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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人群对含氟牙膏认知和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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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调查重庆地区居民对含氟牙膏的认知和使用情况!为大众合理使用含氟牙膏提供参考!并

对相关医务人员今后开展防龋工作提示方向%方法
!

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获得
F

类人群的调查对象'

重庆市口腔医务工作者&非口腔医务工作者及大众家庭#采用自填问卷的调查方式调查
F

类人群对含氟牙膏的

认识和使用情况!最终共获得有效问卷
$<M

份%结果
!

口腔医务工作者对含氟牙膏防龋功效的认同率

"

!"*"#

$和使用含氟牙膏的所占比"

;Q*Q#

$均明显高于非口腔医务工作者和大众家庭#

;"#

以上的口腔医务

工作者和非口腔医务工作者对使用含氟牙膏表示存在一定顾虑!如吞咽&氟牙症&氟骨症等%分别有
<Q*<#

&

<Q*<#

&

<$*F#

和
F<*F#

口腔医务工作者对
F

岁以下儿童&

F

!

$

岁儿童&高氟地区人群和孕妇使用含氟牙膏的

收益风险关系表示不清楚!约
;"#

的非口腔医务工作者对这
F

类人群使用含氟牙膏的收益风险关系表示不清

楚!两组医务工作者对不同人群使用含氟牙膏的看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重庆市非口腔医务

人群及大众对含氟牙膏的认知水平及含氟牙膏的使用率处在一个较低水平%

#关键词$

!

重庆#龋齿#含氟牙膏#问卷调查

#中图法分类号$

!

LMQ"*<

#文献标识码$

!

3

#文章编号$

!

<$M<.QF)Q

"

="<!

$

<).=))F.")

%&'()

*

+,-.)/+

0

,1-1+,2,3&4)+556&+'13)3),-15'1/)41,-.'))

0

'+&

7

41,8.+,

09

1,

0

$%&'()"*)+

<

!

,-%./0"

1

+2

<

!

34-50)+

1

)"

6

<

!

7%&4)+

<

!

84.98*0

<

!

=

!

:-%&',0"

<

!

=

#

%

<;<=

>

)?@A="@+

B

#?=C="@0C=<="@0D@?

1

!

@*=%

BB

0E0)@=F3@+A)@+E+

6

0G)E4+D

>

0@)E+

B

H*+"

6I

0"

6

J=F0G)E9"0C=?D0@

1

!

H*+"

6I

0"

6

)"<<)M

!

H*0")

(

=;H*+"

6I

0"

6

K=

1

,)L+?)@+?

1

+

B

.?)E<0D=)D=D

)"F/0+A=F0G)E3G0="G=D

!

H*+"

6I

0"

6

)"<<)M

!

H*0")

&

!!

)

:;4-'2/-

*

!

<;

=

)/-1()

!

-&1>V92:1

?

7:9:Z94&

?

>1:1&>7>HW29&XX'W&81H9H9>:1X814921>OZ&>

?c

1>

?

!

R

8&V1H9

89X989>49X&8:Z9

R

WT'14:&W29X'W&81H9H9>:1X814928972&>7T'

[

7>H

R

8&V1H91H972X&8:Z9478192

R

89V9>:1&>

R

8&.

\

94:24&>HW4:9HT

[

:Z9%9H147'2:7XX*>)-.+34

!

69>:7'%9H147'Y&8A982

!

>&>.H9>:7'%9H147'Y&8A9827>H

?

9>98.

7'

R

WT'141>OZ&>

?c

1>

?

Y98927%

R

'9HY1:Z:Z9%W':1.2:7

?

9

!

2:87:1X19H27%

R

'1>

?

%9:Z&H*-Z94&

?

>1:1&>7>HW29

&XX'W&81H9H9>:1X814921>:Z9:Z899

?

8&W

R

2Y9891>V92:1

?

7:9HT

[

29'X.7H%1>12:989H

c

W92:1&>>71892*_1>7''

[

!

7:&:7'

&X$<MV7'1H

c

W92:1&>>71892Y989&T:71>9H*?)4&6-4

!

-Z97Y789>92287:9&>:Z97>:1.4781929XX94:&XX'W&81H9H9>.

:1X81492

%

!"*"#

&

7>HW27

?

987:9&X:Z9X'W&81H9H9>:1X81492

%

;Q*Q#

&

7%&>

?

H9>:7'%9H147'Y&8A982Y98921

?

.

>1X147>:'

[

Z1

?

Z98:Z7>:Z&29&X>&>.H9>:7'%9H147'Y&8A9827>H

?

9>987'

R

WT'14*@&89:Z7>;"#&XH9>:7'%9H1.

47'Y&8A9827>H>&>.H9>:7'%9H147'Y&8A982Y&8819H7T&W::Z9W27

?

9&XX'W&81H9H9>:1X81492T947W29&X2Y7''&.

Y1>

?

X'W&81H9

!

H9>:7'X'W&8&212

!

7>H2A9'9:7'X'W&8&212

!

9:4*<Q*<#

!

<Q*<#

!

<$*F# 7>HF<*F# &X:Z9H9>:7'

%9H147'Y&8A982Y989>&:7T'9:&

[

19'H74'978722922%9>:&X812A89'7:1&>27T&W::Z9W29&XX'W&81H9H9>:1X81492

X&84Z1'H89>W>H98:Z97

?

9&XF

!

Ff$

[

9782&'H4Z1'H89>

!

R

9&

R

'91>Z1

?

ZX'W&81H9789727>H

R

89

?

>7>:Y&%9>

!

YZ1'97T&W:;"#&X>&>.H9>:7'%9H147'Y&8A982H1H>&:

[

19'H74'978722922%9>:&X812A89'7:1&>2

!

:Z989Y989

2:7:12:147'H1XX989>492&X:Z9722922%9>:892W':2&X812A89'7:1&>2T9:Y99>:Z9:Y&

?

8&W

R

2&X%9H147'Y&8A982

%

#

$

"*";

&

*8+,/6&41+,

!

C>OZ&>

?c

1>

?

!

:Z97Y789>9227>H:Z9W27

?

987:9&>X'W&81H9H9>:1X81492&X>&>.H9>:7'

%9H147'Y&8A9827>H

?

9>987'

R

WT'147892:1''7:7'&Y'9V9'*

)

@)

*

A+'34

*

!

OZ&>

?c

1>

?

(

X'W&81H9H9>:1X81492

(

c

W92:1&>>71892W8V9

[

!!

氟化物可通过降低釉质溶解度!促进釉质再矿

化!抑制细菌代谢和菌斑形成等机制达到防龋目

的)

<

*

#含氟牙膏是指含有一定量氟化物的牙膏!是目

前有效预防龋齿应用最为广泛的措施之一#含氟牙

膏对脱矿釉面的再矿化具有促进作用)

=

*

(同时研究证

实!釉质脱矿程度与牙膏中氟化物的浓度呈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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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F.;

*

#然而!第
F

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

国人群含氟牙膏的使用率和对其防龋作用的认知水

平较低!因此!在不同人群中调查对含氟牙膏的认知'

使用情况!普及相关知识的意义尤为重要#

="<M

年

$f!

月!在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的统一部署下!研究

者对重庆市的口腔医务工作者'非口腔医务工作者及

普通大众
F

类人群进行了问卷调查!获得了不同群体

对含氟牙膏的认知及使用情况!以期为大众合理使用

含氟牙膏提供参考!并为相关医务人员今后开展防龋

工作提示方向#

B

!

资料与方法

B*B

!

调查对象
!

="<M

年
$f!

月按照+重庆战略,,,

重庆五大功能区域战略-的划分随机抽取
;

个区县!

包括渝中区'巴南区'綦江区'丰都县'武隆区!继而分

层抽取三甲医院
)

所%口腔科
F

所'非口腔科
<

所&!

二甲医院
Q

所%口腔科
)

所'非口腔科
)

所&!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及诊所
<M

所%口腔科
<"

所'非口腔科
M

所&和社区
;

个!最后获取口腔医务工作者
<$;

名'非

口腔医务工作者
=);

名和大众
===

名!共
$F=

名调查

对象#调查对象年龄跨度为
==

!

$"

岁!集中于
="

!

F"

岁#

B*!

!

调查方法
!

采用现场填写标准化问卷的方式对

口腔医务工作者'非口腔医务工作者和大众家庭
F

类

人群进行调查!利用电子问卷系统对所有问卷均采用

双人重复录入汇总#问卷调查表由.中国牙病防治基

金会/提供!调查表经过专家严密设计!能够达到问卷

调查的目的!效度较好#调查前!所有调查员均经过

严格培训!掌握了问卷调查技巧#调查后随机抽取

;#

进行电话回访#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口腔卫

生习惯'目前含氟牙膏的使用情况和看法!含氟牙膏

相关知识#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D,,=<*"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B

!

问卷的回应率
!

共发放问卷
$F=

份!收回有效

问卷
$<M

份"口腔医务工作者
<$"

份!非口腔医务工

作者
=)F

份!大众
=<)

份!回应率为
!M*$#

#

!*!

!

F

类人群对含氟牙膏的认知和使用情况

!*!*B

!

F

类人群对含氟牙膏防龋功效的认可度
!

对

于含氟牙膏的防龋功效!

F

类人群认同率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

"*";

&"口腔医务工作者中有

!"*"#

表示认同!非口腔工作者有
;)*F#

表示认同!

F;*)#

表示不确定!而大众仅有
F;*;#

表示认同!

;Q*!#

表示不确定含氟牙膏是否具有防龋功效!见

表
<

#

表
<

!!

F

类人群对含氟牙膏防龋功效的认同情况%

#

&

人群
"

认同 不认同 不确定含氟牙膏是否防龋

大众家庭
=<) F;*; ;*$ ;Q*!

非口腔医务工作者
=)F ;)*F <"*F F;*)

口腔医务工作者
<$" !"*" =*; M*;

合计
$<M ;M*< $*$ F$*F

!!

F

类人群认同率比较"

!

=

J<=)*<$"

!

#J"*"""

!*!*!

!

F

类人群使用含氟牙膏情况
!

被调查人群中!

;Q*Q#

的口腔医务工作者在使用含氟牙膏!

)"*F#

非

口腔医务工作者在使用含氟牙膏!而仅有
=!*!#

的大

众家庭在使用含氟牙膏#值得注意的是!

F

类人群中

共有
=$*$#

的受调查者表示不清楚是否在使用含氟

牙膏#

F

类人群中!使用含氟牙膏人群构成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F

类人群使用含氟牙膏情况%

#

&

人群
"

是 否 不清楚是否在使用含氟牙膏

大众
=<) =!*! F<*F FQ*Q

非口腔医务工作者
=)F )"*F FF*M =;*!

口腔医务工作者
<$" ;Q*Q F"*" <<*=

合计
$<M )<*; F<*! =$*$

!!

F

类人群含氟牙膏情况比较"

!

=

J);*<=!

!

#J"*"""

!*!*"

!

医务工作者使用含氟牙膏的顾虑
!

)"*$#

口

腔医务工作者对使用含氟牙膏表示没有顾虑!

F<*F#

表示有吞咽的顾虑!

=<*!#

担心氟牙症的发生!另有

<*F#

担心氟骨症的发生(非口腔医务工作者中有

F!*!#

表示没有顾虑!

<$*;#

有吞咽的顾虑!

=Q*)#

担心氟牙症的发生!另有
M*"#

担心氟骨症的发生#

表
F

!!

医务工作者对使用含氟牙膏的顾虑%

#

&

人群
"

没有顾虑 吞咽 氟牙症 氟骨症 不清楚

口腔医务工作者
<$" )"*$ F<*F =<*! <*F ;*"

非口腔医务工作者
=)F F!*! <$*; =Q*) M*" Q*=

合计
)"F )"*= ==*F =;*Q )*M $*!

!!

两组人群对使用含氟牙膏没有顾虑人群所占比例比较"

!

=

J

<*;MM

!

#J"*);)

!*!*#

!

医务工作者对于不同人群使用含氟牙膏的看

法
!

对于
F

岁以下儿童使用含氟牙膏!口腔医务工作

者中!

F;*"#

认为收益小于风险!

)"*"#

认为收益大

于风险(而非口腔医务工作者中!仅有
=;*!#

认为收

益小于风险!

=<*"#

认为收益大于风险!

;"*=#

的人

表示不清楚收益风险关系!见表
)

#对于
F

!

$

岁儿童

使用含氟牙膏!

;"*$#

的口腔医务工作者认为收益大

于风险!而仅
=$*M#

的非口腔医务工作者认同这一观

点!见表
;

#对于高氟地区人群%饮水氟浓度大于

<

RR

%

&使用含氟牙膏!

$"*"#

的口腔医务工作者认为

)))=

重庆医学
="<!

年
M

月第
)Q

卷第
<)

期



收益小于风险!

F=*;#

的非口腔医务工作者也持此观

点!见表
$

#对于孕妇使用含氟牙膏!更多医务工作者

选择不清楚收益大还是风险大!分别有
F<*F#

和

;)*M#

的口腔和非口腔医务工作者选择不清楚!见

表
M

#

表
)

!!

医务工作者对
F

岁以下儿童使用

!!!

含氟牙膏的看法%

#

&

人群
"

没有风险
收益

大于风险

收益

小于风险

不清楚收益

与风险关系

口腔医务工作者
<$" $*! )"*" F;*" <Q*<

非口腔医务工作者
=)F =*! =<*" =;*! ;"*=

合计
)"F )*; =Q*; =!*; FM*;

!!

两组人群对
F

岁以下儿童使用含氟牙膏看法的比较"

!

=

J

))*Q;M

!

#J"*"""

表
;

!!

医务工作者对
F

!

$

岁儿童使用含氟

!!!

牙膏的看法%

#

&

人群
"

没有风险
收益

大于风险

收益

小于风险

不清楚收益

与风险关系

口腔医务工作者
<$" <$*! ;"*$ <)*) <Q*<

非口腔医务工作者
=)F $*= =$*M <!*Q )M*F

合计
)"F <"*) F$*= <M*$ F;*M

!!

两组人群对
F

!

$

岁儿童使用含氟牙膏看法的比较"

!

=

J;"*FQ!

!

#J"*"""

表
$

!!

医务工作者对高氟地区人群使用含氟

!!!

牙膏的看法%

#

&

人群
"

没有风险
收益

大于风险

收益

小于风险

不清楚收益

与风险关系

口腔医务工作者
<$" F*< ="*$ $"*" <$*F

非口腔医务工作者
=)F $*= <)*) F=*; ;!*F

合计
)"F ;*" <$*! )F*) F)*M

!!

两组人群对高氟区人群使用含氟牙膏看法的比较"

!

=

J)$*!=<

!

#J"*"""

表
M

!!

医务工作者对孕妇使用含氟

!!!

牙膏的看法%

#

&

人群
"

没有风险
收益

大于风险

收益

小于风险

不清楚收益

与风险关系

口腔医务工作者
<$" <M*; =F*Q =M*; F<*F

非口腔医务工作者
=)F M*Q <=*Q =)*M ;)*M

合计
)"F <<*M <M*< =;*Q );*)

!!

两组人群对孕妇使用含氟牙膏看法的比较"

!

=

J=$*;MF

!

#J

"*"""

"

!

讨
!!

论

!!

="

世纪氟化物防龋作用的发现开辟了龋病预防

新领域#局部用氟是公认的有效防龋措施之一!因其

作用直接'安全等因素而被广泛推广)

$

*

#氟化物中游

离出的氟可使脱矿釉质通过形成氟化钙'氟羟基磷灰

石及非特异性的氟吸附物!使早期釉质龋发生再矿

化(氟羟基磷灰石晶体层有在表面吸收或者与表面进

行离子交换的机制)

M

*

!因此更稳定!更不容易被溶解#

氟化钙能在中性或者较低
R

0

条件下储存氟离子并

可释放氟离子!使脱矿中心氟离子浓度增高!从而降

低甚至阻止釉质脱矿(表层釉质形成的氟化钙可维持

较长时间!当牙表面
R

0

降低%

R

0

%

$

&时!这些氟化钙

可释放氟离子!最后形成氟羟基磷灰石!促进再矿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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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
<!!)

年发表+氟化物与口腔健

康-技术报告书指出!适量使用氟化物是预防龋齿的

有效方法#含氟牙膏可提高口腔或牙面的氟离子水

平!在刷牙后
<"Z

以上仍有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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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充分

的循证医学证据表明!使用含氟牙膏刷牙是一项切实

可行的预防龋病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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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调查发现!

;Q*Q#

的口腔医务工作者使用

含氟牙膏!明显高于非口腔医务工作者%

)"*F#

&和大

众家庭%

=!*!#

&!这与口腔医务工作者对防龋知识掌

握程度高于其他两类群体有关#同时调查发现!尽管

!"*"#

的口腔医务工作者认可含氟牙膏的防龋功效!

但仍有
)"#

以上的口腔医务工作者未使用或不清楚

是否在使用含氟牙膏#表明口腔医务工作者使用含

氟牙膏行为的依从性较差#此外!

F

类人群中!大众家

庭对含氟牙膏的了解程度和使用率最低!仅
F;*;#

的

大众认同含氟牙膏的防龋功效!不确定的比率高达

;Q*!#

!有
M"*<#

的大众不清楚或者不使用含氟牙

膏!表明社会普通大众家庭相对缺乏含氟牙膏的相关

知识#

尽管大量研究和实际应用结果已经证实"使用含

氟牙膏刷牙是一项切实可行且安全的预防龋病的措

施#但结果显示!有
;"*"#

以上医务工作者对使用含

氟牙膏的安全性心存顾虑!对于氟牙症及氟骨症等潜

在风险的过度谨慎!可能是该人群含氟牙膏使用率不

高的重要原因#

在.儿童使用含氟牙膏的收益风险评估/这一问

题上!分别有
)*;#

和
<"*)#

的医务工作者认为
F

岁

以下'

F

!

$

岁儿童使用含氟牙膏.无风险/!

)"#

以上

口腔医务工作者认为.收益大于风险/!而
)M#

以上非

口腔医务工作者却认为.不清楚/#

5LC+0-

等)

<F

*报

道!若含氟牙膏使用不当!使总摄氟量超过安全范围

会导致氟中毒的发生!因此提出学龄前儿童使用含氟

牙膏存在一定风险#

@3LCE0I

等)

<)

*研究也发现!

儿童在刷牙时可吞咽牙膏总用量的
F"#

!

;"#

#对

于认为
F

!

$

岁儿童使用含氟牙膏.收益小于风险/的

医务工作者!主要关注到儿童刷牙时的吞咽风险!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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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了儿童使用含氟牙膏的剂量要求和家长监督与

指导的作用#然而对于是否推荐
F

岁以下儿童使用

含氟牙膏刷牙!有学者持否定态度"王国英等)

<;

*提出

F

岁以下儿童的吞咽功能还不完善!牙膏误吞量高!易

引起氟中毒的发生!且目前大众家庭对含氟牙膏的认

知相对不足!故认为!

F

岁以下儿童使用含氟牙膏收益

小于风险#关于
F

!

$

岁儿童是否使用含氟牙膏刷

牙!

=""!

年印发的中国居民口腔指南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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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学龄前儿童一般都会漱口!并把口腔内的异物吐出!

可使用儿童含氟牙膏刷牙!但每次用量为豌豆粒大

小!并在家长或老师的监督下使用!以防误吞#

对于高氟地区%饮水氟浓度大于
<

RR

%

&人群!

$"*"#

的口腔医务工作者和
F=*;#

的非口腔医务工

作者认为使用含氟牙膏.收益小于风险/!

;!*F#

的非

口腔医务工作者回答.不清楚/#已有相关调查结果

显示"饮用高氟水%调查地区水氟含量为
=*F%

?

$

(

&

是影响氟斑牙和成人氟骨症流行的首要因素)

<M

*

#高

氟地区儿童使用含氟牙膏对氟斑牙有促进作用!其氟

斑牙患病率约为不使用含氟牙膏者的
=

倍)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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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已有研究证实!体内高氟对儿童的智力和体格发育均

有不良影响)

=".=<

*

#因此作者认为!高氟地区人群不宜

使用含氟牙膏#

此外!尽管国内外学者曾对氟及其化合物对动物

和人体健康的影响进行过一定数量的动物实验和流

行病学研究!报道结果指出氟可作用于生殖过程的不

同阶段而表现出生殖毒性)

==.=)

*

!然而含氟牙膏是否会

对孕妇带来不良影响!国内外报道甚少(绝大多数孕

妇具有完善的吞咽功能!发生误吞的可能甚小!考虑

到含氟牙膏具有明确的防龋功效!故认为!孕妇使用

含氟牙膏!收益大于风险#然而!调查结果显示!

F<*F#

口腔医务工作者和
;)*M#

非口腔医务工作者

均不清楚孕妇使用含氟牙膏的收益风险关系#

综上所述!重庆市大众家庭对含氟牙膏的认知水

平较低!多途径针对不同人群开展口腔健康知识宣

传!加大对含氟牙膏使用方法及防龋知识的宣传力度

仍然是今后口腔预防保健工作的重点#尽管口腔医

务工作者对口腔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明显高于大众

家庭和非口腔医务工作者!但其对使用含氟牙膏的收

益风险认知仍未达到较高水准!针对口腔医疗人员专

业培训和继续教育仍需加强#此外!含氟牙膏的利益

风险评估也将是今后预防保健工作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

<

*

O3LGUO @*_&4W2&>X'W&81H92

"

W

R

H7:9&>:Z9W29&X

X'W&81H9X&8:Z9

R

89V9>:1&>&XH9>:7'478192

)

N

*

*NGV1H

/729H69>:D874:

!

="<)

!

<)

%

,W

RR

'

&"

,!;.<"=*

)

=

*

3_IE,IL(

!

DG,,3END

!

C+LGN3//

!

9:7'*C>21:W

R

8&:&4&'X&8:Z9H9:98%1>7:1&>&XH&29.892

R

&>299XX94:&X

'&Y.X'W&81H9H9>:1X81492&>9>7%9'89%1>987'1d7:1&>

)

N

*

*N

3

RR

'I87',41

!

="<F

!

=<

%

$

&"

;=;.;F=*

)

F

*

-0KLE0GGL-

!

/G(C/3,3BC,+E*GXX94:&X2&H1W%

X'W&81H9&>&87'T1&X1'%%148&T1&:77>H9>7%9'H9%1>987'.

1d7:1&>

)

N

*

*384ZI87'/1&'

!

="<Q

!

Q!

%

<

&"

MM.QF*

)

)

*

_GLE3E6Ĝ 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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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损失年的水平#值得关注的是!重庆市女性的
63.

(U2

'

U((2

'

U(62

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每年以

$*$<#

的比例上升#重庆市女性期望寿命长于男

性)

<)

*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女性老年人跌

倒的疾病负担将进一步升高#由此可见!重庆市跌倒

的疾病负担重!死亡率高!跌倒干预应是今后重庆市

伤害预防的重点工作!各级政府应加大伤害预防的力

度!开展社区跌倒干预需要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作'

动员社会'全民参与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社区志愿

者的作用!开展以家庭为单元的跌倒干预!提升认知

与自我保护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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