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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性的，在同一温度测量点上，给予方波和斜波刺激，

该细胞的放电数目及频率均增加! 二是在三个依次

升高的温度测量点上，细胞产生的动作电位数目明显

减少，放电频率依次明显降低，给予斜波刺激，可见相

同的放电变化，证明该类细胞具有明显的温度敏感

性［"］! 而在同一细胞上，给予逐渐温度升高的刺激

后，反方向降温，细胞即明显表现出与温度变化呈反

相关的变化，这些特征与有关报道表现相似［# $ %］，但

其放电模式及变化还少见报道!
我们观察到的 &’( 中型神经元的不同温度敏感

性特别是!类神经元冷温度敏感性和放电特征，为研

究分析不同温度敏感性神经元在温度信息传递整合

中的作用提供依据! 因为 &’( 中各种神经元传导复

杂的感觉信息，其中中型神经元与冷热温度的关系非

常密切! 在冷热温度信息的感受、传递和整合中，各

种神经元的功能和机制不同，按上述分类后，可以从

不同的角度研究温度觉形成和传递过程中 &’( 细胞

的不同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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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资料" DEENBE) [ EO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选择唐山

市两所幼儿园 D \ " 岁儿童共计 UF% 名! 采用面对面及电话个

人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受检儿童的家长进行问卷式调查!
主要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状况，儿童的口腔卫生习惯，以及家

长对口腔保健的认识程度! 数据整理录入计算机后，与原始

数据仔细核对，并进行区间检错和逻辑检错! 在自然光线下，

用上海市齿科器械厂生产的 U 号探针和平面镜对乳牙患龋状

况进行检查，主要采用第二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标

准［)］! 口腔健康调查由河北省唐山市中医医院 O 名医生完

成! 在所调查的 UF% 名儿童中，)U% 人患龋，患龋率 D"! O] !
男 %% 名，患龋率 DU! #]，女 #E 名，患龋率 D#! N]，无显著性差

异（!D ^ E! DE，! _ E! EU）! 同年龄不同性别间的患龋率也无显

著性差异（!D " E# )FU%，E# UE ‘ ! ‘ E! #E）! 患龋齿率随年龄的

增长而增高，龋均（J<?4）^ D! EO，龋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大，D
岁组最低为 E! UD；" 岁组最高为 N! E#! 男性龋均 E! FN，女性龋

均 E! F)! 不同性别间龋均无明显差异，同性别不同年龄间龋

均，D，N，O 岁间以及 U，" 岁间无差别，D \ O 岁与 U \ " 岁间差

别有统计学意义（! ‘ E! EU）! 性别对龋齿易感性无影响，而随

着年龄 的 增 加，患 龋 的 危 险 性 加 大，有 显 著 性 差 异（ ! ‘
E! EU）! 是否刷牙，每次刷牙时间，开始刷牙年龄，睡前是否刷

牙，以及所用牙膏种类均与龋齿易感性有关! 随着刷牙次数

和每次刷牙时间的增多，患龋的危险性减小，特别是不刷牙患

龋率是每天刷 D 次或 D 次以上的 )" 倍! 开始刷牙年龄越小患

龋率越低，睡前不刷牙比刷牙的患龋率高，使用含氟牙膏比不

使用的患龋率低，家长掌握的口腔保健知识越多，患龋率越低

（! ‘ E! EU）! 龋易感因素的 *0@+54+K 回归分析 以患龋率为因

变量，以上述分析因素为自变量进行了 *0@+54+K 回归分析，结

果提示，家长对口腔保健知识的掌握程度越好，每次刷牙时间

越长，以及刷牙次数越多龋易感性减小，呈负相关；睡前不刷

牙，以及不使用含氟牙膏均使龋易感性增加，与龋易感性呈正

相关；年龄与龋易感性呈正相关，随着年龄增加龋易感性增加!

#" 讨论" 本次对唐山市区幼儿园儿童的调查显示，U 岁和 "
岁年龄组患龋率及龋均均低于全国或部分省市的资料［D］，乳

牙患龋率除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外，还与家长的口腔保健知

识以及儿童的口腔卫生习惯有关! 提示应加强家长的口腔保

健知识的普及，培养儿童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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