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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西地区口腔医疗资源配置及龋病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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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口腔科　４０２１６０）

　　［摘要］　目的　了解重庆市渝西地区口腔卫生资源配置现状，调查该地区人群患龋率情况。方法　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整

群抽样方法抽取样本，整理数据后，对城镇、农村调查医疗资源配置情况、公众对口腔卫生的知晓度进行比较分析，再以年龄分层

分别对城镇、农村龋病患病情况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农村地区口腔医疗资源配置情况、公众对口腔卫生知晓度均远低于城镇地

区。在各年龄阶段，渝西地区农村人群的患龋率均高于城镇人群，此外，研究还发现无论在城镇地区或农村地区，５岁年龄组及１２

岁年龄组的男性与女性患龋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但在３５～４４岁组及６５～７４岁组中，女性人群的患龋率均显

著高于男性（犘＜０．０５）。结论　渝西地区农村地区口腔医疗资源配置低下，群众关于口腔卫生知晓不足。对渝西地区所有处于

３５～４４岁及６５～７４岁之间的女性，应当加强龋病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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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疾病是一种常见病和多发病，尤其龋病患病率高、危

害范围广，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继癌症、心血管疾病之后的

第三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口腔疾病使人过早丧失咀嚼功能，

还可引起或加重心脏病、胃病、糖尿病、心血管病和关节疾病及

其并发症，严重危害全身健康。据２００６年第三次全国口腔健

康流行病学调查及现有的文献显示，我国居民口腔疾病患病率

达到８０％～９０％以上
［１２］，口腔恶性肿瘤的发病率约占全身恶

性肿瘤的２％～３％
［３４］，我国儿童的错颌畸形发生率高达

５１．８４％～７２．９２％
［５］，口腔卫生行为形成和口腔保健知识知晓

情况不容乐观，患病率相对较高，口腔疾病的治疗率却很低，龋

病患者充填率不到１０％
［６］，失牙者接受义齿修复的不到５０％，

重庆市情况与全国类似［７］。口腔疾病已成为威胁广大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因此摸清本地区相关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在政府及本

院财力、物力、人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确定优先控制措施，并

建立长效机制，逐步有序地解决好口腔卫生问题成为是本研究

出发点和落脚点。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以渝西地区５、１２、３５～４４、６５～７４岁城乡常

住人口为研究对象，实际年龄以调查日期为准。

１．２　方法　参照第三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方案，采

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样本，第一层抽样随机抽

取渝西地区的永川区，荣昌县，潼南县，第二层抽样在上述抽中

的区县内各抽取３个城镇街道和３个农村街道，第三层抽样在

每个街道（乡镇）抽取２个居委会（村），最后每个居委会（村）将

居民分为５、１２、３５～４４、６５～７４岁４个年龄组，每个年龄组抽１

２００人作为调查对象。一般城镇是指政府所在的镇及经济较

好的乡镇。农村则指相对偏远及经济较弱的乡镇。

１．３　质量控制　本次口腔健康调查检察员３人，记录员３人，

均为口腔专业人员，经查前进行专门培训，能熟练地掌握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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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方案，调查前进行龋病标准一致性检验，Ｋａｐｐａ值大于

０．８，调查统一使用上海手术器械九厂生产的新的平面口镜和

ＣＰＩ针在统一照明光源下进行口腔检查。龋病检查标准依据

ＷＨＯ第４版《口腔健康基本调查方法》。口腔专科被定义为

具有专门的口腔门诊或病房，并配备有专门的口腔医师。评价

标准：良好，至少有１名医师具有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口腔

医师５名以上，综合治疗椅５张以上；一般，至少有１名医师具

有主治医师职称，口腔医师３名以上，综合治疗椅２张以上；较

差，仅有１～２名具有初级职称的口腔医师，综合治疗椅１张或

没有。口腔医师规范评价标准：口腔医学专科医师，经规范化

培训合格或在三级医院进修１年以上。公众对口腔卫生的知

晓度采取问卷调查形式，总分３０分，评分在２５分以上者为良

好，１８～２５分者为一般，１８分以下者为较差。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用狓±狊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狋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χ
２ 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渝西地区城镇与农村医疗资源及口腔卫生知晓度对比　

根据既往调查显示，永川区常住人口１０８万，其中城镇人口

６５．８７万，农村人口４２．１３万；荣昌县常住人口７０．１万，其中

城镇人口３４．５３万，农村人口３５．５７万；潼南县常住人口６８．２３

万，其中城镇人口３１．８４万，农村人口３６．３９万。不难发现，渝

西地区城镇的医疗资源明显优于农村。硬件方面，城镇医院、

口腔专科门诊的数量均明显好于农村，且城镇医院的等级及口

腔专科的质量也明显好于农村。医生素质方面，城镇医师的规

范化率在５０％以上，而农村医师的规范化率却远不及５０％。

无论从医疗资源总占有量还是人均占有量，城镇均优于农村。

此外，对于居民关于口腔卫生公众知晓度来说，９０％以上的城

镇居民知晓度多位于良好水平，而农村居民具有良好知晓度的

比率仅为３０％左右，见表１。

２．２　渝西地区人群患龋率的统计学描述　在抽样调查中，渝

西地区５岁年龄组中共发现７２７例龋齿患者，患病率为

６０．６％；１２岁年龄组中共发现３５７例龋齿患者，患病率为

２９．７％；３５～４４岁年龄组中共发现１５７例龋齿患者，患病率为

１３．１％；６５～７４岁年龄组中共发现７０７例龋齿患者，患病率为

５８．９％。

２．３　渝西地区不同年龄组中城镇与农村人群患龋率的比较　

在渝西地区，各年龄组中城镇人群的患龋率均低于农村人群的

患龋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其中，在５岁年龄

组样本中，城镇人群为 ５９４ 人，３４９ 人患龋病，患龋率为

５８．７％，农村人群为５０６人，３７８人患龋病，患龋率为７４．７％；

在１２岁年龄组样本中，城镇人群为５３９人，１２８人患龋病，患

龋率为２３．８％，农村人群为６６１人，２２９人患龋病，患龋率为

３４．７％；在３５～４４岁年龄组样本中，城镇人群为６３８人，６８人

患龋病，患龋率为１０．７％，农村人群为５６２人，８９人患龋病，患

龋率为１５．９％；在６５～７４岁年龄组样本中，城镇人群为５９７

人，２６９人患龋病，患龋率为４５．１％，农村人群为６０３人，４１１

人患龋病，患病率为６８．２％。

２．４　渝西地区不同年龄组中男性与女性患龋率的比较　无论

在渝西地区的城镇还是农村，５岁年龄组及１２岁年龄组的男

性与女性患龋率比较差异均无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但在３５～

４４岁组及６５～７４岁组中，女性人群的患龋率均显著高于男性

（犘＜０．０５），见表２、３。

表１　　渝西地区城镇与农村医疗资源及

　　　口腔卫生知晓度对比

项目
城镇

永川区 荣昌县 潼南县

农村

永川区 荣昌县 潼南县

医院数量（狀） ８６ ３９ ４２ ５２ ３０ ３７

　三级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二级 ４ ４ ３ ０ ０ ０

　一级 ７ ６ ７ ２０ １０ １５

　其他 ７３ ２９ ３２ ３２ ２０ ２２

口腔专科（狀）

　良好 ６ ４ ３ ０ ０ ０

　一般 １２ ６ ９ ４ １ １

　较差 ２３ １０ １３ １３ ３ ５

口腔医师（％）

　规范 ８３．６０ ７２．５０ ７１．９０ １０．６０ １１．３０ １０．３０

　欠规范 １６．４０ ２７．５０ ２８．１０ ８９．４０ ８８．７０ ８９．７０

公众知晓度（％）

　良好 ９２．５０ ８９．１０ ８７．８０ ３２．６０ ３０．８０ ３１．８０

　一般 ５．５０ ３．７０ ４．６０ ５７．２０ ５５．４０ ５６．１０

　较差 ３．００ ７．２０ ７．６０ １０．２０ １３．８０ １２．１０

表２　　渝西地区城镇不同年龄组中男性

　　　与女性患龋率比较

年龄
男

狀 患龋［狀（％）］

女

狀 患龋［狀（％）］
犘

５岁 ２７６ １６０（５８．１） ３１８ １８９（５９．４） ＞０．０１

１２岁 ２７９ ６５（２３．３） ２６０ ６３（２４．２） ＞０．０１

３５～４４岁 ３７３ ２９（７．７） ２６５ ３９（１４．７） ＜０．０１

６５～７４岁 ２８１ １１３（４０．２） ３１６ １８３（５７．９） ＜０．０１

表３　　渝西地区农村不同年龄组中男性

　　　与女性患龋率的比较［狀（％）］

年龄
男

狀 患龋［狀（％）］

女

狀 患龋［狀（％）］
犘

５岁 ２８４ ２１０（７３．９） ２２２ １６８（７５．６） ＞０．０１

１２岁 ３８４ １３５（３５．１） ２７７ ９４（３３．９） ＞０．０１

３５～４４岁 ３７１ ４６（１２．４） １９１ ４３（２２．５） ＜０．０１

６５～７４岁 ３２１ １９７（６１．４） ２８２ ２１４（７５．９） ＜０．０１

３　讨　　论

　　建设“健康重庆”一直是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重要工作，然

而，由于地域发展的差异性，卫生状况在多地也有较大差异。

口腔疾病是最常见疾病，严重时可以使人过早丧失咀嚼功能，

还可引起或加重心脏病、胃病、糖尿病、心血管病和关节疾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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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并发症，严重危害人的健康和影响生活质量。渝西地区，即

中央直辖市重庆西部地区，包括永川区、江津区、合川区、大足

区、綦江区、南川区、荣昌区、铜梁区、璧山区、潼南区１０个区，

总面积１８８２８平方公里，２６２个乡镇（街道），总（户籍）人口１

０４０．３２万人，占重庆３１．３６％。为此，摸清渝西地区人群口腔

卫生问题现状，阐明现存的口腔卫生问题显得异常紧迫。同

时，掌握渝西地区口腔卫生资源配置现状，了解口腔卫生问题

所依托的基础资源是否充足，对解决问题方案的提出也显得至

关重要。

口腔卫生问题的产生可以归纳为３个来源：硬件医疗设施

是否完善、医师技能是否达标、公众知晓度是否良好。经调查

发现，渝西地区城镇的医疗资源明显优于农村。硬件方面，城

镇医院、口腔专科门诊的数量均明显高于农村，且城镇医院的

等级及口腔专科的质量也明显好于农村。医生素质方面，城镇

医师的规范化率在５０％以上，而农村医师的规范率却远不及

５０％。此外，对于居民关于口腔卫生知晓度来说，９０％以上的

城镇居民知晓度多位于良好水平，而农村居民具有良好知晓度

的比率仅为３０％左右。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在渝西地区，各年

龄阶段农村人群的患龋率均高于城镇人群（犘＜０．０１），这可能

与渝西地区农村人群口腔健康知识相对缺乏，群众自我口腔健

康保护意识还不够，未意识到口腔健康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忽

略口腔保护的重要性。还可能与渝西地区农村口腔医疗资源

配置较差相关，缺乏大型医院的技术支持，缺乏完备的口腔专

科建设，从业医师诊疗规范欠合格，均是导致农村人群的患龋

率均高于城镇人群的重要原因。

基于此，作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１）合理优化卫

生资源配置，逐渐缩小城乡差距。当前，医疗资源分布向城镇

倾斜明显，农村地区卫生状况改善并不明显，由于口腔问题多

不是急重症，造成农村地区人群口腔问题得不到及时诊治，这

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村地区口腔问题的严重性；（２）加强对

农村地区口腔医师的技能培训。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基础条件

薄弱，难以吸引经正规培训后的口腔医师进入其中执业，抽样

调查显示农村地区口腔医师的合格率仅为１０％左右，远远低

于城镇地区。当前有政策帮助农村地区医师进入上级医院进

修，但仍缺乏完善的培养及考核机制，如能更注重对基层医院

医师的培养，将极大提高农村地区的口腔问题诊治水平。另

外，对城镇地区也应建立严格的考评体系，促使城镇地区的诊

治水平有进一步提高；（３）加强农村地区关于口腔卫生的健康

宣教。地域口腔问题概括起来为两方面因素导致，除了医疗资

源匮乏，人群对口腔卫生的关注度不足也是重要原因。抽样调

查发现，城镇居民知晓度多位于良好水平，但农村居民具有良

好知晓度的比率仅为３０％左右。因此，加强农村地区关于口

腔卫生的健康宣教显得尤为重要，应大力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口

腔卫生的健康宣教，使农村居民对口腔问题有正确的认知及早

期就诊的意识。

本研究调查发现，在各年龄阶段，渝西地区农村人群的患

龋率均高于城镇人群（犘＜０．０１），这与上述的三个因素密切相

关。此外，研究还发现无论在城镇地区或农村地区，５岁年龄

组及１２岁年龄组的男性与女性患龋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犘＞０．０１）。但在３５～４４岁组及６５～７４岁组中，女性人群

的患龋率均显著高于男性（犘＜０．０１）。该结果与以往研究类

似［８９］，可能与女性在３５岁前多经历了妊娠分娩这一过程有

关。在这过程中，女性的饮食数量、结构、次数均发生变化，妊

娠早期出现呕吐现象［１０１１］。因此，加强对适孕妇女和妊娠期

妇女的特殊口腔保健工作和口腔健康教育宣教工作是今后的

工作重点。此外，３５～４４岁组患龋率低是因为该组人群为青

壮年，机体素质较好，并且注重保持口腔卫生的依从性较好，因

此患龋率较低。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对渝西地区医疗资源配置、人群患

龋率进行调查比较，了解了当地口腔卫生现状，明确了薄弱环

节之所在，为今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效切入点，也为后续的

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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