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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乡居民牙病综合防治模式专家共识

国家卫生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专家组

牙病包括龋病和牙周病，是造成牙齿丧失、影

响国民健康和生活质量的主要口腔疾病。牙病是

慢性病，患病率随年龄递增，几乎可累及所有人

群。用于牙病的治疗和修复所需费用，对个人和国
家都是巨大的开支。因此，应该集合社会力量对牙

病进行早期预防、早期治疗并对治疗质量进行监

控。牙病防控需要广泛的社会认知，需要全社会的

参与，不能仅仅依靠增加口腔医疗机构和口腔医师

的数量解决。目前，全社会急需一种高效的自上而

下的牙病防控网络模式，将疾病控制的战线前移，

将重点放在疾病预防和对疾病防治全过程的质量

控制上，让那些已经证明有效、可以惠及全民的口

腔保健措施尽快得以普及。由国家卫生公益性行

业科研专项基金资助的“城乡居民牙病综合防治模

式的推广与应用研究”项目，是在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原卫生部)科教司的领导下，由北京大

学口腔医学院·口腔医院牵头，联合国内多所口腔

医学院校和医疗机构，自2011年初开始，历时3年，

通过技术整合和基层试点，广泛获取经验，现在已

经Jd,币q结题。经过反复深入研讨，项目专家组一致
认为：“牙病综合防治模式”是指在各级政府统筹领

导与管理下、以龋病和牙周病防控为主要目标的疾

病预警、预防、治疗一体化的应对机制，这一机制应

包括下述基本内容。

1牙病综合防治的实施机构

1．1统筹领导与管理牙病防控的机构

在国家和省(市)的层面由政府主导确定或建

立专门的牙病防控机构，统筹管理全国的牙病防控

日常工作，如我国原卫生部曾经设置的“口腔卫生
处”，以及在此之前由原卫生部疾控局指导并开展

工作的“全国牙病防治指导组”。认识到我国国家

机构设置的现状，专家组建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疾控局应进一步加强对全国牙病防控日常

工作的统筹与领导。同时，建议在国家卫生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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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共识．

生育委员会相关处室的领导下，联合中华口腔医

学会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制定与完善

我国牙病防控的长期战略，建立涵括CDC、中心

口腔医疗机构与社区(乡镇)医疗卫生中心的一

体化社区(乡镇)牙病防控体系。

1．2牙病防控质量监控中心

以地(市)级中心口腔医院为依托，制定牙病防

控和医疗质量标准，落实各项口腔医疗技术实施过

程中的牙病防控措施，建立辖区内口腔医疗机构牙
病防控质量监控档案，通过这些措施，逐步建立牙

病的分层医疗和各级医疗机构间的转诊体系。

1．3实施牙病预警与预防工作的基本单位

以区县级CDC联合口腔医院(牙防所)或县级

医院口腔科作为基层统筹管理中心，管理辖区内乡

镇及社区的牙病防控。

以社区(乡镇)医疗卫生中心为基本单位实施

牙病年度检查，建立牙病检查档案，实施按年度的

报表和分析制度，向上级疾病管理部门提供牙病动

态信息，作为制定防控方案的依据。

以社区(乡镇)医疗卫生中心为基本单位具体

实施口腔保健和牙病预防措施。相关信息与资料

应能与上级管辖机构衔接，以利上传、汇总和分析。

1．4牙病防控的技术支持

依托中华口腔医学会的专业技术支持和指导，

联合各地口腔医学院校的技术力量，将有效或适宜

的技术通过牙病综合防控体系普及与实施，建立有

效的通道，将实施的效果及时反馈到学会、院校和

科研机构，以指导进一步的研究和防控工作。

2牙病综合防治的实施内容

2．1 口腔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

在国家或省(市)级政府主管部门领导下，联合

相关政府部门，由相应级别的口腔医学会组织，通

过多种媒体、多种形式，开展广泛的口腔健康教育

和科普活动；将口腔健康教育的内容纳入幼儿园和

中小学卫生课程；普及口腔保健和疾病预防的知识

和方法。

2．2牙病防控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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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授权，地(市)级Vl腔医疗中心作为牙病
综合防治质量控制中心，监控各级口腔医疗机构的

医疗质量，将牙病控制纳入各级口腔医疗机构医疗

质量的考核内容。

2．3牙病防控的数字化网络

由政府支持，建立地(市)级数字化口腔疾病防

控、远程会诊与继续教育网络，逐步形成牙病分级

医疗、防控治一体的疾病控制网。

2．4牙病的初级预防

由政府出资或社会集资，在幼儿园、中小学和
基层社区开展牙病的初级预防工作，内容包括口腔

保健指导、局部用氟、窝沟封闭、定期洁牙与口腔检
查等。

2．5基本医疗保险覆盖

由政府指导，逐步将牙病初级预防、牙齿洁治、

龋病治疗、牙周病治疗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
范围。

2．6初级口腔保健人员的配置与培训

由卫生部门和教育部门共同组织，对幼儿园和

中小学卫生老师进行口腔保健培训，或在社区、学

校配置专职的口腔保健员(oral hygienist)，负责幼
儿园、中小学和基层社区的口腔年度检查和初级口

腔保健服务，建立口腔健康档案，用于牙病的纵向

监控和管理。

3牙病综合防治实施的要件

3．1明确社会定位
随着国家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们对生活质

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牙病的危害越来越不容轻视。

牙病防控的必要性、急迫性和重要性需要得到全社

会的认知与重视。必要时，应通过法规或行政指令

的方式，给牙病防控以适当的社会定位。

3．2政府支持

政府在牙病防控中应该行使领导与监督的职

能。政府部门应该负责支持牙病防控队伍的建设、

落实牙病防控资金和人力的分配、组织牙病防控项

目的实施。

3．3资金保障

有效、早期的牙病防控可以节约大量晚期治疗

和修复所需要的费用。应寻求国家或地方财政支

持，或寻求可靠的社会资金，保障15I腔疾病初级预

防和牙病防控活动的资金支出。

3．4行政主导

疾病预警、预防和控制项目，涉及部门和单位

众多，需要在行政主导和统一安排下实施。在牙病

预警和预防层面，需要将有效的技术进行合理转化

与应用、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统筹安排及组织相关

的人力，所有这些都需要强有力的行政支持和

主导。

3．5技术队伍完备

牙病防控技术队伍的骨干应包括具备口腔医

学和公共卫生双重背景的专业技术人员。充分发

挥现有牙防工作者的作用，加强专业技术培训，增

加公共卫生知识培训。牙病防控工作执行情况应

成为各级口腔医疗机构的重要考核指标。

有关部门应激励和发挥口腔执业医师在牙病

防控中的作用，应防止和杜绝医疗过程中重治不重

防、懂治症不懂治病的现象。应将牙病防控工作纳

入慢性疾病控制体系，成为各级CDC机构工作的

一部分。应充分利用CDC的技术队伍，增加牙病

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积极开展牙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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