机关工作人员
口腔卫生健康调查

陈秀梅 　陈思娅 　陈蕊然 　杜玉石

摘要 　目的 :了解成都地区老年机关工作人员的口腔卫生健康状况。方法 :1998 年对机关工作人员体检中的 468

名 65 岁以上老年人的口腔卫生情况 ,患龋病、牙周病、牙缺失等进行调查研究。结果 :成都地区老年机关工作人员

有自我口腔保健意识 ,100 %老年人坚持每天刷牙、漱口 ,但龋病、牙周病的发病率仍较高 ,丧失的牙齿也较多 ,

7147 %老年人全口失牙已安装义齿 ,2156 %半口失牙 ,牙列缺损者也较多 ,严重影响老年人的口腔咀嚼功能。结论 :

我国老年机关工作人员虽然现在有自我口腔保健意识 ,但口腔卫生健康状况仍须重视并采取积极的保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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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 The aim of this survey is to investigate the oral heath status of the oldsters over 65-year-old in Chengdu of China.

Methods : The oral health status , including oral hygiene , caries , periodontal diseases and the tooth loss of 468 elderly individuals

over 65 years old were surveyed and analyzed. Results : It was found that all these older individuals brushed their teeth everyday ,

but most of them had tooth decay , gingivitis and periodontitis. About 7. 47 % of them were edentulous , and 2. 56 % of them were

half edentulous. The masticatory ability of most of them declined and the chewing ability of them was low. Conclusion : The oral

health status of these elderly individuals in Chengdu is poor.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health status of this popula2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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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表明我国老年人口增加

很快。老年人口的增加使老年人的口腔医疗保健

工作显得更为重要。为进一步了解四川省老年机

关工作人员的口腔卫生现状和口腔疾病发病情况 ,

笔者对成都地区 65 岁以上老年机关工作人员的口

腔卫生状况进行调查 ,为制定老年人的口腔医疗保

健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1 　调查对象和方法

1998 年作者对四川省机关工作人员健康体检 1637 人

中 65 岁以上的老年机关工作人员 468 名进行口腔卫生健康

调查 ,其中男性 373 名 ,女性 95 名 ,年龄 65～98 岁 ,平均年

龄 8115 岁 ,65～74 岁 318 名 (64194 %) ,75 岁及 75 岁以上者

150 名 (32105 %) ,85 岁以上受检者 23 名。

调查采用世界卫生组织《口腔健康调查基本方法》的标

准。检查者为华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3 位教授 ,在检查

前统一标准 ,其误差 Kappa 值 0179。

2 　结 　　果

2. 1 　口腔卫生总体状况

受检者 468 名全部都有刷牙习惯。每天刷牙 1

次者 197 名 (42109 %) ,刷牙时间多在早上起床后。

每天刷牙 2 次者 266 名 (56184 %) 。每天刷牙 3 次

者 5 名 (1107 %) ,时间为早、中、晚。横刷者 32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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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30 %) ,竖刷者 90 名 (19123 %) ,横、竖刷牙者 49

名 (10147 %) 。绝大多数受检者有饭后漱口习惯。

受检者全部都使用牙膏刷牙 ,约一半人对使用什么

品牌的牙膏感兴趣 ,相信口腔医生为其推荐的品

牌。受检者中 15 名 ( 3120 %) 使用牙线 , 327 名

(69187 %)因牙缝塞食物不易漱出使用牙签。

受检 者 中 不 喜 欢 或 不 食 甜 食 者 179 名

(38125 %) ,龋补牙均数 2105 ,喜欢甜食者 289 名

(61175 %) , 龋补牙均数 2145。嗜烟者 198 名

(42131 %) ,不嗜烟者 270 名 (57169 %) 。

受检者中主动每年到口腔医院或口腔科进行

口腔卫生检查和口腔预防保健医疗者 12 名

(2156 %) ,一般为每年 1 次。

2. 2 　龋病

受检者患龋率 64195 % ,总患龋牙数 1047 颗 ,

龋补均数为 2123 ,年龄愈大 ,龋齿数愈多 (表 1) ,甚

至有全口多数牙龋坏、残冠、残根者。龋齿病变的

部位 :颈部环状龋 567 颗 (52194 %) ,其次部位依次

为邻面、邻　面、　面。
表 1 　468 名受检者各年龄组患龋情况

年龄 (岁) 受检人数 龋补均数 患龋率 ( %)

65～74 318 2. 15 60. 06

≥75 150 2. 42 75. 33

2. 3 　牙周病

受检者中 409 名 (87139 %) 牙面有不同程度的

色素和结石 ,患龈炎者 189 名 (40138 %) ,牙周炎患

者 136 名 (29106 %) ,见表 2。吸烟习惯与牙周疾病

的关系见表 3。
表 2 　468 名受检者牙周情况

年龄
(岁)

受检
人数

色素及牙石

n 　　%

龈炎

n 　　%

牙周炎

n 　　%

65～74 318 292 91. 82 106 33. 33 71 22. 32

≥75 150 117 78. 00 83 55. 33 65 13. 88

表 3 　468 名受检者吸烟与牙周病的关系

嗜好 受检
人数

色素及牙石

n 　　　%

龈炎

n 　　　%

牙周炎

n 　　　%

吸烟 198 198 100. 00 104 52. 53 96 48. 48

不
吸烟 270 211 78. 15 85 31. 48 40 14. 81

2. 4 　牙缺失

468 名受检者中全口牙缺失 35 名 (7148 %) ,牙

列缺损 417 名 (89110 %) ,12 名 (2156 %) 半口失牙 ,

牙缺失共 452 名 (96158 %) ,16 名受检者无牙缺失

(3142 %) ,见表 4。23 名 85 岁以上受检者无 1 例全

口牙列完整 ,有 15 名 (65122 %) 全口失牙。缺牙修

复情况见表 5。
表 4 　468 名受检者缺牙情况

缺牙数 (颗) 　　人数 　　　%

0 　　　16 　　　3. 42

1～5 189 40. 38

6～10 83 17. 74

11～15 67 14. 32

16～20 63 13. 46

21～27 15 3. 20

28 35 7. 48

表 5 　468 名受检者缺牙修复情况(名)

年龄
(岁) n

全口义齿

戴义齿 ( %) 需义齿 ( %)

部分义齿

戴义齿 ( %) 需义齿 ( %)

65～74 318 12(3. 77) 0 (0. 00) 228(71. 69) 50 (15. 72)

≥75 150 23 (15. 33) 0 (0. 00) 105(70. 00) 22 (14. 67)

3 　讨 　　论

3. 1 　口腔卫生状况

老年人的口腔健康取决于生命过程中的生活

方式和习惯 ,重视和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是预

防口腔疾病的关键之一。本调查受检者都有自我

口腔保健意识和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但龋病、牙周

病发病率、缺牙情况均较高。作者认为 ,龋病和牙

周病都是慢性细菌性疾病 ,受多种因素影响 ,老年

人在童年、青年时期没有条件治疗和预防口腔疾

病 ,加之缺乏口腔医疗保健的宣传 ,到老年期已造

成了不可挽回的口腔疾病。受检者中 37183 %患有

不同的慢性病 ,如心血管病、糖尿病、骨质疏松等 ,

都可能加重口腔疾病。因此 ,加强对老年人的口腔

保健卫生宣传 ,积极治疗口腔疾病 ,使老年人能正

常行使咀嚼功能 ,以保证全身健康非常必要。

3. 2 　龋病、牙周病

本调查 65～74 岁组中患龋率 60106 % ,较全国

65～74 岁组患龋率 64175 %稍低 1 , ≥75 岁组患龋

率 75133 % ,国内尚未见相关报道。调查显示 ,随着

年龄的增长患龋率也增加。龋损牙面以颈部环状

龋为多 2
,提示老年人因牙龈萎缩牙颈部暴露 ,此

处牙体组织结构薄弱 ,食物嵌塞不易清洁 ,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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龋病好发的因素。本调查 65～74 岁组牙周炎患病

率 22132 % ,与全国 65～ 74 岁组牙周炎发病率

(2214 %)接近。龈炎发病率 33133 %低于全国 65～

74 岁组 77146 %1 ,牙周病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高。

本调查显示主食为面食及喜食甜食者 ,患龋率较

高 ,符合龋病的发病规律 3 。嗜烟茶者的龈炎、色

素、牙结石均较严重 ,牙石增多刺激牙龈 ,也造成牙

龈萎缩 ,提示每半年例行口腔预防保健并行洁牙非

常必要。

313 　牙缺失

本调查显示老年人牙缺失情况与年龄呈正相

关。随着年龄的增长 ,缺牙数目增加 ,戴义齿和需

义齿的人数增加。调查结果 ,全口失牙者均作义齿

修复 , 部分缺失者 82173 % 已修复义齿 , 72 名

(15138 %) 尚需修复 ,云南人群缺牙修复调查 4 ,

65～74岁组缺牙者中 ,30177 %需戴义齿 ,5163 %已

戴义齿 ,需戴义齿者远远高于本调查。作者认为 ,

缺牙修复与否 ,与地区、经济收入、必要的医疗条件

关系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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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粘接破坏形式

本研究中从粘接破坏形式可看出 ,选用不同全

瓷树脂粘接剂 ,对渗透陶瓷与牙本质粘接均可获得

稳定的粘固效果。国外不同方法的试验也显示了

类似的效果 11 。粘接破坏形式以混合破坏为主 ,说

明粘接较理想 ,但复合体中较薄弱界面仍然是瓷与

树脂界面 (有 5 %的样本为单一该界面破坏) ,因此 ,

渗透陶瓷粘接面的处理对粘接效果很重要。有些

学者认为在模拟口腔环境下 (潮湿、冷热循环) 测试

获得强度值参考价值较大 ,同时短期测试还应包括

150 d 时间点 2 ,6 。本研究最长只选用 30 d 点 ,因此

对各组是否能保持长久粘接有待进一步研究。

总之 ,根据临床条件 ,选用不同全瓷树脂粘接

剂 ,并配合合适的表面处理方式可获得稳定的粘固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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