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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校大学生口腔常见病现状调查分析

马静娴

730050兰州理工大学医院
摘　要　目的：了解入校大学生口腔卫生
现状�掌握常见病的发病趋势�提高大学
生对口腔卫生重要性的认识。方法：通过
抽样调查2008年入校大学生1260人�进
行统计分析。结果：大学生口腔常见病为
龋病、牙龈炎、口腔溃疡、牙体缺损、和牙
排列异常�依次占 26∙67％、20∙08％、
18∙73％、10∙08％、8∙81％。龋病的患病
男性占24∙76％�女性占30∙23％�不同性
别差异有显著性 （Ｘ2＝4∙38�Ｐ＜0∙05）；
牙龈炎的患病男性占 20∙49％�女性占
19∙32％�不同性别差异无显著性；口腔溃
疡 的 患 病 男 性 占 16∙71％�女 性 占
22∙50％�不同性别差异有显著性 （Ｘ2＝
6∙31�Ｐ＜0∙05）；牙体缺损的患病男性占
10∙37％�女性占 9∙55％�不同性别差异
无显著性；牙排列异常的患病男性占
9∙88％�女性占6∙82％�不同性别差异无
显著性。结论：积极在大学生中开展口腔
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养成良好的口
腔卫生习惯�以确保大学生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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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污染的口腔殖居着300多种微
生物种群�不仅是许多慢性疾病危险因素
的进入渠道�还是许多传染病的传播途
径 ［1］。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进行
定期的专业口腔保健�不仅能够预防多种
疾病的侵袭�而且可以维护个体自尊�维
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提高生活质量。为了
解新入校大学生口腔卫生现状�2008年
对入校部分大学生的口腔患病情况进行

了抽样调查�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本调查的对象为 2008年
新入校的部分本科生�来自全国各地�年
龄18～20岁�共 1260人�年龄 18～20
岁�男820人�女440人。

调查方法：采用填表问卷和口腔科检
查。口腔科检查�使用平面口镜、探针、镊
子�在自然光线下进行。

诊断标准：龋病、牙龈炎、口腔溃疡按

口腔内科学诊断标准 ［2］。
统计学处理：采用Ｘ2检验。

结　果

大学生口腔常见疾病：大学生口腔常
见病为龋病�牙龈炎�口腔溃疡�牙体缺
损�和牙排列异常�依次占 26∙67％、
20∙08％、18∙73％、10∙08％、8∙81％。

龋齿的发病率为 26∙67％�男性占
24∙76％�女性占30∙23％�不同性别间差
别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Ｘ2＝4∙38�Ｐ＜
0∙05）。见表1。

牙龈 炎 的 发 病 率 20∙08％ （253／
1260）�男生占20∙49％�女生占19∙32％�
不同性别差异无显著性。

口腔 溃 疡 发 病 率 18∙43％ （236／
1260）�其中女性发病率22∙50％�男性发
病率16∙71％�不同性别间差别有显著性
意义 （Ｘ2＝6∙31�Ｐ＜0∙05）。

牙体损伤和牙体排列异常发病率为

10∙08％和8∙81％�两者在大学生口腔疾病
中发病较低�且不同性别差异无显著性。

讨　论

本研究表明�龋齿发病率 26∙67％�
低于林玲于2000年的调查结果 ［3］�女性
发病率高于男性�可能与女性爱吃甜食及
零食有关�尤其是晚自习后加餐大多是饼
干、糕点等碳水化合物�黏性大且易沉积
于牙面�吃完后未及时刷牙、漱口�造成龋
齿发 病 率 高。牙 龈 炎 的 发 病 率 为
20∙08％�与大学生口腔卫生习惯及刷牙
的频率、方式及持续时间有关。据调查大
多数的学生早晚刷牙�少数的学生每天刷
牙1次；部分学生认为刷牙应采用竖刷
法�少部分的学生认为应采用横刷法；在
被调查对象中�每次刷牙时间持续 2～3
分钟的人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用餐后立
即漱口刷牙者占不足一半。

口腔溃疡的发病率18∙43％�可能与
大学生精神因素及维生素摄入量不足有

关。精神紧张、焦虑、失眠、多梦等都是导
致口腔溃疡发生的重要因素。另外�大学
生由于特定的生活环境和内容�饮食结构

比较单调�新鲜蔬菜水果进食较少�且人
体需要的维生素 Ｂ2全靠食物供给�体内
不能合成�容易产生入不敷出的现象�导
致口腔溃疡发生。女性发病率明显高于
男性�可能与女性月经周期有关�月经期
抵抗力降低�口腔溃疡发病明显增加。因
此�大学生应注意保持心情舒畅�避免过
度紧张�改善饮食结构�多食新鲜蔬菜水
果�少食辛辣等刺激性食物�预防口腔溃
疡发生。

牙体损伤和牙体排列异常所占比例

较低�明显低于王岩 1996年的调查结
果 ［4］�说明大学生的爱牙意识明显提高�
对美观的要求越来越高�但仍有一部分学
生对牙齿排列异常持无所谓态度�牙齿缺
失亦不修复�错颌畸形亦不进行矫正�可
以造成颌关系紊乱�影响咀嚼功能和美
观。

调查发现当今大学生口腔卫生知识

还很贫乏�虽然绝大多数大学生知道刷牙
的益处�坚持每天刷牙�但仍然有部分大
学生每天只刷牙1次及无睡前刷牙习惯�
约一半的大学生无餐后漱口的习惯�并且
许多人的刷牙方法不正确�以及对特种牙
刷 （小头、软毛、波浪形 ）及含氟牙膏的选
用未予以重视。应在大学生中继续广泛
开展口腔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如用
定期进行口腔保健知识讲座或举办口腔

知识培训班�提高大学生对口腔卫生重要
性的认识�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定
期进行口腔检查�以确保大学生的身心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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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260名入校大学生常见病发病情况 ［例 （％ ） ］
性别 受检人数 龋病 牙龈炎 口腔溃疡 牙体缺损 牙排列异常

男 820 203（24∙76） 168（20∙49） 137（16∙71） 85（10∙37） 81（9∙88）
女 440 133（30∙23） 85（19∙32） 99（22∙50） 42（9∙55） 30（6∙82）
合计 1260 336（26∙67） 253（20∙08） 236（18∙43） 127（10∙08） 111（8∙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