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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过口腔门诊的人都知道医生常常会问你有没

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心血管疾病。千万别以为医

生就是随便问一问，因为口腔疾病真的与心血管疾

病、糖尿病、骨质疏松息息相关。心肌梗塞、中风

（统称粥样硬化性疾病）、高血压、外周动脉疾病、

冠心病已经被证实与蛀牙、牙周病存在一定相关性。  

千万别以为不就是刷牙出血嘛，又不是大出血，

不危及生命或者认为不就是颗蛀牙嘛，实在不行就

拔了，其实可能你已经离高血压、心机梗塞等心血

管疾病越来越近了。不要等着体检报告告诉你不好

的消息，如果有严重口腔问题就该去检查一下身体

了，特别是家中的老年人，他们是心血管疾病的高

危人群。研究表明，口腔问题中牙周炎与心血管疾

病的关系最为相关。临床上口腔卫生状况差的牙周

患者，通常都会出现牙龈出血、牙根暴露、牙齿松

动这样的情况。那么，牙周病与心血管疾病到底有

着怎样的关系呢？

早在 1989 年，就有报道指出牙周病是急性心

肌梗死的危险因素，当你被诊断为牙周病时，你

就需要关注心血管问题，提防心肌梗塞。2012 年 , 

美国第三次全国健康和营养调查结果显示 , 在中老

年人群中（45 － 65 岁）, 收缩压（高压）与牙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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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口腔医学分册》新书已经发布，欢迎订购

病严重程度呈明显关系。如果你处在 45 － 65 岁阶

段中，且平时有刷牙出血，那当你牙龈出血量每增

加 10%, 你的收缩压平均会升高 0.5 mmHg, 且诊

断为高血压几率增加 10%。现实情况是，临床牙周

科医生最常接诊的就是 45 － 65 岁这个年龄段的患

者。英国医学杂志近期报道显示，长期一天刷牙少

于两次的人，口腔卫生差，经常处于炎症状态中，

就是我们常说的牙周不健康，其得心血管疾病的风

险增高。

那口腔卫生为何能影响心血管呢？其实，牙周

病和心血管疾病都与机体感染有关，口腔卫生差时

常常会有大量的细菌或病毒反复进入血液，这些“坏

蛋”进入血液后就有可能依附在动脉壁上，对血管

造成伤害；微生物还会增加血液粘稠度，增加血栓

形成的风险，可引起阻塞而诱发心肌梗死；此外，

口腔中如果出现严重的疼痛、感染，就有可能引起

血压心率上升，给心脏带来更大的负担，从而增加

心血管疾病患者出现严重并发症的风险。

因此，积极自觉维护口腔健康是降低心脏风险

的重要干预措施之一，心血管疾病患者更应该关注

重视自身的口腔健康，生活中要多饮水，饭后勤漱

口，学会使用牙线，做到每日早晚刷牙 2 次，定期

口腔检查，至少每年定期洁牙一次。一旦出现口腔

疾病，需积极就医，以防引起心血管疾病发作。让

我们关爱生命，关注口腔健康，远离中风、高血压、

心肌梗塞。


