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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化钠滴剂预防儿童乳牙龋齿
的 2 年临床效果评价

李少敏1 ,范 　旭2 ,邹 　静1

(1.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儿童牙科 ;2. 预防科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 ] 　目的 　研究氟化钠滴剂对儿童乳牙龋病的预防作用。方法 　在成都市 13 所幼儿园 3～4 岁儿童中随机抽

取 1 200 人 ,平均分为 3 组 ,每组 400 人。第 1 组 (氟滴组)采用氟化钠滴剂点滴 ;第 2 组 (含氟牙膏组)采用含氟牙膏

刷牙 ;第 3 组 (对照组)未采用任何统一干预措施。对这 3 组儿童进行 2 年的乳牙龋病预防评价。结果 　氟滴组第

1、2 年的新增龋面均分别为 1135 ±0157 和 1185 ±0157 ,含氟牙膏组第 1、2 年的新增龋面均分别为 1153 ±1109 和

2175 ±1133 ,对照组第 1、2 年的新增龋面均分别为 2119 ±1112 和 4173 ±2117。统计分析表明 ,氟滴组和含氟牙膏组

的新增龋面均低于对照组 ,二者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氟滴组和含氟牙膏组二者新增龋面均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结论 　氟化钠滴剂预防儿童乳牙龋齿的效果明显。

[关键词 ] 　氟化钠滴剂 ; 　含氟牙膏 ; 　龋齿

[中图分类号 ] 　R 780. 1 　[文献标识码 ] 　A

2-Year Clinic Effect of Fluoride Drop on Dental Caries Prevention of Primary Teeth　LI Shao-min1 , FAN Xu2 , Z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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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istry , West China College of Stomatology , Sichuan Universitry , Chengdu 610041 ,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reventive effects of fluoride drop on dental caries for children.Methods 　The compara2
tive method was carried out in 1 200 children aged from 3 to 4 .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 fluoride drop group ,

fluoride toothpaste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research period was 2 years. Result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new dfs was

1. 35 ±0. 57 in the fluoride drop group after one year , 1. 85±0. 57 after two years. The new dfs was 1. 53±1. 09 in the fluoride

toothpaste group after one year and 2. 75±1. 33 after two year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dfs reduction between

fluoride drop and toothpaste group. Conclusion 　 Fluoride drop is effective in the prevention of dental caries in Chinese kinder2
garten and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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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城市儿童患龋率呈明显上升趋势 ,加

强对儿童龋病的预防工作 ,成为口腔医务工作者的当

务之急。氟化钠液作为群体防龋措施之一 ,在国外有

较多的报道 1 。氟化物的防龋作用已为众多的实验

所证实 ,氟化钠液具有局部和全身防龋作用 ,可增强

萌出牙齿的矿化程度和抗龋力。本文对使用氟化钠

滴剂预防儿童乳牙龋齿的 2 年临床效果进行评价。

1 　材料和方法

1. 1 　研究对象和分组

在成都市五城区的 13 所幼儿园随机选择 3～4

岁的儿童 1 200 名为研究对象 ,男女比例为 1∶1 ,平均

分为 3 组 ,每组 400 人。第 1 组 (氟滴组)采用 0143 %

(0110 mol/ L)氟化钠滴剂点滴 ;第 2 组 (含氟牙膏组)

采用含氟牙膏 (氟浓度为 78195 mol/ L) 刷牙 ;第 3 组
(对照组)未采用任何统一干预措施。

1. 2 　氟滴的使用与管理

以班为单位 ,由幼儿园医师统一管理氟化钠滴

剂 ,每天 (除星期天、节假日) 由医师定时给每位儿童

点滴 ,并要求儿童点滴后用舌尖绕牙面二遍 ,半小时

内不进食、不饮水。

1. 3 　含氟牙膏的使用与管理

由幼儿园生活老师统一管理儿童含氟牙膏 ,每天

早晚两次要求儿童使用含氟牙膏刷牙各 3 min ,半小

时内不进食、不饮水。

1. 4 　龋患检查

由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的医师承担龋患检查

的工作 ,龋患诊断参照 WHO 口腔健康调查标准 ,在

自然光线下用口镜、探针对牙齿作检查。实验开始

前 ,对医师的检查先进行了标准一致性试验 , Kap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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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0189。在实验前及实验后 1 年、2 年分别采用龋

补牙面数 (decayed filled surface ,dfs) 对儿童的龋患状

况进行检查并记录。

1. 5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0. 0 统计分析软件对资料进行 t 检

验。

2 　结果

2. 1 　复检人数

实验后 1、2 年的复检人数见表 1。由表 1 可见 ,

氟滴组、含氟牙膏组和对照组的实际龋患统计分析人

数分别为 336、329、328 人。
表 1 　实验组与对照组儿童复检人数(名)

Tab 1 　Children of reexamination of test and control group( n)

分组 基线 1 年 ( %) 2 年 ( %)

氟滴组 400 371(92. 75) 336(84. 00)

含氟牙膏组 400 371(92. 75) 329(82. 25)

对照组 400 380(95. 00) 328(82. 00)

2. 2 　龋患状况

3 组儿童实验前后龋面均见表 2。表 2 结果经统

计学分析得出 ,氟滴组和含氟牙膏组 1、2 年后乳牙新

增龋面均均显著少于对照组 ,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05) ;氟滴组的新增龋面均也小于含氟牙膏

组 ,但二者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0105) 。
表 2 　实验前后儿童龋面均情况( �x ±s)

Tab 2 　Mean dfs of children before and after test( �x ±s)

分组 检查
人数 基线 dfs 1 年后 dfs

(新增 dfs)
2 年后 dfs
(新增 dfs)

氟滴组 336 3. 62 ±2. 57 4. 97 ±2. 31
(1. 35 ±0. 57)

5. 47 ±1. 32
(1. 85 ±0. 57)

含氟牙膏组 329 3. 54 ±1. 34 5. 07 ±2. 01
(1. 53 ±1. 09)

6. 30 ±2. 45
(2. 75 ±1. 33)

对照组 328 3. 60 ±2. 07 5. 79 ±1. 08
(2. 19 ±1. 12)

8. 34 ±2. 28
(4. 73 ±2. 17)

注 :新增 dfs 是指与基线 dfs 相比较

3 　讨论

近 20 多年来 ,发达国家的龋病呈明显下降趋势 ,

主要是由于大量使用氟化物的结果。氟的防龋机制

已为国内外专家所论述 ,氟化物有效的防龋作用 ,也

为国内外众多学者所证实 1 。

氟化物防龋有全身和局部两种应用方法。在低

氟地区使用高浓度氟化钠溶液的点滴防龋兼有局部

和全身的双重作用。成都市区饮水氟含量为

11578 ×10-5 mol/ L ,属于低氟地区。本研究给成都市

城区的儿童使用高浓度氟化钠液点滴防龋 ,使用 1、2

年后乳牙新增龋面均显著少于未采用统一干预措施

的儿童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05) ,说明氟化

钠滴剂对儿童乳牙具有明显的防龋作用 ,这点与国外

同类报道结果相似 2 ～5 。提示在乳牙萌出的最初几

年内 ,加强氟化物的应用 ,特别是局部应用 ,将会取得

较好的防龋效果。当然 ,由于近年来含氟牙膏的广泛

使用 ,以及本研究条件的限制 ,没有考虑含氟牙膏等

对实验结果的协同影响。

氟是人类生长和发育所必须的营养物质 ,摄入过

多又可能引起氟牙症或氟骨症。因此 ,全身用氟应根

据当地饮水氟含量、饮食习惯及龋齿发病情况综合考

虑 ,由口腔专业医生监督执行 ;严格控制用氟量 ,强调

安全预防措施在用氟过程中很必要。本项目得到了

幼儿园教师及儿童家长的支持与合作 ,氟化钠滴剂的

使用是在幼儿园医师的严格控制与管理下进行的 ,取

得了较为满意的防龋效果。本研究也表明 ,使用高浓

度氟化钠液防龋效果明显 ,使用简单方便、经济 ,在幼

儿园实施 ,可由幼儿园医师监督执行 ,易于管理 ,是一

项值得在幼儿园阶段推广应用的预防儿童乳牙龋齿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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