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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昶荣

在谈到种了“1 颗半”牙就花了 3 万

多 元 时 ，1993 年 出 生 的 许 开 阳 着 实 觉 得

“肉疼”。许开阳出生于农村，现在是一名

“北漂”，在接近北六环的位置和其他年轻

人合租，日常开销很节俭。

2019 年 ， 许 开 阳 一 颗 槽 牙 在 吃 东 西

时崩掉一块，不得不去种牙。种牙时，考

虑到这颗牙今后要用好几十年，许开阳就

忍痛选择了一个进口高端种植体，价格接

近 1.2 万元，再加上其他费用，这颗牙一

共花了约两万元。种这颗的时候，又发现

了另外一颗牙也需要种，目前已经把种植

体种进了牙根里，1.2 万元又没了。

这些“肉疼”的经历，让许开阳很关

注种植牙的新闻。9 月 8 日，国家医保局

发布了 《关于开展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收费

和耗材价格专项治理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国家医保局在解读 《通知》 时

指出，目前，我国种植牙需求连续呈现两

位 数 的 高 速 增 长 ， 同 时 该 领 域 收 费 不 规

范、患者费用负担重等问题也日益成为民

生 痛 点 之 一 ， 群 众 对 口 腔 种 植 “ 天 价 收

费”、宣传虚假补贴、用低价广告欺骗患

者、用“好处费”“介绍费”买卖客源等

问题反映强烈。

国家医疗保障局在广泛调研调查和征

求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开展口腔种植医疗

服务收费和耗材价格专项治理。这项工作

的主要目的就是把过高的种植牙费用降下

来，让有种植牙需求的老百姓有更多机会

享受到“实惠医疗”。

许开阳感慨，因为自己种牙的大头都

花完了，所以可能享受不到这些政策的优

惠了，不过对其他想种牙但还没有种的年

轻人来说是重大利好。有媒体在年轻用户

为主的视频网站“B 站”上发布 《通知》

的相关新闻后，评论“当然好啦，我的牙

一直拖着就是因为种牙太贵了！”获得了

1.2 万多人的点赞。

三 级 公 立 医 院 种 牙 医 疗 服
务目标降为 4500 元

种牙的费用大致分为种植体、牙冠和医

疗服务 3 个部分。医疗服务部分占种植牙整

体费用比重较高，近 期 ， 全 国 范 围 内 登 记

调 查 的 初 步 结 果 显 示 ， 以 各 省 份 公 立 医 疗

机 构 单 颗 常 规 种 植 为 例 ， 医 疗 服 务 部 分 的

平均费用超过 6000 元，一些省市费用超过

9000 元，已成为种牙贵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 合 群 众 、 医 疗 机 构 、 专 业 人 士 等 各

方意见，《通知》 将三级公立医院种植牙医

疗 服 务 部 分 的 价 格 调 控 目 标 确 定 为 4500
元。这 4500 元是门诊诊查、生化检验和影

像 检 查、 种 植 体 植 入 、 牙 冠 置 入 等 医 疗 服

务 价 格 的 总 和 ， 不 含 种 植 体 和 牙 冠 。 种 植

体 、 牙 冠 两 个 部 分 的 价 格 需 要 通 过 集 中 采

购 和 竞 价 挂 网 产 生 。 通 过 对 构 成 种 植 牙 费

用 3 个 部 分 的 综 合 施 策 ， 群 众 种 牙 费 用 负

担将会下降。

种牙费用 负 担 下 降 后 ， 是 否 会 影 响 种

牙 的 质 量？ 国 家 医 保 局 指 出 ， 考 虑 到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靠 前 的 地 区 和 城 市 确 实 存 在 资

源 、 人 力 等 各 方 面 成 本 较 高 的 因 素 ， 根

据 征 求 意 见 的 反 馈 情 况 ，《通 知》 明 确 ，

对 这 部 分 地 区 可 上 浮 不 超 过 20% ， 具 体

由 省 级 医 疗 保 障 部 门 以 城 市 为 单 位 确 定

并公布。

国 家 医 疗 保 障 局 价 格 招 采 司 司 长 丁 一

磊 在 接 受 媒 体 采 访 时 说 ， 4500 元 这 个 定

价 ， 除 了 满 足 人 民 群 众 对 降 低 种 植 牙 价 钱

的 诉 求， 也 考 虑 到 医 务 人 员 的 合 理 的 劳 务

价 值 ，技 术 风 险 等 级 以 及 牙 科 医 生 的 培 养

成本等。

除 了 上 述 20%的 调 整 幅 度 外 ，《通 知》

还允许对种植成功率更高 （例如种植 1 年的

种植体持续存留率达到 97%以上） 的医疗机

构按 10%的比例放宽调控目标，国家口腔医

学中心和口腔种植专业列入国家临床重点专

科的医疗机构承担了更多的复杂种植任务，

可以放宽调控目标。

引 导 价 格 偏 高 的 民 营 医 疗
机构向调控目标看齐

8 月 ， 90 后 王 婷 竹 也 开 始 种 牙 了 ， 目

前，刚结束种植体的植入。她和许开阳的想

法一样，因为很年轻，考虑到今后要长时间

使用这颗牙，王婷竹就选择了医院里最贵的

一款种植体，售价 1.6 万元。

与许开阳不同的是，王婷竹选择在一家

私立医院种牙。2017 年前后，王婷竹刚开始

工作就开始看牙，虽然身在医疗资源充足的

北京，但是在公立医院长达数小时排队挂号，

且时常挂不上号的经历还是“劝退”了她。

而且，王婷竹知道自己的牙齿状况比较

复杂，所以想和医生进行细致交流，但是她

担心公立医院医生因为接诊太多患者，没有

时间充分交流。所以，她选择多花钱，去私

立医院种牙。王婷竹去的这家医院是经熟人

介绍的。她告诉记者，身边种牙的朋友几乎

都是去私立医院。

据了解，我国种植牙市场份额中，民营医

疗机构约占比 80%。国家医保局的解读强调，

此次调控目标的直接作用对象是公立医疗机

构，民营医疗机构仍按规定自主定价。“我们

希望通过公立医院发挥价格‘锚’的作用，把

调控目标的治理效果传导至民营医疗机构，

引导价格偏高的民营医疗机构也向调控目标

看齐，与人民群众的期盼‘同频共振’。”

《通知》明确指出，要加强民营医疗机构

口腔种植价格监管和引导。民营医疗机构应

严格规范自身价格行为，不得以虚假的或具

有误导性的“补贴 ”“低价”等价格手段，

诱 导 欺 诈 患 者 。 对 于 区 域 内 价 格 高 、 采 用

“介绍费”“好处费”买卖客源引流的民营医

疗机构，各级医疗保障部门在官方网站上应

予以公开曝光。

“每次看牙都是一次深刻的
爱牙教育”

王婷竹戏称自己的口腔就是一个“大型

工 地 ”， 短 短 几 年 内 ， 她 做 过 一 次 根 管 治

疗、拔过一颗智齿，现在正在种一颗牙，另

外一颗牙也正在等着被拔完之后再种，“属

于以前造的孽现在一一偿还”。

王婷竹这次种的牙，位置很靠后槽牙，拔

了 近 1 个 小 时 ，整个过程嘴都需要撑得特别

大，而且还在不停地分泌唾液。拔牙的经历让王

婷竹感觉很痛苦，拔完牙后，她发了一条朋友圈

感慨：“每次看牙都是一次深刻的爱牙教育。”

王婷竹说，她自幼喜欢吃甜食，牙齿的健

康状况一直不太好。和王婷竹一样，许开阳也

是甜食爱好者，而且因为父母对刷牙教育不

重视，所以他是在上小学懂事之后才开始认

真刷牙，这导致他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有龋

齿。中学时，许开阳在小县城里补过一次牙，

但是一年之后，补牙的材料就掉了。

后来，由于牙不怎么疼了，许开阳就没有

再管这颗牙。直到 2019 年，许开阳在吃飞机

餐里的胡萝卜片时，牙崩掉了半个小拇指指

甲盖大小的一块。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口腔种植

学科主任程志鹏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牙齿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之所以会变得如

此脆弱，和不注意口腔卫生有关系。“吃糖

本身是没有关系的，刷牙刷干净了就可以，

如果吃完糖，晚上不刷牙，口腔的环境会变

成酸性，牙齿就容易坏掉。”他解释说。

程志鹏从事种牙工作已经 30 年，他接

诊的种牙患者中大约有一半是比较年轻的患

者。程志鹏解释说，可能是受基因影响，也可

能是因为牙齿护理水平有差异，我国缺牙人

群的基数很大，但是很多老年人觉得缺几颗

牙齿没关系，尤其是边远地区的老人，缺牙后

选择种牙的人群不多 。所以，种牙的年轻人

多，也是年轻人重视口腔健康的一个表现。

在没有种牙之前，王婷竹说自己的刷牙

就是“盲刷”。现在，她不仅会早、中、晚认真刷

3 次牙，平时吃东西后，尤其是吃甜食后，还

会漱口。在经历了“惨痛”的爱牙教育后，王婷

竹对自己牙齿的爱惜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高度。

（应采访者要求，许开阳、王婷竹为化名）

一直拖着没种牙的年轻人终于盼到了降价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安徽是中医药资源大省，“北华佗，南新安”是历史留给

安徽的中医药文化宝藏，也是安徽省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战

略构想。“北华佗”的故里亳州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中药材

交易中心、全国最大的中药饮片生产基地。亳州市的中医

药服务能力处于什么水平？是否能发挥中医药在维护和促

进群众健康中的独特作用？群众对中医药的接受程度又如

何？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跟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

2022 年“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走进名医故里”主题活

动，走访了亳州市人民医院、亳州市中医院和亳州市谯城

区薛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治好病，少花钱”

“治好病，少花钱，这是中医治病的特殊优势。”亳州市

人民医院主管中医工作的副院长闫良对记者说，“当地老

百姓在我们医院看病后都很感慨，说看中医真便宜，看病

抓药六七十元就够了。”

亳州市人民医院是一家综合医院，建院以来就设有中

医专科门诊。在中医特色护理门诊，记者遇见了刚接受完

刮痧治疗的孟女士。孟女士告诉记者，自己暴聋了 20 多

天，经过西医输液治疗，效果很不理想，于是在亳州市人

民医院的中医科挂了号，没想到只做了一次刮痧就有了

“通透”的感觉。中医科护士长余新翠告诉记者，给孟女

士使用的是铜砭刮痧疗法，根据孟女士的病情和干预情况，

一个疗程（10 天）基本就能痊愈。

在名中医工作室，亳州市名中医张秀芳刚结束一天的

看诊。她告诉记者，自己每天要看 80 多个病人。以前来

看 病 的 主 要 是 老 年 人 ， 年 轻 人 只 占 20%～30%。 近 5 年

来，问诊的人群中 50%以上都是年轻人，他们的症状主要

是焦虑、失眠、脱发等。张秀芳认为，病人群体年轻化的

原因主要是，亳州市对中医更加重视，对中医药管理规

范，年轻人对中医药的认识和接受度也更深入。同时，中

医药治未病的理念得到广泛传播，年轻人也开始重视自己

的健康管理，更注重用中医方法调理身体健康。

张秀芳名中医工作室是亳州市人民医院成立的亳州市

名中医工作室之一。此外，该医院还拥有 1 个安徽省名中

医工作室。高品质的中医药服务能力，需要高素质的中医药

人才队伍。闫良说，为了加快中医人才的培养，保护中医药

学术的传承，亳州市卫健委每年都会评选名医工作室、名中

医和青年中医人才，为建设名医工作室、重点专科以及配套

设施拨付款项，为综合医院建设中医科室提供经济支持。

师承传授，培养中医人才

亳州市中医院是安徽省“北华佗、南新安”重点建设单

位，非常重视师承教育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中的作用，

通过设立各级各类的名医工作室，在传承名中医学术经

验，培养中医后备人才方面表现突出。

亳州市中医院副院长杨欢向记者介绍，医院现设有 2
个国医大师工作室、1 个国家名中医工作室、3 个全国名

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1 个安徽省名中医工作室、1
个安徽省基层名中医工作室，以及 2 个市级首席专家工作

室。其中，“徐经世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亳州工作站”于 2017 年由安徽省中医

药管理局批准建立，现有 7 名工作人员。

程玉峰是这 7 名工作人员中的一位，同时也是安徽省基层名中医工作室的

专家，他告诉记者，徐经世今年已 90 多岁高龄，每年要来工作室几次，每次

一定要亲自给病人看病。在看病的同时，也把经验传授给青年医生。除此之

外，徐老还会与医生进行座谈，不仅是传承工作室的 7 名工作人员，所有感兴

趣的人都可以参加。

“中医讲究师承传授，名医大师要通过传帮带，来培养年轻的中医人才。

年轻的中医人也必须在临床实践中师承老一辈中医大师的真传，才能获得更深

刻的感受，才能更迅速地成长。”程玉峰说。

“小庙也有大神”

记者来到谯城区薛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时，正赶上中医病房里的张女士送

来一面锦旗。张女士今年 59 岁，由于颈椎病和腰椎病带来的疼痛难以忍受，

前不久去做了颈椎手术，没想到手术后病情更加严重，“疼得整夜无法入睡，

吃止疼药也不管用。”她抬不起胳膊，也不敢坐着，“吃会儿饭的工夫就疼得要

命”。主任医生韩黄伟给她用了针灸，三四次之后，她的胳膊就能举起来了，

腰也不疼了，能连续坐几个小时。

薛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业务院长李新杰告诉记者，这里的病人经常用送锦

旗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感谢。记者注意到，在医院走廊和医院办公室里，几乎每

面墙壁都挂满了锦旗。“这些都是病人送的，这也是对我们的认可。”李新杰说。

两年前，谯城区薛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是个以西医为主的基层医院，现

在却有了一个建筑面积 1800 平方米的中医馆。李新杰向记者介绍，中医馆年

门诊量有 6000 余人次，年收住病人 400 余人次。在三楼中医服务综合病区，记

者看到病房里住满了病人。“我们一直在努力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服务能力提

高了，病人就都愿意留在这里。”李新杰说。

怎样提高服务能力呢？李新杰告诉记者，主要通过将市医院的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到基层，请市医院知名中医专家来社区医院，带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医生一起接诊、查房，在给病人治病的同时，“手把手”地对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医生进行现场教学。

韩黄伟就是从亳州市三甲医院人民医院过来支援的主任医师，因为医术高

明，很多不住在这个社区的病人也特意过来找韩黄伟看病。病房里有一位 85 岁

的杨大爷，因为脑梗，一侧肢体麻木，同时患有糖尿病，脚肿了一指半高。他

的老伴今年 87 岁，由于患脑梗后遗症，偏瘫不能走路，也无法说话。杨大爷

听人说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馆治疗脑梗后遗症效果好，便带着老伴一

起过来看病，然而心里却在嘀咕——这么小的医院能行吗？

韩黄伟对杨大爷的老伴采用了针灸、理疗和偏瘫肢体训练结合的治疗方法。

11 天后，老伴说话清楚了，也能慢慢走路了。“她欢喜得不得了。”杨大爷说。

韩黄伟给杨大爷采用的是针灸和理疗治疗，只扎了三次针，身体不麻了，

脚也不肿了。“小庙里也有大神啊！”他激动地说。

“病人在这里得到三甲医院的服务，享受的是一级医院的价格，”韩黄伟半

开玩笑地说，“我们的理念就是要让老百姓都能受益。”

除中医病区外，薛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馆还开设了国医大讲堂、基层

中医论坛等活动，向社区居民普及中医药文化。李新杰告诉记者，国医大讲堂每

个月都会举办一次，请市里知名的中医专家给大家做养生、康复等专题讲座。社

区的老百姓都很爱听，尤其是老年人，非常感兴趣，每次讲座基本座无虚席。

面向全市基层中医的基层中医药论坛也是每月举办一次，采取聘请名老中

医授课、基层中医相互交流的方式，把中医药理论、经典名方、特效疗法，通过论

坛提炼出来，推进中医药技术互通互鉴、传承创新，提高中医药技术水平。

亳州市卫生健康委相关人士介绍，目前，亳州市所有二级以上公立综合医院

均设置了中医临床科室，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

村卫生室均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此外，亳州还实现了中医药适宜技术和优势病

种支付方式改革，遴选腰痛病、项痹病等 14个中医病种，在基层医疗机构开展日间

病房按病种付费，同时对纳入单病种付费的中医病种实行中西医同病同保障。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余冰玥

12 岁 的 小 瑞（化名）度 过 了 一 个“ 难

忘”的小升初暑假。因为牙疼，小瑞在妈妈

的陪伴下到口腔医院检查，发现有 4 颗蛀

牙，其中右侧后磨牙还出现了较大龋洞，牙

神经暴露在外引起剧烈疼痛。小瑞在医院

进行了根管治疗，补好了另外几颗牙。“看

牙时还被医生教训，为什么不早点好好保

护牙齿”。在被指出平时爱吃甜食、刷牙敷

衍了事的不良习惯后，小瑞有些后悔。

牙齿清洁，无龋齿，不疼痛，牙龈颜色

正 常、无 出 血 现 象 ，是 口 腔 健 康 的 主 要 特

征。然而，我国青少年的口腔健康状况不容

乐 观 。2020 年 全 国 爱 牙 日 发 布 的 数 据 显

示，我国 66％的儿童患有龋齿。与此同时，

牙龈出血、牙结石等在青少年中也变得普

遍，牙周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2022 年 9 月 20 日是第 34 个“全国爱牙

日”，今年的爱牙日主题为“口腔健康 全身

健康”，副主题是“护牙健齿少年强 健康中

国民族兴”，并发布《青少年口腔健康核心

信息》。青少年口腔健康正在成为社会共同

关注的问题。

虽然人们越来越重视口腔健康，但仍

然在某些方面存在误区。口腔健康与全身

健康的关系是什么？当下青少年口腔健康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哪些不良生活方式会

对口腔造成伤害，如何正确预防？家长应当在

青少年口腔健康守护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牙齿虽小，却与全身健康相关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儿童口腔科教授邓辉从

事儿童口腔工作 60 余年，她指出，龋病、牙周

疾病等口腔疾病是慢性、进行性、破坏性的细

菌性疾病，会破坏牙齿硬组织和牙齿周围支

持组织，除影响咀嚼、言语、美观外，还容易引

起社会交往困难和心理障碍。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口腔健康核心

信息及知识要点》指出，口腔疾病与许多慢性

病存在共同危险因素。例如，过量摄入高糖、

高脂肪、高盐、低纤维的食物，不仅与冠心病、

脑卒中、糖尿病、癌症、肥胖有关，也和龋病、

牙周病等口腔疾病密切相关。

牙齿不好，全身受累。邓辉教授表示，许

多疾病与口腔细菌感染有关，例如冠心病、糖

尿病，阿尔茨海默症也与牙周病中的牙龈卟

啉单胞菌密切相关。2020 年全国爱牙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患牙周病的人患冠心病的概率

是牙周健康者的 1.4 倍，发生脑卒中的概率是

牙周健康者的 2.1 倍。也有研究证实，牙周疾

病会增加早产和低体重儿的发生风险。

“认识口腔疾患严重性、特别是口腔疾患

与全身健康的相关性是非常重要的。”邓辉教

授指出，我们要做好青少年口腔健康科普工

作，共同保持口腔健康，使全身更健康。

青少年患龋率上升，可能与
饮食结构变化有关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预防科主任郑树国

教授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今

年的“全国爱牙日”关注龋齿、牙外伤、错 畸

形、牙龈出血等几个层面的问题。对于国内青

少年而言，关注度最高、波及最广的口腔问题

还是龋齿。

第 四 次 全 国 口 腔 健 康 流 行 病 学 调 查 显

示 ，2015 年 ，我 国 5 岁 儿 童 乳 牙 患 龋 率 为

71.9%，比十年前上升 5.9 个百分点，乳牙龋人

均 4.24 颗；12 岁儿童恒牙患龋率为 38.5%，比

十年前上升 9.6 个百分点。

“十年间，国人口腔健康意识提高了，但

儿童患龋率却增长较快，这可能与饮食结构

改变有关。”郑树国教授分析，当今社会经济

水平显著提高，物质条件极大丰富，加上全

球化的影响，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变化。过去

的甜食、饮料等较为稀缺、获取渠道有限，

而如今各类甜品种类丰富，含糖饮料的可及

性也变高了，手机对准自动贩卖机一扫码，

便可以立刻获取。这在一定程度上让孩子摄

糖量有所增加。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年发布的《青少年

口腔健康核心信息》中，“健康饮食、限糖减

酸”是其中要点之一。郑树国教授指出，有的

家长觉得糖是指糖块这一类，实际上，糖分为

非游离糖和游离糖。非游离糖指的是天然存

在于新鲜水果中的果糖、蔬菜中的糖、奶类中

的乳糖及谷薯类中的淀粉，对身体危害较小；

存在于果汁中、在制作食品时添加进去的糖

被称为游离糖，致龋性更高。

当孩子频繁地摄入甜食，又没有养成有

效的刷牙习惯时，游离糖被口腔中的细菌酵

解产酸，口腔环境的 pH 值（酸碱度）从中性

迅速下降到 5.5 甚至更低，牙齿便会在酸性环

境中持续性脱矿，硬组织结构被破坏，进而形

成龋洞。

邓辉教授提醒，含糖食物的选择对牙齿

不利，应少吃甜点，多吃纤维素多的青菜、水

果。同时，选择食物时也要软硬得当，适当锻

炼咀嚼能力，保持口腔健康。

在儿童口腔医学专家门诊，郑树国教授

见到了许多处于小学阶段的孩子，很少有孩

子牙齿表面光滑、无菌斑。他发现，家长们

往往重视孩子文化知识的学习，却忽略了是

否有效刷牙、刷牙时间够不够等健康意识的

培养。

“饮食结构的改变，尤其是种类的丰富和

可及性的提升，增加了孩子进食甜食的机会。

而口腔卫生行为没有得到改善和提高，导致

儿童患龋率上升。”郑树国教授指出，人们

现在对口腔卫生更重视了，但有时候过于追

求“牙齿变白 ”，或是过多依靠“冲牙器 ”

等高科技产品。“我们不能舍本逐末，高科

技产品只起到辅助作用。要做好基础的口腔

清洁，比如使用含氟牙膏有效刷牙、刷牙同

时配合使用牙线。”

而窝沟封闭是目前公认的预防窝沟龋齿

最有效方法。它无创且不会引起疼痛，采用高

分子材料把牙齿的窝沟封平后，牙面变得光

滑易清洁，细菌不易存留。

邓辉教授表示，窝沟封闭的适宜年龄分

为 3 个阶段，乳磨牙在 3～4 岁，第一恒磨牙在

6～7 岁，第二恒磨牙在 11～13 岁。家长要格

外注意孩子的第一恒磨牙，也就是俗称的“六

龄牙”。在国家层面有全国儿童口腔疾病综合

干预项目，主要是针对适龄儿童开展第一恒

磨牙（六龄齿）的窝沟封闭，此外，国内许多城

市已经推出适龄儿童免费窝沟封闭项目全覆

盖，保护青少年口腔健康。

牙不疼，也要定期检查

平时不定期检查、等到牙齿真正出问题

才去看牙的孩子与家长不在少数。邓辉教授

记得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北京市海淀区妇

幼保健院的一名 4 岁儿童，左侧上磨牙出现

龋洞，后来演变为根尖脓肿。相较于成人，

青少年儿童神经发育不够完全，早期症状不

明显。直到妈妈发现孩子眼睛肿了，带去医

院检查，才发现是牙齿感染导致的蜂窝组织

炎。尽管立刻进行静脉点滴，孩子最终还是

因为败血症去世了。

“ 父 母 没 有 重 视 ， 青 少 年 没 有 主 诉 ，4
岁孩子因为牙病引发的败血症去世，令人震

惊和痛心。”邓辉教授强调，一定要重视牙

齿健康和全身健康，定期看牙。“有的家长会

觉得看牙医挂号难、价格高，但现在我国许多

基层医院的口腔科和牙科诊所也能进行非常

专业的口腔检查，为大家提供更多选择。”

“预防比治疗更重要。”邓辉教授认为，定

期看牙医能够检查出一些潜在的问题：牙齿萌

出是否正常、牙列是否整齐、是否有牙菌斑和牙

外伤、咬合是否正常、是否存在错 畸形⋯⋯

除此之外，看牙医可以了解孩子是否存在不

良的口腔习惯、刷牙习惯和饮食习惯，帮助监

护人了解孩子的牙齿现状，及时防治。

郑树国教授指出，当下家长对于青少年

口腔健康还存在一些误区，首先是对刷牙的

重视程度不够。许多家长觉得孩子自己刷牙

就行了，实际上 6 岁以内的孩子（甚至小学低

年级的学生），还是以家长帮助小孩刷为主。

牙齿萌出后，就可根据年龄适量使用含氟牙

膏。0～3 岁婴幼儿每次用量为一粒大米大

小；3～6 岁儿童含氟牙膏用量为豌豆粒大

小；6 岁以后 （能正常进行含漱） 及成人，

就可以使用正常量的含氟牙膏。每天至少要

早晚刷牙两次，睡前刷牙更重要。刷牙前或

后，最好配合使用牙线或牙缝刷彻底清洁牙

齿。如出现龋齿、牙周发炎等问题，应尽早

到医院治疗。

除此之外，有的家长遇到孩子口腔问题

容易“病急乱投医”，接受错误网络信息的引

导。郑树国教授建议，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去

专业机构找专业的医生，通过科学的检查诊

断来做相应处理。

郑树国教授提出了 3 点给家长的建议：

第一，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第二，

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第三，定

期做口腔检查。

“实际上，这 3 条对孩子一生的行为塑造

非常有好处。许多口腔疾病在早期很难发现，

一旦到了中晚期，有的可以治，有的可能治不

了，拔牙的影响就很大了。如果我们在早期发

现的话，无论从医生治疗的难易程度、孩子遭

受的痛苦程度和家庭经济的负担来说，都是

非常小的，功能恢复也特别容易。”

一堂刷牙课可以让孩子受益一生

“ 口 腔 疾 病 是 一 个 社 会 病 ，除 了 生 物 因

素，还有许多社会学和经济学因素。”郑树国

教授认为，口腔疾病看起来不仅仅是牙齿的

问题，实际上口腔健康状况体现出一个国家

国民的综合素质，比如人们的健康意识和相

应的健康行为。许多人生活富裕了，却没有在

健康理念上实现“脱贫”，宁可花钱购买奢侈

品，也不愿意把钱花在定期健康检查中。

当前，国家越来越重视健康教育科普工

作。在郑树国看来，健康科普要确保传播的知

识是准确无误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可

以在幼儿园、小学等层面加强口腔健康知识

科普。”郑树国教授建议，可以让学校与医疗

专业机构合作，将教育部门与卫健部门结合

起来，在学校开设口腔健康课程，“从老师那

里传递的知识，会更容易被孩子们接受”。

“儿童阶段养成的行为习惯对人的一生

影响很大。在低年级阶段给孩子们进行健康

教育、安全教育等，养成良好习惯，可以让孩

子受益一生。”郑树国教授建议，可以每学期

给一个班开设一堂刷牙课，短期看好像没有

什么影响，实际上长期来看对整个国民素质

的提高、对健康水平的影响会非常大。

对于医务工作者而言，参与青少年口腔

健康科普教育，除了有爱心，还要出发点正

确，知识点科学，着眼点高。除 此 之 外 ，要 创

新 传 播 手 段 ，提 高 趣 味 性 ，让 大 家 更 容 易

接受。

“国家是否全面发展，盖了多少高楼大厦

当 然 很 重 要 ，但 不 如 看 看 全 民 口 腔 健 康 状

况。”郑树国教授说，“如果每个孩子笑起来都

那么灿烂，牙齿整齐洁白；老人满口都是自己

的天然牙，且牙齿整齐干净，这说明国民素质

非常高。”

邓辉教授今年已经

86 岁，依然保持 28 颗健

康的天然牙，一颗都没

坏，她说：“要实现口腔

健康，全身健康，才能实

现 2030 年 健 康 中 国 的

大目标。”

守护青少年口腔健康，这几方面要记牢
﹃
小庙也有大神

﹄
中医药在基层

在 安 徽 省 亳

州市谯城区薛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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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的 中 医 馆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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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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