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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调查分析

赵　欣

上海市口腔医院　上海　200001

摘　要：目的：展开老年人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调查分析。方法：本研究针对 300 名中老年人完成口腔健康问卷调查，

调查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 日 ~2024 年 2 月 29 日，采用典型抽样的方法对所有符合纳入条件的中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统

计 300 例中有效问卷 171 例中老年人口腔健康常识和行为得分情况、老年人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分析。结果：老年人在

口腔健康认知与行为上差异显著。日常习惯上，对甜食危害认知偏低，而对碳酸饮料危害认知偏高；口腔问题意识上，对

牙齿缺失警觉性高，但对牙龈问题警觉性低；口腔清洁行为上，执行力较高；应对口腔问题时，对牙齿缺失和出血的及时

发现及就医行为得分高。GOHAI评分显示，生理功能方面，40%老年人受进食和咀嚼困难影响，20%受牙齿或牙龈敏感影响；

心理社会功能方面，13% 受社会关系影响，27% 担心口腔问题影响日常交往。结论：老年人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受到生

理功能上的进食和咀嚼困难、对不适刺激的敏感，以及心理社会功能上的社会关系影响和日常交往担忧等多方面影响。因

此我临床需要更加重视老年人口腔健康问题，并通过有效的干预措施提升整体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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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人口结构的转变，老年人口比例显著增加，

其健康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口腔健康作为老

年人整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直接关系到其咀嚼、

吞咽等基本生理功能，还深刻影响着营养摄入、社交互动及

心理健康等多个层面 [1]。因此深入探究老年人口腔健康与

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对于制定有效的口腔健康干预策略、

提升老年人群体的整体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2]。于此，

本研究旨在通过系统的调查分析，全面了解老年人口腔健康

的现状及其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从而为口腔健康服务的优化

和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针对 300 例中有效问卷 171 例中老年人完成口

腔健康问卷调查，调查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 日 ~2024 年 2

月 29 日，采用典型抽样的方法对所有符合纳入条件的中老

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研究对象为 60 岁及以上的

老年人；老年人需神志清楚，能够准确理解和回答问卷中的

问题；研究对象具备良好的表达能力，能够清晰描述自己的

口腔健康状况；老年人需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确保研究的合法性和伦理性；且本次研究已于展开前取

得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排除患有痴呆等认知障碍性疾病的

老年人、患有全身严重疾病的老年人、存在严重的神经功能

缺损导致无法准确理解和回答问卷的老年人。

1.2 方法

设计结构化问卷，内容涵盖基本信息（年龄、性别、

居住地、文化程度、经济条件）、口腔健康习惯（刷牙频率、

使用牙线或牙间刷的情况、定期口腔检查）、口腔健康状况

（询问老年人是否有牙齿缺失、松动、疼痛等问题，以及是

否有龋齿、牙周病等口腔疾病）、生活质量（采用通用或特

定的生活质量评估量表 SF-36 评估老年人的整体生活质量，

特别是与口腔健康相关的方面，如进食、言语、社交）、口

腔检查）由专业的口腔科医生对老年人进行口腔检查，记录

牙齿数量、龋齿情况、牙周病状况等，并评估口腔健康状况

的严重程度）。

1.3 观察指标

1.3.1 老年人口腔健康常识和行为得分情况：日常生活

习惯方面评估吃甜食影响口腔健康的认知得分、喝碳酸饮

料影响口腔健康的认知得分。口腔状况的意识方面评估及时

发现牙齿缺失的意识得分、及时发现牙龈肿胀的意识得分、

及时发现牙龈出血的意识得分、及时发现口臭等一般问题的

意识得分。人群口腔清洁行为方面评估每次饭后漱口的执行

得分、每天至少刷牙 2次的执行得分、按时固定时间更换牙

刷的行为得分。及时处理口腔不健康状况方面评估及时发现

牙齿缺失并就医的行为得分、及时发现牙龈出血并就医的行

为得分。

1.3.2 老年人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应用 GOHAI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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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在生理功能方面，GOHAI 评分可以评估老年人因牙齿

或义齿问题导致的进食受限、咀嚼困难等情况；在心理社会

功能方面，则可以考察牙齿和牙龈问题对老年人社会关系、

日常交往等方面的影响。

1.4 统计学分析

运用 SPSS20.0 软件，计数、计量资料分别以 %、（ x
±s）表示，行 x²、t 检验，P<0.05 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老年人口腔健康常识和行为得分情况

老年人在口腔健康认知与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日

常习惯上对甜食危害口腔健康的认知得分偏低，而对碳酸饮

料危害的认知得分偏高；在口腔问题意识上，中老年人对牙

齿缺失的警觉性较高，但对牙龈肿胀、出血及口臭等问题的

警觉性则相对较低；在口腔清洁行为上，中老年人展现出较

高的执行力；在应对口腔问题方面，中老年人对牙齿缺失和

牙龈出血的及时发现及就医行为得分较高。见表 1。

表 1中老年人口腔健康常识和行为得分情况

层面 得分

日常生活
习惯方面

吃甜食影响口腔健康 1.26（1.15，1.48）

喝碳酸饮料
影响口腔健康 2.15（1.38，2.98）

口腔状况的
意识方面

及时发现牙齿缺失 2.87（2.23，3.56）

及时发现牙龈肿胀 1.44（1.08，1.76）

及时发现牙龈出血 1.95（1.91，2.05）

及时发现口臭等
一般问题 1.18（1.17，1.23）

人群口腔清洁
行为方面

每次饭后漱口 4.12（3.32，4.95）

每天至少刷牙 2次 4.33（3.54，5.12）

按时固定时间
更换牙刷的行为 4.61（3.82，5.46）

及时处理口腔
不健康状况方面

及时发现牙齿缺失
并就医 5.82（4.83，6.88）

及时发现牙龈出血
并就医 5.47（4.51，6.57）

2.2 老年人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分析

老年人口腔健康 GOHAI 评分及负面影响分析显示，在

生理功能方面，因牙齿或义齿限制进食与咀嚼坚硬食物困

难方面有 40% 的老年人受到负面影响；牙齿或牙龈对不适

刺激的敏感程度方面有 20% 的老年人受到影响；在心理社

会功能方面，牙齿和牙龈问题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方面有 13%

的老年人受到影响；而担心由于牙齿或其他口腔问题不美观

影响日常交往方面有 27% 的老年人表示担忧。见表 2。

3 讨论

随着全球老龄化趋势的加剧，老年人口腔健康问题日

益凸显，成为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老

年人口腔健康不仅关乎生理功能，还涉及心理社会功能等多

个层面，牙齿缺失、牙龈肿胀等问题不仅可能导致老年人进

食困难、营养不良，还可能影响他们的社交活动、心理健康

等方面 [3]。因此对老年人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全面调

查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老年人口腔健康问

题的复杂性。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人在口腔健康认知与行为上

差异显著。日常习惯上，对甜食危害认知偏低，而对碳酸饮

料危害认知偏高；口腔问题意识上，对牙齿缺失警觉性高，

但对牙龈问题警觉性低；口腔清洁行为上，执行力较高；应

对口腔问题时，对牙齿缺失和出血的及时发现及就医行为得

分高。GOHAI 评分显示，生理功能方面，40% 老年人受进食

和咀嚼困难影响，20% 受牙齿或牙龈敏感影响；心理社会功

能方面，13% 受社会关系影响，27% 担心口腔问题影响日常

交往。可得：在日常习惯方面，老年人对甜食危害的认知偏

低，而对碳酸饮料危害的认知偏高，这与他们的生活习惯、

营养知识普及程度以及个人经验有关，甜食在老年人群中往

往被视为一种享受，而对其潜在的口腔健康风险认识不足，

而碳酸饮料因其明显的酸性和对牙齿的腐蚀作用，更容易

表 2老年人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分析

项目 GOHAI评分 负面影响比例 /%

生理功能（5~15分）
因牙齿或义齿限制进食 5.11±2.13 40.00

咀嚼坚硬食物困难 5.49±1.70 40.00

牙齿或牙龈对不适刺激的敏感程度 12.39±3.37 20.00

心理社会功能（1~5分）
牙齿和牙龈问题对于社会关系的影响 3.94±4.26 13.00

担心由于牙齿或者其他口腔问题
不美观影响日常交往 2.18±0.65 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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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老年人的警觉 [4]。在口腔问题意识上，老年人对牙齿

缺失的警觉性较高，这与牙齿缺失对日常生活造成的直接

影响有关，这会导致其咀嚼困难、发音不清。而他们对牙

龈问题的警觉性却相对较低是因为牙龈问题通常较为隐蔽，

且老年人对牙龈健康的重视程度也较低 [5]。

在口腔清洁行为上，老年人展现出较高的执行力，这

与他们长期形成的卫生习惯和对口腔健康的重视有关，老年

人会更加珍惜自己的身体健康，因此更愿意在口腔清洁上投

入时间和精力。在应对口腔问题时，老年人对牙齿缺失和出

血的及时发现及就医行为得分高，这反映出他们在面对这些

明显问题时具有较强的就医意识和行动力。但这也提示我们

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老年人口腔健康教育的普及，以提高他们

对各类口腔问题的警觉性和认知程度。GOHAI 评分的结果进

一步证实了老年人口腔健康问题的复杂性。生理功能方面进

食和咀嚼困难以及牙齿或牙龈敏感等问题对老年人的生活

质量造成了显著影响；心理社会功能方面口腔问题不仅可能

损害老年人的社会关系，还可能因担心口腔问题不美观而影

响他们的日常交往。

针对上述问题，临床可：（1）加强口腔健康教育：日

常生活中可通过社区讲座、健康咨询、宣传册等方式，向老

年人普及甜食、碳酸饮料对牙齿的危害，并强调日常口腔清

洁的重要性，教授其正确的刷牙方法和使用牙线的技巧 [6]。

针对老年人对甜食和碳酸饮料的不同认知，可以重点开展个

性化教育，对于喜欢甜食的老年人，重点讲解甜食对口腔健

康的潜在风险；对于已意识到碳酸饮料危害的老年人，则进

一步强调其对牙齿的长期腐蚀作用。（2）提升口腔健康意

识：鼓励老年人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牙齿缺

失、牙龈肿胀、出血等问题，并为每位老年人建立口腔健康

档案，记录其口腔健康状况、治疗历史等信息，从而帮助医

生更好地了解老年人的口腔健康需求，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

案 [7]。（3）优化口腔健康服务：医院内可以为老年人提供

便捷的口腔就医渠道，设立专门的老年口腔门诊、提供预约

挂号服务，从而降低老年人就医的门槛，提高其就医意愿。

并在医院内建立专业的口腔健康服务团队，从而为其提供全

面的口腔健康服务。（4）促进家庭与社会支持：可以鼓励

家庭成员关注老年人的口腔健康，协助其进行日常口腔清

洁，提醒其定期进行口腔检查，从而形成良好的口腔健康习

惯 [8]。在社区内，还可以组织老年人口腔健康相关的活动，

通过活动可以更好地促进老年人间相互交流口腔健康经验，

增强对口腔健康的重视程度。

综上所述，老年人在口腔健康认知与行为上存在差异，

这受到个人生活习惯、营养知识、口腔问题的隐蔽性和对生

活质量的影响有关。因此临床上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老年人

的口腔健康需求，并为其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从而提高

其口腔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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