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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口腔健康和护理状况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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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为掌握当代青少年的口腔健康，口腔护理状况，口腔卫生保健意识及三者之间的影响因素。结果：参与调查的对
象共有 331 人，其中，54.67%的青少年口腔健康较好，45.33%的青少年口腔健康较差。45.56%的青少年口腔护理情况较
好， 54.44%的青少年口腔护理情况较差。69.48%的青少年口腔保健意识较好，30.52%的青少年口腔保健意识欠缺。结论：
青少年的口腔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口腔护理状况和意识也欠缺，应加强对青少年的口腔健康预防宣教工作，提高青少年的口腔
护理保健意识，进而改善青少年的口腔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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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民经济水平的日益提高，食物
种类的增多，食品越来越精细，不难发现到医院口腔科看病
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不乏青少年。口腔健康是人体健康的
标准之一，与全身健康密切相关。严重的口腔问题不仅会影
响人们对于美食的享受，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还会影响全
身的健康

[1]
。所以作为 21世纪的青少年，应当更加注重其自

身的卫生健康行为。参考 WHO 基本口腔保健成年人问卷
[2]
的

口腔健康调查方法调查发现青少年口腔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其提示加强青春期青少年口腔卫生护理状况。口腔健康是人
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

[3]
，直接影响着青少年的健康和成长

[4]。在这个层面上来说，青少年更应该了解并重视口腔保健
和口腔健康问题。此研究主要是调查青少年的口腔牙龈健康
和护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更好地促进青少年的口腔保健
和护理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是 12 到 19 岁的青少年，线上主要以川北医学
院大一学生为调查对象；线下主要以高坪六小六年级学生为
调查对象，其中男性青少年占 30.51%，女性青少年占 69.49%，
其中年龄分布最广的是 17到 19岁，占了 73.94%。 

1.2 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包括基本信息（性别、年龄段等），口腔牙龈健
康（是否出血、以及牙齿对冷热酸甜是否过敏等），护理状况
（刷牙次数、牙具更换频率、刷牙方法、选用的牙膏种类、
定期保健等），口腔卫生保健意识（是否受过口腔健康教育、
是否接受过口腔服务、了解口腔健康的必要性等）以及影响
口腔护理的因素。 

1.3 调查方法 

调查人员均为护理本科在校大学生，经统一专业培训后
分组进行调查，根据所参考的文献资料以及老师所设计的结
构式的现场问卷调查和自行设计的网络问卷进行调查。 

1.4 统计学方法 
用 EpiData3.1建立数据库并进行数据录入，统计数据后，

将数据导入 SPSS21.0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对统计变量的差异
采用单因素分析方法进行统计分析，P<0.05显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信息 
调查对象共有 331 人，其中男性青少年 101 人，占总人

数的 30.51%，女性青少年 230人，占总人数的 69.49%；12-14
岁的青少年占总比例的 17.31%；15-16 岁的青少年占总比例
的 25.83%；17-19岁的青少年占总比例的 56.80%。据调查显
示：0.6%的青少年表示不刷牙，18.43%的青少年表示平均每
天刷牙一次，68.28%的青少年表示平均每天刷牙两次，12.69%
的青少年表示平均每天刷牙至少两次以上；有 27.18%的青少
年表示每 1~2 个月换一次牙刷，有 32.63%的青少年表示每 3

个月换一次牙刷，有 38.37%的青少年表示不定期换牙刷，有
1.82%的青少年选择了其他。 

2.2 口腔牙龈健康 

按照牙齿是否对冷热酸甜过敏分组：9.67%的青少年表示
对冷热酸甜经常过敏，45.32% 的青少年表示偶尔对冷热酸甜
过敏，39.87%的青少年表示几乎没有过对冷热酸甜过敏，5.14%
的青少年表示不是很清楚。按照牙龈是否出血分组：其中有
141人的青少年的牙龈几乎没有出血，占总比例的 42.6%；有
110 位青少年的牙龈有较少的出血，占总比例的 33.23%；有
57位青少年的牙龈有偶尔出血，占总比例的 17.22%；其中有
23位青少年的牙龈经常出血，占总比例的 6.95%。 

2.3 护理状况 

按照清洁口腔的正确方法分组：12.39%的青少年表示更
注重刷牙的方法，5.74%的青少年表示主要重视口腔清洁用具
的选择，还有 5.74%的青少年则表示更看重合理的清洁次数，
其中 76.13%的青少年表示以上三种方式均对。 

2.4 口腔卫生保健意识 
按照了解口腔健康和有关护理的必要性分组：39.27%的

青少年表示了解口腔健康和护理非常有必要，30.21%的青少
年表示很有必要，29.31%的青少年表示有一定必要，1.21%
的青少年则表示基本没必要；根据选用牙膏看重其什么功效
分组：21.30%的青少年表示看重其牙齿美白效果，34.62%的
青少年表示看重其牙齿护理，28.31%的青少年表示看重其清
新口气，2.62%的青少年表示看重其抗牙齿敏感，13.15%的青
少年表示看重其多效护理；按照通过哪些途径了解口腔健康
分组：34.32%的青少年表示主要通过电视网络，5.65%的青少
年表示通过社区宣传了解，20.06%的青少年表示通过家人朋
友告诉，28.31%的青少年表示通过学校教育，11.66%的青少
年表示通过其他途径了解；根据定期去医院进行口腔检查是
否有必要进行分组：24.17%的青少年表示定期去医院进行口
腔检查非常有必要，15.41%的青少年表示很有必要，54.98%

的青少年表示有一定必要，5.44%的青少年表示完全没有必要。 
2.5 影响口腔护理的因素 

根据影响口腔护理因素分类：18.06%的青少年表示主要
取决于牙膏的选择，21.27%的青少年表示主要取决于刷牙的
次数，34.72%的青少年表示主要取决于刷牙的方式，13.54%

的青少年表示主要取决于外界因素（空气质量、水源质
量）,12.41%的青少年表示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根据平时常吃
食物类型分类：41.87%的青少年表示平时常吃辛辣食物，
12.55%的青少年表示平时常吃酸性食物，23.21%的青少年表
示平时常吃甜性食物，12.36%的青少年表示平时常吃冷性食
物，10.01%的青少年表示平时常吃坚硬食物。 

3 讨论 

研究表明，口腔健康对个体的整体健康及生存质量具有
极其重要的意义

[5]
。口腔牙龈问题与护理状况：当代青少年

的口腔牙龈问题和护理状况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但总体护理
效果较差。大部分口腔牙龈问题主要集中于牙龈出血、对冷



International Clinical Medicine，国际临床医学（ 2 ）  2020，05                     ·护理医学· 

·79· 

热酸甜过敏以及较高的龋齿患病率，大部分护理措施主要是
青少年根据对口腔卫生保健的认识程度进行选择。大部分青
少年较注重口腔卫生保健，只有极少数卫生保健意识薄弱，
其中 5.45%的青少年认为完全没必要重视口腔保健。研究表
明，进行健康教育干预，提高对健康知识的知晓率，降低疾
病危险因素的流行水平，能够有效预防及控制生活方式相关
疾病的发生

[6]
。青少年的口腔牙龈问题比较集中，且青少年

对口腔卫生保健意识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养成良好的
口腔保健习惯，培养规律的作息时间，加强口腔卫生教育宣
传是提高青少年口腔健康的有效措施。关于影响口腔护理的
因素，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青少年认为口腔护理主要
与牙膏和牙刷的选择有很大关系，还有一部分青少年认为口
腔问题主要取决于外部环境因素，比如水源质量等。而就患
者的心理需求而言，患者也渴望焦虑、担忧以及对自我形象
紊乱等一系列问题早日得以解决。 

4 建议 

杨如春
[7]
采用分层、不等比、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调

查并得出结论:青少年口腔卫生状况差，要加强口腔保健知识
的宣传教育及普及。每天刷牙、用牙线、定期洗牙，一个都
不能少。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和提
高生命质量的重要因素。口腔疾病是影响居民健康的常见病、
多发病，它不仅影响咀嚼、发声等生理功能，还与脑卒中、
心脏病、糖尿病、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系统疾病密切相关

[8]
。

1.从小重视并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根据调查结果显示，
大部分青少年存在口腔健康问题，主要是由于幼年时缺乏口
腔卫生保健意识，对口腔健康不够重视；传统健康教育内容
过于片面化和单一化，教育目标不够明确，形式多以口头教
育为主，很难达到理想的干预效果

[9]
；2.尽量避免接触有损

牙龈健康的食物：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有 45.32%的青少年曾
有过牙齿冷热酸甜过敏现象；3.定期到正规医院进行口腔检
查：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有绝大部分青少年认为有必要去医
院做定期检查，但仍有少部分青少年认为完全没必要；4.掌
握正确进行口腔清洁的方法：包括合理的清洁次数、口腔清
洁用具的选择、以及正确的刷牙方法等，刷牙是家庭护理中
机械性清除牙菌斑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10]
；5.多途径实

时了解口腔健康知识和相关护理知识：可以通过电视网络、
社区宣传、家人朋友相互告知、学校教育等进行了解；6.掌
握正确的口腔护理方法：比如常规牙刷刷牙或是电动牙刷刷
牙、含漱法与喷洒法结合、棉球擦拭法等有效方法；7.运动
过程中注意牙齿保护；8.家长和老师加强口腔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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