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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比较城乡 #! j#( 岁中学生对口腔健康知识知晓率及信念和行为的情况'为开展中学生口腔预防保健工作提供科

学依据) 方法:自制调查问卷'选取安徽省城乡在校中学生一共 )#" 人进行问卷调查'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在口

腔健康知识认知方面'城乡学生在吃糖会引起龋病和预防口腔疾病首先靠自己方面的认知差别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D

Y"="(%) 然而'在细菌引起龋病(口腔健康影响全身健康(定期口腔检查十分必要(窝沟封闭可以保护牙齿方面'城市中学生

的掌握情况要高于乡镇中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Dp"="(%) 在口腔卫生行为方面'比较每天刷牙 ! 次(使用牙线(使用含

氟牙膏的比例'发现城市中学生明显要高于乡镇中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Dp"="#%) 结论:城乡 #! j#( 岁中学生对口腔

健康知识知晓率及信念和行为有较大差异'应加强对中学生口腔健康知信行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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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期是口腔健康行为形成的关键时期'包

括掌握正确的口腔健康知识和良好的口腔卫生行

为) 为了解安徽省城乡 #! j#( 岁中学生对口腔健

康知识和卫生行为的掌握情况'从而为开展中学生

口腔预防保健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笔者于 !"#( 年

@-#! 月对合肥市某区和亳州市某县乡镇在校 #! j

#( 岁中学生的口腔健康知识和卫生行为进行问卷

调查)

9:资料与方法

9=9:调查对象及抽样方法:城乡在校 #! j#( 岁中

学生 )#" 人'城市中学生 *)@ 人'乡镇中学生 '!#

人'采用整群抽样法) 要求入选 #! j#( 岁中学生为

当地居住达 ( 年以上的常住人口)

9=;:调查方法:本研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G-a%

/口腔健康调查基本方法0

*#+及参考第三次全国口

腔流行病学抽样调查问卷'采用自制调查问卷'问

卷由被调查者现场填写'立即回收) 调查内容主要

包括口腔健康知晓情况和口腔卫生行为)

9=<:质量控制: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 份'回收

有效问卷 )#" 份'有效回收率为 @(=!@Z) 调查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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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检查者及问卷调查员进行了统一的培训&超过两

项内容为空白的问卷视为无效'并在调查前及调查

中期进行了标准一致性检验)

9=>:统计学方法:采用 /M3\2K2'=" 软件对数据

进行双录入'用逻辑检查核对校正和双录入进行校

正'以保证数据准确性) 用 V_VV #+=" 软件分析'计

数资料进行
/

! 检验'Dp"="(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果

;=9:口腔健康知识知晓情况:在"吃糖会引起龋

齿#和"预防口腔疾病首先要靠自己#两个问题上'

城乡中学生有很高的正确率'分别为 @+=+(Z和

@(=A'Z'@A=@'Z和 @*=+"Z'两者之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DY"="(%) 在"细菌引起龋齿#"口腔疾病

影响全身健康# "定期口腔检查是十分必要的#和

"窝沟封闭能够保护牙齿#* 个问题上'城市中学生

的正确率高于乡镇中学生'分别为 AA=)+Z和

(+=@*Z(++=@#Z和 A*=#+Z(+#=@)Z和 (!=A(Z(

!(=(AZ和 (=@!Z'均表现为乡镇口腔知识知晓情

况较低'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 #%)

表 9:城乡中学生口腔健康知识知晓情况
B例$Z%

口腔知识知晓情况 城区 乡镇
/

! 值 D值

细菌引起龋齿

?是 '!+$AA=)+% #)A$(+=@*%

?否 +($#(='*% !@$@="'%

?不清楚 )+$#+=+@% #"A$''="!%

!+='"# p"=""#

吃糖引起龋齿

?是 *+)$@+=+(% '"+$@(=A'%

?否 ($#="!% '$"=@'%

?不清楚 A$#=!'% ##$'=*'%

*=(+' "=#"!

口腔疾病影响全身健康

?是 ')#$++=@#% !"A$A*=#+%

?否 *A$@=*#% *"$#!=*A%

?不清楚 A!$#!=A)% +($!'='A%

#@=)'' p"=""#

定期口腔检查是十分必要的

?是 '(!$+#=@)% #A@$(!=A(%

?否 #!$!=*(% #A$*=@)%

?不清楚 #!($!(=(A% #'A$*!='+%

'#=)'@ p"=""#

预防口腔疾病首先要靠自己

?是 *+*$@A=@'% '"*$@*=+"%

?否 A$#=!'% ($#=(A%

?不清楚 @$#=)*% #!$'=+*%

!=@*) "=!!@

窝沟封闭能保护牙齿

?是 #!($!(=(A% #@$(=@!%

?否 A*$#'="@% #+$(='"%

?不清楚 '""$A#='(% !)($))=+@%

+*="!* p"=""#

;=;:口腔卫生行为情况

;=;=9:刷牙次数的比较:城市中学生 *)@ 人中'每

天 ! 次及以上者 '#+ 人'占 A*=)'Z&每天 # 次者

#A) 人'占 '*='(Z&每天不足 # 次者 * 人'占

"=)!Z) 乡镇中学生 '!# 人中'有每天 ! 次及以上

者 (A 人'占 #+=*AZ&每天 # 次者 !(" 人'占

++=)@Z&每天不足 # 次者 #( 人'占 *=A+Z) 城市

和乡镇每天刷牙次数相比较'乡镇次数较低'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表 !%)

表 ;:城乡中学生每天刷牙情况
B例$Z%

每天刷牙次数 城区 乡镇
/

! 值 D值

至少每天 ! 次 '#+$A*=)'% (A$#+=*(%

每天 # 次 #A)$'*='(% !("$++=))%

不是每天刷 *$"=)!% #($*=A+%

#++=)@' p"=""#

;=;=;:含氟牙膏使用情况的比较?城市中学生有

@" 人知道自己使用的是否为含氟牙膏'约占

#)=*Z'其中 A) 人使用含氟牙膏'!! 人使用非含氟

牙膏) 乡镇中学生中仅有 ) 人知晓'约占 !=(Z'其

中 ' 人使用含氟牙膏'( 人使用非含氟牙膏) 城市

和乡镇中学生知晓使用牙膏是否含氟的比例相比

较'乡镇比例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 '%)

表 <:城乡中学生每天含氟牙膏使用的情况
B例$Z%

使用牙膏是否含氟 城区 乡镇
/

! 值 D值

是 A)$#'=@% '$"=@%

否 !!$*=(% ($#=A%

不知道 '@@$)#=A% '#'$@+=(%

*+=)## p"=""#

;=;=<:牙线使用情况的比较?城市中学生中有

#"( 人有使用牙线的习惯'占 !#=(Z'其中 #! 人每

天使用牙线'约占 !=(Z) 乡镇中学生中仅有 #" 人

有使用牙线的习惯'约占 '=#Z'其中 # 人每天使用

牙线'占 "='Z) 城市和乡镇每天牙线使用次数相

比较'乡镇次数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 *%)

表 >:城乡中学牙线使用情况
B例$Z%

每天牙线使用次数 城区 乡镇
/

! 值 D值

每天使用 #!$!=(% #$"='%

偶尔使用 @'$#@="% @$!=)%

不使用 ')*$))=(% '##$@A=@%

('=A#* p"=""#

<:讨论

中学时期是龋病的易发阶段'帮助中学生掌握

正确的口腔健康知识和恰当的口腔卫生措施具有

重要的社会意义*!+

) #@@( 年的第二次全国口腔流

行病学抽样调查显示'我国 #( 岁中学生患龋率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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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Z

*'+

) !""( 年的第三次全国口腔流行病

学抽样调查对象不含 #( 岁中学生'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城乡 #! 岁学生患龋率为 !)=@Z

**+

) 比较两次

调查的数据显示'虽然十年间中学生患龋率有大幅

的降低'但患龋率仍然较高)

刷牙是机械性去除菌斑和软垢(预防龋病的最

常用的有效方法之一'一般建议每天早
!

各刷牙 #

次能够达到有效的菌斑控制效果*(+

) 本次调查结

果显示'城市中学生每天刷牙 ! 次以上者占

A*=)'Z'每天 # 次者 '*='(Z&乡镇中学生每天 !

次以上者仅占 #+=*(Z'每天 # 次者占 ++=))Z) 可

以看出'大部分城市中学生都能做到每天至少刷牙

! 次'而大部分乡镇中学生则每天仅刷牙 # 次) 调

查数据还表明'虽然城市中学生在每天刷牙 ! 次方

面做得优于乡镇中学生'但仍有 '(=#+Z的中学生

做不到'对于乡镇中学生这个问题更为严峻'为

)!=((Z) 这些结果都揭示了在中学生中宣传口腔

保健知识(推广早
!

刷牙的口腔行为的迫切性)

正确刷牙方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牙菌斑'

有学者研究了不同刷牙方法对口腔卫生的影响'发

现使用巴斯刷牙法能够有效清除牙菌斑'对于减少

牙周疾病(维持良好的口腔卫生有重要作用*A+

) 但

是有时刷毛难以进入邻间隙或不能完全伸入牙间

隙'因此'除日常有效刷牙之外'可使用牙线以达到

对牙邻面间隙的清洁(预防邻面龋'并且在牙周病

系统治疗的维护期中牙线的使用与牙齿邻面炎症

的控制是密不可分的*++

) 本次调查显示'城市中学

生中有 #"( 人有使用牙线的习惯'占 !#=(Z'其中

#! 人每天使用牙线'约占 !=(Z) 乡镇中学生中仅

有 #" 人有使用牙线的习惯'约占 '=#Z'其中 # 人

每天使用牙线'占 "='Z) 在使用牙线方面'虽然城

市中学生较乡镇中学生比例高'但是两组人群使用

牙线的绝对比例仍然很低''说明牙线还没被中学

生这一群体广泛认知'应加强对中学生的口腔卫生

知识的普及工作'不仅要使其掌握正确的刷牙方

法'同时还要学会使用牙线)

氟化物可以有效预防龋病'文献报道含氟牙膏能

够减少大约 !(Z的新发龋病*)+

) 本次调查显示'城

市中学生和乡镇中学生中'知道自己使用的牙膏是否

为含氟牙膏的学生比例均较低'城市中学生为

#)=*Z'乡镇中学生中仅有 )人'约占 !=(Z) 由于大

多数学生不能确定自己是否使用了含氟牙膏'导致本

项调查结果不能说明城市(乡镇中学生中使用含氟牙

膏的比例是否具有统计学差异) 但是'仍然可以看出

城市中学生中对自己使用了什么牙膏这个问题的关

注'明显要高于乡镇中学生) 这也侧面说明了城市中

学生的口腔健康知识知晓率较乡镇中学生高)

糖类食物是龋病的危险因素'减少糖类食物的

摄入可以预防龋齿的发生) 从口腔健康知识的掌

握情况看'在"吃糖会引起龋病#和"预防牙病首先

要靠自己#两个问题上'城乡中学生的答案都有很

高的正确率) 许多少年儿童的饮食习惯中'加餐的

食物大多是甜食'又有许多学生以含糖饮料代替饮

水'造成了龋病的高患病率*@+

) 但是'"细菌引起龋

齿#"口腔疾病影响全身健康# "定期口腔检查是十

分必要的#和"窝沟封闭能够保护牙齿# * 个问题

上'突显城市中学生口腔健康知识认知优于乡镇中

学生) 另外'窝沟封闭作为预防年轻恒磨牙窝沟龋

的一种有效方法'其防龋效果已得到充分肯

定*#"0##+

) 在窝沟封闭的认识方面'城市中学生仅略

高于乡镇中学生'说明推广窝沟封闭在预防城乡中

学生龋病方面仍需提高重视)

综上'本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城乡 #! j#( 岁中学

生对口腔健康知识知晓率及信念和行为有较大差

异'城乡中学生均有口腔健康知识认知不足和口腔

健康行为欠规范'应加强对中学生口腔健康知信行

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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