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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资料显示，各国（包括我国）的牙病发病率已位列肿瘤、心脑血管疾
病之后，居于第三位。
最近的全国流行病调查资料显示，我国从未看过牙医的人群比例超过60％，只有不到2％的居民有定期
进行口腔检查和洁治的习惯，乳牙患龋率为76％，牙颌畸形的发生率超过60％，成年人牙周不健康者
高达97％，每10位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就有1个人全口没有一颗牙。
我国各种口腔疾病的发病率较高，总体上国民的口腔卫生保健意识较为薄弱；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专
业牙科医师过少，其与人口的比例仅为1：3．7万左右，而发达国家中心城市均达1：2500左右，因此
我国的专业牙医根本无暇在临床诊治之余为患者提供足够的口腔健康教育和咨询。
即使在国内口腔卫生保健体系较为完善的上海，根据当前口腔病发病状况，以全市现有5000多名的口
腔医师力量，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才能将全市1900万常住市民的牙痛治疗一次。
目前，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已把口腔疾病的防治工作纳入到公共卫生体系中，以公共资源为主要基础，
制定相应的防治工作方案，同时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如健康教育、自我健康管理、行为方式矫正等
，也是今后开展口腔病防治工作的重点之一，从而控制各类口腔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在卫生部发布的“中国口腔卫生保健工作规划（2004-2010年）”（简称“规划”）中明确提出，要“
坚持牙病防治工作‘为人民大众健康服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的宗旨，政府领导，全社会参
与，把重点放在农村地区和儿童人群，因地制宜地开展牙病预防和干预，共同努力在新世纪继续开创
中国口腔保健的新局面。
”同时“规划”也指出，要“加强口腔健康促进与教育工作，增强全民口腔保健意识与自我口腔保健
能力，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口腔卫生保健的目标”。
表明我国政府已将口腔病预防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全社会人群，标志着口腔病防治工作进入到了一个新
的阶段，而健康教育这一形式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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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口腔疾病是人体最常见的疾病，尤其是龋病和牙周病的发病率非常高，在我国近80％的人群患有
某种口腔疾患，而在对口腔疾病的防治过程中，患者自我控制和维护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口腔病患者宜忌150条》从口腔常见疾病着手，从日常口腔疾病的预防、护理、饮食、营养和治疗等
各个方面介绍口腔病防治知识，罗列了口腔疾病的宜忌150条。
文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且贴近生活，便于读者在阅读后掌握口腔保健知识，提高口腔自我护理能
力，维护好口腔健康。
适合广大口腔病患者及家属阅读。
　　《口腔病患者宜忌150条》主编和编写人员，都为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的临床医疗工作者，长期从
事口腔临床医疗工作，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
同时本着“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宗旨，共同参与完成《口腔病患者宜忌150条》的编写，为提高全
民口腔保健意识做出小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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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急性浆液性根尖周炎的主要症状是咬颌痛　初期牙咬紧后可暂时缓解疼痛，患牙根尖部常有不
舒服、麻木和患牙浮起的感觉，逐渐发展为自发性、持续性疼痛，疼痛的范围一般限于患牙本身。
急性化脓性根尖周炎又称为急性根尖脓肿或急性牙槽脓肿是临床所见最严重的牙病之一，表现为持续
性、搏动性的剧烈疼痛，患者自觉牙齿浮起，不敢咬合，有明显的叩痛，牙龈红肿，颏下或颌下淋巴
结肿大，严重的还伴有乏力、畏寒、发热、失眠、烦躁、白细胞计数增加等全身症状，可分为根尖脓
肿阶段、骨膜下脓肿阶段、黏膜下脓肿阶段。
急性根尖周炎的治疗原则是消除急性炎症以缓解疼痛，然后采用根管治疗，或塑化治疗。
消除急性炎症的措施为开髓、拔髓、开放根管，使渗出物通过根管得以引流；若为骨膜或黏膜下脓肿
，还应切开脓肿处的骨膜以使脓液引流；磨低对颌牙尖以减轻咬颌痛，可口服抗生素及维生素或局部
辅以超短波治疗，炎症消退后应行完善的根管充填或根管塑化。
慢性根尖周炎一般无疼痛症状仅仅表现为咬颌无力，有轻度的不适感。
慢性根尖周炎病程较长，一般都有牙髓炎的病史，并反复疼痛、肿胀，患牙大多有深龋洞或残冠、残
根，叩诊有异样感，对冷热无反应，有时在根尖区牙龈上出现瘘管，瘘管口有分泌物溢出，伴有口臭
，X线片可帮助诊断并分型。
其病变类型有慢性根尖周肉芽肿、慢性根尖周脓肿、慢性根尖囊肿三种类型。
慢性根尖周炎的治疗原则为消除病源刺激物，促使根尖周组织愈合，恢复健康，消除根管内的感染是
治愈根尖周病的首要条件，病变能否修复受病变的性质、病变范围及部位、患者年龄和全身健康情况
等都有关系。
对于破坏范围较小的、局限于根尖部的病变，经根管治疗、牙髓塑化后预后较好。
较大的根尖囊肿，单纯的根管治疗或牙髓塑化治疗是难以治愈的，应加施根尖外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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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口腔病患者宜忌150条》：常见病宜忌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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