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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为了解浙江居民口腔健康状况和就诊需求，更好

地提升群众口腔健康素养，培育群众正确的口腔健康

意识。今年，钱江晚报美好生活研究院健康分院发起

“口腔健康关爱行动”。

六月以来，我们邀请杭州口腔医院各专科领域的

学术带头人、资深临床专家，为浙江居民打造一系列实

用的口腔健康科普直播；携手口腔专家组成口腔健康

志愿者团队，对浙江山区学生进行爱牙宣教，提升保健

意识；此外，我们还搭建桥梁，让“大医院牵手小社区”，

开展爱牙义诊，将优质的口腔医疗资源送到浙江居民

家门口。

9 月 20 日是全国爱牙日，作为“口腔健康关爱行

动”重磅项目之一的《浙江居民口腔健康状况调查问

卷》的分析报告正式发布。

本次调查，我们设计了 12 道口腔健康问题，随机

抽取了全省 11 个市的 2000 多位居民作为有效样

本。围绕调研报告中存在的问题，我们邀请了杭州口

腔医院的相关专家，从疾病现状、就诊需求、疾病认知

等方面进行专业分析解读。

钱江晚报美好生活研究院健康分院发起“口腔健康关爱行动”

居民口腔健康状况调研报告重磅发布

调查结果显示：

在 18~40 岁的青年人群组中，有 66%的人表示对

自己口腔状况不满意；在 41~60 岁的人群组中，有 75%

的人对自己口腔状况不满意，在 60 岁以上的人群组

中，有56%的人表示对自己口腔状况不满意。

解读专家：杭州口腔医院平海院区院长、浙报智库

特聘专家王维倩

青年群体约有三分之二对自己的牙齿美观不满

意，主要是牙齿拥挤和牙齿较黄，关于牙齿拥挤的问

题，目前错合畸形的发生率较高，和现在人群的精细化

饮食有关，在牙齿发育期间，食物比较精细，颌骨发育

过程中得不到很好的锻炼，导致牙齿拥挤，不美观。中

老年群体主要对于牙齿功能更加在意，以前由于口腔

卫生意识较弱，年轻的时候口腔问题没有及时处理，从

而导致了龋齿或者牙周炎的发生，进一步发生了牙齿

的缺失，影响了牙齿功能，所以，我建议大家要养成一

个定期看牙医、定期检查牙齿、正确刷牙的好习惯。

中青年居民
自我口腔状况满意度总体较差
中青年居民
自我口腔状况满意度总体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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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显示：浙江居民对优质口腔医疗

资源需求旺盛，就诊时最看重的是医生资历，其

次是就近就医。

解读专家：杭州口腔医院总院院长陈丹鹏

2018年，杭州口腔医院以及其下属分院正

式启动“蒲公英计划”。

目标 3 到 5 年内，建立 100 家分院，将优秀

口腔医疗机构和医生“双下沉”到浙江全省基层

县（市、区），并携手全省各地的优秀口腔医生，

提升当地口腔医疗水平和群众就医满意度，为

浙江居民的口腔健康做出更多的贡献。

如今，四年过去，“蒲公英”跟随“共富”方

向，落地生根。截至 2022 年 6 月，目前浙江省

内累计共建有 46 家院区，分布在杭宁绍等 10

个中心城市及周边县市。

所有的医院依托于杭口的强大医疗资源和

管理经验的优势，形成集团、区域、地方的管理

架构，实现集团内医疗标准一致，区域内医生资

源共享，保障所有院区的医疗质量无差异化及

专业性，让当地老百姓看牙方便的同时，也看得

放心。

推动优质口腔医疗资源下沉，提升群众满意度推动优质口腔医疗资源下沉，提升群众满意度

调查结果显示：

在出现口腔问题后，大多数人（45%）会选择

缓一段时间，视情况的严重程度再决定。21.7%

的人会拖着，严重影响生活时才会选择就医。

解读专家：杭州口腔医院运营总监白杨

早期龋齿（白斑时期），可以通过日常使用

含氟牙膏、护牙素，定期看牙医进行涂氟来进行

修复。在龋坏未累及牙神经时，单纯的补牙就

足以解决问题。但如果拖延下去，会产生牙髓

炎或者是根尖周的炎症，不但疼痛非常的剧烈，

而且治疗过程还会变得更加的复杂，治疗费用

也要成倍上涨。如果再拖，那还会发展成牙周

炎，甚至重度牙周炎，造成牙齿松动、缺失，对健

康造成危害。

无痛治疗、微创治疗、显微治疗已经是大多

数口腔医院的标准操作，牙齿问题早治管用且

省钱。

牙病不能拖，早发现早治疗是关键牙病不能拖，早发现早治疗是关键

调查结果显示：

18~40岁的人群组中，牙周疾病与牙齿缺失

的现象相比其他两个年龄组占比较低，“口气不

好”“口腔溃疡”“牙龈出血”等口腔问题较为明

显，“牙龈肿痛”“牙齿敏感”“牙齿松动”与“牙齿

缺失”的现象在40岁后的人群中占比逐渐上升。

解读专家：杭州口腔医院城西院区院长李

小凤

近年来，口腔疾病发病率显著上升，其中又

以龋病和牙周病最为常见。牙周炎影响的不只

是一颗牙，而是全口牙。当牙齿出现问题，会严

重影响咀嚼功能，增加肠胃负担，对健康不利，所

以一旦有牙齿缺失，要及早修复，否则会影响到

其他牙齿的正常使用。

老年人口腔卫生保健的基本目标，至少应

保持 20 颗功能牙，维持最基本的口腔功能状

态。因此，不管是种植牙或是活动假牙，缺牙后

要尽快修复，尽可能康复口腔功能，从而提高晚

年生活质量。

牙周病和缺失牙是中老年人“口腔杀手”
结论二

结论三

结论四

结论一

对口腔功能不满意 对口腔功能与牙齿外观都不满意

对牙齿外观不满意 对口腔功能牙齿外观都满意

口气不好 口腔溃疡 牙龈出血 牙龈肿痛 蛀牙/龋齿 牙齿松动 牙齿缺失 牙齿不齐 牙齿变色 牙齿无任何问题

41~60岁18~40岁 60岁以上

轻微长期不适才就医 轻微短暂不适即就医 严重影响生活时才就医 “牙疼不是病”，忍一忍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