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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查铜川是学龄前儿童龋齿的流行病学特征以及危险因

素，为降低学龄前儿童龋齿发病率、促进儿童身心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利用自行设计的《学龄前儿童龋齿流行病学调查问卷》，采用

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在铜川市农村、城郊和城区分别分层选取幼儿

园3-6岁学龄前儿童作为调查对象，对其龋齿发病情况进行调查，并

利用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学龄前儿童龋齿的影响因素。结果：由

本研究可见，铜川市学龄前儿童龋齿的平均发病率为67.53%。男孩龋

齿发病率远远高于女孩（F=48.051，P<0.05），年龄较大的学龄前儿

童，其龋齿的发病率越高，达81.25%（F=19.575，P<0.05）。影响学

龄前儿童龋齿发生的主要因素有是否刷牙（OR=5.551）、开始刷牙的

时间（OR=4.223）、母亲文化程度（OR=3.834）、家庭人均月收入

（OR=3.636）、家庭所在地（OR=1.145）等。结论：铜川市学龄前

儿童龋齿发病率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不刷牙或开始刷牙时间较晚、

母亲文化程度较低、家庭人均月收入较低、家在农村是影响学龄前儿

童发生乳牙龋齿的主要原因。加强儿童主要照护人的健康教育与健康

促进，提高儿童抚养人的保健知识和保健意识。提倡学龄前儿童早刷

牙、正确刷牙，定期做好口腔保健，降低儿童龋齿率的发生。

关键词：学龄前儿童；龋齿；发病率



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膳食结构的改变，龋齿已经成为影响

儿童健康的主要疾病，3-6岁儿童龋齿的发病率持续在 50.8%-71.9%[1]。儿童龋齿

不及时治疗，会引起疼痛，咀嚼困难，还会对恒牙的发育造成不良影响，严重影

响儿童正常生长发育和身心健康[2 5]。本研究以铜川市幼儿园学龄前儿童为研究

对象，系统调查学龄前儿童龋齿发病情况及影响因素，为降低学龄前儿童龋齿发

病率，对其进行有效的口腔保健，提高学龄前儿童身心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在铜川市农村、城郊和城区分别分层选取幼儿

园 3-6岁学龄前儿童作为调查对象 500名，共发放《学龄前儿童龋齿流行病学调

查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 425份，有效率 94.44%。

1.2 研究方法

通过查阅文献、专家咨询等方法[6 8]，结合铜川市学龄前儿童龋齿发病的实

际情况，自行设计《学龄前儿童龋齿流行病学调查问卷》，本研究采用 Cronbach's

α系数来测量问卷内部一致性，问卷 Cronbach's α=0.813，内部一致性良好，问卷

信度尚好。

依据《学龄前儿童龋齿流行病学调查问卷》的内容特征，以及 logistic回归

分析要求，对铜川市学龄前儿童龋齿相关影响因素进行赋值，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铜川市学龄前儿童龋齿 logistics回归分析的自变量定义与赋值

变量 影响因素 赋值说明

X1性别 男，女 0，1

X2年龄 实足年龄 实际值

X3家庭所在地 农村，城市 0，1

X4是否独生子女 是，否 0，1

X5母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中学，大学及以上 1，2，3

X6父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中学，大学及以上 1，2，3

X7家庭人均月收入 3000 元以下，3000-6000 元，6000 元-10000 元，10000 元以上 1，2，3，4

X8出生后喂养方式 纯母乳喂养，混合喂养，奶粉喂养 1，2，3



X9睡前刷牙后是否进食 是，否 0，1

X10是否经常吃甜食 从不吃，偶尔，一般，经常 1，2，3，4

X11是否经常吃蔬菜 从不吃，偶尔，一般，经常 1，2，3，4

X12是否刷牙 是，否 0，1

X13开始刷牙年龄 <1岁，1-3岁， 3-6岁，>6岁， 1，2，3，4

X14是否使用电动牙刷 是，否 0，1

X15是否使用含氟牙膏 是，否 0，1

X16每年进行口腔保健频次 <0次，1次，2次，3次以上 1，2，3，4

Y 是否患龋齿 否，是 0，1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3.0分析数据。主要采用多因素二分类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

方法进行铜川市学龄前儿童龋齿影响因素分析，检验统计量 P <0.05时，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铜川市学龄前儿童及其家庭社会人口学特征分析

如表 2所示，本次共调查学龄前儿童 425人，龋齿的平均发病率为 67.53%。

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5.12±0.24，家庭所在地农村的仅为31.06%，城市占68.94%。

独生子女占 39.06%，父母亲的文化程度均以中学为主，分别为 68%和 63.29%，

今天人均月收入以 3000-6000元为主，占 57.65%，其次为 6000-10000元，占 20%。

出生后 4个月内喂养方式以纯母乳喂养为主，占 72%。调查对象中有 86.82%的

学龄前儿童有刷牙的习惯，有 20.94%的学龄前儿童刷牙后会有进食行为，学龄

前儿童对甜食表现出明显的喜好性，只有 26.35%的学龄前儿童表示平时吃甜食

较少。学龄前儿童蔬菜补充量充足，有 89.64%的学龄前儿童日常有较好的食用

蔬菜的行为。开始刷牙的年龄以 1-3 岁为主，占到 53.12%，其次为 3-6 岁，占

27.64%，有 15.29%的学龄前儿童在使用电动牙刷刷牙，有 27.06%的学龄前儿童

会使用含氟牙膏，有 26.35%的学龄前儿童不会进行口腔保健检查，有 60.24%的

学生一年会进行一次口腔保健。



表 2 铜川市学龄前儿童人口学特征分析（n=425）

变量
统计量

变量
统计量

n % n %
年龄 实足年龄 5.12±0.24

是否经常吃甜食

从不吃 23 5.41

性别
男 229 53.88 偶尔吃 89 20.94
女 196 46.12 一般 268 63.06

家庭所在地
农村 132 31.06 经常吃 45 10.59

城市 293 68.94

是否经常吃蔬菜

从不吃 5 1.18

是否独生子女
是 166 39.06 偶尔吃 39 9.18
否 259 60.94 一般 102 24.00

母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69 16.24 经常吃 279 65.65

中学 289 68.00
是否刷牙

是 369 86.82
大学及以上 67 15.76 否 56 13.18

父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86 20.24

开始刷牙年龄

<1岁 61 16.53
中学 269 63.29 1-3岁 196 53.12
大学及以上 70 16.47 3-6岁 102 27.64

家庭人均月收入

3000元以下 65 15.29 >6岁 10 2.71

3000-6000元 245 57.65
是否使用电动牙刷

是 65 15.29
6000 -10000元 85 20.00 否 360 84.71

10000元以上 30 7.06
是否使用含氟牙膏

是 115 27.06

出生后 4个月内喂养方式

纯母乳喂养 306 72.00 否 310 72.94

混合喂养 89 20.94

每年进行口腔保健频次

< 0次 112 26.35
奶粉喂养 30 7.06 1次 256 60.24

睡前刷牙后是否进食
是 89 20.94 2次 32 7.53

否 336 79.06 3次及以上 25 5.88



如表 3所示，本次调查的 425名学龄前儿童中，有 287人被诊断为龋齿，龋

齿的平均发病率为 67.53%。对学龄前儿童龋齿发病情况进行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发现，男孩龋齿发病率远远高于女孩（F=48.051，P<0.05），年龄较大的学龄前

儿童，其龋齿的发病率越高，达 81.25%（F=19.575，P<0.05）。家庭所在地在

农村的学龄前儿童，龋齿的发病率高于家庭在城市的儿童。母亲文化程度越低，

其子女发生龋齿的可能性越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母亲，其子女龋齿的发病

率为 78.26%。家庭收入越低，其子女越容易患龋齿，家庭月均收入在 3000元以

下的家庭，子女患龋齿率为 83.08%。

表 3 铜川市学龄前儿童龋齿流行病学特征分析（n=425）

变量
患病例数

（n）
患病率

（%）
F P

性别
男 188 82.10

48.051 0.000
女 99 50.51

年龄

3-4岁 78 57.78

19.575 0.0004-5岁 92 63.01

5-6岁 117 81.25

家庭所在地
农村 103 78.03

9.629 0.002
城市 184 62.80

母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54 78.26

10.895 0.004中学 198 68.51

大学及以上 35 52.24

家庭人均月收入

3000元以下 54 83.08

16.861 0.001
3000-6000元 168 68.57

6000 -10000元 52 61.18

10000元以上 13 43.33

2.2 铜川市学龄前儿童龋齿影响因素的单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

如表 4所示，以铜川市学龄前儿童是否患龋齿为应变量，以儿童社会人口学

因素及口腔保健相关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经单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在 a=0.05 水平上，有显著性意义的因素有如下 8个变量：

年龄（X2）、家庭所在地（X3）、母亲文化程度（X5）、家庭人均月收入（X7）、

是否经常吃零食（X10）、是否刷牙（X12）、刷牙开始年龄（X13）和每年进行口

腔保健频次（X16）。年龄（OR=1.280）、家庭所在地（OR=1.235）、母亲文化



程度（OR=1.195）、家庭人均月收入（OR=0.776）、是否经常吃零食（OR=3.284）、

是否刷牙（OR=5.466）、刷牙开始年龄（OR=1.763）和每年进行口腔保健频次

（OR=4.003）等变量 OR均大于 1，提示年龄越大的学龄前儿童，以及家在农村、

母亲文化程度较低、家庭人均月收入较低、经常吃零食、不刷牙、刷牙开始时间

较晚、每年进行口腔保健次数较少的学龄前儿童，更容易发生龋齿。

表 5 铜川市学龄前儿童龋齿影响因素的单因素 logistics回归分析

入选变量
参数估计值

（B）
标准误

（S.E）
卡方检验统计量

（Wals）
P值 OR值

OR值的 95% C.I.

下限 上限

X2年龄 0.245 0.058 7.232 0.005 1.280 1.071 1.534

X3家庭所在地 0.211 0.037 1.193 0.554 1.235 0.582 2.606

X5母亲文化程度 0.174 0.064 0.302 0.585 1.195 0.633 2.253

X7家庭人均月收入 -0.252 0.022 1.533 0.216 0.776 0.524 1.154

X10是经常欢吃甜食 1.193 0.041 8.747 0.007 3.284 1.495 7.235

X12是否刷牙 1.695 0.065 27.245 0.000 5.466 2.883 10.346

X13开始刷牙年龄 0.564 0.023 3.048 0.082 1.763 0.934 3.347

X16每年进行口腔保健频次 1.385 0.064 5.042 0.024 4.003 1.195 13.433

常量 -7.932 1.033 10.753 -- -- -- --

2.3 铜川市学龄前儿童龋齿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

对所有可能影响学龄前儿童龋齿的相关因素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enter法）。如表 4所示，在α=0.05水平上，家庭所在地（X3）、母亲文化程

度（X5）、家庭人均月收入（X7）、是否刷牙（X12）和开始刷牙年龄（X13）等 5

个变量有显著性意义（P<0.05）。各变量影响程度依次为：是否刷牙（OR=5.551）、

开始刷牙的时间（OR=4.223）、母亲文化程度（OR=3.834）、家庭人均月收入

（OR=3.636）、家庭所在地（OR=1.145）。即不刷牙或开始刷牙时间较晚、母

亲文化程度较低、家庭人均月收入较低、家在农村的学龄前儿童，越容易患龋齿。



表 3 铜川市学龄前儿童龋齿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s回归分析

入选变量
参数估计值

（B）
标准误

（S.E）
卡方检验统计量

（Wals）
P值 OR值

OR值的 95% C.I.

下限 上限

X12是否刷牙 1.713 0.023 32.345 0.000 5.551 3.076 10.032

X13开始刷牙年龄 1.422 0.036 17.476 0.000 4.223 2.145 8.231

X5母亲文化程度 1.345 0.068 5.729 0.016 3.834 1.278 11.801

X7家庭人均年收入 1.247 0.075 12.181 0.000 3.636 1.766 7.587

X3家庭所在地 0.147 0.079 4.427 0.034 1.145 1.054 1.382

常量 -7.058 1.087 17.450 0.000 -- -- --

3 讨论

3.1 学龄前儿童龋齿流行病学分析

本次研究发现铜川市学龄前儿童的龋齿发病率为 67.53%，其中 3-4 岁儿童

的发病率为 57.78%，5-6岁儿童的龋齿发病率为 81.25%，参照 2018年我国第四

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我国 3 岁儿童患龋率达 50.8%，5岁儿童患

龋率达 71.9%，由此可见铜川市学龄前儿童龋齿的发病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

这有可能与本地区经济较为落后，学龄前儿童的照护人保健知识储备不足等因素

有关。乳牙龋病是学龄前儿童最常见的口腔疾病，具有发病早、患龋率高、龋蚀

发展速度快的特点，严重影响儿童口腔及身心健康。目前儿童乳牙龋病多采用对

症治疗，较少采用对因预防。乳牙龋病的产生与多种因素有关，社会经济状况的

不断变化决定了龋病的流行状况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定期调查和评估一个地区

的龋病流行情况十分必要。

3.2 学龄前儿童龋齿影响因素分析

龋病是一个多因素疾病，本研究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学龄前儿童乳牙

龋齿的患病与其是否刷牙、开始刷牙年龄、母亲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和家

庭所在地等因素相关，这与国内相关研究基本相符。刷牙是最经济、有效、直接

的防龋方法之一。刷牙可以去除牙齿上的食物残渣、软垢和菌斑，降低口腔内细

菌浓度，减少细菌在牙齿上的附着，从而减少细菌对牙釉质的侵蚀作用，降低患

龋率[9]。儿童开始刷牙年龄早晚与患龋率有很大关系，儿童从半岁开始乳牙萌出



一直到 2 岁半左右乳牙全部萌出后，进入乳牙颌时期，这个阶段越早开始刷牙，

越容易保持儿童良好的口腔卫生，降低乳牙患龋率，养成正确的口腔卫生习惯，

对提高儿童今后刷牙的依从性也有很大裨益[10]。

此外，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是影响学龄前儿童乳牙龋齿发生的重要因素。母

亲受教育程度越高，拥有较多的健康保健知识，能够更好地指导儿童进行口腔保

健，避免儿童龋齿的发生[11]。此外，农村地区以及经济收入较低的家庭，缺乏有

效的物质经济支持和医疗保健服务，因此学龄前儿童龋齿发病率较高[12 ]。

4 结论

针对铜川市学龄前儿童龋齿发病率较高等问题，要加强儿童主要照护人的健

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提高儿童抚养人的保健知识和保健意识。提倡学龄前儿童早

刷牙、正确刷牙，定期做好口腔保健，降低儿童龋齿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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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学龄前儿童龋齿流行病学调查问卷

尊敬的家长：

您好！我们这次问卷调查，是要了解学龄前儿童的口腔健康情况，为提出改善学龄前儿

童口腔健康状况的对策提供参考。本次调查是不记名的，请在符合您情况或想法答案符号上

划“√”号。感谢您参加调查，衷心感谢您的支持！

1.儿童年龄 岁

2.儿童性别 ①男 ②女

3.您的家庭结构为：

①三口之家 ②父母及(外)祖父母同住 ③(外)祖父母同住 ④单亲家庭 ⑤其他

4您的家庭人均月收入为：

①3000元以下 ②3000-6000元 ③6000-10000元 ④10000元以上

5.儿童母亲的文化程度为：

①小学以下 ②初中及高中 ③大学及大学以上

6.父亲的文化程度为：

①小学以下 ②初中及高中 ③大学及大学以上

7.是否为独生子女 ① 是 ② 否

8家庭所在地 ①城市 ②农村

9.儿童身高 cm

10.儿童体重 Kg

11.您的孩子出生后喂养方式：

①母乳喂养 ②奶粉喂养 ③混合喂养

12.您的孩子目前是否刷牙： ①是 ②否

13.您的孩子睡前刷牙后是否进食： ①是 ②否

14. 您的孩子是否吃甜食：

①从不吃 ②偶尔 ③一般 ④经常

15.您的孩子是否吃蔬菜：

①从不吃 ②偶尔 ③一般 ④经常

16.您的孩子开始刷牙的年龄：

①<1岁 ②1-3 岁 ③3-6岁 ④>6岁

17.您的孩子是否使用电动牙刷： ①是 ②否

18.您的孩子是否使用含氟牙膏： ①是 ②否

19.您的孩子每年进行口腔保健频次：

①<0次 ②1次 ③2次 ④3次及以上

20.您的孩子是否患龋齿？ ①是 ②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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