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口腔行动方案（2019 年—2025 年）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贯彻落实《“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和《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

（2017—2025 年）》，深入推进“三减三健”健康口腔行动，

结合当前中国居民口腔健康状况和口腔卫生工作现况，制定

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落实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和《“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部署，

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突出重

点、统筹资源，以提高群众口腔健康水平为根本，以健康知

识普及和健康技能培养为基础，以口腔疾病防治适宜技术推

广为手段，以完善口腔卫生服务体系为支撑，全面提升我国

口腔健康水平，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二）行动目标。到 2020 年，口腔卫生服务体系基本

健全，口腔卫生服务能力整体提升，儿童、老年人等重点人

群口腔保健水平稳步提高。到 2025 年，健康口腔社会支持

性环境基本形成，人群口腔健康素养水平和健康行为形成率

大幅提升，口腔健康服务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 



  

健康口腔行动工作指标 

主要指标 基线（2016年） 2020 年 2025 年 属性 

12 岁儿童龋患率（%） 34.5% 控制在 32%以内 控制在 30%以内 预期性 

12 岁儿童龋齿充填治疗比（%） 16.5% 20% 24% 预期性 

儿童窝沟封闭服务覆盖率（%） 19.4% 22% 28% 预期性 

成人每天 2 次刷牙率（%） 36.1% 40% 45% 倡导性 

65-74 岁老年人存留牙数（颗） 22.5 23 24 预期性 

  

 

   



二、具体行动 

  （一）口腔健康行为普及行动。 

  1.加强口腔健康教育。中华口腔医学会、中国牙病防治

基金会、国内大专院校等专业机构负责组织编制与推广规范

化口腔健康教育教材，在口腔医务工作者、口腔专业学生、

中小学教师等群体中开展口腔健康教育师资培养，开展覆盖

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教育。以“全国爱牙日”、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日”等健康主题宣传日为契机，将

口腔健康教育集中宣传与日常宣传相结合，创新宣传形式和

载体，提高口腔健康教育的可及性，引导群众形成自主自律

的健康生活方式。 

  2.开展“减糖”专项行动。结合健康校园建设，中小学

校及托幼机构限制销售高糖饮料和零食，食堂减少含糖饮料

和高糖食品供应。向居民传授健康食品选择和健康烹任技巧，

鼓励企业进行“低糖”或者“无糖”的声称，提高消费者正

确认读食品营养标签添加糖的能力。 

  3.实施口腔疾病高危行为干预。加强无烟环境建设，全

面推进公共场所禁烟工作，严格公共场所控烟监督执法。在

有咀嚼槟榔习惯的地区，以长期咀嚼槟榔对口腔健康的危害

为重点，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和口腔健康检查，促进牙周、

口腔黏膜病变等疾病早诊早治。 

  （二）口腔健康管理优化行动。 



  1.生命早期 1000 天口腔健康服务。将口腔健康知识作

为婚前体检、孕产妇健康管理和孕妇学校课程重点内容，强

化家长是孩子口腔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强化医疗保健人

员和儿童养护人婴幼儿科学喂养知识和技能。发挥妇幼保健

机构和口腔专业机构的协同作用，预防和减少乳牙龋病的发

生。 

  2.儿童口腔健康管理服务。动态调整全国儿童口腔疾病

综合干预项目覆盖范围，中央财政新增资金优先用于贫困地

区开展工作。充分发挥项目示范带动作用，推广卫生健康部

门会同教育部门实施儿童口腔健康检查、窝沟封闭、局部用

氟等口腔疾病干预模式。积极探索以防治效果为考核指标的

政府购买服务，鼓励地方政府将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作为

民生工程，在有条件地区实现适龄儿童全覆盖。 

  3.中青年（职业）人群口腔健康管理。以维护牙周健康

为重点，推广使用保健牙刷、含氟牙膏、牙线等口腔保健用

品，推动将口腔健康检查纳入常规体检项目，倡导定期接受

口腔健康检查、预防性口腔洁治、早期治疗等口腔疾病防治

服务。 

  4.老年人口腔健康管理。倡导老年人关注口腔健康与全

身健康的关系，对高血压、糖尿病等老年慢性病患者，加强

口腔健康管理，积极开展龋病、牙周疾病和口腔粘膜疾病防

治、义齿修复等服务。  



  （三）口腔健康能力提升行动。 

  1.完善服务体系建设。专科医院、综合医院口腔科、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公共卫生机构要建立健全各司其职、优势

互补的合作机制。落实分级诊疗制度，依托口腔专科医联体

建设，规范口腔疾病诊疗行为。充分发挥国家口腔医学中心

和国家口腔区域医疗中心在口腔疾病防治中的技术指导作

用，逐步建立省、市、县（区）三级口腔疾病防治指导中心。

积极发展口腔疾病防治所等防治结合型专业机构，引导社会

办口腔医疗机构参与口腔疾病防治工作。 

  2.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充分发挥中华口腔医学会、中国

牙病防治基金会的专业资源和人才优势，加强口腔健康教育、

口腔疾病防治和口腔护理等实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培训。

以需求为导向，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优化继续教育实施方式，

加大对基层和偏远地区扶植力度，全面提高基层在职在岗人

员能力素质和工作水平。推动和规范口腔医师多点执业，促

进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所有制医疗卫生机构之间口腔

健康人才合理流动，创新人才配置机制。 

  3.建立监测评价机制。将口腔健康内容纳入现有慢性病

与营养监测体系，逐步建立覆盖全国、互联互通的口腔健康

监测网络。定期开展口腔疾病防治信息的收集和调查，加强

数据分析利用，有效评价防治措施效果和成本效益。建立口

腔健康信息网络报告机制，逐步实现居民口腔健康基本状况



和防治信息的定期更新与发布。 

  （四）口腔健康产业发展行动。 

  1.引领口腔健康服务业优质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口腔

非基本健康领域配置资源的作用，鼓励、引导、支持社会办

口腔医疗、健康服务机构参与口腔疾病防治和健康管理服务。

探索将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口腔健康服务筹资方，提升保障水

平。依托“互联网+”，扩展口腔健康服务空间和内容，优

化服务流程，推进居民口腔健康档案连续记录和信息交换，

满足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口腔健康需求。 

  2.推动口腔健康制造业创新升级。聚焦口腔科技发展和

临床重大需求，加强口腔疾病防治应用研究和转化医学研究，

加快种植体、生物 3D打印等口腔高端器械材料国产化进程，

压缩口腔高值耗材价格空间。推动前沿口腔防治技术发展，

突破关键技术，加快适宜技术和创新产品遴选、转化和应用。

支持地方打造医教研产融合产业基地，鼓励健康产业集群发

展。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高度重视健康口腔工作，

完善协调机制，确定工作目标，制订本地区健康口腔行动方

案，强化组织实施，统筹各方资源，逐步建立政府、社会和

个人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对农村和贫困地区加大支持力度，

提高健康口腔行动保障力度。 



  （二）加强宣传引导。大力宣传国家关于口腔健康各项

惠民政策，加强口腔健康科普知识的宣传倡导，提高群众的

知晓率和参与度，为健康口腔行动顺利推进营造良好舆论氛

围。 

  （三）加强合作交流。加强口腔卫生国际合作研究。积

极与世界牙科联盟等国际口腔健康组织及科研院所开展技

术交流与合作，展现中国口腔卫生工作成效，合理利用国际

资源，提升我国口腔卫生服务水平。 

  （四）加强效果评估。各省份要制订健康口腔行动考核

评估方案，定期开展过程与效果评价，对口腔公共卫生项目

实施进度和实施效果开展全面评估，及时发现问题，研究解

决对策，确保口腔卫生工作的有效落实。 

 

 

 

 

 

 

 

 

 

 

 

 

 

 

 

 

 

 

 

 



解读《健康口腔行动方案（2019-2025 年）》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了《健康口腔行动方

案（2019-2025 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这是落实《“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和《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

（2017-2025 年）》目标要求、切实维护群众口腔健康的重要

举措，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行动方案》的起草背景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一个国家

或地区居民身心健康、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口腔疾病也是

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常见病与多发病，不仅影响口腔咀嚼、

发音等生理功能，还与脑卒中、心脏病、糖尿病、消化系统

疾病等全身疾病有密切关系。 

  2017 年发布的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显示，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饮食习惯的改变，

儿童龋病患病率呈上升趋势，成年人牙周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另一方面，随着口腔卫生服务的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入，我

国居民口腔健康素养水平和健康行为情况均有不同程度的

改善，口腔卫生服务利用水平有所上升。调查结果还显示，

重大公共卫生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成

效，项目覆盖县（区）12 岁儿童龋患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实施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较早、



适龄儿童全覆盖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 50%。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和《中国防治慢性病中

长期规划（2017-2025 年）》明确提出“12 岁儿童患龋率控

制在 25%以内”的目标。2017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体育

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印发《全民

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方案（2017-2025 年）》，在全国范围深入

开展“三减三健”（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

重、健康骨骼）专项行动， 将“健康口腔”作为重要内容

进行深入推广，提升群众口腔健康意识和行为能力。为全面

推进健康口腔工作，制订了本方案。 

  二、《行动方案》的主要特点 

  《行动方案》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突

出了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一是体现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管理。《行动

方案》以提高群众口腔健康水平为根本，立足全人群和全生

命周期，对生命不同阶段主要口腔健康问题及影响因素进行

有针对性的干预，全面维护群众口腔健康，强化孕产妇、儿

童青少年、职业人群、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的口腔健康工作。  

  二是体现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倡导“每个人是自己健

康的第一责任人”和“家长是孩子口腔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的理念，通过加强健康教育，控制危险因素，强调减少含糖

饮料、高糖食品摄入，推进公共场所禁烟，对长期咀嚼槟榔



等高危行为进行干预等，促进群众养成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

式。 

  三是目标明确可操作。《行动方案》提出了针对不同人

群的口腔健康指标，使目标任务具体化，工作过程可衡量、

可评估。《行动方案》提出了健康口腔行动分步走的目标，

明确了到 2020 年和 2025 年的发展目标，各地根据全国行动

目标要求，确定工作目标，制订适合本地区发展的行动方案。 

  三、《行动方案》的核心内容 

  《行动方案》明确了健康口腔工作的指导思想，提出要

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突出重

点、统筹资源，基于口腔疾病防治现状和工作要求，明确了

2025 年总体目标和 5 个针对可量化的工作指标，提出了 4 项

具体行动。 

  一是口腔健康行为普及行动。从健康知识普及和健康行

为促进两方面入手，强调科学、广泛的口腔健康教育，针对

含糖食品、烟草使用、咀嚼槟榔等对口腔健康危害较大的重

点危险因素提出具体措施。 

  二是口腔健康管理优化行动。根据生命早期 1000 天、

儿童、中青年（职业）人群、老年人重点口腔问题，分类指

导，强化早诊早治，推动疾病治疗向健康管理转变。 

  三是口腔健康能力提升行动。完善口腔健康服务体系，

加强口腔专业人力资源建设。建立监测评价机制，加强数据



分析利用，逐步实现居民口腔健康状况和防治信息的定期更

新与发布。 

  四是口腔健康产业发展行动。充分发挥市场在口腔非基

本健康领域配置资源的作用，引领口腔健康服务业优质发展，

满足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口腔健康需求。推动口腔健康制

造业创新升级，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适宜技术应用。 

  四、《行动方案》的落实 

  为保障行动方案目标的实现，从加强组织领导、宣传引

导、合作交流和效果评估四个方面提出了保障措施。要求各

地高度重视健康口腔工作，统筹资源，完善机制，加大对农

村和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定期开展过程与效果评估，确保

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