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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群普遍存在龋齿患病率高以及治疗率低

的问题。有效的口腔疾病监控是为老年人群提供适

当的口腔健康服务的前提。辽宁、吉林、黑龙江省

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经济条件、气候及人民生活习

惯相差无几，针对东北地区老年人群口腔健康状况

的数据资料比较缺乏。本研究通过对老年人群口腔

健康状况的抽样调查，分析龋病在东北三省老年人

群中的分布及流行状况，为制定适合于东北地区老

年人的口腔预防保健规划提供基础资料。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等容量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抽

样。首先将东北三省每个省的城市按人口规模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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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东北地区老年人群的患龋状况，为制定防治方案提供基线资料。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等容

量随机抽样的方法，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口腔健康调查基本方法》（第4版）的原则，对东北三省2 364名65～74岁老年

人的冠龋和根龋情况进行检查，应用SPSS 12.0统计软件对三省患龋情况进行分析。结果 1）东北地区65～74岁

老年人的患龋率为67.5%，龋均为2.68，因龋充填牙构成比为10.82%；2）东北地区65～74岁老年人的冠龋患龋率

为66.4%，龋均为2.55，因龋充填牙构成比为11.37%；3）东北地区65～74岁老年人的根龋患龋率为48.4%，龋均为

1.64，因龋充填牙构成比为1.8%。结论 东北三省老年人群患龋率高，治疗率低。开展针对老年人的社区口腔卫

生服务是提高老年人口腔健康状况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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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dental caries status of the 65-74 years old people in northeast of China, ana－
lyze the distribution of caries in the group of people, an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establishing the oral health care
policies. Methods The representative samples were selected by multi-stage, stratified and random sampling from the
three province of northeast of China. Dental caries of 2 364 people aged 65-74 were recorded according to WHO
criteria. SPSS 12.0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Results 1）Among 2 364 elderly people in northeast of
China, the prevalence of dental caries was 67.5% and DFT was 2.68, the composition of filling was 10.82%. 2）The
prevalence of coronal caries was 66.4% and DFT was 2.55. The composition of filling was 11.37%. 3）The prevalence
of root surface caries was 48.4% and DFT was 1.64. The composition of filling was only 1.8%. Conclusion The
prevalence of dental caries among elderly people in northeast of China is still very high, and the filling rate is low.
The community based oral health promo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preventive-oriented oral health care systems
are needed in northeast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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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小3层，大城市选择省会作为代表，中、
小城市随机抽取1个；每个省的农村地区按县（市）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高、中、低水平分层，每层各

选1个县（市）作为抽样地区。东北三省城市抽样地

区为：沈阳、锦州、瓦房店（辽宁省），长春、四

平、江源（吉林省），哈尔滨、牡丹江、肇东（黑龙

江省）。农村抽样地区为：辽中、义县、灯塔（辽宁

省），桦甸、梅河口、延吉（吉林省），肇源、双

城、林口（黑龙江省）。每个地区再随机抽取132名

65～74岁老年人作为调查对象，男女比为1∶1。
实际完成的总样本量为2 376名，符合要求并最

终计入结果的为2 364名。其中，辽宁省791名，吉

林省785名，黑龙江省788名。
1.2 方法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口腔健康调查基本方法》
（第4版）[1]，对2 364名65～74岁老年人的冠龋和根龋

情况进行检查。应用DFT代表患冠根龋及因龋充填

的总牙数，DT代表患冠根龋的牙数，FT代表因龋充

填的牙数。患龋率为患冠根龋的人数占受检总人数

的百分比。
冠龋诊断标准：使用CPI探针探及牙齿的窝沟

点隙或光滑面有明显的龋洞、釉质下破坏或可探及

软化洞底或洞壁的病损，记为龋齿。若有任何疑

问，不能记为龋齿。根龋诊断标准：牙根已暴露，

用CPI探针探诊有软或皮革样感的病损记为根龋。
若根面龋与冠龋不连续则需分开记录。对累及冠部

和根面的单个龋损则分别记录为冠龋和根龋。
1.3 质量控制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口腔健康调查基本方法》
（第4版）[1]，调查前每省选择3名检查者，由全国口

腔流行病学调查技术组对其进行培训，通过标准一

致性试验，龋齿Kappa值均达到0.7以上，再由这3名

检查者对各省样本进行临床检查。各省调查现场的

检查条件一致，使用口腔流行病学调查技术组统一

配置的移动牙科检查椅、照明灯和CPI探针。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2.0统计软件对三省患龋情况进行分

析，龋均的比较采用t检验，率的比较采用掊2 检验。

2 结果

2.1 冠龋状况

东北地区65～74岁老年人群的恒牙冠龋状况见

表1。2 364名老年人中，1 569名老年人患冠龋，患

龋率为66.4%，龋均为2.55。东北地区的城市患龋率

为69.7%，农村患龋率为63.1%，二者之间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掊2=11.424，P=0.001）。东北三省之间

的患龋率无统计学差异（掊2=1.057，P=0.589），三省

的城市患龋率均高于农村患龋率。

表 1 东北地区65～74岁老年人群恒牙冠龋状况

Tab 1 The mean DFT and prevalence rate of coronal caries in 65-74 years old people in northeast of China

地区 城乡 受检人数
DT FT DFT

均数 构成比（%） 均数 构成比（%） 均数 人数 患龋率（%）

辽宁 城 396 2.33 88.26 0.32 11.74 2.64 274 69.2

乡 395 1.98 95.65 0.09 4.35 2.07 244 61.8

吉林 城 385 2.27 80.78 0.54 19.22 2.81 270 70.1

乡 400 2.84 98.61 0.05 1.39 2.88 262 65.5

黑龙江 城 396 2.00 77.22 0.59 22.78 2.59 276 69.7

乡 392 2.17 93.22 0.16 6.78 2.33 243 62.0

合计 城 1 177 2.20 82.09 0.48 17.91 2.68 820 69.7

乡 1 187 2.33 95.88 0.10 4.12 2.43 749 63.1

从龋补构成情况看，东北地区的龋坏牙构成比

为88.63%，因龋充填牙构成比为11.37%；城市和农

村的充填构成比分别为17.19%、4.12%，城市高于

农村（P<0.01）。东北三省中，黑龙江省的充填构

成 比 最 高（15.08%）， 辽 宁 省 的 充 填 构 成 比 最 低

（8.47%）。东北三省城乡中，吉林省农村的充填构

成比最低（1.39％），黑龙江省城市的充填构成比最

高（22.10％）。

2.2 根龋状况

东北地区65～74岁老年人群的恒牙根龋状况见

表2。2 364名老年人中，1 143名老年人患根龋，患

龋率为48.4%，龋均为1.64。东北地区的城市患龋率

为49.0%，农村患龋率为47.7%，二者之间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掊2=0.425，P=0.515）。东北三省间的患

龋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掊2=52.120，P=0.000），其

中吉林省的患龋率最高，黑龙江省的患龋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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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龋补构成情况看，东北地区的龋坏牙构成比

为98.2%，因龋充填牙构成比为1.8%；城市和农村

的充填构成比分别为3.1%、0.6%，城市高于农村

（P<0.01）。东北三省城乡中，吉林省城市的充填构

成比最高（6.3%）。
2.3 总患龋状况

东北地区65～74岁老年人群的恒牙患龋状况见

表3。2 364名老年人中，1 595名老年人患冠龋或根

龋，患龋率为67.5%，龋均为2.68。东北三省之间的

患龋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东北地区的城市患龋率

为71.0%，农村患龋率为63.9%，城市患龋率高于农

村（掊2=13.83，P<0.01）。辽宁省和黑龙江省的城乡

患龋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辽宁省掊2=5.29，P<0.05；

黑龙江省掊2=5.95，P<0.05）。

地区 城乡 受检人数
DT FT DFT

均数 构成比（%） 均数 构成比（%） 均数 人数 患龋率（%）

辽宁 城 396 1.83 100.0 0.00 0 1.83 198 50.0

乡 395 1.45 99.3 0.01 0.7 1.46 184 46.6

吉林 城 385 1.79 93.7 0.12 6.3 1.91 219 56.9

乡 400 2.30 99.6 0.01 0.4 2.31 233 58.3

黑龙江 城 396 1.13 97.4 0.03 2.6 1.16 160 40.4

乡 392 1.16 100.0 0.00 0 1.16 149 38.0

合计 城 1 177 1.58 96.9 0.05 3.1 1.63 577 49.0

乡 1 187 1.64 99.4 0.01 0.6 1.65 566 47.7

表 2 东北地区65～74岁老年人群恒牙根龋状况

Tab 2 The mean DFT and prevalence rate of root caries in 65-74 years old people in northeast of China

地区 城乡 受检人数
DT FT DFT

均数 构成比（%） 均数 构成比（%） 均数 人数 患龋率（%）

辽宁 城 396 2.57 89.24 0.31 10.76 2.88 282 71.2

乡 395 2.08 95.41 0.10 4.59 2.18 251 63.5

吉林 城 385 2.44 81.61 0.55 18.39 2.99 275 71.4

乡 400 2.95 98.66 0.04 1.34 2.99 264 66.0

黑龙江 城 396 2.08 77.90 0.59 22.10 2.67 279 70.5

乡 392 2.20 93.22 0.16 6.78 2.36 244 62.2

合计 城 1 177 2.36 82.81 0.49 17.19 2.85 836 71.0

乡 1 187 2.42 96.03 0.10 3.97 2.52 759 63.9

表 3 东北地区65～74岁老年人群恒牙患龋状况

Tab 3 The mean DFT and prevalence rate of caries in 65-74 years old people in northeast of China

从龋补构成情况看，东北地区的龋坏牙构成比

为89.18%，因龋充填牙构成比为10.82%；城市和农

村的充填构成比分别为17.19%、3.97%，城市高于

农村（掊2=109.31，P<0.01）。东北三省中，黑龙江省

的充填构成比最高（15.08%），辽宁省的充填构成比

最低（7.91%）。东北三省城乡中，吉林省农村的充

填构成比最低，黑龙江省城市的充填构成比最高，

二者与其他省城乡的充填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3 讨论

东北地区是中国的老工业生产基地，有着丰富

的天然资源，在改革开放前对我国经济有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但随着市场开放的转变，经济发展逐渐

滞后于一些沿海的省份，人们的口腔健康状况也受

到了一定的影响。1995年中国第2次口腔健康流行

病学抽样调查时，东北地区仅有辽宁省参与了调

查。其中老年人群患龋率为66.18%，高于全国的平

均水平（64.75%）[2]。本次调查作为第3次全国口腔

健康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的一部分，首次在东北三省

调查了65～74岁的老年人2 364名，经分析患龋率为

67.5%，龋均为2.68，仅有10.82%的龋坏牙得到了充

填治疗。与1995年全国第2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抽

样调查的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 [2]，患龋率、龋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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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增加。调查中发现，城市老年人患龋高于农村，

这与1995年调查的全国状况相同，也与此次调查有

些省份的结果[3]相似。但有资料显示，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中国部分地区城市和农村患龋情况的差

异正在缩小，甚至农村已经超过城市 [4]。城乡患龋

的差异不仅是地理分布对疾病的影响，更包含了复

杂的社会行为因素。其中，口腔健康教育和口腔卫

生指导在改变人群患龋状况方面具有不可忽略的作

用。如城市幼儿园开展的口腔健康教育等活动使儿

童的患龋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而在东北农村，由

于口腔健康教育缺失，患龋率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

提高，与1995年的全国城市儿童患龋高于农村的现

象相比较，2005年农村儿童患龋率已高于城市[5]。
从龋齿充填状况看，2005年龋坏牙充填构成比

较1995年（13.38%）下降，绝大多数的牙处于有龋而

未治疗的状态。这种现象在全国其他省市的调查中

也很普遍[3]。而在发达国家，因龋而未充填的牙仅

占龋、补构成比中很少的一部分。冠龋的充填比远

大于根龋。根龋的充填构成比仅为1.8%，明显低于

全国第2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的全国平均

水平（10.2%），农村的充填构成比更低，仅为0.6%。
这反映出在东北地区，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患

龋状况严重，且大多数未得到治疗。
本调查表明，东北地区老年人根龋患龋率（48.4％）

和龋均（1.64）高于全国第2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抽样

调查的全国平均水平（17.9%、0.4），同时也高于此次

参加流行病学调查的四川（40.69%、1.16）[6]和湖北

（43.9%、1.0）[7]等省份，说明东北三省老年人患根龋

状况近年来更加严重。根面龋的发生与牙龈萎缩、
牙间隙暴露、口腔卫生不佳、食物嵌塞等因素有

关。研究发现，东北地区的老年人吸烟率高，尤其

是老年女性 [8]。而吸烟是公认的引起牙龈萎缩的

病因之一，这有可能是东北地区老年人群患根龋

状况在全国处于较高水平的原因之一。对比三省老

年人患根龋状况发现，黑龙江省的患龋率、龋均均

低于其他两省。进一步分析发现，黑龙江省的大部

分抽样地区饮水氟的质量浓度大于0.6 mg/L，甚至

有地区超过了1 mg/L[9]。饮水氟的质量浓度是否是黑

龙江省的患龋率低于其他两省的主要原因，还有待

于进一步的研究。
从1995年到2005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

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但口腔疾病还没有得到人们的

充分重视。尤其是在东北地区，口腔健康观念滞

后，口腔卫生习惯不良，导致了患龋状况不断加

重，充填治疗的比率极低。尤其在农村，由于缺少

口腔卫生服务，口腔疾病负担较重，更加剧了口腔

状况的恶化。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政府

部门应逐步建立和健全初级口腔卫生保健体系，提

高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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